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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绿木 (A n o g e iss u o aC u m in at a) 属使君子科
,

榆绿木属
。

本属全世界共有功个种
,

多

数为大乔木
,

分布于亚洲热带和非洲热带
,

其中尤以榆绿木速生
,

分布广
、

适应性强
,

具有

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

榆绿木在我国为单属种
,

19 8 4年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

一
、

形态特征

落叶大乔木
,

高可达40 米
; 胸径约 1 米 ; 主干直

,

分枝高
,
树冠明显伞形

,

远看灰色
,

小枝纤细下垂
;
单叶对生或互生

,

卵状披针形
,

长 4 ~ 5 厘米
,

宽 1 一 3 厘米
,

全缘
,

被毛 ;

球形穗状花序
,

头状果序
;
翅果扁

,

具长嚎 , 花期 3 月
,

果 5 月成熟
。

二
、

分布和生态

榆绿木分布于印度
、

缅甸至中南半岛
,

泰国和中国
。

在印度
,

榆绿木典型地沿着河岸冲

积地分布 ; 在缅甸
,

其自河岸冲击地分布到混交落叶季雨林中 ; 在中南半岛和泰国
,

其为混

交落叶季雨林的特征树种
,

也生于干性龙脑香林和其它类型的季雨林中
,

在局部地段常形成

单优群落 ; 在中国
,

榆绿木分布于滇西揭羊河谷和滇南澜沧江中下游河谷地区
。

竭羊河谷为中缅交界地区
,

榆绿木沿着缅甸境内的太平江分布至我国境内的揭羊河一带

主要沿河岸生长
,

在局部原生植被破坏严重的地段常能群聚
,

少数分布于当地混合落叶季雨

林中
,

分布海拔3 0 0一9 0 0米
。

滇南榆绿木的分布区位于澜沧江中下游河谷地区
,

北起支流
,

南爬河 口
,

南至支流动养

河一带
,

约当北纬2 2
0

2 4
‘

一2 2 0 2 7 / ,

东径 1 0 0
“

26 / ~ 1 0 0
“

4 4 , 。

气候属热带半湿润至半干旱过渡

类型
,

偷绿木在此地组成林相整齐而壮观的单优森林群落
,

沿江两岸及附近的山地分布
,

全

程长达6 0公里
,

分布海拔6 2 0 ~ 9 0 0米
。

三
、

生物学特性

榆绿木是强阳性的先锋树种
,

在滇西分布区
,

森林中榆绿木的小树和幼苗十分罕见
,

但

在江河边裸地地段却很普遍
,

尤其在新开垦的地方较为繁荣
。

在滇南分布区
,

分布在山地的

榆绿木森林不仅林相整齐
,

且植株大小都比较一致
,

林内没有更新苗
。

在山坡采伐迹地
,

火

烧迹地
,

丢荒地
,

田边地角
,

村寨路旁
,

其更新苗大量出现
,

十分整齐
,

每公顷可超过 1 0 0 0 0

株
。

分布在江边的榆绿木群落种群年龄结构稳定
,

能够自然更新
。

另外
,

榆绿木的更新与气



候的干热程度关系密切
,

在印缅一带的半湿润地区
,

每当遇到异常千热的年份时
,

榆绿木便

会大量开花结实
,

接着
,

大片的榆绿木林就发展起来
。

滇南榆绿木分布区每年 2 ~ 5 月气候十分燥热
,

蒸发大于降水
,

森林树木大都落叶
,

停

止生长
。

但榆绿木在落叶的同时开花结实
,

5 月雨季来临之前果实成熟落地
。

榆绿木每株大

树可结实 5一 7 公斤
,

果实千粒重 1
.

8 ~ 2克
,

含种率 1 % ~ 2 %
。

种子撒落在湿润的地方
,

一周后可见带真叶的小苗
, 2 个月后苗可高30 厘米

, 5 个月后可高达 1 米
,

以后生长速度一

直很快
,

直到20 龄以后才逐渐变慢
。

在产地野生条件下
,

年高生长量为O
。

8 ~ 1 米
。

引入西双

版纳湿润地区栽培
, 3 年半的幼树林平均高6

.

2米
,

胸径8
.

1厘米
,

年均高生长量1
.

77 米
,

胸

径 2
.

3厘米
。

按此速度
,

15 ~ 20 年即可成材
。

四
、

资源和利用价值

滇南榆绿木分布区面积约 150 平方公里
,

林分面积约1 3 0 0公倾
,

是我国榆绿木森林资源最

丰富的地区
。

目前
,

此资源尚未被国家开发利用
,

仅在民间用于建筑和薪柴
。

榆绿木树干高大通直
,

出材率高
,

木材坚硬沉重
,

边材黄色至黄褐色
,

心材黑褐色
,

是

产地民间主要 的房屋建筑用材
。

西双版纳景洪坝区的傣族农民将榆绿木用作缅寺的栋梁大柱

他们往往长途跋涉数十乃至上百公里
,

来到产地采运榆绿木大树
。

据研究
,

榆绿木的木材比

重为0
.

8 7 ,

主要力学强度接近毛坡垒
,

是一种高弹性
,

高韧性沟工业强材
,

可 用 于 大 型建

筑
、

军工
、

机车车辆
、

乐器
、

运动器材及工
、

农具把柄等
。

榆绿木的木材易燃
、

耐烧
、

热量高
、

烟少
、

燃烧完全
,

火焰略呈红
、

黄
、

蓝
、

绿四色
,

无异味
,

火碳与青冈相似
,

即使未干燥的整株大树
,

也能以暗火的燃烧形式完全燃尽
。

村 民

们认为榆绿木的燃烧效果远远胜过著名的热带薪材树种铁刀木
。

榆绿木的叶片单宁含量为1 6
.

1%一 18
.

3%
,

属优质水解类单宁
,

运用于揉革
,

纺织印染

及医药工业等
。

在印度
,

人们采用矮林作业
,

每年定期采叶提取单宁
。

在我国
,

还没有这方

面利用的偿试
。

在滇南分布区
,

榆绿木的叶片还是重要的牲畜青饲料
。

每年旱季
,

产地的森林树木大都

落叶停长
,

草木枯死
,

但榆绿木的小树幼苗仍郁郁葱葱
,

旺盛生长
,

牲畜便主要依靠它们来

度过饥饿的干旱季节
。

榆绿木不仅速生
,

且中小型乔木的再生能力十分强
,

它们被截干之后能迅速大量萌发新

条
,

并长成大树
。

因此
,

无论用作薪柴还是利用叶片
,

都可每年砍伐采收而不断再生
,

永续

利用
。

榆绿木的根系很深
,

主根通常长达 2 米
。

榆绿木林下的土壤呈灰褐色
,

团粒结构好
,

肥

力高
,

当地农民称之为
“黑油土

” 。

根据榆绿木的生态和生物学特性
,

作为绿化荒山
,

尤其

是流域地区的造林
,

榆绿木是非常理想的树种
。

五
、

濒危状况和保护利用建议

1 9 8 2年笔者在澜沧江中游考察时
,

榆绿木森林尚十分完好
, 1 9 8 4年以后

,

出现了大规模

的毁林开荒
,

人们将成片的或一座座山的愉绿木林
“
剃光头

”
砍伐

,

替而种之橡胶
、

芭蕉以及

各种旱地农作物
,

至今仅短短几年时间
,

约50 %的榆绿木森林已经被毁
。

随着榆绿木森林的破坏
,

飞机草大量侵入
。

雨季时飞机草生长快速
,

种群量大
,

将成片



的榆绿木更新苗厚实地压盖起来
,

使之长不起来
。

旱季时
,

飞机草地上部分枯死
,

此时间村

民开荒烧山濒繁
,

飞机草的燃烧往往使榆绿木幼苗化为灰烬
。

因此
,

飞机草的入侵和大量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榆绿木森林的恢复
。

如果毁林开荒继续发展下去
,

我国珍贵的榆绿木

森林不仅会在短时期内全部消失
,

而且难以自然恢复
。

虽然
,

榆绿木在1 9 8 4年就被列为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
,

但当地的农民并不了解保护的重要意义
,

也不能从榆绿木本身获得比其它经

济植物和旱地作物更为直接和明显的经济效益
。

因此
,

要使榆绿木得到有效的保护是十分困

难的
。

国家有必要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划出一定面积的榆绿木森林保护区
,

以保护榆绿木及

其特殊的森林生态系统
。

同时
,

应尽快开展榆绿木利用方面的研究
,

如叶片单宁的利用
,

在

热带亚热带江河流域地区的荒山引种和造林试验等
,

只有当榆绿木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为

人们所充分认识和利用
,

保护便会收到理想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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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类 中 的珍 品一 四 棱 豆

肖正春 张广伦

(商业部南京野生植物所)

一
、

概 述

四棱豆 (p s卯ho c a印 u s t e tr a so n 0 1o b u s (L
.

) D c
.

) 又名翼豆
,

多分布在巴布 亚 新几

内亚
、

加纳
、

尼日利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
,

属豆科多年生藤本植物
,

原产东南亚或非洲
。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
、

德宏
、

保山等地有零星栽培
。

特别是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村寨有长期

的栽培历史
,

它是傣族人民常用的一种药物
。

我国的广西
、

广东
、

海南岛等省区也有栽培
。

四棱豆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草质缠绕藤本
。

根很多
,

具长的侧根
,

末端变粗成块根
,

有些

品种具根瘤
。

茎圆柱形
,

有明显的纵棱条纹
。

叶互生
,

为三出复叶
,

小叶呈菱形或阔卵形
,

全缘顶端急尖
。

叶片长 8 一 15 厘米
,

宽 4 ~ 12 厘米
,

复叶柄长 8 ~ 17 厘米
。

叶片光滑
,

基部

截状
,

具披针形的小托叶
。

总状花序腋生
,

长 15 厘米
,

具 2 ~ 10 朵花
,

花直径 3厘米
,

曹筒 5

裂
。

曹片反折
,

紧帖着旗瓣
,

旗瓣外面白色
,

里面为蓝色
,

翼瓣位于两旁和龙骨瓣合生
。

雄

蕊 10 枚
, g 枚联合 1 枚分离

。

子房上位
,

柱头扁球形
,

具绒毛
,

胚珠多粒
。

豆莱长18 ~ 26 厘

米
,

荚果阔线形
,

有纵向四棱
,

故称四棱豆
。

棱带皱边
,

形状如翼
,

故又称翼豆
。

每荚具种

子 8 ~ 17 粒
。

成熟豆英黑色
。

种子卵圆形
,

白色
、

黑色
、

褐色或黄色
,

平滑具光泽
,

每粒种子

重 0
。

3~ 0
。

4克
。

四棱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

油脂和维生素
。

种子
、

花
、

嫩豆芙
、

叶子
、

块根都 能 食用
。

其叶子蛋白质含量与大豆相当
,

肉质块根所含蛋白质比木薯高十倍 ; 比甘薯高五倍 ; 比马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