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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特有野生植物一木姜叶暗罗

王
、

洪

(中科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 园)

木姜叶暗罗 Po ly alth ia lise ifo lia 为番荔枝科 A n n o n a e e a e 暗罗属
,

大乔木
,

我国西

双版纳特产
,

目前已面临绝灭
。

木姜叶暗罗的标本
,

于五十年代在西双版纳采到
,

一

七十年代以新种发表
,

由 于 模 式 标

本锤带幼果
,

故该种在发表时未能全面描述
,

以致长期以来
,

这种植物的情况鲜为人知
。

木姜叶暗罗为乔木
,

高达 40 米
;
枝干时褐色

,

具纵向皱纹或条纹
; 芽 藏 于 叶 柄下

,

被

毛 ; 叶膜质或薄革质
,

椭圆形
,

长 9 ~ 20 厘 米
,

宽 4
.

5 ~ 8 厘 米
,

顶端短 尖 或钝
,

基部宽

楔 形至 圆形
,

两面无毛
,

密布褐色腺点
,

腺点在叶背更明显
;
中脉在上面凹陷

,

在下面隆起
,

侧脉每边 10 ~ 13 条
,

弯曲弓形上升
,

近叶缘网结
,

侧脉与小脉在两面均隆起
;
叶柄长 6 一 1。

毫米
,

无毛
,

上面具槽
,

基部扩大包住腋芽
;
花单生于脱落的叶子的腋部

,

花梗长 2 ~ 3
.

5厘

米
,

无毛 ; 警片 3 枚
,

三角披针形
,

长约 1 厘米
,

外面被微柔毛
,

内面无毛 ; 花瓣 6 ,

近等

大
,

宽线形
,

长 6 ~ g 厘米
,

宽 0
.

7 ~ 1
。

1厘米
,

边缘微反卷
,

两面无毛
,

具腺点
,

具脉
,

中

脉明显
,

侧脉 2 ~ 4 条与中脉平行
,

小脉网状
;
雄蕊多数

,

长约1
。

5毫米
,

药隔顶部平截
:

心

皮通常 5 一 6 枚
,

无毛
,

柱头膨大
,

被短柔毛
,

胚珠每室 3 颗
,

迭生
; 核果长圆形

,

在种子

间隘缩
,

长 3 ~ 3
.

5厘米
,

径 2 ~ 2
.

5厘米
,

果皮木质
,

无毛
,

密布小瘤点
,

果梗粗状
,

长 l

,

月
。

3厘米
,

每果有种子 4 粒
。

种子似蚕豆
,

干粒重1 8 7 0克
。

在上述特征中
,

有两个特殊现象
: 其一为叶柄下芽

,

此特殊的结构特征主要出现在少数

温带植物如悬铃木科及豆科的一些种类中
,

由于温带地区冬季寒冷
,

幼芽为叶柄所包被
,

使

它们在渡过寒冷的冬季时不受伤害
,

此特征在热带科植物中十分罕见
; 其二是果实特征

,

暗

罗属植物的果实通常为浆果状
,

每果实有种子 1 ~ 2 粒
,

罕有 3 粒
,

而木姜叶暗罗的果实则

为核果
,

每个发育正常的果实有 3 ~ 4 粒种子
,

因此
,

木姜叶暗罗是番荔枝科中比较特殊 的

一个种群
。

木姜叶暗罗是典型的湿性季节性雨林的上层树种
,

它们局限分布于湿润的沟谷森林中
,

主要伴生树种为光叶天料木H o m aliu m la o tie u m v a r
.

g la br e tu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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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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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姜叶暗罗的濒危程度十分严重
,

在笔者对西双版纳地区十年广泛的野外采集中
,

仅发

现过 6 株大树和 5 株幼树
,

由于乱砍滥伐
,

目前仅剩下 1 株母树和 2 株幼树
。

这株母树虽地

处励腊保护区界内
,

但正好长在路边
,

其茎干树皮常被砍削而伤痕累累
,

且 树 下 方 坡徒沟

深
,

很可能因塌方而倒伏
。

此树每年 3 月开花
,

9 月果熟
,

但树周围没有更新小苗
,

笔者曾

采回部分种子盆播育苗
,

种子都未发芽
,

原因不 明
。

另外的两株幼树都分布在老百姓的轮歇

地边缘
,

它们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毁灭
。

番荔枝科 的许多种在东南亚各国的民间普遍药用
,

至今人们对此科 4 0多 个 属的 15 。多个

种进行了化学研究
,

发现它们的化学成分属于有强烈生理活性的化合物类型
,

认为在开锌植

物药材新源
,

寻找
、

开发新治疗药物以及进行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研究方而
,

番荔布火科位

物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前景
。

木姜叶暗罗是我国唯有的一个种质资源
,

这个稀有而特殊的种群无疑对科学研究兵有重

要意义
,

但是
,

当人们目前对它尚缺乏了解时
,

它却己面临绝灭
。

因此
,

建议国家有关部们

尽快将木姜叶暗罗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之列
,

并希望有关学者
,

对该树种进行繁致保存及

有关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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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

蔺野生植物资源一一红子

王 履 登

(古 蔺县供仿社 )

四川古蔺县地处云贵高原
,

东径 10 5 , 3 4 ,

至 10 6
“

2 2 ’ ,

北纬2 7
0

4 1 ‘至 2 5
“

4 1 ‘之间
。

海拔最

低 3钾米
,

最高 1 8 7 0米
,

相对高差 15 。。米
。

年平均气温 17
.

1℃
,

月平均最高气温2 6
.

8 ℃
,

最低

气温6
.

8 ℃
、

年平均雨量8 5 5
.

6毫米
,

无霜期幻O~ 30 2
.

7天
。

日照 1 1 9 7
.

9小时以上
。

山大沟深
,

土地肥沃
,

气候温和
,

虽是边远 山区
,

但无严寒酷暑
,

最适宜各种野生植 物 果 况
;

资源的生

长
,

特别是红子
,

遍地皆是
,

预计产量不少于 15的万斤以上
。

红子树又 名火棘
.

属蔷效科
,

常绿灌木
。

根
、

果
、

叶都有药理功能
。

组
.

子果俗称红子
。

当

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

在四渡赤水期间
,

为了不给山区人民增添负担
,

加

上紧张战斗
,

终 日以红子充饥
,

后来人们称它为红军红
。

目前也还有少部人用作饲料
。 -

古蔺县供销 次
,

为了开发这一资源
,

组织力量全面进行考查
、

研究
,

多次化验证明其营

养非常丰富
。

红子果 含蛋 白质 1
.

03 %
,

淀粉 1
。

22 %
,

可溶性总糖 1 0
.

6 % 一 1 3
.

5 %
。

胡萝 卜素

0
.

5 4 m g 八 00 9 ,

V B
, 2

.

o 3 m g / 10 09
,

V B
Z o

.

s m g 八0 0 9 ,

V PP I
.

0 9 m g 八0 0 9
。

脂肪o
。

2 5 %
-

纤维素 0
.

8 4%
,

果咬 0
.

2 2 %
,

单宁0
.

4 2 %
。

总酸度o
。

8 %
,

粗灰分0
.

35 %
,

其中Ca3 5 m g %
,

·

P 25
.

g m g %
、

Feo
.

sm g %
、

Z no
.

24 m g %
。

氨基酸种类 咚种
,

必需抓基酸 8 种
。

最 适 于酿

制各种营推深健饮料及其它产品
。

目前
,

县供销社把红子的开发 刊用作为 L{
_

I区主产的一项重要内客
,

已试制成功了 “红子

孔酒” , “红于醋” ,

投放市场
,

深受广大群众从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