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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香的自然更新与直播造林技术

李应兰 陈福莲
(华南植物园 )

卜 任 陈 林
( 湛江地区南药试验场 )

檀香 ( S
a n r a l

u m a
l b

u m L
.

) 在印度的 自然分布主要在温迪亚山脉 (V i n d h y a r a n g e
)以

南
,

以后才被引种到奥里萨邦
、

中央邦
、

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的部分地区
,

并在那里归化
,

自然繁殖生长
。

有的学者认为
,

现在印度虽是檀香的主要产区
,

但不是檀香的原产地 , 檀香

的原产地应是 印度尼西亚的帝汉岛 (iT m or )
,

大约于二千多年前引入印度 〔 ’ 〕 ,

然后逸为野

生状态
,

分布区不断扩大
。

华南植物园引种檀香初步取得成功后
,

自1 9 6 8年 以来
,

先后在广 东 的 海 南
、

湛江
、

佛

山
、

肇庆
、

韶关
、

汕头等地区
,

以及广西
、

云南
、

四川
、

浙江
、

’

福建等省区进行 区 域 性 试

种
。

在这一过程中 , 我们发现
,

当檀香达开花结实年龄后
,

在华南植物园和不少试种点上都

出现了经鸟类传播种子而 自然生长的檀香植株
。

这一现象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

即今后

可 以采取直播造林的方法
,

并 有希望象当今檀香生产地一样
,

通过人工播种和鸟类传播
,

并

对幼苗加 以适当的人工抚育
,

使其在当地的次生林内 自然生长
。

这样就可大 尾节省人力
、

物

力的投资
,
推动檀香栽培辜业的发展

。

一
、

鸟 类 传 播 的 特
,

点

据我们多年观察
,

鸟类传播檀香有如下特点
:

1
.

传播檀香的鸟类主要是 白头翁 ( P y o n o n ot us
s i n e

sn i s ) 等
。

它们将 已转紫黑色
、

充

分成熟的檀香果实完整吞下
,

经过消化道
,

然后连同粪便将种核排出
,

散布到邻近地 区
。

2
.

在华南地区檀香果实成熟的高峰期在 8 一 n 月间
,

与当地高温多雨季节基本相吻合

这 种气候有利于檀香种子发芽
。

3
.

鸟类传播种子的范围
,

一般在 以种源为中心半径 2 公里的范围内
。

但在此范 围 内
,

檀香幼苗出现的频度与距种源的距离以及寄主的种类和人为的干涉均有一定影响
。

当寄主种类相同时
,

在人为干涉较少情况下
,

距种源近处
,

檀香幼苗出现较多
, 随着距

离增大
,

檀香幼苗数量也逐渐减少
。

如湛江地区南药场有一条台湾相思林带
,

据以檀香林地

为起点的 2 公里范围内调查
,

在距种源 50 米处 5 平方米的样方中
,

檀香苗多达 15 株 ; 距种源

5 00 米处的样方中
,

檀香苗减少到 6 株 , 而距隔种源 1 0 0 0米处
,

檀香苗仅有 1株
。

当寄主种类不同时
,

距种源的远近不是决定檀香幼苗频度的主要因 素
; 寄主是否优良

,

起着更主要的作用
。

湛江地区南药场有萝芙木 (R
a “ 。 o

l f `
a o o m ` r o r i a A f z e l

.

e x S p r e n g
.

地和马钱子 ( S tr y c h on
: 。 劣

一

如。 i ca L
.

) 地各一块
,

距檀香母本园均为 40 。余米
,

但在优良寄

主萝芙木地中每亩平均檀香幼苗多达 33 株
,

在一般寄主马钱子地中平均 每 亩 仅 有 4 株
。

相

仄
,

大风子地
、

肉桂地离檀香母本园仅 20 。米
,

但 由于大风子和肉桂均为非寄主植 物
,

尚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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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有檀香生 长
。

4
.

檀香生 长与立地条件的关系
,

檀香幼苗出现的频度与其生势
、

生长速度是两个 不 同

的方面
。

频度高的地段
,

不一定生长旺盛
。

由于檀香是一种喜阳光的树种
,

如寄主植物生长

过于茂盛
,

郁闭度过大
,

檀香生 长缓慢
,

而在林缘和 阳光充足的地方
,

则生 长旺盛
。

如湛江

南药场的台湾相思林带 内
,

9 年生的檀香植株平均高仅 5 米余
,

胸径 5 厘米
,

而在林缘阳光

充足的地方
,

9 年生的植株平均高 8 米
,

胸径达 10 厘米
。

可见要使鸟类传播的植株正常生 长
,

也需要加 以适当的人工抚育
。

鸟类传播檀香还与土壤的物理结构有关
。

如表土疏松
,

种子落入土壤缝隙中
,

能保持水

分
,

有利于发芽
,

鸟类传播才能有效
。

湛江南药场的土壤为酸性砖红壤性红 土 ,
质 地 疏 松

( 砂质 )
,

富含有机质
;
在 当地开花结果的檀香树周围几乎都有天然下种的 檀 香 苗

,

最 多

时
,

一株檀香树下小苗达百余株
。

而在广州华南植物园和 电白县小 良地区
,

这种现象则不 多

见
,

主要是由于表土板结
,

无团粒结构
。

5
.

与我们 已进行的栽培试验所证 实的一样
,

单一的寄主不适合檀香生长
。

如在上 述 的

萝芙木地中
,

虽然萝芙木是优良寄主
,

檀香苗前期生长极好
,

但 2 一 3 年后 因承 受 不 了 过

度的寄生
,

萝芙木相继死亡
,

最后也导致檀香本身衰亡
。

据 1 9 8 2年统计
,

这 块地 原 有 檀 香

24 3株
,

至 1 9 8 7年仅存 1 32 株
,

寄主萝芙木已大部分死亡
.

伴生植物仅有少数杂灌木
。

二
、

直 播 造 林 技 术

根据上述檀香天然下种的特点和 自然条件
,

在华南植物园 内土壤较贫膺的丘陵坡地
,

进

行了檀香直播造林试验
。

经过两年的试验
,

已初步取得成功
。

与营养袋育苗造林对照
,

在立

地条件相同时
,

檀香的生长速度基本相同 ( 表 1 )
。

但采用直播方法节省了育苗的设施
、

材

料和管理
、

运输的劳动力
。

现将有关直播造林技术概述如下
。

1
.

直播地的选择和规划 檀香喜阳光
,

怕积水
,

在大气候适合檀香生长的地 区
,

应 选

择阳光充足
、

土壤呈酸性反应
、

排水良好的环境
。

可在植被稀疏的荒坡造林
。

也可在 已有较

好天然或人工植被的地方造林
。

在荒地或原有植被稀疏的山坡造林
,

以檀香为主
,

可按
`

3 x 4 米或 4 x 4 米的株行距开

穴
,

穴深 50 厘米
,

直径 60 厘米
。

如在原有天然林或人工林内造林
,

并将保持和利用原来的树种作寄主
,

则株行距不必要

求严格
,

可疏伐一些植株和不能作寄主的

表 檀香直播造林与营养袋育苗造林的比较

造林方式
立 地

条 件

二 年 生

树高
(厘米 )

地径
厘米

华南植物园
小青山

高州县

华南植物园

自今门ùó
`

OOt勺门」

…
…
`

!
....
.
.

月.
...
..
.

.

!
.

r

Qé

.

9一O口月性
八己泞̀OJ,土11,l坡坡的山山沃地膺痔边肥贫贫较沟

种类
,

在行间或距离适宜的地方播种
。

2
.

寄主的配里 檀香是一种半 寄 生

植物
,

需依靠寄主植物获得营养
。

种子发

芽后
,

幼苗如在 二个月之内不能获得寄主
,

则叶色变黄
,

生 长停 滞
。

因 此
,

在 直 播

造林时必须及时配置浅根性的近期寄主
,

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根的长期寄主
。

在配置

时应做到寄主的先行性
,

层次 性 和 多 样

性
。

营养袋育苗

营养袋育苗

二步生{
树高 l
互鹰验幽{
7 1

.

:

…
1

6 6
·

7

…
9 6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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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性
,

即在直播造林中
,

提前或同时播种速生
、

优良的浅根性寄主
,

作为檀香苗期寄

主
。

如直播造林地上没
一

有可作 长期寄主的树种
,

还应提前或同时种植适合植香寄生的乔灌木

树种
,

只有寄主生长健壮
,

才能保持檀香良好的生势
。

层次性
,

即根据檀香的生 长特性和不 同的发育阶段
,

如上所述
,

在地下部分要配置浅根

性的近期寄主和深根的长期寄主 ; 在地上空间也要考虑林冠的层次结构
。

檀香是一种喜光树

种
,

因此
,

作为长期寄主的乔木树种
,

应是冠幅不大
,

枝叶稀疏的常绿树或落叶树
, 灌木层

寄主的高度也不宜超过檀香
。

在檀香幼苗期和幼树阶段
,

都应特别注意对寄主作适 当修剪
,

以控制寄主生长过盛
。

在天然的次生林或人工林内造林
,

如郁 闭度大
,

应适当疏伐
。

在选择优良寄主的同时
,

还应十分重视寄主的多样性
。

实践证明
,

如采用单一寄主
,

即

使是优良寄主
,

檀香前期可能生长良好
,

但 3 一 5 年后
,

随着寄主的衰弱而生长转慢
。

在土壤膺薄的荒地造林
,

乔灌木层寄主可采用大叶合欢 (月 lb l’z 对 a Ieb bke )
、

儿茶 (刀 ca
c ia

e a t e c h u )
、

白格 ( A lb i z : `a p r o c e r a
)

、

大叶相思 (月 C a e `a a u r i e “ l a e
f
o r o i s )

、

台湾相思 (月e a e i a

。 o n
f

u s a )
、

南洋楹 (A lb f z : i a f
a
l
e a t a )

、
l上I毛豆 ( T

e P h r o s i a c a , d i d a )
、

木豆 (aC j a。 。 5 e a j a n
)

等
。

这些豆科植物粗生
、

耐痔耐旱
,

并可固氮改 良土壤
,

是优良寄主
。

苗期浅根性的寄主可

采用飞机草 (E
o p a才。 , i u o o d o r a公。 。 )

、

玫瑰茄 ( H i b i s c u s : a bd o r i f f
a
)
、

lLl桅子 (G a r d e n i a

Ja s 沉` n o ` d e s
)

、

山牡荆 (犷 1 t e 戈 g u i n a才a
)

、

紫珠 ( C a l l` C a r夕a P o d o n C u l a ta ) 等
。

寄主的具体配置方法见图 1 和图 2

3
.

播种 檀香种子有后熟期
,

矛扣子采后即播
,

其发芽率最高只有 4。%左右
,

而且 发 芽

不整齐
,

可延续一年以上
,

显然不适宜于直播造林
。

为了使出苗整齐
,

便于管理
,

播种前必

需对种子进行处理
。

用湿沙层积法或通过药剂处理后播种
,

可打破种子的休 眠
,

一 个 月 左

右
,

其发芽率可达 5 0 %一 70 % 以上
。

如能在室 内催芽 ( 温度在 28 ℃左右 )
,

选 出开始萌动的

种子播种则更为理想
。

这不仅可保证出苗整齐
,

还可减少虫害和 鼠害
。

八

次
价乡

贫

+
1 2 弓 4 弓

图 1 植香寄主配里层次示意图
、

一 。

植香 , 1 一 3
.

下层寄主 ( 草木或灌木 ) , 4 一 二

中层寄主 ( 灌木或小乔术 ) , 6
.

卜层乔木寄主

图 2 檀香及寄主模式定位示意图
+

.

檀香 ,
T

. _

L
_

层乔木 ,

二 苗期寄 l
_

△
、

。
、

X
.

多种类木本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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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时间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掌握
,

一般在气温上升至 28 ℃左右
,

雨季来临时较好
。

广

州
、

湛江地区可在 4 一 6 月份进行
。

播种前穴内应施入适 量基肥 ( 厩肥或垃圾肥均可 )
,

每穴下种子 2 一 3 粒
,

种子间的距

离 5 一 10 厘米
,

覆土深度约 1
.

5厘米
。

檀香种子的千粒重为 15 4克
。

一公斤种子可造林 30 余亩
。

提前或在檀香下种的同时
,

将浅根性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寄主的种子撒播于 穴 的 周 围

( 每穴 10 余粒
,

距植香种子 10 厘米 以上 )
,

以提供檀香苗期的寄主
。

4
.

, 理 苗期的管理主要是防止各种动物的危害
。

据印度报道
,

鼠类觅食檀香 种 子
,

危害较大
,

但目前在我 园可能因数量和面积均较小
,

尚未发现鼠害
。

在近居民点的地区
,

有

褐云玛瑙螺 ( 俗称东风螺 A ch at i、 f ul i ca F e r
us

s a c
) 危害

。

金电子的危害则较为普遍
,

这

两种害虫均在晚上活动
。

东方螺可在傍晚或凌晨捕杀
,

金龟子危害严重时可用灯光诱杀
。

如

因动物危 害或其它原 因造成缺苗
,

应及时补播或在第二年补种同龄的营养袋苗
,

以使苗龄整

齐
,

便于管理
。

幼苗高达 10 余厘米时应进行第一次除草和对寄主进行修剪
,

以后每月对寄主修剪一次
,

以防止寄主生长过盛而复盖幼苗
。

除草
、

松土只宜在表层进行
,

尽量避 免伤害檀香幼苗的根

系
。

松土后应施以腐熟的底肥和 垃圾等有机肥
。

每年夏秋间追施氮肥 1 一 2 次
。

以后的管理主要是继续保持植香和寄主植物的健壮和均衡生 长
。

对寄主的修剪可减少至

每年 1一 2 次
,

一般在夏秋间进行
。

目前在我 国植香尚少有病害
,

只个别地 区出现少量灰斑病
,

影响不大
。

虫害主要有咖啡

木蠢蛾 ( Z eu z er a 。 。 f f ae e)
、

金龟子
、

檀香粉蝶
、

尺蟆等
。

广州和广西南宁地区以植香粉蝶

危害最为严重
,

一年内可发生 4 一 5 代
,

严重时可将整株树叶吃光
。

故应经常检查
,

及时喷

药或人工捕杀
。

三
、

今 后 的 前 景

植香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生长周期长
,

收益迟
,

加上栽培技术较复杂
,

尚未

被广大群众所掌握
。

直播造林试验成功
,

不仅进一步简化了栽培技术
,

还大大降低了造林的

成本
,

有利于今 后的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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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s ev ra t i on零 h ows t ha t b i rd s ( P夕 n n c o o亡 s s u”̀ e” s 亡: )a e t t h e Sa nd a l f r u ita nd t h r o ug h

1 ta 5 lm ie n ta ry a e na lp a s s o ut t h e n ud ig s e t ed s e ed
,

w h i e h g e r m i n a t e s u n d e r b u s h e s

a n d o n t h e f r i n g e o f f o r e s t b e l t
.

E n l i g h t e n e d b y t h i s p h e n o m e n o n
,

e x p e r im e n t o f

p l a n t i n g b y d i r e e t s e e d i n g 五a s b e e n e a r r i e d o u t
.

T h e d a t a f r o m t h e e x p e r
i m e n t 1 5

s u f f i e i e n t t o s h o w t h a t t o e s t a b l i s h S a n d a l p l a n t a t i o n b y d i r e e t s e e d i n g i n S o u t h e r n

G u a n g d o n g e a n b e s u e e e e d e d a n d h a s m o r e a d v a n t a g e s t 五a n b y t r a n s p l a n t i n g
.

T h e m a i n s i l v i e u l t u r a l m e a u r e s n e e d e d f o r p l a n t i n g b y d i r e e t s e e d i n g a r e :
( 1 )

S e l e e t i n g s u i t a b l e P l a n t i n g s i t e s ,

t o P r o v i d e f a v o r a b l e e l im a t i e , e d a P h i e a n d e e o l o g i
-

e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 ( 2 ) M a i n t a n i n g s u i t a b l e h o s t P l a n t s ,

w h i e h s h o u l d b e r a i s e d e a r l i e r

o r a r e d i b b l e d a l o n g w i t h t h e S a n d a l s e e d ; ( 3 ) P l a n t i n g b y d i r e e t s e e d i n g s h o u l d

b e p l a n n e d t o t a k e a d v a n t a g e o f p e r i o d s ,

w h e n f a v o r a b l e m o i s t u r e e o n d i t 王o n 下 111

p r e 丫 a i l I o n g e n o u g h f o r s e e d t o g e r m i n a t e a n d f o r s e e d l i n g t o b e e o m e e s t a b l主s五e d ;

( 4 ) C a r e f u l t e n d i n g o f s u p p r e s s e d h o s t p l a n t s .

b u t i n e a s e t h e 了 s e e d l i n g s o f S a n d a l

a r e o v e r t o p p e d b y t h e h o s t
,

t h e h o s t 1 5 xo p p e d
,

t o p r o ,
i d e e n o u g h 219五t t o t h e ` s e e d -

1i n g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