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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栽培热带植物资源的现状及发展潜力
许 再 富 禹 平 华

(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

近年来
,

我们曾多次对西双版纳
、

思茅及元江等地进行栽培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
,

统计了引种栽培的种类
,

进行了适应性的观察
,

并探讨其发展潜力
。

滇南地处热带的北缘
,

受季风的强烈影响
,

年间具显著的干季与湿季
。

西 双 版 纳

( 景洪为代表 ) 为湿热带
,

主要受西南季风的影响
; 思茅为热带山地

,
一

也受西南季风的

影响 ; 元江坝区为热带干热河谷
,

主要受东南季风的影响
。

一
、

栽培热带植物资源种类丰富

酉双版纳
、

思茅坝
、

元江坝引种栽培的热带植物 ( 包括少数亚热带植物 ) 种类十分

丰富
,

共计 1 31 科 804 种 (农作物
、

蔬菜及园林花卉品种均未列入 )
,

其中西双 版 纳 有

7 16 种
,

思茅坝有22 5种
,

元江坝有23 3种
。

按其经济用途分类
,

主要的种类有
:

( 一 ) 树脂树胶植物

三叶橡胶 (厅e o e 。 br a s￡lie n si : )
、

丝 胶 (F 。。t: ‘。:‘。 。Ia s tie 。 )
、

印
’

度 榕 ( F ic 。:

。la s t‘e a )
、

马拉巴紫檀 ( P te r o e a r P:‘: 。a r s o P‘u。 )
、

阿拉伯胶 (且c a c ia a r a乙ie a )
、

粉花山扁豆 ( Ca s ; ‘a o o d o s a )
、

瓜胶豆 ( Cg a o o p s‘s 才e tr a g o n o lo ba )
、

秘鲁香 (M 乡
,-

r o 二y l。。: p e r e fr a )
、

揭布罗香 ( D f户te r o e a r夕u : t。 ,
·

bf、a t“: )
、

越南龙脑香 (D
.

r e t ; ; : , , : )
、

钝叶龙脑香 ( D
. c乙f

。 : ff
o l‘u : )

、

翼龙脑香 ( D
. a la tu : )

、

棒 香 果 ( B a la , Zo c a r 夕,‘s

he io il )
、

钝叶婆罗双 ( S ho r e 。 o 6 t o s a )
、 .

安息香 ( S ty r a , b e o z o ￡, : )
、

东京 安 息 香

( 5
.

to h寿fn e n sf: )
、

乳香 ( 尸i : ta e ia l。。ti : e 。: )
、

依兰芷硬胶 (M f。, u s o 户: e je , :口i ) 等
。

(二 ) 药用植物

槟榔 ( A r e c a c a te c hu )
、

毕拨 (尸i户e r 10 , :夕u 。‘)
、

檀 香 ( S a , : ta l。; z : 。16 : : ; , : )
、

J七

茶 ( 姓c a c ia c a te c h:‘ )
、

芦 荟 ( 八lo e b o r 6 a d e 。: 15 )
、

大 叶 丁 香 ( E , ‘g e o ia c a r y o -

Ph夕110 5 )
、

血竭 ( D r a c a e n a d , a c o )
、

柬埔寨龙血树 ( D
. c a 。, b o d ia o a )

、

阳春砂于:

(刀。o 。:。 ,泞 。1110 5 。。 )
、

缩砂密 ( 刀
. 0 1110 : : : , : , ‘: : , a o thio i叮e : )

、

白豆范 (
、
J

. 。二 r d a -

。o o u 。‘)
、

马钱子 ( S tr夕e人n o s n “: 一。o 。; ic a )
、

泰 国 大 风 子 (厅夕〔l, ; o c a r夕:‘: a n t人e l-

” ; in tic a )
、

印度大风子 ( H
. a l户in a )

、

诃子 ( T e r , , : in a lia e人e 6 ula )
、

古柯 ( E r公
·

t而, o

二夕10 。; c o c a )
、

乔木萝芙木 ( R a ;‘二 o lfia 0 0 。 :it o r ia )
、

云南萝芙木 ( R
.

少“。。a n 。, ; : i: )
、

木苹果 (刁e夕le 阴a o elo : )
、

茄兰 ( G lo r io : d s u ,
·

户e r b a )
、

墨西哥 薯 菠 ( D io : e o r e 〔:

c o 刀‘Po ‘ita ) 等
。

( 三 ) 油脂
、

香料植物

油棕 (万la e i : q u in e , : ￡s )
、

椰 子 ( Co c o : n ,‘、if
‘、a )

、

牛 油 树 ( B u 矛夕r o
动

e r n : a

夕。: kif )
、

猪油果 ( P o n ta d e : 。 :a b、t夕r a c o a )
、

腰 果 (月n a c a r d iu 。 ; o e c ij e n i a l‘
、

)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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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A le u ,
·

‘re : 。 ; 0 10 e e a o a )
、 一

长叶马府油 ( M
a d八: : e a lo o g ff

o l公a )
、

膏 桐 ( J a tr e乡八a

e。, e us )
、

辣木 (M
o r in g a o le if

e r a )
、

油橄榄 ( Ole a e :‘r o 夕a e a )
、

油莎
一

草 ( C y 夕e r u :

e : e :‘le , : tu : )
、

依兰香 ( Ca o a o g a o d o r a
厂

a )
、

锡兰肉桂 ( C f。。a , , ;o o u 、; : : e g la , ;‘e。。 : )
、

肉桂 (C
. 。a s s ia )

、

白树油 (M
e la le : e a qu fn q 、e : e r ia )

、

白玉兰 ( M ic he lia a lba )
、

黄玉兰 ( M
. c ha 。夕a c a )

、

九里香 ( M
Z‘r ; a少a Pa n ic o la ta )

、

米仔兰 ( A g la‘a o d -

o r a
j

a )
、

茉莉花 ( J a s o i。。。‘ : a 阴 ba c )
、

众香 ( P fn ;e n ta a c r i: )
、

香子兰 ( 厂a n flla

pla n if
o lia )

、

香茅 ( C〕
,。 :bo 户o g o n n a r d u : )

、 一

J
.

香罗勒 ( O c in u 。: g r a tfs si。: : 。; ) 等
。

( 四 ) 热带
、

亚热带果树

芒果 ( M
a n 夕ff

e r a ‘n d io a )
、

蛋黄果 ( L u e 、, ,‘a , : e 犷。o : a )
、

人 心 果 ( 月e hr a s

z a p o ta )
、

金星果 ( Chr y : o p hy llu o e a公。ito )
、

牛心果 ( A n o o a r e tie “la ta )
、

番 荔枝

(左
. : q :‘a 。: o s a )

、

巴西坚果 (B e r t入o lle tia e 二c o ls a )
、

菠萝 ( 月。a n a s e 0 0 0 s u s )
、

树

菠萝 (月r
f

o c a r夕u : he te r o P人夕11:‘s )
、

红毛丹 ( N e乡入e l矛: m la夕户a c e 。。 )
、

荔枝 ( L‘rc hi

c hfn e n si : )
、

龙眼 ( E u夕八e r ia 10 , g a n )
、

芭蕉 (M
: s a bas jo o )

、

香蕉 (M
.

p d r a d fsi-

a e a . o a r . s a Pio n t。。 )
、

番木 瓜 ( C a r了ea Pa夕a夕a )
、

鸡蛋 果 ( P a : s ifl
o r a o d u lf: )

、

油梨 ( P e r s o n a 二 e r ie a n a )
、

抽子 ( Cif
r “5 g r a 。:11: )

、

柠檬 ( C
’.

11阴 o n )
、

桔子 ( C
.

r erie u la ta )
、

黄果 ( C
. : fn e n sf: )

、

黄皮 ( Cla 以s e n o d 。。ta ta )
、

蒲 桃 ( S y z z y 一9 1。。:

ja m 乙o s a )
、

番石榴 ( P sfdfu n Z g u a ja o a )
、

羊桃 (月。e r r人o a c a r a o bo la )
、

酸英 ( T a。-

a r in d : ‘: in d 矛e a )
、

锡兰橄榄 ( E la e o c a r夕u s s e r ,
·

a t :‘s )
、

绒柿 ( D io s夕夕r o s d is e o lo r )

等
。

( 五 ) 饮料
、

染料
、

糖料植物

大叶茶 ( Ca , : e ll矛a a s s a 二 ic a

八 阿拉伯咖啡 (肠fj
e a a r 。6 ic a )

、

中粒咖 啡 (C
.

r o b、sta )
、

可可 ( T n e o br o o a C o e a o )
、

可拉 ( Co la 。c u ,n fn a ta )
、

红 可 拉 ( C
.

, : ifid a )
、

巧茶 ( C a tha 。d :‘11: ) 桃榔 (月,
·

e n g a p in n a ta )
、

糖棕 ( B o ,
,

a s s u s u少it人fc a )
、

扁叶糖棕 ( B
. a e a thio i: 。 )

、

埃塞俄比亚糖棕 ( B
.

fl
a人e llif

: ·r )
、

红木 ( B i二a o r e ll-

a n a )
、

狭 111 巴戟天 (几f o r in d a a n g 、”tif
o lia )

、

姜黄 ( C。,
,

e u ,7 , a e la ta )
、

蓝靛 ( B a P人i

e a c a n thu s c “s ia )
、

云南石梓 ( G 。 : 。11 , : a a r 乙o r o a ) 等
。

(六 ) 木本蔬菜
、

淀粉植物

四棱豆 (P s o 夕ho c a r Pu s
·

te t r a g o , : 0 10 孙u s )
、

越南菜 ( S a : ,
,

o 户u s a n d r o g 夕, : , ‘: )
、

树

头菜 ( C r a ta e o a : o x 乙。r g h if )
、

厚皮榕 ( F
. e a lo s a )

、

细脉棕 ( F
.

乙e n ja 。: in a )
、

臭

菜 (A c a e ia i , :才s sa )
、

木薯 (M
a n ‘h o t p a lo a ta )

、

蕉芋 ( C a n n a e d o li: )
、

竹芋 ( 五丁a -

r a ”ta a r u n d in a c e a )
、

派克豆 ( P a rk ia le io Ph夕11。 ) 等
。

( 七 ) 木材
、

薪柴
、

·

纤维植物

抽木 ( T e e to ,‘a g r a n d i : )
、

铁力木 (M
e s u a

f
o r r e a )

、

轻木 ( Cc 人r o o a l。9 0 夕“: )
、

桃花心木 ( S o io
j

e n ia m a ho 夕a o i )
、

大叶桃花心木 ( 5
. ; , ; a c r o 少h夕lla )

、

塞内加尔桃花

心木 ( K 人a 夕a : 。n ‘一夕a le n : i: )
、

格 木 ( E r夕th ,
·

o Phl。。。 bo r d 矛i )
、

银桦 ( G r e o illa

r o 6。: ta )
、

海南坡垒 ( 万o p o a 几a公n a o e o sfs )
、

青梅 ( 犷a tic a c in o r o a )
、

红 花 天料木

( H o o a li :‘水 八a in a n e n s i: )
、

铁刀木 ( C a s : ia S ia 卿。。s 。 )
、

美丽山 扁 豆 ( C
. : p o c ta -

bfl‘s )
、

银合欢 ( Le o e a e o a g la 、e a )
、

雨树 ( S a , , :a o e a : a 爪a , : )
、

艳榄仁 ( T e r 。;公, : a l￡〔:

: “Pe rba )
、

榄仁树 ( T
. e a ta户Pa )

、

盾柱 木 ( P e lto 户几o r u , , :
厂

e r ,
·

u口i , : e ,‘, , , )
、

楹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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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biz z fa c hfn e o sfs )
、

榻榔木 ( T a la u明a g iti叼
。, : 5 15 )

、

蕉麻 (几了。: a te对 111 : )
、

剑

麻 ( A g a o e : is a la n a )
、

灰叶剑麻 (月
.

j
o o r c r ,

, o 己e s ) 等
。

( 八 ) 园林花木

夜香木兰 ( M
a夕。o lia c o c o )

、

四季含 笑 ( 立fieh elia ji刀
。 )

、

王莲 ( l/ ie to , :a

r e g ia )
、

红睡莲 ( N 夕m 户ho e a
f

o
f

r a g 。。a )
、

大 花马兜铃 ( 月。is to lo e hia g r a n d ifl
o ,

,

a )
、

时钟花 ( T u ,
·

, : e r a u l。‘ff
o lfa )

、

大花紫薇 了L a g e :
f

r o 。: ; ia ; 夕。eio o s a )
、

叶子花 ( B o u g -

a , n ”111。a 刀la 6 r a )
、

艳红叶子花 ( B
. sp e c ra bfl‘s )

、

扶桑 ( H i乙is c u : r o : a 一s‘, z e , ; 5 15 )
、

吊灯花 (汀
. : c 人fz o Po ta lu s )

、

洒金榕 (C o d ia u 。: 。 a r ie g a
f

u J、 )
、

红背桂 ( E 父。o o e a r iu

c o c hin c hio e o s i: )
、

紫花羊蹄甲 ( B o u hf瓜a p u r p u r e a )
、

金凤花 ( C a e : a l夕io ia p : ‘le人。 ,~

r i , n 。 )
、

风凰木 ( D e lo 。‘x r e g ￡。 )
、

紫铆 (B : te a o o n o s Pe r碗a )
、

大 花 茄 ( S o la 。 :‘, , ‘

口r a n d ifl
o 厂u。 )

、

蓝花楹 ( J a c a r a , d a a c o tif
o lia )

、

老鸦烟筒花 ( M iljin 刀f
o n ia ho r t-

e o si : )
、

火焰花 ( S P a tho d e a n ilo tfc a )
、

旅人 蕉 ( R a 。。 n a la , : a d a e a : 。a : ie , : : i: )
、

花叶竹芋 (M
a r a o ta bic o lo r )

、

五彩芋 ( C a la d iu。 石ic o lo r o a , : 户iet。。; )
、

紫文殊

兰 ( C ,
·

in :‘。 a 。口 u stu 。 )
、

蒲葵 (L1’沉
sto n a c人in e o s i : )

、
_

贝 汗卜拐泛( C o ry扣几a , ‘。凄6 r a 。

u lij
o r a ) 等

。

滇南栽培的热带植物种类虽然十分丰富
,

但目前大面积生产的种类不多
。

据初步统

计
,

栽培面积超过十万亩的只有三叶橡胶
、

茶叶
、

铁力木
; 1 一10 万亩的 有 砂 仁

、

菠

萝
、

香蕉
、

芭蕉
、

柑桔类水果
、

芒果
、

膏桐 ; 栽培面积1
,
。00 一1 。

,

0。。亩的有 剑 麻
、

依

兰香
、

胡椒
、

咖啡
、

腰果
、

荔枝
、

槟榔
、

木薯 ; 栽培面积在 l ,

0 00 亩以下小批量生产 的
,

有瓜胶豆
、

儿茶
、

芦荟
、

茄兰
、

金鸡纳
、

油棕
、

椰子
、

牛油树
、

肉桂
、

香茅
、

龙眼
、

番

木瓜
、

番石榴
、

酸英
、

蓝靛
、

蕉芋
、

袖木
、

轻木等
,

而多数的种类尚属于零星引种栽培
。

二
、

栽培热带植物的生态类型及在滇南的适应性

据调查
,

滇南栽培的热带植物中
,

除了3 0 0种左右是在解放前从国内外引种的以外
,

绝大多数是解放后引种的
。

它们绝大多数已引种驯化成功
,

少数种类已归化
; 但也有少

数种类虽经多次引种
,

仍不成功
。

按照它们原产地的生态条件
,

滇南栽培的热 带 植 物

(包括少数亚热带植物 )
,

可以划分为五大生态类型
‘ ’〕。

它们在滇南各地的适应 情 况

大体如下
:

( 一 ) 高温多雨的赤道雨林类型

此类热带植物在原产地长期适应于高温
、 ;高湿

、

静风的热带条件
。 ‘

已们被引种到滇

南
,

只有在西双版纳9 00 一 1
,

0 00 米以下的湿热地区适宜它们生长
,

并且有发展生产的 可

能
; 而在 1

,

00 0一 1 ,

30 0米的热带山地雨林 区(或南亚热带 )
、

稀树草原的干热河谷
,

一 些种

类虽然可以生长
,

但难以发展生产
。

滇南属于热带北缘的季风区
,

赤道雨林类型的植物所

遇到的主要间题是寒
、

旱及风
。

滇南地区北部虽有高山作屏障
,

但冬季米 自青藏高原及

西伯利亚的寒潮会产生较大的降温
。

当气温降至 lo c 左右时
,

这些植物的生长
、

发育便

受到不同程度 的抑制
。

最不抗寒的种类是榴莲 ( D u rio Z ibe th in u s )
、

芒桔柿 ( G a rC I-

n ia r, l a n g o s ta n a )
、

小一1十丁香 ( E u g e n ia a l. o l、l a tic a )
、

大叶 丁
‘

香
、

轻木
、 ‘1T 可

、

臭 苹

婆 ( S te r o u lia fo e tid a )
、

面包树 ( A r t o e a ,
一

p u : a ltilis )
,

当
z 毛温降至 2 一 3 c [}寸

,

这此

植物的全部或部分植株便受寒死亡
,

只有在局部的山地阳坡 及避风的小环境叶
’

才有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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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生产的可能
。

橡胶
、

肉豆落
、

蕉麻
、

油棕
、

可拉
、

红毛丹也不抗寒
,

当气温降至 2 一

3 ℃时
,

它们就会受到较严重的寒害
,

影响其生长
、

发育
; 而当温度降至 O ℃时

,

绝大

多数就受冻死亡 二2 〕
。

因此
,

它们在滇南的生产
,

一般限于 8 00 一90 0米以下较 湿 热 的 山

地
、

坝区
,

个别地方由于小气候条件优越
,

也可升至 l , 0 00 一 1
,

100 米
。

受季风影响的滇

南
,

周期性的干旱
,

对赤道雨林类型的植物生长起着 明显的抑制作用
,

其生长发育呈显

著的季节性变化
。

橡胶栽于水热系数 < 1
.

5的地区 (如元江坝 ) 生长缓慢
, 8 年左 右 才

达到开割的粗度
; 而且由于干旱

,

胶乳粘稠
、

堵塞
,

没有生产 的价值
。

我国植胶区的水

热系数大多数簇 1
.

5一 1
.

9之间
,

干旱的问题与冬天的低温及热量不足一样是一个潜在的

威胁因素
,

应引起充分的重视 〔“ , 。

蕉麻
、

轻木
,

由于干旱影响了生长
,

纤维的 强 力
、

木材的质量均受到一定的影响 〔4 ” 5 ,
。

滇南虽处于静风的内陆
,

但雨季 以前常有强 烈 的

地形风
,

橡胶
、

轻木等常受风害
。

(二 ) 季风热带干湿交替的季雨林类型

此类热带植物
,

长期处于干湿交替的环境 中
,

其生态幅较宽
,

适应性较)
‘

’ 。

滇南及

我国其他热带地区也属于热带季风区
,

因而这类热带植物比较容易驯化
,

一般 生 长 较

好
。

季雨林类型的热带植物
,

除了少数种类如胡椒
、

椰子
、

丝胶
、

腰果
、

胡拉 ( H ur a

C re Pi ta ns ) 等抗寒性较差外
,

多数种类抗寒力较强
,

如树菠萝
、

依兰香
、

矮依 兰 香
、

乔木萝芙术
、

胖大海
、

铁力木
、

金星果
、

雨树
、

抽木
、

马钱子
、

安息香
、

印度大风子
、

泰国大风于
、

油梨等
,

它们在 1 一 5 ℃低温期间
,

只有轻微的寒害
,

短时间的 。℃
,

虽

有较重的寒害
,

但不造成严重威胁
,

多数种类要在 一 2 一 一 3 ℃时才会冻死
。

干旱对于

多数种类的生长带来一定的影响
,

因而在滇南湿热地区
,

它们的生长及发展生产要比干

热河谷及热带山地 (南亚热带 ) 要好得多
。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一些种类在西双版纳湿热

地区长得很高大
,

成 了
“
高个子

” ,

而在元江干热河谷则成了
“
矮个子

” 。

我们观察了

元江栽培的两株 9 龄的依兰香
,

它们已经开花结果
,

但比西双版纳同龄的树要矮 2 一 3

米
。

当然
,

是否具有生产的价值
,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 三 ) 高温干旱的热带肉质刺灌丛和稀树草原类型

此类植物在原产地全年处于高温少雨的生态环境
,

具有很强的抗旱能力
。

元江河谷

是我国典型的热带稀树草原地区
,

这类植物在那里生长很好
,

除一些多肉质的植物外
,

其他如剑麻
、

儿茶
、

吉贝
、

牛油树
、

糖棕
、

阿拉伯胶
、

金合欢 ( A e a e ia fa r n e s ia n a )
、

猴面包树 ( A d a n s o n ia d ig ita ta )
、

乳香
、

血 竭
、

J瓜胶 豆
、

苏木 ( C a e sa lp in ia s a p p -

a n ) 等
,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

有些种类如乳香
、

猴面包树
、

牛油果
、

阿拉伯胶
、

瓜胶

豆在滇南的湿热区生长受到明显的抑制
,

说明它们是喜干热的植物
; 而有些种 类 如 剑

麻
、

糖棕
、

儿茶等也能在湿热地区生长
,

这说明它们是耐干热的种类
。

( 四 ) 地中海气候区硬叶常绿林类型

此类植物在原产地长期适应于冬暖多雨
,

夏热少雨的环境
。

滇南及我国其他热带地

区缺乏这样的环境
,

目前在滇南引种的这类植物只有油橄榄
、

海枣 ( Ph oe ni x dac ty 11-

fe ra )
、

油莎草等儿种
,

它们虽然开花结果
,

但一般没有发展生产的价值
。

( 五 ) 热带山地 ( 海拔600 一1
,

0 00 米以上 ) 区域的生态类型

这类植物在原产地 长期
‘J毛长在温度较低

、

湿度较大而多雾的环境
。

这类植物如按树

( E u e a ly p tu s s p p
.

)
、

白千层 ( 入lela le u e a Ic : : e a d o n d r o n )
、

白树油
、

银桦
、

咖啡
、

茶



许再富
、

禹平华
:

滇南栽培热带植物资源的现状及发展潜力

叶
、

金鸡纳 ( C宝n e h o n a led g e r ia n a ) 等在滇南的热带山地海拔 1 ,

0 0 0一 z
,

3 0 0米 ( 或南亚

热带 ) 的地区能找到适生的条件
,

具有发展生产的巨大潜力
,

茶叶已成了这个地区的重

要经济植物
。

银桦在滇南低海拔的地方容易产生灼伤
。

咖啡
、

茶叶
、

金鸡纳在低海拔地

区也可以发展生产
,

但一定要有荫蔽的条件
。

而在干热地区还要有灌溉条件
。

三
、

热带经济植物发展的潜力

我国有54 万平方公里的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约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5 %
,

是我国发展

热带
、

亚热带经济植物的重要基地
。

如何合理开发我国的热带植物资源是一个很重要的

课题
。

本文仅就滇南栽培的热带植物资源的现状及有关经营的方式
,

探讨其开发潜力
。

( 一 ) 新材料
、

新技术的引进

滇南热带经济植物的大面积发展
,

是建立在新材料
、

新技术引进的基础上
,

如橡胶

的生产 已超过 50 万亩就是很好的例证
。

滇南目前已引种成功的热带植物80 4种
,

为我国热

带经济植物今后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

然而目前在滇南已获得大面积生产的热带
、

亚

热带经济植物的种类还不多
,

潜力没有充分发掘
。

这除了与过去单一经营的指导思想有

关外 (如在西双版纳的橡胶
,

在元江的甘蔗 )
,

还与忽视新材料
、

新技术的引进有关
。

油棕在马来西亚
,

由于他们从西非引种 了很多品种
,

并采用了薄壳种与杜拉种的杂

交油棕
,

利用杂交第一代的优势发展生产
,

一亩产油一般达50 。一 60 。斤
,

甚至更高
,

所

以有些地区宁可种油棕而不种橡胶
。

我国过去引进 的油棕都是一些低产的老 品种
,

适宜

发展油棕的土地又为橡胶让了路
,

加以种仁加工的技术没有解决
,

所以每亩产油仅30 一

40 斤
,

丰产的也不过 1 00 斤左右
。

椰子在东南亚国家如斯里兰卡成了他们国民经 济支柱

之一
,

他们收集了很多品种
,

发展生产的既有杂交品种
,

又有矮椰子
,

而我国过去引种

的也多是一些产量低的老品种
。

依兰香在马达加斯加采用品种选育及有效的矮化措施而

使其依兰—
依兰油的出口 占了世界第一位

。

我国在滇南虽然发展了5 ,

00 0多 亩
,

但矮

化间题没得到解决
,

影响了进一步的发展
。

很多热带水果如袖子
、

芒果
、

热带葡萄等在

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泰国
,

他们通过品种选育
、

合理搭配及集约栽培
,

不仅产量高
、

品质

好
,

而且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有这些水果供应
,

不仅供应本国
,

而且成了重要的出 口

物资
。

滇南热带水果品种虽多
,

但商品化少
。

上述这些热带经济植物
,

在滇南并不是没

有适宜它们生长和发展生产的环境
,

而是由于既忽视了新材料
、

新技术的引进
,

又在单

一经济的思想指导下
,

缺乏系统研究
,

因而其经济效益往往比不上橡 胶
、

甘 蔗
、

茶 叶

等
,

而影响其生产发展
。

今后我们应该重视热带经济植物的新材料
、

新技术的引进
,

加

强与热带国家的学术交流
,

通过各种可以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加快引进
。

同时对于某些重

要经济植物的发展应该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
。

实践证明
,

滇南建立有橡胶
、

茶叶的研究

所
,

对这些经济植物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东南亚一些国家所建立的很多专业化

的热带经济植物研究所或试验站
.

第是比较成功的
,

值得借鉴
。

( 二 ) 乡土植物资源的发掘

滇南的热带
、

亚热带植物资源极其丰富
,

估计有z , 5 0 。种
,

约 占全省的一半
。

西 双

版纳尤其是全国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

初步查明
,

该地区有高等植物约 4 , 0 00 种
,

可以直接利用的 占了四分之一
。

滇南各族人民
,

不仅采集利用野生经济植物
,

而且引种

栽培野生的有用植物
,

例如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周围及各家的园圃中
,

引种当地野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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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就有5 0多种
,

还有野生水果女「I木奶果 ( B a c c a : ‘r e a ,
一

a , , : ifl
o r a )

、

羊 奶果 ( E la e a夕n u s

co nj er ta ) 等
,

利用嫩芽作为木本蔬菜的有厚皮棕
、

木瓜棕
、

细脉 棕
、

臭 菜
、

刺 五 加

(刀c a n tho 户a , ; 〔, 二 t : if
o li。f

: , : )
、

黄果朴 ( C elti: b o d in ie ,
·

i )
、

树头菜
、

龙 竹 ( D e o d r o -

ca la 阴“ : 加g an t c u : )
、

_

派脚龙竹 ( D
.

: l’n fc : : ) 等
,

一家栽培儿株
,

就解决了各 家 部 份

蔬菜
,

多余的还可拿到市场上销售
;
食沉

,
染料有云南石梓

、

染饭花 ( B “汀d lei a o
fficl’。-

ali: ) ; 上布的染料有狭叶巴戟天 (汀
o r in o

l。 。n g : ; s
fif

o li。 )
、

姜黄
、

蓝靛 ; 其 他 还 有

野生药用植物和观赏花卉等
。

近二十多年来
,

我所及有关研究单位已对重要的野生热带经济植物进行了引种驯化

及发展生产研究
,

如药用植物的云南萝芙木
、

嘉兰
、

美登木 (M
a对en us h。。ke r百 )

、

千

年健 ( H e , n a le n : e n a o c c “It。 )
、

缩砂密
、

毕拨等
,
油料植物油瓜 ( 厅o d g s o n f。 。a c r o c -

e a rPa )
、

贺德木 (万 o s
jfld ia

f
e
f

e a 一t。夕a l。 ) 等
; 速生珍贵用材树团花 (月。tho c e Pha lu s

c hfn o n si: )
、

八宝树 ( D Z; a ba n g a g ,
,

a n d iflo r a )
、

油榄仁 ( T e , 。in a lfa b君llfr ie a )
、

山

白兰 ( P a r a , : 犷c helia ba illo n “ )
,

白椿 ( Chu九r a sia
f

a bo la r i: )
、

望天树 ( P a r a sho r e a

c.h in en sl’ : ) 等
,

此外还有以热带兰科
、

姜科
、

天南星科等为主的热带野生花卉
。

这些野

生经济植物经过进一步的人工驯化
,

就可增加栽培植物的品种
。

乡上经济植物长期适应于本地区的生境条件
,

进行人工栽培比较容易成功
。

然而
,

要改变它们的野生性状而成为适合发展生产的栽培植物
,

却要经长期的人工驯化
、

选育

才能达到
。

以植物的营养器官或次生物质为利用 目的的野生植物栽培所需要的时间要短

些
,

如橡胶树
,

自1 8 8 6年从巴西热带雨林引至东南亚以后
,

在儿十年内就进行了大面积

的生产
,

至今
,

全世界的橡胶园已超过一亿亩
,

产胶达3 60 多万吨
;
当然

,

要提 高 橡胶

的产量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
。

而以果子
、

种子为 目的的野生植物 的栽培所需要的时间

要更长
。

滇南各族人民对于野生经济植物引种驯化的历史较长
,

如 《元江府志 》中 记 载 的

树头菜
,

至少已有 2 00 多年的历史
,

但 由于科学水平所限
,

这些野生植物还没有完全 获

得栽培植物的性状
。

近二
、

三十年来虽然进行了很多种类的野生植物的引种驯化
,

也由

于时间尚短飞还没有布傲户解决栽培化的问题
。

因而对于野生经济植物 的研究
,

不仅要着

眼于眼前的采集
、

利用和
一

般的引种栽培
,

而且要 以建立科研型的经济产业为 目标而进

行长期的研究
。

( 三 ) 建造经济植物群落
,

充分发挥生产潜力

大量的研究及生产实践表明
,

进行经济林木人工造林
,

采用纯林 的 方 式 利 少 弊

多
之’ ‘ 7 。

滇南热带
、

亚热带季风地区气温高
,

雨量集中
,

单一种经济植物的栽培 方 式

更不利于自然资源的 不}!用与保护
。

在滇南农村调查中
,

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合理的经营方式
,

例如村寨周围的一些园

圃
,

种植了各种经济植物
,

高低错落
,

各得其所
;
动海县的

“云南樟 十茶
”
的经济植物

群落
; 在西双版纳的 各类天然林下种植的菜园

、

砂仁场
;
在云县采用了

“
水 冬 瓜 + 茶

叶
” 的生产方式以及在德宏县遮放农场采用的

“
橡胶 十砂仁

” 的经济植物 群 落
。

我 所

从热带山地合理开发的要求出发
,

已对热带经济植物的多层多种群落进行了20 多 年 的

研究
,

探索了以橡胶为上层树种的各种经济植物群落的合理结构
,

获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果 〔丁
’ ” 。

上述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表明
,

合理建造多层多种的人工经济植物 群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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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的经济收益
,

获得稳定的产量
,

做到以短养长
,

而且提高了对环

境的保护能力
,

较好地解决热带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

很多热带
、

亚热带的经济植物
,

尤其是灌木及草本类型
,

如茶叶
、

金 鸡 纳
、

香 子

兰
、

咖啡
、

可可
、

砂仁
、

千年健
、

萝芙木
、

吐根 (尸 : y ch of rt’。 ￡少ac :‘h: n h。 ) 等 在 自然

条件下
,

分布于热带森林的下层或热带的山地
,

它们中有 的是喜阴植物
,

有的是耐阴植

物
,

它们不能忍受热带地区无荫蔽的强烈光照
,

引种栽培它们
,

必须创造一定的荫蔽条

件才能有利于它们的生长
,

这就为我们建造合理 的多层多种的经济植物群落提供了有利

条件
。

有些种类如金鸡纳
、

萝芙木在人工经济林中
,

比单纯种植还可提高生物产量
,

而

且其次生物质如奎宁及生物碱的含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二
。

由此看来
,

在热带地区
,

植物的引种驯化成功仅是解决了个体的生态适应的间题
,

要发挥其较大的经济潜力及解决自然的开发与保护间题
,

还必须改变传统的
、

单一种的

生产方式
,

在研究热带自然群落的组成
、

结构和功能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

建卒合理的

人工多层
、

多种经济植物群落
,

不断调整改善其群落结构和生境条件
,

调节控制群落的

生态关系
,

才能达到大量投入生产的要求 〔’〕
。

这是开发热带地区带有方向性的 重 要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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