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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石解资源的保护利用

高江云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云南励腊

提 要 概述了西双版纳野生石解属植物的种类及分布特点
,

归纳了本园兰圃多年来对西

双版纳不同海拔地区石解的引种栽培结果
,

为该属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

关键词 西双版纳 石解资源 保护利用

石解属 川 为兰科第二大属
,

全世界约有 一 种
,

主要分布于热

带东南亚及大洋洲 ‘〕 。

我国有 多种
,

集中分布于北纬 『 一 ,

之间
。

西

双版纳有 种
、

变种
,

是我国石解属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
。

石解种类丰富
,

植株和花朵多姿多彩
,

与卡特兰
、

万带兰
、

蝴

蝶兰 尸 并称为最具观赏价值的四大兰类
。

近年来已培育出不少优良杂交品

种
,

在世界花卉市场占有重要地位
。

石解作为药材在我国很早就已应用
。

西双版纳石解资

源非常丰富
,

但近年来由于森林的破坏
、

环境变化及一些商贩进行大量毁灭性的采集
、

收

购
,

使石解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因此
,

对石解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已迫在眉睫
。

西双版纳石解资源及其分布

西双版纳位于北纬
‘

一
,

东经
‘ 一 ‘

之间
,

处于横

断山系南部
,

为山地
,

地势北高南低 叨
。

区 内河流纵横
,

气候温暖
,

雨量充沛
,

气

候呈明显的垂直变化
,

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小气候
,

因而森林植被极其多样
。

兰科植物尤其

附生种类更丰富
。

西双版纳的石解从海拔 的热带湿性季节性雨林到 的季风

常绿阔叶林中均有分布
,

而以海拔 一 的石灰岩季节性雨林及河岸季雨林中分布

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表
,

其中景洪石解 。 ’ 为本地特有种 〔’〕 。

由于物种

的生态适应性的差异
,

一些种的分布范围极其狭窄
。

自然界的石解附生于树干或岩石上
,

对附生树种无严格的选择性
,

以皮质疏松
、

粗

糙
、

便于根系附着的树木较为常见
,

如山毛样科树木
、

重阳木
、

茶树
、

木荷
、

乌饭树等
。

棕搁科植物皮质光滑而坚硬
,

松科植物树脂较多
,

因而在这两科植物中未发见石解附生
。

石解属植物在植物园栽培条件下的适应性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海拔约 米
,

属湿性季风气候
。

本园兰圃对生长于不同海拔地

区的石解进行了多次引种栽培
,

目前大部分石解在兰圃中生长良好
,

且从国内其他地区及

国外引种了许多种类
,

使本圃成为石解属植物的重要种质资源圃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

,

本文在许再富研究员指导下完成
。

文中石解名称由吉占和老师鉴定并提供部分资料
。

参加工作的有高雪珍
、

张

维柱
、

黄文
、

朱元萍等
,

在此特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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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西双版纳的野生石解种类
、

生长环境
、

花期及生长悄况
’

阮 吮 一 价。方 阴 一 ‘

种

剑叶石解
召刀价口 脚 ‘ , 溯

钩状石解

兜唇石解

御

矮石解

长苏石解
,

用 “

短棒石解
及

海 拔 小 环 境

一 林缘树上

林中树上

一 林中树上

一 林中树上
此 化

一 林中树上

一 林缘或疏林树上

一 林中树上

此

一 林中树上

一 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花 期

月上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上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上旬一 月中旬

盯一
月中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上旬

一

生长情况
讯

翅粤石解
用

束花石解
” 用

迭鞘石斜

无斑迭鞘石解
即 “ 月 脚

鼓褪石解
脚

草 石 解
” 用

月中旬一 月中旬 十

一
月上旬一 月中旬 十十

一
月下旬一 月中旬 十

一 讹

月下旬一 月中旬
一

一 林中树上岩石上 月上旬一 月下旬

玖瑰石解

晶帽石解

齿瓣石解

黄花石斜
用 仁

景洪石解

串珠石解
”

流苏石解

万 脚

林缘树上 月上旬一 月下旬 一

月上旬 月中旬

林中树上 月上旬一 月下旬

林缘树上 月上旬一 月下旬 十

一 林中树上 月上旬 月中旬 一

一 林缘树上 月下旬 月上旬

一
一 林中树上 月上旬 月中旬 料

价 林中树上 月下旬 月中旬 一

一
一 林中树上林下岩石上 月中旬 月中旬 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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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棒节石解

刀 哪 “川 ￡

曲轴石解
及

杯鞘石解
尸口 才 用

苏瓣石解
脚 〔

疏花石解

尖刀唇石解

聚 石 解

美花石解

’
于

长距石解
及 扭瓜 脚

励海石解
脚 越刀口

构唇石解
川 脚 一

石 解

少花石解
贬刀 “川

肿节石解
”而角用

报春石解
阴

针叶石解

及 陀

反瓣石解
脚

竹枝石解
上

一 月下旬一 月中旬

一
一 月上旬 月中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中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上旬

抖什一 月下旬一 月上旬
盯一
月中旬 月上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上旬

一

一

一

月下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上旬一 月下旬

一

一

一

疏林中树上

林缘树上

疏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邝

林中树上

疏林中树上

林下岩石上
代

林中树上

疏林中树上

林缘树上

疏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疏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疏林中树上

娜

林中树上或林下岩石上

月上旬一 月中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下旬

月下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上旬一 月下旬

梳帽石解
占 岁 “阴 〔

叉唇石解

具槽石解
引衬‘

刀叶石解
功

球花石解

勺成刀 别片万

一

一

一

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林中树上
代

林缘树上

林中树上

月上旬一 月中旬

一
月上旬一 月下旬

月中旬一 月中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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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翅梗石解
刀 衍

,

〔

大苞鞘石解

林中树上
生

林中树上

月下旬一 月上旬

一
月中旬一 月中旬

一

表 中花期为引种栽培在本园内的花期
,

与野外 自然状态下的花期略有不同
。

一 表示生长极差
,

生长势弱
,

不

开花
,

乃至逐渐死亡 十 表示生长适应
,

生长
、

开花正常 表示生长极好
,

长势强
,

开花繁茂
。

, 一 一

, , 、 ,

,

雌
“ ”

将西双版纳不同海拔地区引种的石解在植物园生长情况统计归类
,

结果显示
,

从海拔

一 弓种的 种 中
,

种生长极好
,

长势强
,

开花繁茂 种生长适应
,

开花

正常
。

从海拔 一 引种 种
,

种生长极好
,

种生长适应
,

种生长极差
,

长势弱
,

不开花乃 至死亡
。

而从海拔 一 引种的 种全部死亡
。

由此可 以看

出
,

对于原产于海拔 以下的石解
,

引种栽培后大部分种类均能在 的低海拔

地区正常生长
,

这是因为人工引种栽培后
,

通过对光
、

湿
、

营养的调控能使高海拔地区的

石解逐渐适应低海拔的环境
。

栽培中发现
,

对于高海拔地区 的石解
,

适 当增加遮荫及湿

度
,

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有利于其生长
、

开花
。

西双版纳野生石解的引种栽培
、

繁殖技术

栽培技术

栽培容器及基质 栽培的容器可多种多样
,

关键是为石解的根系提供一个 良好的

附着和支撑物
。

多孔的花盆
、

木框
、

树杆
、

树皮
、

椰壳等
,

均可作为栽培容器
。

使用花

盆
、

木框宜小勿大
,

使其仅能容纳根系即可
,

不要有太多空余空间
,

否则易造成积水烂

根
。

树干
、

树皮要选择本身分解缓慢
、

不含树脂
、

粗糙多孔而能让根系良好附着的
。

在竹

杆或木段上包裹 一 层棕皮也较好
。

盆栽基质用砖块
、

木炭
、

树皮
、

椰壳
、

树蔽
、

棕桐

纤维等
,

粉碎成直径 一 的颗粒
,

效果良好
。

温度 不 同种类 的石 解对温度要求不 同
。

高海拔地 区 引种的种类
,

在本园栽培

后
,

不 同程度地出现不开花
、

生长势弱乃至死亡的情况
,

如草石解
、

串珠石解
、

矮石解

等
。

光照和通风 石解是喜荫植物
,

但对光照也有一定要求
。

不 同种类的需光程度 不

同
,

一般生长期的植物需 一 的散射光
,

花期需光更多
。

光照过度则叶片
、

茎杆

灼伤变黑
,

植株枯萎
,

逐渐死亡 光照不足
,

则植株表现为茎杆瘦弱
,

叶色变深
,

不开

花
。

同一条件下 的植株
,

栽培在透光约 的一层遮荫网下和透光约 的玻纤瓦下
,

生长情况显著不 同
,

后者 比前者生长弱
,

开花少
,

花期延迟
,

单朵花花期缩短乃 至不开

花
。

通风对石解的生长亦有影响
。

通风条件好的植株生长健壮
、

生长势强而病虫害少
。

,

湿度 石解在不 同生长期对水分要求不同
。

在新芽生长
、

新根形成期
,

水分过多

易引起新芽
、

新根腐烂
,

生长期间保持较高的湿度有利于石解生长
,

一般空气

以上为好
。

休眠期不需要过多的水分 花前适当
“

扣水
”

能促进开花
,

提高花朵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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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 兰科植物能吸收空气 中的养分 以维持生长
,

但适当施肥能使植株生长更

好
。

施肥 以
“

薄肥多施
”

为原则
,

生长期可用 的尿素加 溶液喷雾
,

也

可用油菜饼泡水腐熟
,

取上清液稀释喷施
,

以每周一次为佳
,

二者可交替施用
。

繁殖技术
石解属于合轴型兰花

,

在一个生长期能从基部产生许多新株
,

分株一般在生长期开始

前结合换盆进行
。

很多种石解成熟的假鳞茎或茎上部节上的休眠芽常常会萌孽成小植株
,

待其生长健壮后可分离移栽
。

一些石解也可采用扦插老茎杆
,

促使其萌发小子株
,

如束花

石解
、

流苏石解
、

石解等
。

将健壮的老茎杆切成带 至 个节的茎段插人沙床
,

茎节稍露
出沙土

,

保持湿度和适当遮荫
,

一段时间后
,

其节上的芽就会萌粟成小植株
,

等其长出了

至 条根后即可分离栽培
。

组织培养作为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性状一致的幼苗的唯一有效方法
,

在石解的生产上 已

得到充分运用
。

石解的种子繁殖多用于杂交育种
,

其种子极其细小 必须在人工培养基上

进行无菌发芽
。

西双版纳石解资源的保护利用

石解具有很高的药用和观赏价值
。

我国早在 《神农本草经 》中
,

就已将其列为上品
,

作为滋阴养胃
,

清热生津及强壮的药物而广泛使用 《本草纲 目》中
,

对石解的药用价值

更作了详细的叙述
。

作为花卉
,

石解深受人们喜爱
。

年代后
,

通过杂交育种及组织培

养技术
,

已产生了许多优 良品种
,

形成了全球性的兰花工业
,

现在每年仍有许多新品种产

生
。

这些杂交品种
,

特别是切花品种
,

其花更加艳丽多姿
,

花期持久
。

我国有着丰富的石

解资源
,

更有西双版纳优越的气候条件
,

若能建立 一定的生产科研基地
,

开展育种及生

产
,

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

更能使西双版纳的野生石解资源得到合理的保护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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