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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自 1959年 以来 ,对本地区的野生植物进行了长期的引种驯化研

究。目前 ,植物园的栽培植物约有 1,000种 ,对其中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种类如萝芙木 (R犷

勿锣d枷 卿 /zm⒄ F99亦 )、 美 登 木 (M色y/纟″钳 乃oo天″·″)、 嘉 兰 (C`or'o‘ @瑚 ″
'彡

￠)、 毕 拨 (Π

`纟
`

`o″

g勿钐)、 龙血树 (D'oc@e″舀c@绍沙o历Ω仞)、 油瓜 (〃o'g‘ o″

'Ω

勿@″oc￠
'`Ω

)、 风吹楠 (rf。
'~

‘〃召功 面 g'o冫 @)、 团 花 (彳 /9r汤 oc印乃@′ 勿ir汤丿″纟″访 )、 八 宝 树 (D勿莎@″gσ g'@″ 历∫
`°

`@)、
麻 楝

(c乃″ 尺
'@J￠

沏 扬

`@″ '‘

)、 水 团 花 ('历 ″@`o`夕
'纟

`‰

′Ω)、 干 果 榄 仁 (r纟r磁 ″￠

`'￠

勿

`庇

c口
``@)、

番龙眼 (Po勿召
''@r。

勿ε″
'oJ@)、

望天树 (‰
'包

‘汤o''@r乃氵″召″访)等进行了繁殖、栽培及生产应

用等研究。本文报道热带野生植物在引种栽培条件下的生长节律变化及适应性的探讨结

果。

一 、自然群落中野生植物的生长状况

在自然界中,任何植物种类都是按一定的规律组合成不同的植被类型。西双版纳的

热带植物一般分布在湿性季节性雨林、干性季节性雨林、石灰岩季节性雨林、热带季雨林

及它们的次生植被中。热带植物群落一般具 5-7层 ,经长期的自然选择 ,各层次的成分

都能较好地适应于各自的生态条件而具有各自的生长、发育节律。

热带森林以个体的不断更替,整体连续的方式与周围无机环境如光温、水湿、矿质营

养等不断进行物质及能量的交换和循环。在雨林中,植物本身创造了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抵销了土壤趋于贫乏,在不受干预的条件下,存在着一个植物营养的封闭循环"。 多层

次、多种类的热带森林的这一封闭循环对于环境条件的利用是高效率、低消耗的,成为所

有陆地生态系统中净初级生产量最高的生态系统⑵。然而,各种热带植物 ,由 于处在不同

的群落中,以及它们个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处于不同的生态小生境中,它们生长、发育的快

慢变化很大。

在热带季节性雨林中,各种植物个体发育的不同阶段经历了由林下发展到它们应占

据的那一层次的不同小生境。这些小生境的各种气候因素的变化颇大 ,例如在干季时 ,光

强由林下的 18%至林冠上的 100%D,林下的相对湿度有时比林冠高 27%,林下的温度

艹参加此项研究工作的还有赵世望、张建候、马宜中、马信祥、程治英、郭本森、徐海清等同志。
1)本文所应用的热带雨林的有关气象资料、植物幼苗的生长等均引自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

位研究站,1963,《ェ作总结 I958— 1962》。



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比林冠低。次生演替的一些先锋树种,它们一般都是在裸露的土

地上更新,它们开初所处的生态环境(旷地)与热带季节性雨林内是完全不同的,如土表的

年平均温度 ,林外要比林内高 6.5℃ ,在干热季时,林外有时比林内高 25-30℃。 不同的

群落以及同一群落的不同成分,具有相应于各自生态小生境的不同生长发育的节律。

热带植物群落中,植物种群间竞争十分剧烈,在它们成为构造种群以前,相当数量的

预各种群被淘汰,而幸存者也呈现不同程度的被抑制状态。从雨林的不同层次成分的预

各种群与构造种群的分布研究田看出,各层次的预各种群与构造种群的比值是完全不同

的,A层的成分是 188.2,B层是 53.1,C层是 10.4,D层是 I.0(按观察的资料是 0,6,

但可能由于人畜影响,修订为 1.0)。 由此可以看出它们的竟争力的强弱。比值越大,说明

它们达到应占据的层次以前,损失的预各种群数越多,比值越小,说明其预各种群的有效

性高。在热带雨林的各层空间里,种群间的竞争状况由 E—A逐渐减弱,在 D层处表现最

为突出。从 B一 D的发展过程中,各层次的成分的 E/D的比值,A层成分是 29.8,B层 成

分是 8.3,C层 成分是 2.2,而 D层成分的比值最小是 1.0,其趋势十分明显 (图 1)。 随着

树木的生长,小生境条件的改善,它们由下一层的空间长至上一层的空间,其预各种群数

的损失就越来越少(图 2),由 此可见,上层 (A及 B)树种的竟争力由D— A逐渐增强。

雨林中的这些预各种群,当它们处在幼龄阶段,由于种群间对生活条件的强烈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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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热带雨林各层次成分的预备种

群数由E至 A的消耗比值

E/DD/CC/BB/A

图2 热带雨林A及 B层成分由下一层长

至上一层预各种群数的消耗比值

它们处于
“
饥饿

”
状态,生长极其缓慢。大勐笼的干性季节性雨林下的 10种乔木的多龄幼

苗,在 4年的观测中,每年平均仅长高 1.8厘米,叶片增加 0.9片 ,更有甚者,如大叶藤黄

(cc历刀氵￠″″
''o″

Ω),每年平均长叶 0.5片 ,处于
“
虽死犹生

’’
的状况。这些幼苗只有当林下

的生态条件改善或随高度的增长,生长势才逐渐增强(图 3及 4),它们在种群间的竞争力

也逐步加强。
,

对雨林中某些树种生长过程的调查,看到了被抑制阶段一般在 I0龄以前。湿性季节

性雨林的成分,如望天树、布荆 (乃
'纟

钌日历″@'。)比干性季节性雨林的成分,如水团花、白

椿具有更明显及时间更长的抑制阶段。而次生演替的先锋树种,如团花、八宝树,它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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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几种树木株高年平均生长

进程及幼期受抑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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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几种树木茎粗年平均生长
进程及幼期受抑制比较

般在旷地的生态条件下更新,除了在幼苗期有一短暂的
“
蹲苗

”
期外,没有明显的抑制阶段

(图 3、 4)。

二 、栽培条件下野生植物的生长

热带野生植物离开了自然群落,在气候区内引种驯化,其小生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苗圃育苗后,幼树的栽培环境相当于旷地,种群间的竞争不甚突出,不存在自然群落里种
群间的互助与隔离。随着植物的生长,种群间的新关系在标本园里又逐步建立。在同一
种群大量栽培的试验地里,种群内竞争逐渐代替了种群间竞争。因而 ,在栽培条件下,植
物生长发育的节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下面分别叙述雨林内不同地位和不同类型的野
生植物在栽培条件下的生长变化。

1.林缘植物  林缘草质攀援植物毕拨,经人工栽培,果穗长度由 1.5— 2。 o厘米增
至 3.6-4.1厘 米,粗度由 0.45-0.5厘 米增至 0.85-0,9厘 米,重 量 由 0,4-0.5克 增至
0,85— 0.90克 ;种子数由 37-70粒 增至 74-134粒。尤其有意义的是,栽培条件下毕拨
的果穗大小与进口的相似,支持了国产毕拨与国外产的属同一物种的见解。林缘块茎植
物嘉兰 ,引 种栽培后块茎变大,每亩产量达 500-60o公斤;野生嘉兰染色体是 2nˉ 22,

经 ⒛ 年栽培的植株 ,发现了有三倍体的存在。

2.林下灌木  林下灌木萝芙木,在栽培条件下,生物产量比野生状况高得多 (图

5),也由一次花果变为两次花果 ,结果量多,唯种子空秕率由野生的 9-18%发展到 94—
96%。 在野生条件下,由于雨季正值雨林的生长季节,地上部对光及根系对水的竞争强



栽培植株

野生植株

烈,处于林下的萝芙木由于竞争力差,故生长最快季节不在雨季,而在干热季 ,因 那时雨林

上层树种生长缓慢或落叶,林下生态

条件得到了改善,而进入开花阶段。

在栽培条件下,萝芙木的季节性生长

发生了变化 ,生长最快期出现在温、湿

条件优越的雨季 ,其 次是干热季 ,生长

最慢是在雾季"刹。 林下灌木美登木 ,

分枝不多,结果少,在栽培条件下,光

照充足,生长旺盛,分枝多,生物产量

高,虽然结果也多,但与萝芙木一样 ,

空秕率也较高。

图 5野 生及栽培萝芙木生长及产量比较(二年生)     3.林 内 中 下 层 乔 木   雨 林 的

中、下层乔木风吹楠 ,在 自然条件下约

10龄开花结果;在栽培条件下 ,由 于有较好的光照,3-4年便开花结果,产量比野生的高

得多。约 15龄的野生植株,高 15,0米 ,每株平均产种子 3.35公斤(风干);而栽培的 5龄

植株,株高 5.8米 ,每株平均产风干种子 4.48公斤。

4.林层间藤本  雨林层间木质藤本植物油瓜,在 自然条件下 5-6年开花结果,一

年一次花果,每株结瓜 10个左右;人工栽培于篱架上,满足了它的喜光习性,分枝多、部位

低,半年至一年就开花结果,且一年两次花果 ,每株结瓜 30-40个 ,少数高达百个;油瓜幼

苗与其他雨林成分的幼苗(如风吹楠)一样 ,是在雨林下的
“
湿凉

∞
条件中度过的,它们在旷

地烈日、
“
干热

”
条件下容易灼伤 ;又 由于油瓜属于浅根性植物 ,

长期适应林下土壤
“
湿凉

∞
条件 ,在栽培条件下 ,根际土壤处于高

温及强烈变温状况 ,根系生理活性受到阻滞 ,成 为栽培条件下往

往出现的
“
一年花 ,二年果 ,三年就早衰

∞
的原因之一。

5.林上层植物  雨林上层树种,如 白椿、云南石梓、水团

花 ,干果榄仁、油榄仁 (T召
`磁

″@''￠ 朗
`丿

″c劭)等及一些先锋树种 ,

如团花、八宝树、顶果木 (彳臼·o矽@'`勿‘″色
'氵

″∫oJ'勿‘)等在栽培条件

下 ,幼龄时生长一般比野生快 ,尤其是雨林的成分。但林地郁闭

以后 ,生长速度逐渐缓慢 ,甚至比不上野生的(图 6)。

热带野生植物在自然群落中种群分布分散 ,种间关系既有

竞争又有协调,病虫害一般不严重。集约栽培后 ,由 于失去了自

然群落对病虫控制的合理性而严重起来。如团花幼林受团花绢

螟 (D'@`乃 @历@g`@〃勿
`￠

J打)危害率达 100%;被 团花旋皮锦天牛

(彳c@`纟

`o`'@“ `″
'″

@)危害率达 36-78%;栽培的美登木受美登

木巢蛾 (T''″o`'″劭幽法
'@′

仿@)的危害率达 100%。

综上所述,野生热带植物引种栽培后 ,由于解除或部分解除

了自然群落中种群间竞争所产生的抑制因素,而不同程度地促

进它们的生长发育,促进的大小与抑制因素被解除的程度成正

相关。由于先锋树种在自然的更新条件与栽培地相似,能较好

· 18·

主根长 株高 茎粗  根干重 叶于重 茎干重

⌒来
ˇ

⌒来
囵
ˇ

C

●

秣高 (米 )

〈年 ):

图 6 栽培及野生团花

生长比较

A,野生, B.栽培(株行距
4× 8米), C· 栽培(株行距

3× 3米)



地适应栽培条件 ,但生长发育加快程度比不上雨林的成分;后者生长发育加快的程度虽然
较大 ,但在幼苗生长时一般要给予一定的荫蔽,否则容易产生灼伤而严重影响生长。栽培
方式对野生热带植物生长发育也有较大的影响。当众多的种类大体按其生态条件栽培在
标本园时 ,随着树木的生长,新的种群问关系逐渐建立,虽然不可能达到自然群落的那种

合理性 ,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抑制因素,生长发育加快了,也减少了病虫危害;某些
经济林木的试验地 ,在 幼龄时生长比野生的快,但郁闭成林后,种群内的个体具有较一致
的生长发育节律 ,它们与环境所进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 ,缺乏自然群落中种间的那种在空
间及时间上相互协调的合理性 ,种群内竞争逐步加强 ,以致于超过自然群落中的种群间竞
争 ,生长速度反而比不上自然的种群。 如团花,在野生条件下,8-10年可长高 18—⒛

米、胸径 30-40厘米 ,可作中径材伐用,而人工团花林却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三 、生态调查及其在引种中的应用

调查和分析野生植物的分布及生态环境,采取相应的栽培措施,是野生植物引种驯化
获得成功的最基本条件。在自然群落中,各种热带植物的生长发育状况反映了它们所处

的生态环境条件。这些生态环境有的对植物的生活和发展有利,有的则不利于植物的生

活和发展。生态因素的多样性及其相互组合的多变性,使我们不容易区分那些因素或何
种配合方式对它们的生活和发展有利或不利。这就要求我们对分布、生态及生长发育资
料作全面的分析,并在驯化栽培实践中摸索和总结提高。

不深人研究植物自身的生态习性,单纯模仿野生植物的某些生态条件进行栽培 ,引 种

成效往往不很理想。例如在热带野生植物的繁殖工作中有几种风吹楠生长在雨林下的山

涧、箐沟两侧 ,种子成熟后多掉落在浅水湿土中,尔后发芽成苗,因而设想其种子发芽需要
较高的水分 ,进行了种子播前浸水 (10小时)试验,结果表明浸水对风吹楠种子的发芽及

幼苗的生长反而不利(表 1)。 又如在公路旁裸露的新挖底土上见到团花更新幼苗,联想

处  理

浸水 10小时

不浸水

处  理

播种数
(*立)

最大叶面积
(平方厘米)

33.80

76.78

表 2 不同土壤基质对团花成苗的影响

成苗率(%)

土

土

积冲

生

4.5

4.5

0.41

0.10

到土壤基质对幼苗生长的作用,因而进行了不同基质的播种试验。结果,冲积土比底土成
苗率高两倍以上(表 2),进一步的试验还证明,团 花种子萌发及幼苗生长,除了土壤基质
要酸性外,主要是裸露的土地上有充足的阳光及较高的温度条件。油瓜生长在雨林环境
中,因而扦插时采用喷雾及双层遮荫。这样虽然解决了插穗的生根问题,但插穗的腋芽迟
迟不发,影 响成活率。后来发现在苗床边缘,少数光照条件较好的插穗能发芽,联系到自

表 I 浸水处理对风吹楠种子发芽率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76.6   |  l1.43  |   0.59
88· 0   丨  12.08  |   0.63

地茎粗
(厘 米)

播种量(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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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下油瓜的生长过程,才明白其奥妙。在雨林里,油瓜的攀援枝没攀爬上树冠以前 ,

腋芽处于休眠状态 ,养分集中于茎尖生长 ,攀上树冠以后,腋芽才萌动 ,抽 出新枝。这说明
腋芽萌动与阳光刺激所产生的激素有关 ,因此 ,对已长根的插穗给予一定的光照,便可顺
利地解决只长根不萌芽的问题。

在引种栽培中模仿植物在自然条件下对光照要求的试验也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栽培
油瓜 ,模仿自然条件种在次生林下 ,生长缓慢 ,分枝少,4-5年才开花结果 ,每株仅结瓜几
个 ,最多 10多个;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木质藤本植物的

“
喜光

Ⅱ
习性 ,采用篱架栽培才能较

好地解决速生、丰产的问题。采用棚架栽培 ,产量虽比篱架稍低,但能利用油瓜自身枝叶
对土壤起着

“
凉湿

Ⅱ
的效应,推迟了油瓜的早衰。

萝芙木、美登木、嘉兰、毕拨、绿壳砂仁 (彳绍o仞勿彻 厉
`'°

‘勿卿 var.铷仞汤
'o'e‘

)等林下、
林缘植物 ,并不是

“
喜荫

”
植物 ,而是

“
耐荫

”
植物 ,由于耐荫程度不同,在 栽培条件下对光的

反应也不同。美登木在全光照或稍有荫蔽的条件下最好,产量最高;毕拨在前期荫蔽度
25%,后期如以全光照条件下产量为 100%的话 ,则荫蔽度 25%时产量为 49%,荫蔽 50%
时产量仅为 33%,林下栽培的产量极少;萝芙木在荫蔽度 45%的条件下产量最高";嘉
兰在荫蔽度 40-60%条件下 ,块茎及种子产量最高;在林下栽培,植株纤弱 ,块茎细小,开

花结果少 ,果实未成熟时植株便枯死;在全光照下 ,植株矮小、早枯 ,块茎也小,产量不高 ;

绿壳砂仁是林下植物 ,在全光照下栽培,干热季严重灼伤,在 10—⒛%的荫蔽度,虽能提
早开花和增加小花数 ,但产量还不如 60-80%的荫蔽度⑹。 若干雨林树木,虽然幼苗在
林下生活 ,但不能认为是

“
喜荫

∞
的。我们把它们栽培在林下 ,其生长速度远不如栽培在林

夕卜(表 3)。 这说明它们在自然条件下仅是
“
耐荫

”
而已。因此,就上述野生热带植物与光

表3 几种雨林树种定植在林内、林外生长比较艹 1980.12。

植物种类
株 高 (米) 径 (厘米)

定植年月

林  内

麻  楝

水 团 花

山 白 兰

千果榄仁

番 龙 眼

I975.5

1976.5

I976.5

1975.5

1976.4

5.75

0.59

3.87

8.86

1.22

5.80

4.88

6.07

11.72

4.40

5.90

1.23

1.80

7.18

2.45

51

39

17

47

48

艹林内系 1974年种植的团花林下 ,株行距为 4× 8米

照条件的关系,除了弄清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关系外,还要弄清是
“
喜荫

”
还是

“
耐荫

”
;假

如是
“
喜荫

”
,那就要按照野生状况去栽培。而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多数是

“
耐荫

”
的,故应

分别不同情况 ,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给予适当光照,以 利于它们的生长发育,提高生物
产量。

四、 犭̀   结

热带野生植物在自然群落中处在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经长期的自然选
择 ,能很好地适应各自栖地的生态条件 ,正常地生长发育、繁衍后代。同时 ,它们也具有反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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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各自栖地环境的生长发育的节律。在气候区内引种栽培 ,由于栽培地生态条件的变化 ,

不同物种 ,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或同一个体的不同器官、组织所产生的反应不同,生长发

育节律也必然发生变化。 引种驯化的研究和实践表明有如下趋势: 次生演替的某些成

分 ,其生长发育的变化小于干性及湿性季节性雨林的成分;在一个群落中,上层成分的变

化小于下层的成分;变化的大小与自然栖地的生态条件和栽培地生态条件差异的大小成

正相关。

从解除或部分解除野生植物在自然群落中种群竞争所产生的某些抑制因素来说,栽
培条件对它们的生长发育一般是带来有利的影响,促进其生长、发育 ,提高生物产量 ,促进

作用的大小与抑制因素被解除的程度成正相关。然而,由于栽培条件使它们失去了自然

群落中种群间的隔离和协调作用,也产生了一系歹刂不利影响。如多数雨林成分的幼苗在

干热季容易灼伤 ,某些种类因生态条件变化太大而出现早衰 ,有的还因自然授粉机制的改

变使座果率降低。野生植物的集约栽培又使昆虫食料集中,迁飞距离缩短及可能失去天

敌的制约而使虫害加重。另外随着栽培地植物的生长 ,在 多种植物种在一起的标本园里 ,

新的种群间关系逐步建立,虽然还达不到自然群落的那种合理性 ,但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

某些抑制因素 ,加速了生长、发育 ,减少了病虫危害;但在某些经济林木的试验地里,单一

的种群使种群内的竞争超过了自然群落里种群间的竞争 ,其结果不仅病虫害严重 ,而 且个

体的生长和发育都受到了阻滞。

野生植物生态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很重要的,但要结合生长发育状况进行全

面分析 ,尽量弄清楚各种生态条件对植物的利弊,同时要区别植物对某些生态因素是
“
喜

欢
Ⅱ
还是

“
忍受

”
,这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异,有时也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样 ,我们对热带野生

植物的引种驯化才能有的放矢 ,采取必要的栽培措施 ,充 分发挥热带植物种质资源的经济

效能 ,并搞好种质资源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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