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源 介 绍

西双版纳丰富的野生果树资源

陈 进

(中科院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云南省南部
,

北纬2 1
0

1 0‘~ 2 2
0
4 0 ‘

,

东经 9 9
“

5 5‘~ 一0 1
. 5 0‘

,

土地面

积 19
,
2 20 平方公里

,

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温度20 ~ 22 ℃
,

年降雨量1 2 0 0~ 1 8 oo m m
,

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70 ~ 80 %左右
。

由于境内山脉众多
,

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小气候
,

使许多

不同类型的植物得以很好地生长
,

野生果树资源丰富多采
。

一
、

丰富的野生果树资谏

据初步调查统计
,

西双版纳地区野生果树资源
帝
有 24 个科

, 8 0种
,

现整理如下
:

称猴桃科 (A e t in id ia ee a e )
:

伞花称猴桃 (A e tin id ia u lm ifo lia )
,

扇叶称猴桃 (A
.

u m b e llo id e s v ar
.

fla b e llif o lia )
。

漆树科 (A n a ea rd ia c e a e )
:

大果人面子 (D r a c o n to m e lo n m a c r o ea r p u m )
,

泰国芒果

(M a n g ife r a s ia m e n “15 )
,

林生芒果 (M
. S y lv a tic a )

,

槟 榔青 ( S p o d ia s p 主n n a ta )
,

南酸枣 (C h o

吻
sp o n d ia s a X illa r is )

。

番荔枝科 (A n o n a e e a e) :
石密 (A lph o n se a m o llis )

。

橄榄科 (B u r se r a ee a e) :
白榄 (C a n a r iu m a lb u m )

,

乌榄 (C
.

p im e la )
,

滇榄 (C
.

“tr ie tu m )
。

云实科 (C a e sa lp in ia e e a e ) :
酸英 (T a m a r in d u s in d iea )

。

五径果科 (D ille n ia eea e ) :
五径果 (D illen ia in d iea )

。

柿树科 (E b en a ee a e )
:

黑毛柿 (D io sp yr o s a tr o tr ieh a )
,

傣 柿 ( D
.

k e r r ii)
,

野毛

柿 (D
.

k a k i v a r
. s y lv es‘1. 15 )

,

裂叶柿 (D
.

lo b a ta )
,

黑皮 柿 (D
.

n 豆gr o ea r te x )
,

滇

柿 (D
.

v u n n a n
en

s is)
。

胡顽子科 (E la ea g n a e e a e)
:

密花胡颓子 (E la e a g n u s e o n fer ta )
,

动海密花胡颓子 (E
.

e o n fer t a v a r .
、

m e n g h a ie n si“ )
,

角花胡颓子 (E
.

g o n y a n th e s)
,

大花胡顽 子 (E
。

m a e -

ra n th a )
,

蔓茎胡顽子 (E
. sa m e n t o s a )

。

大戟科 (E u ph o rb ia c ea e )
:

木奶果 (B a c e a u r e a r a m iflo r a )
,

余 甘 子 (P h y lla n t五u s

em b lie a )
。

大风子科 (F la e o u r t ia e e a e ) :
刺篱木 (F la e o u r 仁ia m o n t a n a )

,

山李子 (F
.

i‘a m o n te h ii)
。

. :
野生果树包括

:
野生

、

半野生的果树
,

可用作砧木及育种材料的果树野生近缘种
。



藤黄科 (G u ttif“r a e )
:

云树 (G a r c in ia e o w a )
,

多花藤黄 (G
.

m u ltiflo r a )
,

大叶

藤黄 (G
. X a n th o eh帅

u s)
,

版纳藤黄 (G
. x ip sh u a n b a n n a e n s is )

。

茶茱黄科 (Ic a e in a e e a e )
:

甜果藤 (M a p p ia n th u s io d io d e s )
。

防己科 (M e n isp cr m a e e a e ) :
苦枣藤 (E leu tha r rh e n a m a e r o ea r p a )

。

桑科 (M o r a o e a e)
:

木瓜榕 (F ieu s a u r ie u la ta )
,

鸡脖子果 (F
. : e m ie o rd a ta )

,

桑

(M o r u S a lb a )
。

芭蕉科 (P,,l u s a c e a e )
:

小果野芭蕉 (M u sa a e u m in a t a )
,

野香蕉 (M
. n a n a )

。

杨梅科 (M尹 ic a e e a e )
:

毛杨梅 (M对iea e se u len ta )
。

桃金娘科 (M y r 犷a c c a e ) :
番石榴 (p s id ium g u a ja v a )

,

海南蒲桃 (S y z yg iu m e u m in i)
,

水边蒲桃 (5
.

flu v ia t ile )
,

灌木蒲桃 (5
.

fr u tie o su m )
,

帽瓣蒲 桃 (5
. o b la tu m )

,

思

茅蒲桃 (5
. s z

o
a o e n s e )

。

一

醉浆草科 (o X a lid a c e a e )
:

阳桃 (A v

err h o a e a r a m b o la )
。

鼠李科 (R l又“‘n ,”a c e a e )
:

无瓣枣 (Z iz y p h u S a p e ta la )
。

滇南枣 (2
.

f u n g ii)
,

缅枣

(2
.

二 a ur it ia n a )
,

绣毛野枣 (Z
. o e n o p lia )

,

皱皮枣(Z
. r : , g o s a )

,

滇枣 (z
.

y u n n a n e n s is )
。

蔷薇科 (R o S二e e a e )
:

牛筋条 (D ic h o t o m e n th u S tr is ta m a e e a r p a )
,

云南侈侬 (D o e yn ia

d e la V a y i)
,

侈依 (D
.

in d ic a )
,

栋叶批把 ( E r io b o tr ya p r in o id c s )
,

窄叶 批 把 (E
.

S e r r a ta )
,

尖叶稠李 (p r o n u s a c u m in a t a )
,

阿萨姆稠李 (p
.

je n k e n s i i)
,

野 樱 桃 (P
.

m a je s tie a )
,

大叶樱桃 (p
. z ip p e n lia n a )

,

棠梨 (P yr u S p a sli ia )
,

粗叶悬钩子 (R u b u s

a le e a efo 工iu s )
,

长圆叶悬钩子 (R
. c llip tic u s v a r . o b c o r d a t u “)

,

疏花悬钩子 (R
.

la x u s )
,

动腊悬钩子 (R
. : : : e o g la o n “15 )

,

大乌泡 (R
.

m u ltib r a ete a tu : )
,

硬毛悬钩子 (R
.

p o li-

o p h y llu s )
,

棕红悬钩子 (R
. r u f u s v a r .

p a lm a t ifid u s )
,

蜜腺悬钩子 (R
. s u m a tr a n u s )

,

诱色花揪 (S o r b u s fe r r u g in e a )
,

斑果花揪 (5
.

g r a n u lo s a )
,

褐毛花揪 (5
. o e

hr
a ee a )

。

芸香科 (R u t a e e a e )
:

酒饼筋 (A ta la n tia b u x if 0 1ia )
,

滇南酒饼筋 (A
.

g u illa nxn in i i)
,

大叶酒饼筋 (A
.

l砚e r r ii)
,

袖子 (C itr u s g r a n d is) ,
香穆 (c

.

m ed ic a )
。

无患子科 (S a p in d a e e ae ) : 山韶子 (N e ph e liu m c hi. y se u m )
。

山榄科 (S a p o ta e e a e) :
狭兽荷苞果 (X a n t o liS ste n o p e ta la )

。

越桔科 (V a ee in ia e e a 。)
:

黄背越桔 (V a e e in iu m it e o p h y llu m )
。

二
、

野生果树资源的特点

1
.

种质类型丰富

根据日本 田中长三郎i尊士的 《果树分类学》 (19 5 1 ) 以种为基本单位
,

认为全世界所有

的果树种类 (包括原生种
、

栽培种
、

砧木和野生果树在内) 多达2 7 9 2种 (另有 1功 变 种)
,

分属于 1 34 科6 5 9属
。

我国果树种类 (包括野生种) 约有 50 多科5 00 多种
,

西双 版 纳面积 占全

国 0
.

22 %
,

有野生呆树2 凌科80 种 (不包括栽培果树) 可见其资源之丰富
。

由于野生果树长期自行种子繁殖
,

以及西双版纳极其复杂的生态环境的影响
,

使种内的

类型也丰富多采
。

例如
:

酸角
,

就果形大小形状而言
,

有扁形
、

扁圆形
、

圆形
、

线形
、

弯月

形
,

果实长的可达20 厘米以上
,

短的只有 8 ~ 10 匣米
,

果实的风味有浓酸
、

甜酸
、

酸甜
、

甜

各种类型
。

(藤黄 (G a1’o ini a) 属的大多数种可食
,

同种植株间的差异显著
,

笔者发现个别

单株结出的果
,

形似寿星桃
,

成熟时金黄色
,

外表美观
,

风味浓甜
,

可以直接为商品水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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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内变异的丰富性为野生果树的选种
、

育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2
.

研究利用缺乏
:
野生果树的研究利用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
现有野生水果

、

干果的

加工利用研究
,

作为育种材料
,

为栽培果树提供特别性状的研究
,

作 为 栽 培 果树的砧木
、

中间砧方面的研究
,

借助现代育种手段
,

将其驯化成栽培果树的研究
。

( 1 ) 作为加工原料的研究
: 上述的野生果种中

,

有不少是很有前途的加工原料
,

如
:

余甘子是有名的可加工果树
,

其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

每 10 0克鲜果中含有 维生素 c 多达2 4。。

毫克
,

除可加工成理想的蜜饯食品外
,

还可加工成罐头
、

果汁
、

饮料和高级 营 养 食 品添加

剂
。

西双版纳的次生林地中大量的余甘子
,

除少量用于生食
、

加工外
,

绝大部分没有很好利

用
。

酸角
、

阳桃
、

番石榴是世界有名的优良的果品加工原料
,

酸角不仅有很高的含糖量 (鲜

果总含糖量61 %左右
,

居果树中第二位)
,

而且其中矿物营养的含量在果树中首屈一指
,

同

时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

维生素 B 类物质
,

可以作为糕点的添加物
,

也可以制成酸角饮料
、

蜜饯等多种加工品
。

同样
,

阳桃是一种高维生素A
、

维生素 c 的水果
,

可制果酒
、

饮料
、

罐

头等多种食品
。

番石榴是一种高维生素 c 果品
,

每 1 00 克含量可达2 00 毫克
,

是制成优质果酱

的果品
。

这几种果树在西双版纳都有广泛分布
,

大多不能很好利用
,

或虽有少量 加 工 品 生

产
,

但没有能形成拳头产品
。

可以加工的还有很多
,

如
:
侈依

、

棠梨
、

悬钩子
、

槟榔青
、

橄

榄类等
,

但都缺乏深入的研究
。

( 2 ) 野生果树引种驯化及其砧木方面的研究
:

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
,

有不少很有

前途的研究工作没有能够进行
。

如
:
藤黄属 (G ar o ini a )中有热带名果 山 竹子 (G

.

m a
ng

。“

st a na )
,

但该种系热带雨林树种
,

在西双版纳地区
,

经多次引种
,

都未 获得成功
,

如果利

用我们现有的同属的野生种
,

在砧木
、

育种下功夫
,

应该可以指望山竹子这个
“
果中之后

”

的引种驯化问题得以解决
。

木奶果
,

在西双版纳分布广泛
,

变异大
,

有些类型
,

野生状态下

鲜食就很理想
,

同属植物兰背果 (B ac ca ur ea m ot ley ana ) 经驯化巳成热 带名果
,

但其不耐

冷
, ,

木奶果能否作为其砧木解决耐冷问题
,

以及木奶果本身的优良植株的选育工作都没有

很好地研究
。

类似的还有毛荔枝
、

林生芒果
、

蒲桃类(S yz y g itl m “p p
.

)
。

悬钩子属 (R O b us )胡

颓子属 (El ae g n
us ) 在国外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

,

育出很多优良品种
,

西双版纳地区

这两个属的种类丰富
,

亦有不少优异类型
,

但较为系统深入的遗传育种工作也没有进行
。

此

外
,

还有余甘子
、

侈依
、

缅枣等都很有希望驯化成栽培果树
。

三
、

研究开发利用的几点意见

野生果树资源的研究利用是一项极其复杂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

必须按事情的轻重缓急
,

有步骤
、

有组织地进行
。

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

1
.

加强野生果树加工方面的研究
:
一方面从整体上对野生果树的营养成分

、

加工性能

进行研究
,

不断挖掘新资源
,

创新产品
。

另一方面对一些 目前有大量分布
,

造成很大浪费
,

在国外已有先进经验借鉴的树种
,

如酸角
、

余甘子
、

芭蕉
、

番石榴等
,

组织人力攻关
,

创拳

头产品
,

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作贡献
。

2
.

搞好野生果树资源的调查
、

搜集及保存工作
,

建立相应的种质基因库
。

3
.

重视野生果树资源的引种驯化工作
,

首先对一些很有希望的树种进行选种
、

育种以

及人工繁殖
、

人工栽培等方面的研究
,

使之成为栽培果树
。

4
.

注意野生果树作为栽培果树砧木的研究
,

发现其在矮化
、

抗性
、

改良品质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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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

5
.

尝试利用现代育种手段及遗传工程的方法
,

进行一些远缘杂交
、

诱变育种方面的工

作
,

创造新的果树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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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郭 晓 思

(西北植物研究所)

植物形态

旅 p t叮 id iu m a q u i lin u m (L
.

) K u h n ,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
,

如
:

威 菜
、

如意菜
、

旅其
、

龙头菜
、

拳头菜
、

商芝等
,

属凤尾蔽科威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根 状 茎 粗 壮
,

长而横

走
,

被茸毛
。

叶远生
,

直立
,

柄长30 ~ 10 0厘米
,

滑面常具毛
。

叶片卵状三角形 至 披针形
,

长 30 ~ 1 50 厘米
,

宽 30 一 6。厘米
,

革质
, 2 ~ 3 回羽状深裂

。

一回羽片对生
,

披针形或广披针

形
,

具柄
, 1 ~ 2 回羽状深裂 ; 二回羽片长圆状披针形

,

基部宽
,

羽状深裂
,

无柄或柄不明

显; 裂片变形较大
,

多为矩形或披针形
,

钝头
,

全缘或基部成圆齿状 , 叶脉羽状
,

明显
,

表

面凹下
,

背面隆起
。

抱子囊群线形
,

沿叶边小脉顶生
,

囊群盖二重
,

外盖由叶缘反卷而成
。

二
、

地理分布

蔽属
,

除极地
、

草原及荒漠外
,

世界各地都有分布
。

我国长江以北较多
,

东北
、

华北
、

宁夏
、

秦岭
、

山东等省 (区) 都有
,

数量可观
,

每年可产量达几百万吨以上
。

它喜温好湿
,

生于针阔混交林
、

阔叶林的间隙或山地阳坡
、

林缘阳光充足之处
,

在火烧过的山坡和采伐过

的林地
,

生长更为健壮
、

茂密
。

三
、

化学成分及经济价值

旅叶
,

含麦角街醇
,

贰
,

1 一荀满酮倍半菇类

日一谷街醇
,

豆 街 3 , 6 一二酮
,

〔2 0种蔽类〕
,

旅贰A
、

B
、

C
、

梯 力若 贰
、

异懈皮贰
,

野樱皮
P ,

胆碱
,

磷脂琉拍酸
,

富马酸

及苯酸等
,

具有清热利尿
,

消肿
,

安神功能
,

用于治疗发热
、

痢疾
、

高血压病
、

头昏失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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