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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48 万平方公里的热带
、

南亚热带地 区
,

约占全 国土地总面积的 5 终
,

包 括 广 东
、

福

建
、

台湾
、

广西
、

云南五省区的南部和西藏东南局部
。

其中云南省占有 19 万平方公里
。

云南地

处内陆山间
,

纬度较低
,

具备多种多样的 自然环境
,

热带植物丰富居全国之首位
,

植物资源举世

闻名
。

因此 本省热带植物资源
,

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
。

本文就云南省热带植物资源进行初步

评价
,

并对其合理开发利用问题
,

提出一些意见
,

供有关地 区和部门规划生产时参考
。

一
、

本省热带植物资源分布的特点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高原地 区
,

处于北半球副热高压带
,

由于承受印度洋季风和太平洋季

风的交替影响
,

气候温暖
、’

雨量充沛
。

南部及西南部大部分地区全年无霜雪
,

或基本无霜
,

与同

纬度的其它地区对比
,

自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

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及第三纪以来
,

未曾遭受冰

川的覆盖
,

虽经第四期冰川降温的影响
,

至今仍然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古热带植物区系
,

成为第三

纪古老植物种的
“

避难所
”

和某些植物发生的
“

摇篮
” 。

加之人为干扰较少
,

热带雨林
、

季雨 林 和

山地常绿阔叶林发育良好
。

全区森林覆盖率约20 一 30 拓
。

本区的土壤主要为红壤系 列
,

由 于

旺盛的生物循环与祠累和 山地森林植被的调节作用
,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3一 6多
,

土壤物理性

能 良好
。

上述自然条件为热带植物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使本区成为我国 植 物

资源最富集的地区
,

估计云南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高等植物种类约在 SOOD种 以上
,

约占全 国 高

等植物种类的 1 /3 左右
。

本省热带植物资源的分布与利用
,

同自然环境条件的特点密切相关
。

野生植物资源 的 自

然分布状况与采收利用的价值
,

随 自然条件要素的变化而有明显的不同
;
热带经济作物种植业

的布局与发展
,

同样受到自然条件各要素变化的制约与影响
。

因此
,

分析与探讨本 省 热 带 植

物资源分布与自然环境条件相关的若干特点
,

是开发利用本省热 带 植 物 资 源 的 一 个 必 要

前提
。

(一) 云南地处高原
,

大部分地区高山深谷相间
,

各气候要素等值线主要受地形垂直变化

的支配
,

水平变化居于其次
。

年平均温度的等值线与地形等高线基本一致
,

具有典型的立体气

候特征
。

在海拔 14 0 0米以下的大部分地区
,

气候终年温暖湿润
,

雨量充足
,

热量充沛
,

日照的有

效部分较高
,

属热带
、

南亚热带气候范围
,

即通常所指的云南热带地区
;
在海拔 80 0米以下 的 地

区
,

全年无霜雪 (滇东南 5 00 米以下)
,

具有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和季雨林气候
。

内陆高原 峡 谷

的地 形
,

形成了静风
,

多雾
,

无台风和强寒潮侵袭的有利环境
。

山地气候昼夜温差 较 大 (1 2
O

C



左右 )
,

有利于植物体内次生物质的形成与积累
,

对于经济作物具有特殊的意义 。 冬季日照 充

足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与缓和了气温偏低的缺点
。

总之
,

上述自然条件的特点
,

均十分有利于热

带植物 的生长与发育
。

(二) 本省是我 国承受西南季风的主要地区
。 “

横贯本省南部的哀牢山形成了不同季风控

制 区的夭然分界线
。

哀牢山以东为太平洋东南季风控制为主的地 区
,

气候 植被近似于我 国华

南地区和越南北部
;
哀牢山以西为印度洋西南季风控制 区

,

气候
、

植被接近缅甸和印度东北部
,

自然条件较哀牢山以东地区优越
。

在气候垂直分布规律的支配下
,

按照温度
、

水分
、

日照 等 自

然条件的不同和植物分布的地带性规律
,

云南热带地区应划分为三个不同类型的地区
:

1
.

低海拔湿热河谷地区 (湿热带类型)
、

高温
、

高湿
、

全年无霜雪
,

海拨8 00 米以下的河谷地带
。

如河口
、

金平
、

动腊
、

景洪
、

孟 连
、

沦

源
、

耿马
、

瑞丽
、

盈江等湿热坝区
。

2
.

干热河谷地区 (干热稀树草原类型)
‘

高温
、

日照强烈
、

降水量稀少的地区
,

海拔 2 00 一 14 。。米的干热坝谷
。‘

如元江
、

元 谋
、

景 谷
、

保山怒江坝等地
。

3
.

热带中高海拔山岳地 区(热带山地类型)

常年温暖湿润
,

无酷暑和寒冬
,

海拔8 00 一 14 0 0米山地
,

包括文山
、

红河
、

思茅
、

德宏等 地 州

大部分地区以及新海
、

沪水等地
。

飞三 ) 本区自然植被分布面积广
,

类型复杂
,

蕴藏的野生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 复杂的 地 形

对太阳辐射和水热状况的再分配发生重大影响
,

形成多种多样的地方小气候和植物小环境
,

容

易引进和培育植物的新种类
、

新品种和驯化野生经济植物
,

对于利用野生植物资源
,

发展多 种

经营
,

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目前
,

尚有大量的荒山荒地
、

灌丛草地尚未充分利用
,

这对于发展木

本经济作物的集约经营较为有利
。

本区大面积 的森林植被是我国森林资源组成部 分 之一寥
与本区气候

、

工农业生产活动的关系极为密切
。

由于大部分森林为常绿阔叶林 (常 绿 阔 叶 林

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率约18 一 20 厂左着)
,

直接影响到本地区辐射平衡关系的变化
。

由于本区山

峦重叠
,

降雨强度大
,

森林对水土保持和其它环境因子的保护与平衡
,

具宵特殊的作用
,

因此
,

保持一定比例的天然森林植被面积 (如 3D 男左右 )
,

对于保护 自然资源(包括热带植物资源) 的

滋生能力和保持这一地区的生态平衡
,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

(四 ) 热量不足是本区发展热带作杨的主要限制因手
。

云南南部虽然位于我国大陆的最

南端
,

但从整个热带范围看 已经属北 部 边 缘 地带了
,

太阳总辐射量为 1 20 一 1 40 千卡 /厘米
’

·

年
,

与海南岛北部相当
,

加之地处山麓
,

温度随海拔的上升而递减 (海拔每升高 1 00 米
,

年平均气

温下降 0. 4一。
.

7
O

C )
,

大部分地区全年) 10
O

c 的积温为 7 0 0 。一80 00
O

C
,

一年中 日平均温度

) 1 6
O

C(大于或等于主要热带作物组织分化的临介温度 )的天数一般在 1 50 一2 40 天左右
;
雨季

光照与温度也嫌不足(比华南地区温度低 3一5
“

C
,

7一8月日照少20 。小时左右)
,

以及寒潮可能 引

起的低温冷害
,

成为本区某些典型热带作物
,

如橡胶
、

可可
、

轻禾等 生长发育的主要限制因子
。

二
、

云南热带植物资源的
卜

利用与发展

据有关资料记载
,

我国有高等植物 3 5 3种
, 3 1 8 4属

, 2 7 1 6。种
,

云南省约占全 国 高 等 植 物种



类的 48 厂
。

其中分布于热带
,

南亚热带的高等植物种类约在 8 0 0 0种以上
,

即是说 构成丰富的云

南植物区系的2/ 3的种类是分布于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
。

云南植物区系组成的突出特点之一
,

就是热带植物区系成分十分丰富
。

据吴征锰研究
,

我

国热带
、

亚热带有 108 个属的特有植物
,

在云南均有分布
,

故有
“

中国植物区系发 生 的 摇 旅
”

之

称
。

在去南热带
、

南亚热带的 8。。。多种高等植物中
,

有不少种类是特有种
。

如云南樟 (“脚
‘a -

”‘o ”‘

~ 夕‘a , ; : zo li.fe
,

·

, ‘。、)
、

四数木(少。t : a 。、ele s 。。。zifl
o , a )

、

云南肉豆落 (卫 , , 艺对‘、 夕、 , ‘”a ”“”: ‘。)
、

望天树 (p a , ,a 。入。 ?
·

ea o h‘, 。。s‘。)
、

铁力木 (卫
。s、a 户

,
·

, e a )
、

绒毛番龙眼 (P
o 二‘e“a 亡。哪 e耐 o s a )

、

龙

血树 (刀呱”叭
a 。”硒od 讯

。a) 等
。

而且还具有大量可供利用的野生资源植物
。

根据近年来大量

的调查研究和不断的发掘
,

已知具有各种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在千种 以上
,

包括油料
、

植物胶
、

药材
、

果树
、

木材
、

香料
、

饮料及其它工业原料植物
。 。

还有大量的栽培植物野生类型
,

在遗传 育

种上具有很高价值的农林园艺植物的野生种质资源
,

如野生稻
、

野生忙果
、

野生 荔 枝
、

野 生 茶

树
、

多种野生油茶
、

野生香蕉
、

野生冬瓜
、

野生砂仁等等
,

这些植物在科学研究和培育新品 种 方

面都有极大的潜在作用
。

云南热带在一个不大的地理范围内
,

具备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
,

适宜于引进多种热带经济

植物
,

进行栽培繁殖和扩大生产
。

据我所20 年来从亚
、

非
、

美
、

大洋洲等30 多个国家或地 区引进

的1 2 。。多种热带植物在西双版纳和各地试种的情况看
,

世界上不询地 区的愁带植物
,

大多数可

以在云南找到适宜的地方种植栽培
。

因此
,

云南发展热带经济植物栽培事业的潜力是相 当 大

的
。

根据多年来的调查研究
,

试种推户的结果
,

按照资源植物的野生分布特点
、

利用价 值 和人

工栽培的条件
,

经济效益等进行综合评价
,

笔者认为下列 1 2 6种热带植物可供云南热带
、

南亚热

带地 区开展植物资源利用和发展人工栽培
。

(一 ) 木本油
、

糖料植物 (24 种 )

当前世界油 料植物发展的趋势是木本化
,

油棕
、

椰子
、

油橄榄
、

油茶等都是各国大宗生产的

品种
。

云南热带油料植物的资源十分丰富
,

我所初步研究的资料表明
,

含油量在 30 厂以上的种

类有 100 多种
,

绝大多数是野生的木本植物
。

其中比较有发展前途的热带油料 植 物 是
:
风 吹

楠 (万
。俨

价el 而a a。”da z伽a)
,

瓜栗 (p 。耐。 饥。7’o 、, 夕a)
,

油茶 (Ca 。戒?’a 。肠协9’a )
,

红花油

茶 (C
.

,
·

。亡‘。 :‘la ta L ‘、d l二
。‘仍尹l。二)

,

油桐
‘

(且le、, ‘t。,二fo
, d “)

,

乌柏侣
a尹‘””‘ 。‘b或户

r ”哪)
,

蓖麻

子 (R 艺“‘”二5 0 0 。; 。讯、‘。)
,

小葵子 (仔俪 : o “a a b , s。￡, i‘。a )
,

无刺红花 (山此五
a。二。 亡‘”。t o ,

’

‘二s)
,

小桐

子 (.fa 加珊石
a 。, 、习

,

山苍子 (几如、 。b o ba)
,

油葫芦 (P 尹诚衅亿 喊诫钻)
,

木花生 (卫丽而“

夕a sg 肠艺召,
’

‘)
,

乖久树 (s o hl。‘。入。r a 艺叹夕叼
a )

,

荷包果 (Xa
、‘0 1‘。 s云。” 0 8 “尹a la )

,

油榄仁 (少‘,
.

”‘艺”a l‘a

b “l乙‘,
·

‘。)
,

锥序南蛇藤 (C o la , ‘,
·

二。 尸a 、‘。。la ‘二。)
,

竹柏 (尸 o olo ca ,
·

尸““ ”a夕‘) : 油瓜 (乃
口夕“0 ”‘“

”‘a “,
’

o

c.a ,
·

尹a )
,

铁力木
,

秋葵 (A b el。、o 。。h z‘。 。s。二le。‘、。)
,

椰子 (C
0 0 0 。 , ;二。炭户

,
·

a )
,

油棕 (刀 la “f。 分“‘”‘,-

“”“‘8 )
,

腰果 (A ”a “a r d‘” , ‘ o 。“‘〔z““‘a l“) 以及三叶橡胶尹
“。“a b ,

’

a s祝‘“”“‘“)等
,

现将近年来研究

和发掘出的几种新油源植物分述如下
。

1
.

风吹楠以及大叶风 吹楠 (刀
.

沉呵询
,

琴叶风 吹 楠 脚
·

护a

州“
’

ifo
乙艺a)

,

滇南风 吹 楠

(B
.

械、‘叩韶a)
:
这 4 个植物种是常绿林下中小型乔木

,

广泛野生分布于滇南海拔1 2。。米以

下常绿阔叶林中
,

种子含油量 33 一45 多
,

油中脂肪酸组成以戴酸和月桂酸为主
,

在工业上可做机

械润滑油增粘降凝双效添加剂
,

硬脂酸
、

肥皂等油脂原料
。

全省野生 资源蕴藏量 1 9 7 。年调查为

年产种子40 万斤 (仅西双版纳年收购量 g 万斤 )
。

近年来我所又进行了人工栽培试验
,

证明 可 以



推广到荒山造林
,

种后 4一6年可结果
,

亩产油 70 一 1 00 片
。

2. 瓜栗
:

乒9 63 年我所从古巴引进栽培的一种小乔木
,

具有生长快
,

抗性强
,

结果多
,

含油

量高的特点
。

种仁含油量45 拓
,

亩产油80 一 1 00 斤
,

种植4一 6年结果
,

海拔 1曲0米以下地区可以

种植
,

可作食用油
,

也可以作为干果食用
。

.

3
.

红花油茶
:
特产于滇西腾冲

、

凤庆
,

海拔 1 2 0。一1 6 0。米地带的乔木型野生油 茶
,

种 子

出油率 30 男左右
,

作食用油
。

当地现已大量栽培(1 9了6年种植面积达2 6。。o亩 )
,

8一 10 年 结 果
,

单株产油量高达40 多斤
。

云南海拨 1 2 0 0一 1 6 0 0米山地温凉湿润的地区适合推广栽培
。

‘

4
.

油棕
:
是一种高产木本油料植物

,

杂交油棕新品种
,

亩产油达 2 00 一4 00 斤
。

适合湿热

地区集中经营
。

如西双版纳
、

红河
、

临沦等地州海拔60 0米以下湿热河谷地区集中栽培
,

以便加

工油脂和综合利用
。

(二 ) 产胶植物和紫胶寄主树 (8 种 )

产胶植物包括橡胶
、

药用植物胶
、

工业用胶
,

这类资源产于热带
,

是一项重要的工艺原料
。

三叶橡胶在我省已有大面积种植生产
,

是湿热带主要热带作物
,

今后还将继续发展
。

具有药用

和印刷工业重要用途的阿拉伯胶 (A、‘a , 。eg al )
,

原产在北非干热稀树草原地区
,

经少量 引

种试种
,

看来在本省干热何谷型地 区(如元江)是有发展希望 的
。

工 业 用 胶 主 要 是 瓜 尔 豆

(C , a , o尹。‘。 艺e亡r a夕
o o o lo b a )

,

田警 (s e sb a 。‘a 。。彻b‘, : a ) 等野生资源
,

瓜尔豆适宜于云 南 干

热河谷地区种植
,

已为我所近来推广试种所证明
,

瓜尔胶在石油采油工艺
、

采矿等工业上 有重

要用途
,

副产品可 以综合利用
。

国内只有云南适宜于建立生产性基地
,

应当规划出一定地区种

植
。

云南是我国主要紫胶产区
,

近年来我所在寄主树引种工作方面获得了一些结果
,

经云南省

紫胶研究所放养胶 虫试验
,

确认紫梗树 (宝树 )(B耐ca “
。

肋叩翻、a)
,

雨树(s a 。,
; ea sa 仍a 叼

,

象

耳豆 (刃耐 。。乙ob 众撇 卿以。、,
, 仍) 等为优良寄主树

,

值得推广种植
。

北美产橡胶植物银胶菊

(P a9’枷耐,
、

“叨 , 坛t哪)
,

在云 南千热地区的发展有一定可能性
,

应通过多点引种试验加以

确定
。

(三) 药用植物(23 种 )

云南热带药用植物尤其丰富
,

按用途可分为中药材
,

化学药物和民间草药三大类别
,

这 三

类药用植物在云南热带地区野生和种植的种类有数百种之多
。

现择其中23 种推荐 利 用 和 发

展
。

1
.

野生南药资源
:
绿壳砂仁 (注

。。o

二。 “110 。, L o u r , v a r
.

二a o tho‘d 。: )
,

血竭 (龙血树 )

(D 俨a ““”a ” , b o d衍、a )
,

毕拨 (p 幼
e , 10叼。)

,

千年健尹
。

、10 “‘”a o ”‘“ l亡a )
,

小柯子 (少e r ”‘-

伽ali
。

流如la)
,

沉香 (A 少以。记 戒, 。幼)
,

毛柯子即油榄仁果壳等是本省特产的野生植物 资

源
。

其 中产血竭的资源龙血树在澜沧
、

景谷两地大片野 生
,

据 调查有野生大树 2一 3万株
,

如用

人工割取树脂
,

每株每年可得 1 斤粗品
,

其总产量大致相当 我 国每年的进 口数量
。

沉香 树 广

泛分布于热带
、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
,

西双版纳资源较 多
,

近 年来广东华南植物研究所已经

人工放菌结香成功
,

应 引进这一技术利用野生资源生产 沉 香
。

毛柯子是进 口藏药
,

现在 每 年

从印度进 口
,

其原植物就是西双版纳一带野生较多的油 榄 仁 的 果壳
,

只需组织收购就能解决

藏胞用药问题
,

但 目前尚未利用或利用不充分
。

2
.

扩大重要中药材的人工栽培
:
儿茶 (A。‘a 。‘。入叼

,

肉桂 (价, ”, o ,
, “88 他)

,

槟

榔 (A
, 。。 、云。。入。)

,

檀香 (s a 耐a lo
a 之b。向

,

马钱 (s t , , 。凡。o : , : 。二一。o 。‘6a)
,

安息香 (B 云, m 劣

云。赫‘。
。。s‘: )

,

番泻叶 (Ca
a。‘a a 。夕, st叹fo l‘a )

,

钩藤 (而。
: l’a sp p

.

)
,

巴戟 (卫。 , ‘。da
0

.

阴
。‘” a“8

)



考

等都是 目前国内市场供应不足的品种
,

而在本省又适宜于扩大人工栽培种植
。

儿 茶
、

檀香
、

安

息香耐旱力较强
,

适宜于干热河谷地区种植
。

3
.

建立化学药物原料植物的生产基地
:
抗癌药物如美登木 (M叩加。“

.

h oo 触凡)
,

嘉兰
卜

(‘乙。 ,
·

‘o o a 。。尸e , b a )
,

长春花(C a 认a , a 。‘加
s , 0 5 。。s) ;

心血管疾病药物如萝芙木(Ra
“卯lfi

a 0 0 ”‘-

“o r‘a )
,

毒毛旋花 (s 亡护。尹入a th 二s : a ,
·

”‘e”to s“。)
,

黄花夹竹桃 (少h“”“亡‘a 尹“,
’

“协”a ) ; 抗疟药物金鸡

纳 (C伽硫。。a l喊酬“a , a) 等都是适宜发展生产的品种
。

美登木
、

萝芙木
、

金鸡纳等适宜 林下栽

培
,

可在植胶 区胶林间作
。

嘉兰可提取秋水仙碱
,

适宜人工栽培
,

每亩每年可收块茎50 。斤
,

可提

秋水仙碱 50 克
。

(四 ) 热带果树(22 种 )

云南热带地区几乎可以种植全部热带水果 〔榴莲 (D 懈幼
:‘阮耐从。“)

,

莽吉柿 (G 酬成耐
a

“a叩Os 衍”a) 除外〕
。

现有热带水果种类不 少
,

但产量低
,

品质较差
,

病虫害严重
,

商品生产的规

模不大
。

近年来我所在热带果树的引种和选育工作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
,

现巳获得一批 新 的

优良果树种类和品种
,

建议推广栽培
、

扩大生产
。

1
.

柑桔类
:
袖子 (口亡、

。
俨

a 。而习 具有高产
、

粗生
、

耐运输和贮藏
,

并可在碱性土壤生长

的优点
。

在海拔 1乏00 米以下地区适宜发展曼赛龙
、

越南 1 号
、

2 号
、

劲仑早
、

励仑红 等 优良品

种
。

甜橙 (C
.

s‘。‘。。‘s)
、

桔子 (C
.

, e云‘、la 云a v a r
.

尹。牡无‘)
、

柠檬 (C
.

l‘。o 。)
、

香椽 (C
.

。‘e以‘。)等

也适宜种植
。

2
.

其它热带水果
: 才亡果 ( 卫 a

坷炭户m ‘“陇司 在本区栽培已有 1 4 0 0余年
,

近年来 引进了

不少优良品种
,

如象牙忙
、

香蕉忙
、

古 巴忙
、

马切苏
、

印度 2 号等都适宜推广种植
。

油梨 (p 翻
,

“
酬“而似姗)果形和大小如梨

,

果肉含油 16 多
,

可作高营养水果佐食
。

在海拔 lo c。米以下适宜家

宅园圃种植的
,

有蛋黄果 (L 。~ 。 “娜os a) 是近年来由中美洲 引入的高产果树
,

其 中
,

桃形品

种
、

味甜
、

产量高
、

病虫害少
,

适宜栽植于庭院
,

路旁
。

红毛丹 (N 叩励 l
“

‘

la 夕Pa 朋, )味甜
、

质细
、

产量高
,

风味类似荔枝
,

适宜低海拔湿热区种植
。

此外
,

还有人心果 (卫 a俪无酬a ‘Po 亡a)
、

红毛

榴梅 (A、 , a 。, ‘、坛)
、

法国柿 (D 幼叩, ,
。 a乍

。耐‘a) 等都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

适宜作果品加工的热带水果有
:
菠萝 (A ,‘a o a s 0 0 “0 5 0 5)

、

柑桔类
、

荔枝 (L‘t叭‘。入‘,‘“, ‘“艺“)
、

番石榴 (p “己‘”仍 夕。a , a o a )
、

鸡蛋果 (Pa
s s

沪
。公a e d o l‘s)

、

酸角 (少a , a ,
·

‘”d“ : ‘”d‘“)等
;
适宜 )J「l

工果脯果干的有香蕉(万。s。 夕a : a汉‘: ‘a 。。 v a r
.

。a , ‘e。‘。二‘)
、

贡蕉 (卫
.

b a心
0 0 )

、

龙眼 (D ‘。o、-

,
’

尹“ 8 10啊a ”)
、

番木瓜 (Ca
r ‘。 尹a 夕a , a )

、

菠萝蜜 (A r to。俨护“s 入e t e r o 尸h夕lla )等
。

(五 ) 用材树种 (2 7种)

我国森林覆盖率仅12
.

了拓
,

南方广大地 区常见造林树也仅限于松
、

杉
、

按等
。

然而 云 南 热

带森林中蕴藏的造林树种资源却有数百种
。

至今 尚未加以充分调查和合理利用
。

因 此
,

发 掘

利用和推广森林树种资源是一件迫切而重要的研究工作
。

从经济上来说
,

发展人工造林 最 有

效手段是采用速生优质
、

丰产的树种
。

根据我所近年来的调查发掘与试验研究
,

我国热带的速

生
、

珍贵树种 资源
,

云南是最富集的地 区
。

r
.

速生用材树种
: 团花 (A , ;艺ho 。。夕石a lo s 从‘”‘”。i。)

、

顶果木(A 。护o ea
,

“。
户

·

a , ‘”ifo l‘“介)
、

云南石梓 (肠
。el‘, a a 站o , 。a )

、

八宝树 (刀。a ba坷a 夕。。口汀lo g.a )
、

油榄仁
、

轻木 (O砧
·

, ,o ”。 l叩
。尹

-

。。)洲棘 (M el‘a 云o o s e , d e叼等
。

团花 s一 10年成材
,

单株材积 1 立方米
,

材质 良好适合作建 筑
、

家具
、

工业用材和造纸原料
。

我国南方年均温20 一 2 2
O

C以上
,

年降水 1 0 0 0毫米以上的地区均适

宜造林推广
。



2
.

珍贵树种
:
抽木口

, 。。艺。、a g , a 。。z‘s)
、

思茅豆府柴 (p
,
·

e刀‘。a 。: 。

撇
o eo s艺s)

、

红椿 俘
, 0 0 , ‘a

“‘l‘a亡a )
、

番龙眼 (尹。。‘。艺‘a 艺。。‘。、云o oa )
、

山桂花 (p a , a 饥‘。h e l‘a b a‘11
0 。“)

、

多头花 (A砚‘, ; a 尹0 1万。-

e尹丙a la )
、

白椿 (邸
·

二无f’a 。, l’a 艺a b二la , ‘。)
、

天料木 任了b
。。a l‘、, ,、 la o 才‘。二。 G a g n

.

v a r
.

夕la br e艺“尹, ‘)
、

云南油树(刀切艺
。, o oa

缈
之。。 云, ‘?

·

b艺n a‘、。)
、

半枫荷 (尹‘。。 ; 护。, 、、、”‘ la 。。。a
efo

l艺二 , , ‘)
、

阿T 枫 (A I艺‘, ‘-

娜a “‘。“lo a )
、

热带硬木树种如铁刀木 (C a 。。艺a 颤a。。a )
、

紫 抽 木 (P‘s艺a 。‘a 。。‘。
、a , ‘,

ifo l‘a )
、

野

荔枝 (L祝。h‘。h‘。。二s‘5 S o n n
.

v a r
.

s尹。耐a , i。。。)
、

黑黄檀 (刃
a lb e , ..a ‘a 户

。。a )
、

望天树
、

铁力木等
;

外引珍贵树种如非洲桃花心木(K 五
·

a x a 。。。叩a 乙e。。‘。)
、

乌木 (D ‘
o
缪 , , 。5 o b。。二。、)

、

紫檀木 (p t。-

护o “a
叩

” s 饥a ,
·

: :甲‘。挑)
、

格木 (E 缪娇 , o 尹人lo e二。‘
fo 叼“)

、

奥库木(且、。o 。哪 ea 无la ‘, i“a ” a )等值得重

视与推广造林
。

3. 竹材
、

藤类和薪炭林
: 云南热带是全国竹类资源最多的地区

。

最大的
“

巨竹
”

(D 哪d
-

、。。 la 。、。 袖渝姗
.

sp
.

、, .) 竹材直径可达 3 3厘米
。

藤 类 (Ca la 哪二。 S

PP .) 资源是云南特产资

源之一
,

但 目前野生资源已不多
,

应大力加强人工培植
,

否则几年后就会资源枯渴
。

薪炭 用
.

材

日渐短缺
,

建议学习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的先进方法
,

推广人工种植薪炭林
,

在低海拔热带地 区种

植铁刀木
,

每人平均 10 一 15 株即可满足家庭燃料之需
,
在海拔稍高地区种植恺木 (Al ”哪 “尸

-

ale 彻甸 既可改 良土壤又可提供燃料和木材
。 /

(六) 香料
、

饮料和食品
、

纤维工业原料植物 (21 种)

1
·

香料植物资源
:
适宜发展的有依兰香 (Ca 。。那夕a o 〔20。亡a )

、

云南樟 (C‘, z二a 。、o 。
‘。。么 夕la -

”〔z”l汤
,

·

,
。)

、

九里香 (M二、夕
a 夕a , z‘。。 la ‘a )

、

胡椒 (P 切
。,

·

, ;匆,
·

“。、)
、

树兰(A 夕la‘a
o 议。护a艺a)

、

山苍

子
、

香荚兰 (V a , ‘了lla 尸la 碱fo ll’a )
、

茉莉 (Ja
s。;‘。二。。 。a o ba 。)

、

香茅草(C夕。
; b o尹。夕

。、 。‘亡, a ‘二s)
、

吉

龙草 (刃l确
。云。fa 0 0 。;仍二、‘。)

、

蕾香 (P o夕。对 eo o 。 。a bll’、)
、

香叶天竺葵 (尹。la 甲
。

耐二。、 夕、。e o ll, 。)

等
。

依兰香已在西双版纳建立基地 40 00 多亩
。

云南樟 以动海较为集中
,

从枝叶中可提取樟脑
、

樟油
.

适宜中高海拔山岳地区种植
。

木姜子野生资源相当丰富
,

果实可提取芳香油
,

残渣 可 榨

取油脂
,

在 医药上代替可可脂
。

2
.

饮料和食品工业原料
: 云南大叶茶 (C a 。‘。11‘a , 俪 e , 。‘s (I

J .

) 0
.

无云: 。 v a r
.

a o s a 。‘艺、)
、

咖啡 (C o.加
a
二ab ‘。a) 适宜海拔 1。。。一 1 4。。米地区种植

。

可可 ,(少 heo b。。a ea 。。)
、

可拉 (C ol a

助
“桃伽耐a)

,

在局部低海拔热带雨林气候地区
,

选择适当小环境也有河能种植成功
。

·

可可营养价

值很高
,

如亩产 6 。斤可可豆其营养价值相 当于 3 6。斤小麦面粉
,

可可的果壳是 优质 饲 料
。

可拉

是制造饮料
“

可 口可乐
”

的原料
,

也可作兴奋剂
。

3
.

纤维工业原料
: 剑麻 (A g 。

。 就sa la o a)
、

龙舌兰麻(A
.

。切凡。, ia)
、

牛角瓜 (Cal 时。万
。

夕叩a 耐e a )
、

攀枝花 (口。韶a ”乞1 ,‘。二s 。 ; a la ba 。‘ca )
、

爪哇木棉 (C 。‘乙a 尹。“宕a , d , a )等
,

在干热河谷地

区适宜推广种植
,

湿热河谷地区还可以种植蕉麻 (马尼拉麻) (卫。a 亡e就诚s)
。

剑麻和龙舌兰

麻适宜大面积经营
,

副产品可提取街体激素药物原料
“

海柯吉宁
” 、 “

替柯吉宁
” ,

综合利用 价 值

较高
。

(七 ) 特有的园林植物和花卉资源应加以利用

云南特有的观赏园艺植物非常丰富
,

如山茶花 (Ca 。成ll’a 。“。诚韶a)
、

杜鹃花 (R 筋而咖。汉
-

灼” sp p
.

)等高山花卉
;
各种热带兰如石解 (D e , ; d。。b‘、仍 s p p

.

)
、

万达兰 (Va
o d a s p p

.

)
、

鹅 掌 揪

(L ‘,
·

‘o oze。比,
·

o 、 。入‘, e。。。)
、

台湾杉 (少a伽 a o l’a 。, , 尸‘o o e, ‘o ‘d e s)
、

琪桐 (刀a 。‘d艺a
·

‘。。0 1”。。云a )
,

以

及多种林下植物如族类
、
姜科

、

天南星科植物等
,

都是有价值的园林绿化植物和观赏 花 卉
。 ,

目

前
,

花卉种植业已经在 国外发展为现代农业生产结构的一个部分
,

无论从资源利用
,

人民生活
,



环境保护等方面来看
,

·

园林观赏植物都是有利用价值的资源植物
,

应当加以发掘和利 用
,

不可

轻视
。

三
、

合理开发利用的几个问题

热带植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有它 自身的规律
,

植物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
,

热带植物中可供利

用的资源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

它的生产周期较短而生物生产力却很高
,

但地域性 十 分

突出
。

基于这些认识
,

开发利用云南热带的植物资源
,

应做到合理开发
、

永续利用
,

为社会主义

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经济产品
。

根据云南热带植物资源的特点
,

在开发利用 中有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

(一 ) 全面规划
,

多种经营
我国在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活对热带植物产品的要求成百上千

,

我国热带土地面积有限
,

在规划热带作物生产时
,

应当因地制宜
,

全面考虑
,

合理安排
,
’

特别需要总结三十年来我国热带

开发的经验
,

树立全面发展
,

多种经营的思想
,

在发展橡胶种植的同时
,

发展糖料
、

油 料
、

药 物
、

林木
、

香料和其它工业原料植物
,

同时开发野生植物资源
。

(二 ) 集约经营
,

发展专业化生产

在热带作物如橡胶
、

咖啡
、

油棕
、

瓜尔豆
、

依兰香
、

剑麻等的生产过程 中
,

必 须 强 调 种 植
、

管理
、

加工
、

产销的整体专业化生 产
。

因 此 在规划大宗产品的生产时
,

要相对集中
,

形成相当

规模的生产 能力
。

根据作物生产的生物能慨念
,

植物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境资源是太阳能和地面
。

推 广 人

工植物群落的多层多种经济林地
,

是集约经营的另一种方式
,

可以大大提高植物对 自然能的利

用效率
,

缓和某些作物争地的矛盾
。

多层多种经营的优点在于在同一面积上集合了不同高度
、

发很特性
、

生活 习性和经济用途的植物
,

形成统一的群体
,

使这些作物在不同间隔的垂直中
,

截

取和利用光能
,

在不同的土层范围内吸收养分和水分
。

例如我所试验成功的橡胶
一
茶叶间种林

地
,

土地利用率提高了5D ‘ 60 形
,

每亩胶林净增茶叶钧斤
。

橡胶
一
金鸡纳间种的群落组合

,

不仅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

而且使金鸡纳奎宁总碱含量 由全光照下的4
.

22 形提高到6
.

2 8拓犷而这 两 种

群落内橡胶的产量据10 年统计不比单作胶林降低
。

(三 ) 实行林粮间作犷逐步改革刀耕火种制度

周定耕地
,

、

修建梯田
、

台地是改革刀耕火种的有效手段之一
刀耕火种作为一种原始农业

技术方法保留至今
,

并非一声令卞就可以废止的
。

刀耕火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是严重的
,

据我所

观测
,

在坡度 17
“

土地上
,

雨水流失比森林覆盖地大 14 倍
、

土壤冲刷量大 3仪倍
。

而机械化开垦

则比刀耕火种更严重
。

据联合国在巴西调查的一个资料表明
,

机械化开垦热带土地
,

结果刮去了

1 / 2。的土壤
,

农作物产量只有人工开垦的20 厂
。

热带农业经营方式应当不同于温带和寒带
,

尤

其是在热带山区
,

应当建立一种 以木本作物为主体的混农林业体制
,

如我所推广的团 花
一

粮 食

间作林地
,

就是在刀耕火种的第一年种下粮食的同时
, “

也种上经济林木
,

粮食 可 以 连 种 2一 3

年
,

第三年以后林木业已成片
,

可 以不加抚育或稍加管理就能成材
,

这是一条 值 得 尝 试 的 道

路
。

(四 ) 热带森林的保护与利用问题

热带森林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
,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环境条件之一和生活资 料 的

6 1



重要来溅 热带国家都十分重视森林保护
,

热带森林一旦遭到大量砍伐
,

将引起一 系列 严 重

后泉
。

如云南南部近三十年来
,

森林覆盖率下降了约50 拓
,

年平均降水量随之减少 100 一 200 毫

米
,

气温年振幅加大 1一 1
.

S
O

C
,

年平均空气湿度下降 1一 3万
,

雾 日减少 20 一 30 天
1) 。

由于本区地

处热带山区
,

降雨集中且强度大
,

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西双版纳近年来森林砍伐面积约 600 万

亩
,

这种发展趋势
,

不仅危及生态平衡失调
,

而且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

因此
,

无论从当前和

长远的利益考虑
,

云南热带地区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热作生产
,

必须与热带森林 保 护
、

利用相结合
,

具体的途径有以下几点设想
:

1
.

鉴于本区现有森林覆盖率已下降为20 一30 男
,

不宜再继续进行大面积的木材采伐
,

应

在保护的前提下
,

合理利用森林产品和森林环境资源
,

从事多种经营
。

一个地区森 林 的 覆 盖

度
,

对于稳定生态系统的 良好平衡
,

提供植被天然更新 的机会
,

是十分重要的
,

一旦森林 砍 光
,

很难恢复和重建
。

因此
,

为了长远的利益和 自然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
,

都必须强调对森林的保

护
。

2
.

根据森林类型和利用 目的的不同
,

初步划分为 5 种利用和改造的林地
。

( 1 ) 用材林
:
成熟针叶林和一部分常绿阔叶林

,

进行以利用木材为主的择伐作业
,

一般

不要皆伐
,

同时进行抚育更新或补种优良用材树种
。

( 2 ) 人工经济林
: 根据各地森林资源特点

,

利用现有野生植物资源
,

同时就地取材抚育

有用植物
。

如野生木本油料
、

药材
、

藤类
、

贵重木材等
,

逐步改造成为人工
、

半人工的经济林地
,

以便永续利用
。

( 3) 宜牧林
:
稀疏次生林和间伐林地

,

不仅林下草本植物灌木茂盛
,

而且还有不少乔木

树种
,

都可以作饲料来源
,

进行放牧
。

特别是禾本科
、

豆科植物种类很多
,

饲用价值较高
。

如光

叶合欢 (A lb‘: :‘a lo bb月弄)叶粗蛋白含量达 1 6
.

8 1解
,

牡竹 (B o o b o sa a : 二。d‘, a o ea ) 叶粗蛋 白含量

18
.

64 万
,

白花羊蹄 甲 (B a 。从耐a
。“勿at a) 叶粗蛋 白含量 15

.

8男
,

粗糠柴 (卫al ‘。云“ p耐“州“” -

,

。落。)叶粗蛋白含量 1 3
.

3了不
。

( 4) 薪炭林
:
对坡度较大

,

土质较差的自然林段
,

在间伐有用木材之后
,

逐步改造 为 薪

炭专用林
,

人工种植铁刀木或保留萌发力强的原有树种
,

作取薪炭利用
。

( 5)
.

保安林
:
水源

、

石山
、

陡坡
、

河滩
、

渡 口
、

分水岭以及公路两侧
、

村寨周围的森林具有

不可代替的保安作用
,

·

应当严加保护或者人工抚育成林
,

以发挥保护性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
。 ‘

3
.

为保护特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
,

应当规划出中央
、

省
、

地
、

县各级的 自然保 护 区
,

并为科研
、

教学
、

旅游
、

民族文化提供一定的森林场所
,

和进行自然资源研究的永久性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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