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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夹竹桃科植物标本的调查和野外考察,西双版纳夹竹桃科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共有 62

种之多。讨论和分析了它们的观赏特性、生长环境、园林用途。最后对夹竹桃科野生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提出了几

点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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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pecimen investigation and field survey, the wild ornamental plants r esources of Apocynaceae in

X ishuangbanna were abundant, reaching 62 species1Discussion and analysis were made on its ornamental characters, liv e env iron-

ment, and landscape ut ility1 Finally sever al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w ere put forward for the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

tion of the w ild plant r esources of Apocynacea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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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竹桃科植物种类繁多, 全世界约有250属、2 000多种,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少数在温带地

区。我国有 47属, 208种(包括变种) ,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至台湾岛屿,少数分布在北部及西北地区, 云

南有 35属、110种[ 1]。夹竹桃科( Apocynaceae)植物生活型多样,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皆有。其中,有很

多常见的园林植物和奇花异卉, 它们在城市绿化中用途广泛。夹竹桃( Nerium indicum )、白花夹竹桃

(Ner ium indiccum cv 1 paihua)姿态潇洒,花色艳丽,兼有桃竹之胜, 初夏开花, 经秋乃止,有特殊香气, 是

极好的城市绿化树种,常植于庭院、公园、街头绿地等处
[ 2]
。黄蝉( A llemanda neriif ol ia)、软枝黄蝉( A l la-

manda neriif ol ia)叶片常年青绿, 植株丛生繁茂, 花色金黄,漏斗状,是有名的庭院观赏植物。多年生常绿

草本长春花( Catharanthus roseus) , 叶浓绿而富有光泽, 花色丰富, 有红色、白色、粉红等,花期长, 常作盆

栽、花坛和花境花卉。还有鸡蛋花( Plumer ia rubra cv1 acut if olia)、黄花夹竹桃( T hevetia p er uv iana)、沙
漠玫瑰( Adenium obesum )、蔓长春花( V inca maj or )等, 它们常作园景树和室内盆栽观赏。

西双版纳地区土壤和气候类型的多样性,具有热带、亚热带气候和不同的森林植被景观, 相应分布有

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和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等森林植被类型。该地区分布有大约 5 000种高等植物, 占

我国植物区系的 1/ 6,被称作为/热带种质资源基因库0, 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夹竹桃科植物资源[ 3]
。目前,

国内外科技工作者对夹竹桃科植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药用价值的研究 ) ) ) 如何提取它们根、茎、叶等器官

中的化合物和化学成分分析和研究[ 3~ 4, 6~ 7]。对西双版纳地区夹竹桃科野生观赏植物的研究工作和报道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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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区与方法

111  自然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东半球北回归线热带北缘地带(北纬 21b10c~ 22b40c、东经 99b55c~ 101b

50c) ,面积 19 690 km
2
, 该地区属横断山系无量山脉和怒山山脉的余脉, 山地占总面积的 95%, 海拔高度

475~ 2 429 m。冬半年受南支副热带西风环流控制,气候干燥,太阳辐射强。夏半年受东南季风和西南季

风交替影响, 湿热多雨。一年中有明显的干季和雨季之分, 年均温 1511~ 2117 e , 年降水量 1 194 ~

2 492 mm,年均湿度70%~ 80% ,周年无霜,冬季雾多,雾日 115~ 145 d,主要出现在干季。从低海拔到高

海拔,土壤类型依次为砖红壤、赤红壤和山地红壤,伴有紫色土和石灰土分布。

112  研究方法

采取标本调查、野外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查阅夹竹桃科植

物标本资料,然后调查他们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该园村寨周围、沟谷雨林以及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分布区域、生境以及相应的植被类型。

2  结果与分析

211  资源状况
经初步调查和统计, 西双版纳地区具有观赏价值的夹竹桃科野生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计有 26属, 62

种(占云南总数的 5614%)。广泛分布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季雨林、常绿阔叶林、石灰山林等中下层植

被中。它们在控制水土流失、为其它物种提供生境和保护地以及热带森林的恢复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对光照、水分和温度的适应将它们分为 2大类型: 1)喜光湿润型:这类植物主要分布于河边、溪边的疏

林中或沟谷林缘,喜欢沙质土壤。常见的有糖胶树、萝芙木、云南蕊木、倒披针叶萝芙木、羊角拗、帘子藤、

云南香花藤等大多数乔灌木以及少量藤本。2)耐荫湿润型:这类植物主要分布在沟谷密林、石灰山林下和

低山林下、林缘, 喜欢荫避潮湿的环境,主要是藤本植物。如尖叶香花藤、橄榄果链珠藤、清明花、鹿角藤

等。

212  观赏特性及其在园林中的应用

由于人们对观赏植物的分类尚未形成统一的分类系统,因此本文根据它们的生活型、园林绿化用途以

及观赏特性分为以下 4类(表 1)。

21211  观赏乔木类  乔木在园林造景和城市绿化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城市森林的主要组成部

分,在美化城市、改善城市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观赏乔木共有 9种, 有常绿和落叶的种类,有美丽花

朵和优美树冠的种类,有果形奇特或叶色亮绿的种类。糖胶树树干通直,叶色四季亮绿,树冠可形成明显

的层次性, 造型优美[ 8, 9]。同时,它又具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等特性,主要用作行道树和庭荫树, 在我国

南方、台湾的许多城市道路绿化、小区绿化及厂区绿化等方面糖胶树均被广泛应用。盆架树叶面亮绿色,

树冠也可形成明显的层次性, 又具有一定的抗风能力, 是城市道路绿化的好树种。同样具有开发潜力的还

有止泻木、云南蕊木、云南倒吊笔、倒吊笔、胭木、蓝树、个溥等,它们花、果都具有很高的观赏性,适宜作园

景树, 可孤植或丛植于庭院、街头绿地、广场和居住区绿地中观赏。因此,因地制宜地将这些乔木孤植、丛

植、群植、列植于园林绿地中, 必将创造出优美的城市景观, 为城市居民提供游玩、休憩的场所。

表 1  西双版纳夹竹桃科野生植物的观赏特性及其分布地区

类别   植物名称  主要观赏特性 在西双版纳的分布

乔木类 灯台树 A lstonia scholar is 树形灯塔型,花白色 全州分布

止泻木 Holar rhena antidysenter ica 花白色, 果长圆柱状 勐腊、景洪

云南蕊木 K op sia of f icinalis 核果黑色 勐腊、景洪

盆架树 Winchia calopy lla 树形灯塔型,树皮黄色 勐海、景洪

倒吊笔 W1 coccinea 花红色,高脚蝶状 全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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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类别   植物名称  主要观赏特性 在西双版纳的分布

云南倒吊笔 W1 pubescens 花漏斗状,白、淡黄或粉红色 全州分布

胭木 W1 tomentosa 花淡黄、粉红或深红 全州分布

蓝树 W1 laev is 花白色,漏斗状, 果长圆柱状 勐海、景洪

个溥 W1 sikkinensis 花淡黄色, 果长 勐腊

小乔木和灌木 倒樱木 Parav allar is macrophylla 果人字形 勐腊、景洪

毛叶倒樱木 P1 yunnanensis 枝条有瘤状突起, 果绿色 景洪

云南羊角拗 Strophanthus w allichii 花淡紫色或黄色 景洪

羊角拗 S1 div ar icatus 花黄色带白、绿或黄绿色 景洪

单瓣狗牙花 Erv atamia divar icata 花白色,具芳香 全州分布

海南狗牙花 E1 hainanensis 花白色,高脚蝶状 ,具芳香 勐腊、景洪

扇形狗牙花 E1 f labellif ormis 花白色,具芳香 勐腊

中国狗牙花 E1 chinensis 花单朵或 2 朵,白色 勐腊

云南狗牙花 E1 yunnanensis 花白色,具芳香 全州分布

异 狗牙花 E1 yunnanensis var1 heterosepala 花白色,具芳香 全州分布

萝芙木 Rauvolf ia ver ticillata 花小,白色, 核果呈绿、红、紫黑色 勐海、景洪

倒披针叶萝芙木 R1 ver ticillata var1 oblanceolata 叶倒披针形,花小 ,白色 勐腊、勐海

云南萝芙木 R1 yunnanensis 花白色,核果红色 全州分布

藤本植物 尖叶香花藤 Aganosma acuminata 花白色 勐腊

云南香花藤 A1 harmandiana 花白色 勐腊、景洪

广西香花藤 A1 kw angsiensis 花白色 景洪、勐海

贵州香花藤 A1 navaillei 花白色,冠筒基部膨大 勐腊、景洪

海南香花藤 A1 schlechter iana 花白色,果长圆柱状 勐腊、景洪

橄榄果链珠藤 A lyx ia balansae 花黄色,核果长圆形,链珠状 景洪

富宁链珠藤 A1 f uningensis 花白色,核果球状椭圆形 勐海

勐笼链珠藤 A1 menglungensis 花白色,核果链珠状 景洪

长序链珠藤 A1 yunkuniana 核果不链珠状 景洪

毛车藤 A malocaly x yunnanensis 花红色 全州分布

鳝藤 A nodendron af f ine 花白色或黄绿色 勐腊、景洪

屏边鳝藤 A1 af f ine v ar1 p ingp ianensis 花序柔弱,花白或黄色 勐腊

金平藤 Baissea acuminata 花黄色 勐海

清明花 Beaumontia grandif lora 果形状多变 勐腊

云南清明花 B1 yunnanensis 花白色,近钟状 景洪

闷奶果 Bousigonia angustif olia 花白色,浆果卵球形,绿色 景洪

奶子藤 B1mekongensis 花白色,浆果圆球形,绿色 勐腊

鹿角藤 Chonemorpha er iosty lis 花白色, 果长圆状披针形 勐腊、景洪

大叶鹿角藤 C1 macrophylla 花白色, 果长圆状披针形 勐海

长 鹿角藤 C1 megacalyx 花红色 全州分布

毛叶藤仲 C1 v alvata 花淡红色, 果长圆柱状 勐腊、景洪

酸叶胶藤 Ecdysanthera rosea 花小,粉红色 全州分布

花皮胶藤 E1 utilis 茎红褐色,花淡黄色, 果较长 勐腊、景洪

思茅藤 Ep igynum auritum 花黄色 勐腊、景洪

腰骨藤 I chnocar pus f r utescens 花白色, 果双生,一长一短 勐腊、景洪

小花腰骨藤 I1 polyanthum 花小,白色 勐腊、景洪

思茅山橙 Melodinus henr yi 花白色,浆果橙红色 全州分布

薄叶山橙 M1 tenuicaudatus 花白色,浆果椭圆 勐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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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类别   植物名称  主要观赏特性 在西双版纳的分布

平脉藤 Micr echites f ormicina 花小,黄绿色 勐海

毛果小花藤 M1 lachnocar pa 圆锥状聚伞花序 勐腊、景洪

牛角藤 Parabar ium linearicarpum 花小,黄色 勐腊、景洪

杜仲藤 P1micranthum 花淡红色,白色, 果披针形 全州分布

大赛格多 P1 tournieri 茎棕褐色,花白色 全州分布

长节珠 Parameria laevigata 茎白色,花淡红或白色,核果链珠状下垂 全州分布

帘子藤 Pottsia lax if lora 花紫红或粉红 勐海、景洪

紫花络石 T rachelospermum axillar e 花紫色, 果圆柱状 勐海、景洪

长花络石 T1 cathayanum var1 tetanocar pum 花白色, 果长达 41 cm 勐海、景洪

络石 T1 j asminoides 花多,白色 勐海、景洪

心叶络石 T rachelospermum cordatum 叶心形,花白色 勐海、景洪

草本花卉 白长春花 Catharanthes r oseus cv1 albus 花白色 勐腊、景洪

* :毛车腾、清明花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21212  多姿多彩的小乔木和灌木  灌木、小乔木株形矮小,枝叶茂密,适应性强, 在园林绿化中有着广泛

的用途,是园林设计师进行植物造景不可多得的材料之一。物质水平的提高和观赏理念的转变,传统名花

难以满足人们对观赏植物的多样化、个性化和野性化的要求[ 10]。因而,野生花灌木有着广阔的园林前景。

夹竹桃科野生花灌木共有 13种,这些树木树姿优美,花果观赏性强, 可用作花境配置、园景树和绿篱植物。

可作花境配置和园景树的有单瓣狗牙花、中国狗牙花、扇形狗牙花、海南狗牙花、云南狗牙花等,它们夏季

开出素雅白花, 形状如同栀子花,在青翠绿叶的衬托下,更加娇艳,花期长。一般可将它们 3~ 5株丛植或

孤植于公园池畔、草坪边缘、建筑物四周、广场或花境植床中。同时, 它们枝叶繁茂, 耐修剪,萌发快, 又是

很好的绿篱植物。萝芙木、倒披针萝芙木等花小、白色,花冠高脚杯状,核果卵形或椭圆形,初期为绿色, 后

变鲜红色,最后为紫黑色,花、果具佳,为优秀的园景树。可孤植于堂前、建筑物角隅、假山旁、桥头等地, 美

化环境,聚焦视线。倒樱木、羊角拗、毛叶倒樱木、云南羊角拗等不仅拥有美丽的花朵,而且长长的果实悬

挂在树枝上,别具风格。既可孤植于庭院、街头绿地中作园景树,又能片植于公园、广场中作风景林观赏。

21213  垂直绿化的藤本植物  藤本植物是指那些茎枝不能直立,需要借助于其他植物或支撑物的支持才

能生长到一定高度的植物类群。它们不仅是热带森林结构中的重要外貌特征, 也是影响着群落动态的重

要因素[ 11]。夹竹桃科藤本植物资源最为丰富,计有 39种, 占总种数的 6219%。根据它们的生长特性将
它们分为 3类: ¹藤状灌木类,计有橄榄果链珠藤、毛车藤、金平藤、富宁链珠藤、勐笼链珠藤、长序链珠藤、

毛车藤等 6种。这类植物茎枝丛生,枝条柔软,易萌发。可用于城市公路高架桥、建筑物阳台、窗台花槽以

及园林水体基岸的悬垂绿化。 º攀援灌木类,计有尖叶香花藤、云南香花藤、广西香花藤、贵州香花藤、海

南香花藤、鳝藤、屏边鳝藤、薄叶山橙、平脉藤、毛果小花藤、杜仲藤等 10种。它们一般以卷须、钩、刺等特

殊器官,缠绕支撑物生长。主要可用于建筑物墙面、矮墙、栏杆、铁丝网、裸露山体等处的绿化。» 木质藤

本类,计有 23种。其中有长达 10~ 50 m 的大型木质藤本如奶子藤、清明花、鹿角藤、酸叶胶藤、大叶鹿角

藤等,它们寿命较长,老藤盘根错节,蟠虬苍劲,可用于公园中花架、棚架和画廊的绿化, 可独立成景; 又有

络石、心叶络石、长花络石、腰骨藤、小花腰骨藤、长节珠、帘子藤、酸叶胶藤等长度不足10 m的小型木质藤

本,它们或具有绚丽多彩的花朵,或叶型漂亮, 或果形奇特,能广泛用于建筑物墙面、花架、棚架和地面绿

化。目前, 城市园林绿地中已应用的藤本植物存在着种类单少[ 12]、景观效果单一[ 13]、乡土特色不明显等

缺点。如果能早日将这些野生藤本植物应用于城市绿化中,必将给城市景观增色不少。

21214  草本花卉  草本花卉有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对于装点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观有重要的作用。白长春

花为 1年生草本花卉,花白色,酷似梅花,花期长, 繁殖简单,可广泛用于节日花坛、盆栽、草坪边缘、花槽中

栽植观赏。

许多夹竹桃科野生观赏植物具有多种观赏价值。糖胶树、盆架树不仅具有美丽的灯塔状树冠,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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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洁白的聚伞花序和长长的 果;单瓣狗牙花、海南狗牙花等小乔木和灌木既有绚丽多彩的花朵, 又具

有清雅的花香; 藤本植物清明花、鹿角藤等除了可以观赏盘根错节、蟠虬苍劲的茎枝,同样具有美丽的花朵

与奇异的果实。依据它们不同的观赏特性,在园林中因时、因地的与其它园林植物配置在一起,一定能够

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园林景观。

3  讨论

植物资源是园林造景的三大要素之一,而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是园林造景和创造未来栽培观赏植物品

种的源泉[ 14]。因此把野生观赏植物引种到城镇中,对于提升城镇园林绿化品位、增加城镇生物多样性、改

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建设生态城市有着重要的意义。

311  野生夹竹桃科植物的应用现状

根据笔者对景洪市、思茅市、勐腊县、勐仑镇、河口县、蒙自县等地区园林绿化树种的调查,西双版纳野

生夹竹桃科观赏植物在这些城市的园林绿化中很少应用。只有景洪江北路、思茅茶苑大道以灯台树作为

道路绿化树种, 思茅世纪广场以灯台树作园景树, 孤植于广场绿地中;还有少数一些植物如萝芙木、重瓣狗

牙花、羊角拗、止泻木、清明花、尖叶香花藤等被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其他一些机构引种作为种质

资源保存。大多数具有观赏价值的野生植物仍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或根本未受到重视。但是,许多外来、

引进的夹竹桃科植物却在大范围的使用。如鸡蛋花、红鸡蛋花( Plumeria r ubra )原产于南美洲, 西双版纳

地区的傣族人民常将它们孤植在自家庭院和寺庙周围作庭院观赏树;在思茅、蒙自的道路绿化中作观赏花

木种植于道路中间绿化带;在景洪曼听公园它们被丛植于放生湖边作风景林。夹竹桃原野生于伊朗、印

度、尼泊尔等地,适应性强,生长快,而且具有抗毒性强,净化空气效能高的特点, 在蒙自南湖公园、庭院四

周和思茅工矿区附近广泛用作绿化防污树种。其它广泛应用的外来种还有黄蝉、软枝黄蝉、硬枝黄蝉、黄

花夹竹桃等。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¹ 没有充分认识到野生观赏植物在园林绿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人们对于城市环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 运用

一些新的物种来进行城市绿化将成为一种趋势,而野生植物, 尤其是一些乡土植物不仅有明显的地方特

色,而且具有适应性强,引种易成活的优势。 º缺乏对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全面调查和了解, 特别是它们

的生长环境、在自然群落中的分布状况、观赏特性等, 在运用的过程中就显得力不从心。园林工作者们在

园林中更倾向于使用那些他们比较熟悉或常用的绿化植物。

312  资源开发与保护建议

1)在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做好环境保护,防止过度开发, 造成资源的枯竭。对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要加强保护。

2)建立引种 ) ) ) 驯化 ) ) ) 繁殖基地。要将野生观赏植物成功地运用在城市绿化和园林造景中, 必须

进行引种驯化。引种驯化就是通过人工栽培、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 使野生植物、外来植物或外国植物适

应本地的自然环境和栽培条件,成为能满足生产需要的本地植物[ 14]。

3)加强研究的力度。科研部门应该积极加强对夹竹桃科野生观赏植物的生物、生态特性、繁殖技术、

优良品种繁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为城市在引种和栽培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4)大力倡导城市、城镇园林绿化以当地的观赏植物资源为主, 辅以已经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外来物

种,使他们在城市中开花、结果。使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让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种质资源保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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