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贵刊 1 9 9 0 年第 5 期刊载许再富
、

邹寿青

两同志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建园记事
”

一

文
,

说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 9 5 9 年 1 月 l

日建于滇南的西双版纳
” 。

本人认为建园 日

期定为 1 9 5 9 年 1 月 1 日是不准确的
,

因为这

样就把一段重要的建园历史给遗忘了
。

事实是
,

早在 1 9 5 8 年 5 月初
,

已故园主

任蔡希陶先生就率领了 10 名先 遣 队 员
,

在

1 9 5 8 年 弓月 2 日由昆明出发
,

5 月 8 日到达

大励笼小街曼养广宿营地
, 5 月 10 日正式破

土建园
。

沿途经过思茅
、

景洪和专程前往大

动笼时
,

蔡先生带领队员并携带建园批文
,

向

地
、

州
、

区各级人民政府进行了建园宗旨汇

报
,

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政府批

准建 园的意义
,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肯定
。

虽然
,

后来考虑到小街园址过于靠近国

境线
,

时有残匪骚扰
,

社会治安不好
,

同时又

因景洪至小街一段当时只有马车路
,

交通条

件较差和自然环境等因素
,

于 19 5 9 年逐渐将

园址搬迁到了现今的励腊县小励老的葫芦岛

上
,

但实际搬迁工作直至 19 , 9 年 10 月份才

告结束
,

其间有一年多的历史
。

显然
,

大励笼

小街植物园理所当然就是现今勋仑植物园的

前身
,

而且园名也未被改动
,

因此
,

这段历史

不应忘却
。

植物园在大励笼小街建园期间
,

得到当

地县
、

区两级政府的重视
,

先后派了精通民族

语言的地方干部和民族工人 30 多人 ; 昆明植

物所(当时的北京植物研究所 昆明工作站 )也

增派了一些技术干部
,

这样至搬迁时
,

科技人

员和民族工人人数已达 50 余人
。

在一年时

间里
,

全园职工奋力苦干
,

拓荒扩建园地面积

数百亩
,

同时建立实验种苗基地 20 余亩
,

采

挖野生经济苗木和播种育苗百余种
,

上千株
,

并开展了多项课题的试验研究
。

现今葫芦岛

上标本园
、

树木园的主要种类都还是从小街

拉运去的
。

鉴于上述事实
,

建园 日期定为 1 9 5 8 年 5

月 1 0 日更为妥切
,

也才能正确反映 客 观 历

史
。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单 勇)

火烧椰树衣
,

除虫夺高产

椰子是常绿乔木
,

树高达 30 米
,

原产热带

地区
。

枯黄病对椰子树的生长威胁最大
,

它的

主要传播者是星天牛
、

东亚飞蝗和赤蚂蚁等害

虫
。

自 1 9 81 年至今
,

笔者对枯黄椰子树进行了

仔细观察研究
,

作了些工作
,

效果显著
:

首先
,

将缠绕在茎与叶柄间的娜子树衣全

部烧光
,

把栖息树上的害虫全部烧死
。

在烧过的椰树四周从地面至叶柄喷透石灰

水
,

(石灰 : 水 ~ 2 : 1 )
,

切勿用其他农药
。

石灰

渣加水拌匀涂于树干上
。

烧后的椰树顶端叶柄叉口处
,

用纱布包着

二包重量相等的粗盐
,

分别夹置于 柄叉的左右

两侧
。

经上述处理后
,

烧树当季
,

花果 虽受损失
,

但约 60 天左右
,

很快长出新的花芽来
,

成果率

达 98 外 以上
。

而对比不烧时的病树
,

花果一次

一次地脱落
,

有的全部落光
,

所结的椰果从脐下

裂开
。

但烧树处理之后
,

消除 了脐裂现象
。
未

经火烧的病树相继枯萎而死
,

但经火烧处理后
,

十年来
,

椰树生机蓬勃
,

柄粗叶绿
,

恢复了正常

生长
,

年年喜获丰收
。

(海南省莺歌海盐场中学 邢廷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