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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述国内现有的砂仁种植模式
,

并对主要模式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
,

认为热带雨林
+
砂仁模式对

热带雨林物种多样性保护等带来严重 的负面影吮 各类杂木次生林
+

砂仁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砂仁产蚤

杉木
+
砂仁

、

橡胶
+
砂仁种植模式具有改善土壤肥力

、

促进间种树种生长等优势
.

西双版纳有着相当数量

的次生林
、

橡胶林
、

竹林等
,

把砂仁种植从热带雨林中转移到雨林外种植 同样具有很大的资源优势和生产

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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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仁 (A二。二 而喃
s u ln )是重要的南药植物

。

我国自唐代以来在广东的阳春
、

高州两县就有砂仁

出产
。

古代国产砂仁多为野生品
,

自清道光年起
,

阳

春就有较为详尽的砂仁种植记载
,

但上世纪 50 年代

前仍多处于半野生状态
。

自50 年代起
,

砂仁栽培管

理技术逐步成熟
,

产量也逐年增加川
。

60 年代后国

家开发南药资源
,

加强 了砂仁栽培技术的研究
,

使

砂仁的产量和种植面积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增
。

阳春

砂仁已成功引种北移至福建省南平市北纬2 60 以上

121
,

在海南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云南等地多有种

植川
。

传统认为
,

砂仁以产于广东阳春者为地道药

材
,

质量最好
。

西双版纳 19 63 年开始引种广东阳春砂仁
。

由于

云南 (西双版纳 )产区生态环境较原产区广东阳春

县为优131
,

有广阔的种植环境 〔咚〕
,

品质与原产地无

明显差异l5j
,

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砂仁产量剧增
,

占

全国总产量的 65
.

5 %
,

跃居首位川
,

目前产量可能

已超过全国的70 % 以上
。

雨林 + 砂仁种植模式被大

规模地应用
,

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成为部分农村

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

但这种单一的种植模式
.

已给

热带雨林物种多样性保护等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

从

环境和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
,

是不科学
、

不可持续

发展的 [ 6 1。

西双版纳地区位处热带北缘
,

是热带生物区系

向亚热带生物区系过渡的生态交错区
,

其生物区系

既具有古地中海起源背景
,

又受近代印度一马来西

亚区系的强烈影响
,

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和热

点地区lv]
。

在西双版纳 自然保护区中
,

热带雨林是

其重点保护类型
,

面积只占西双版纳的 0
.

2 %
,

极为

珍贵
。

由于处于生物地理群落的交错带上
,

生物资

源极为脆弱
,

易受人为活动干扰和破坏
,

且难以恢

复[s]
。

据初步估算
,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 目前每年

大约以 2 5 0 h, 2
的速度在消失 川

。

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下种植砂仁已成为目前最

普遍
、

最严重的干扰活动 [ ’”〕
,

已成为威胁西双版

纳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持的头号因素 〔” 〕
,

其生

态后果已引起生态学家的广泛关注
。

显然
,

探讨新

的砂仁种植模式
,

把砂仁从热带雨林中转移出来
,

对发展砂仁产业和热带雨林保护都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
。

现有砂仁种植的主要模式及 比较

目前国内砂仁种植模式主要有
:
热带雨林 + 砂

仁
、

杂木次生林 + 砂仁
、

杉木 + 砂仁
、

橡胶 + 砂仁
、

芭蕉 + 砂仁
、

竹林 + 砂仁
、

纯砂仁等种植模式l3. ’2 -

1 9 1
0

1
.

1 热带雨林
+
砂仁

热带雨林下种植砂仁是目前西双版纳最为广泛

的一种砂仁种植模式
。

其优点是简单易行
,

无需要

投人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在一定程度上适于西双版

纳大部分山区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
,

但负面影响

大
。

首先
,

对热带雨林植被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

产生严重的影响[20 】
,

生物多样性的丢失十分明显
。

砂仁种植要大量消除小树
、

林下幼树
、

灌木层植物
,

致使种植砂仁的雨林片断的乔木下层及几乎整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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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树
、

灌木层遭到严重破坏
,

物种和个体大量流失
,

群落结构变得非常不稳定
。

那些在原乔木层中占多

数的只有 1 一 2个个体的脆弱种类 (种群 )将首先消

失日’l
,

上层乔木种类减少了约 30 %
,

中下层乔木减

少约 4 0 %
,

对草本及上层植物的幼苗
,

其损失难以

计数[4, 241
。

研究表明
:
种植砂仁的林地物种多样性

仅介于 8 年轮歇地 与橡胶 + 菠萝种植方式之间

[2l
一

231
。

其次
,

林下种植砂仁的潜在危害是导致热带

雨林不能自我更新
。

由于热带雨林的更新要依赖下

层的幼苗库
,

而林下幼苗库被农业措施清除
、

破坏

后
,

热带雨林就难以 自我更新
,

也就影响了热带雨

林的群落结构和功能的正常发挥1241
。

第三
,

降低了

林冠盖度和乔木数量
,

减少了雨林凋落量和生物量

积累
。

其中林冠盖度由 85 % 一
95 % 降低到 55 % -

60 %
,

乔木数量减少 60 % 一
70 %

,

雨林凋落量降低

2 5
.

5 %
,

生物量积累降低 5 5
.

4 % ; 倒木量增加

35 6 %
,

对雨林生物量积累 N PP产生了严重影响[lol
。

第四
,

对土壤肥力和土壤动物产生影响
。

土壤肥力

比同类型的原始林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营养元素

在土层中的分布也有所改变
,

对土壤动物的种群结

构及个体数量的影响有时达到显著水平 [2s 毛砂仁种

植也导致土壤节肢动物总体数量显著降低
,

打乱土

壤节肢动物群落的垂直结构
,

地表层和凋落物层土

壤节肢动物向深层土壤迁移
,

出现下层动物数量多

于表层的垂直分布现象
,

对林地土壤节肢动物的分

布也产生负面影响
,

这势必影响到砂仁地凋落物的

分解率和养分元素的归还 lsl 。

最后
,

在种植砂仁7 -

8年后
,

其经济效益呈明显下降趋势 161
,

产出结构以

资源依赖型的牺牲环境为主
,

不能通过新技术投人

生产使其转变为经济效益
。

这种种植模式已面临着

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双重危机 [zll
(,

由于近年来砂

仁呈严重减产趋势
,

很可能导致更多的雨林被进一

步开发种植砂仁
,

更加剧热带雨林保护的尖锐矛盾

[26l
。

据统计
,

西双版纳砂仁栽培面积于 19 9 8年已达

5 sl lh m Z ,

占季节雨林 ( 1 1 5 9 4h m 2
) 的一半以上

,

甚至在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也广有种植【”
·

2 ’
,

221
。

1
.

2 杂木次生林
+

砂仁

杂木次生林 + 砂仁是一种相对较为广泛的种植

模式
。

其优点在于次生林下砂仁更新比雨林下的

快
,

砂仁产量略高于雨林
。

与雨林相比
,

次生林的

生物量低
,

透光率高
,

土壤水分与之接近
,

有利于

砂仁的生长发育 l’“
,

2 , ]。 在西双版纳
,

次生林主要是

刀耕火种轮歇地
,

人口压力增大
,

轮歇周期缩短
。

在

进人下一轮耕作时势必要对砂仁进行清除
,

而砂仁

从种植到产出约有 3年时间
,

高产则在 3年以后
,

这

种种植模式可能会增加劳动力投人
。

西双版纳只有

很少一部分使用这种种植模式
。

1
.

3 杉木
+
砂仁

杉木 十砂仁模式对于有杉木的砂仁植区是一种

较为理想的种植模式
。

杉木林下种植砂仁构成砂仁

依赖于杉木林生存的植物群落
,

可 以降低地表径流

和抑制杂草逆生
,

减少水分蒸发等
,

对林地有一定

程度的保水保肥作用
,

其土壤全氮
、

全磷有机质含

量比不套种砂仁的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对提

高土壤肥力
,

促进杉木生长
,

有利于杉木更新和缓

和杉木连栽地力衰退的作用 128
·

291
。

但西双版纳很少

种植杉木
,

这种种植方式还未见使用
。

1
.

4 橡胶
+
砂仁

广东雷州半岛徐闻县国营南华农场橡胶 + 砂仁

与纯橡胶种植模式的 比较研究表明
:
橡胶间种砂仁

不仅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增加植物体内营养元

素的含量 [301
,

而且还表现出比纯橡胶林地有较高的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较短的转化周期
。

间作砂仁胶

林的营养元素总积存量是纯胶林的 2
.

53 倍
,

营养元

素总归还量是纯胶林的 1
.

4 4 倍
,

乔木层总生物量
、

枯落物生物量
、

年均净生产量都有较为明显的提

高
,

且总凋落物有较多的热带季雨林特征
,

与海南

热带山地雨林接近口’
一 3 31

。

间种砂仁大大改善了胶林

生态环境
,

提高了经济生态效益 133
·

341 。

在云南省德

宏州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
,

橡胶 十 砂仁模式不仅

能明显提高土壤肥力
,

并且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可

使乳胶产量增加巧% [1 5 ]
。

纵横交错的砂仁甸甸茎和

根系在雨季拦截了大部分的地表径流
,

其保持水土

和涵养水源的功能不亚于多层结构的热带季雨林
。

单层的橡胶纯林水土保持功能不如热带森林
,

对土

地和光能的利用率也不够高
,

胶林下种砂仁可以改

善这种状况
。

橡胶的根系分布在 O 一 SOc m 的土层

里
,

而砂仁的根系则分布在 0 一 20c m 的土层里
,

缓

解了它们之间水分
、

养分的竞争
,

橡胶胶园套种砂

仁后
,

形成了双层的植被结构
,

在干季使林地的土

壤湿度得到一定提高11 5】
。

因此
,

橡胶 + 砂仁种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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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于减少水土流失
、

增强林地涵养水源的能力
、

提高复种指数等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

1
.

5 其它种植模式

其它种植模式因为面积小
,

各地很少使用
,

仅

见模式的报道
,

缺少相关研究的资料
。

2 讨论

砂仁种植对热带雨林保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

成不争的事实
,

保护区人员正积极采用各种方式对

在雨林内种植砂仁进行控制
。

但现有的保护方法在

取得效果的同时又显示出许多不足
。

建立保护区
,

是西双版纳目前最为主要的保护方式
,

但保护区面

积大
,

保护区附近或保护区内居民居住分散
,

给管

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

对破坏保护区活动的处理

往往只于事后
。

由于砂仁有着很好的市场
,

现行的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种植砂仁的法规只能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
,

但不能杜绝 1221
。

纯粹的保护或限制利用

都达不到 目的
。

在现行的林业体制下
,

群众最关心

的是直接的经济收人
,

而不是森林在保护生态环境

方面的作用
,

因此只能是维持型的保护
。

同时
,

这

种就林论林
,

就保护论保护
,

没有考虑社区经济发

展的需求
,

对长期依赖森林生活的社区居民
,

如果

实行一刀切而不准其利用森林资源的法规
,

必将导

致剧烈的冲突 [35l
。

积极宣传和动员社区居民来共同

做好保护工作是另一种保护途径155,
3 61

,

但一定的社

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至

为关键的因素
。

目前
,

宣传教育使得人们的保护意

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

但全面发展本地区生产力
,

普遍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

还是一个相当漫长

的过程
。

对于提出来的一些经济替代方式
,

如以竹

代木
、

竹品加工等
,

实施过程仍然会导致新的另一

种形式的土地开发
,

同时保护区内也存有相当的资

源
,

这样
,

在给群众带来收人的同时
,

同样也给保

护区带来压力
。

这些地区如果没有更好的增收途径

和吸引劳动力的方式
,

他们仍不得不靠山吃山
,

只

有为林区居民寻到新的
、

更好的致富产业模式
,

转

换经营模式才将成为可能山] 。资源和环境保护与发

展经济历来存在着矛盾
,

在保护与发展之间
,

保护

工作者和政府部门经常处于两难境地
。

政府希望村

民尽量减少在雨林下的砂仁种植
,

减少对保护区的

干扰 ; 但社区群众有强烈的发展地方经济的愿望
,

放弃砂仁种植将给地方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

寻求一

种既可 以替代在热带森林中种植砂仁又可以不给地

方经济发展带来损失的种植模式
,

保护好资源 留给

后代
,

是科研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

对于砂仁稳产高产的综合条件
,

大多数研究都

强调 了水分
、

传粉
、

通风对砂仁稳产高产的重要性

[3, ’2 一’7加]
。

每年 12 月到次年 6 月
,

是砂仁花芽分化
、

开花
、

传粉
、

坐果时期
,

充足的水分有利于花芽分

化
、

生长
、

坐果和保果
。

研究表明
,

西双版纳一些

地方砂仁减产与砂仁花期土壤含水量不足有关田
·

38, 3 9 1
。

充足的授粉可明显提高砂仁的坐果率1371
,

通

风条件好
、

小块种植也有利昆虫授粉从而提高产量
[l 刀

。

在竹林
、

杂木林次生林
、

芭蕉
、

橡胶林下
,

甚

至非林地情况下也可获稳产高产
,

说明热带雨林环

境也并非是种植砂仁的必要和唯一条件
。

从目前砂

仁的产量来看
,

西双版纳虽有30 多年的砂仁栽培历

史
,

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管理
,

粗放经营
,

既不稳产

也不高产
,

砂仁仍有着
.

巨大的增产潜力
。

橡胶是西

双版纳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
,

在海拔 1 00 0 m 以下

广为种植
,

而橡胶 + 砂仁这一种植模式在这一地区

并未得到应用
,

这对于在西双版纳探索一条适合西

双版纳特点的橡胶 + 砂仁种植模式提供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
。

同时各类次生杂木林
、

竹林也有相当规模
,

把砂仁从热带雨林中引种出来完全有可能
,

所缺少

的是对以上有发展潜力的模式在西双版纳如何应用

缺少系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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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

这可能是因为内源激素随继代次数增加而积

累
,

其中细胞分裂素在增殖体中积累最快
,

生长素

相对含量降低之故 [9l 。

所以我们认为
,

云南 木继

代次数不能无限延长
,

应到 8代之后进行生根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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