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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叶省藤苗期的生长规律 

杨 华 一，宋绪忠 ，杨锦 昌2，尹光天2，李荣生2 
(1．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杭州 310023；2．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州 510520) 

摘 要 ：通过有序样品聚类分析单叶省藤生长规律 ，将苗木生长分为 5个阶段 ：出苗期 4月 4日～5月 21日， 

生长速生期 5月 22日～6月 22日，二次速生期 6月 23日～7月 22日，生长后期 7月 23日～I1月 22日，生长 

停止期 l1月 23日～2月 22日。其生长阶段缺少生长初期，而是直接进入速生期 ，并且有一个二次速生期。 

除了在两个速生期加强水肥管理外，在生长后期适当管理也能增加其生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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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law 0f Calamus simplicifolius at seedling stage 

YANG Hua 一，SONG Xu—Zhong ，YANG Jin—Chang2， 

YIN Tian—Guang2，LI Rong—Sheng 

(1．Zhejiang Academy of Forestry，Hangzhou 310023，China；2．Research 

Institute of Tropical Forestry，CAF，Guangzhou 510520，China) 

Abstract：Ordered specimen cluster analysis wa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early growth process of Calamus simplici— 

folius seedlings．The proces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juvenile stage(April 4-May 21)，rapid growth stage 

(May 22一June 22)，second rapid growth stage(June 23一July 22)，late growth stage(July 23一November 22)and stop— 

ping growth stage(November 23一February 22)．Seedlings went straightly into two continual fast growth stages，with— 

out an obvious early growth stage．Accelerated growt h could be gained with strengthened fertilization and irrigation in 

the two fast growth stages as well as appropriate management in late growt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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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叶省藤(Calamus simplicifolius)属棕榈科 

(Palmae)省藤亚科 (Calamoideae)省藤族 (Calame— 

ae)省藤 属(Calamus)(江泽 慧 ，2002)，是 热带森林 

中的多用途珍贵植物。由于其藤茎抛光度高、轻便 

坚固、耐久性强，是藤椅、藤筐、藤席等藤纺家具及工 

艺品的优良材料(Inbar，1997)，具有很高经济价值 

和开发潜力，为华南地区推广栽培的首选藤种(江泽 

慧，2002；曾炳 山等，2003)。但是长期 以来 ，单 叶省 

藤的利用都是以直接采割为主，天然分布面积不断 

减少，藤茎供应无法满足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开 

展了多方面的研究(许煌灿，1994；杨华，2004)，不断 

加大人工种植面积，对苗木的供应量和质量提出了 

要求。然而目前对单叶省藤幼苗培育方面的研究比 

较少，对苗期生长规律了解不全，这不利于提高出圃 

造林苗的质量。本文通过有序样品聚类分析法，根 

据植物生长的一般规律，定量分析了种子萌发到冬 

季停止生长这段时间(即 4月初至次年 2月底)，对 

指导苗期生产管理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赖文胜， 

200l；廉培勇等，2006)。 

1 与贺法 

1．1实验材料 

2002年 11月下旬，以单叶省藤的主要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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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广东、广西为收集地 ，在天然林和人工林 中对 

生长 良好的藤丛进行半 同胞 家系的果实收集，共采 

集 57个家系，及时进行果实预处理 ，于广州 中国林 

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113。54 E，23。3O N)苗圃基 

地进行沙藏育苗。苗圃栽培期间未进行施肥，只是 

定期进行病虫害防治及人工浇水 。 

1．2实验方法 

2003年 4月 4日种子开始萌芽，5月 21日出苗 

结束，5月 22日进行第一次苗木 的叶片数和最大叶 

长的观测(最大叶长指测量 当时最长的叶片)，以后 

每月 22日左右进行观测，每家系随机调查 45株 ，不 

足 45株的家系全测 ，每月固定测量 ，分析苗期生长 

规律，对所有家系平均值进行生长规律分析。记录 

苗圃的日温湿度(ZJ1型 自计温湿度计)。有序样品 

聚类 分 析 运 用 DPS 2．0软 件 计 算 (唐 启 义 等， 

2002)，其它一些计算运用 Excel 2000。 

2 结果与分析 

2．1单叶省藤生长性状定期观察结果 

沙藏后 ，随着春季气温的回升，4月 4日种子出 

土萌发 ，到 5月 21日芽苗出齐 ，历时近 48 d，这可能 

是因为所采家系来 自不同的省份、地区，种子 自身差 

异大。随后进入生长期 ，至 l1月 22日生长量减少， 

历时 184 d，至 2月 22日生长量达最低点 ，基本停止 

生长。表 1、2中列 出了最大叶和叶片数生长情况， 

表 1 最大叶生长量定期观察结果 

时间／月 Time／month 5 6 7 8 9 10 11 12 1 2 

连续增长量(片)Continuous increment 

净增长量(片)Net increment 

累积增长量(％)Cumulative in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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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叶省藤最大叶和叶片净生长量的曲线图 

Fig．1 Net growth of leaf number and the largest 

leaf of C．simplicifolius 

各净生长量分别编号为 l、2、3、⋯⋯、9。 

2．2单叶省藤生长性状净生长量变化趋势 

观察单叶省藤苗一年的生长趋势(图 1)，最大 

叶生长较快期是移苗到 11月，其中 6月生长最快， 

平均生长 12．303 cm，占总生长量的 36．64 9／5，其次 

是 7月，平均生长 5．080 cm。一年中月平均气温最 

高是 6、7、8三个月 ，经过 6月的快速生长，7、8两月 

生长逐渐减慢，此时应加强水肥管理，补充消耗的养 

分 。9月以后生长又有所 加快。从 12月开始生长 

基本停止，2月份生长最慢 ，平均只长了 0．393 cm。 

叶片数从 7月开始增加，持续到 l1月，12月增 

加减少。7月份 叶片数增加 最多，平均生长 0．870 

片，占总生长量的 27．5O ；其次是 9月，平均生长 

0．578片；2月份叶片数增加量最少，平均只生长了 

0．059片。 

2．3有序样品聚类分析 

一 年生的播种苗在年生长过程中呈现明显的节 

律性。通常把苗木的年生长过程划分为出苗期、生 

长初期、生长盛期和生长后期(缪美琴，1985)。出苗 

期通常是指从播种到幼苗地上部分出现真叶，地下 

部分出现侧根时为止的时期(彭方仁，l989；曹帮华， 

1998)，在本文中，由于幼苗是直接沙藏出苗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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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出苗期算成是出苗初始至出苗结束的这段时间(4 

月 4日～5月 21日)。 

以有序样品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分别以最大 

叶生长量和叶片数增加量进行不同时期的划分，结 

果不十分一致 (表 3)，这可能是 由于叶片数增加要 

相对慢一些。以最大叶生长量和叶片增加量综合进 

行不同时期的划分，经过类直径计算、最小误差函数 

计算(表 4、5)，得到最优分割结果(表 6)，以分 5个 

阶段为好：出苗期 4月 4日～5月 21日，生长速生 

期 5月22日～6月22日，二次速生期 6月 23日～7 

月 22日，生长后期 7月 23日～l1月 22日，生长停 

止期 11月 23日～2月 22日。这一生长期 的划分 

与前面净生长曲线图的直观评定结果基本相吻合， 

但与其它植物划分有较大的差别(林永英 ，2002；张 

晓鹏等 ，2007)。它缺少生长初期 ，而是直接进入速 

生期 ，并有一个二次速生期 。 

表 3 单个性状最优分割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optimal partition of each traits 

表 4 类直径计算结果 

Table 4 Calculating results of diameter 

0．210(2) 

0．214(2) 

0．306(2) 

0．344(2) 

O．562(2) 

0．733(2) 

0．882(2) 

0．O31(4) 

0．064(4) 

0．072(4) 

0．197(4) 

0．291(4) 

0．346(7) 

0．O31(5) 

0．032(5) 

0．072(7) 

0．072(7) 

0．074(7) 

0．O01(6) 

0．032(7) 

0．033(7) 

0．034(7) 

0．001(7) 

0．002(7) 

0．003(7) 

O．O01(8) 

0．002(8) 

3 讨论 

分析了来自3个省的 57个单叶省藤家系的苗 

期生长规律，调查范围广，可以较全面的概述该种植 

物的实际苗期生长情况。棕榈藤与一般植物生长指 

标大不相同，藤抽茎后 叶片数 的增加及 叶片的大小 

反映藤茎的抽节数和节间长短，是衡量藤茎生长的 

重要指标(尹光天等，1994)，因此，本研究采用叶片 

数增加量与最大叶生长量来分析单叶省藤的苗期生 

长规律。从数据分析结果看，叶片数和最大叶一年的 

生长趋势基本相似，在移苗后即进入快速生长，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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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 ，接着趋于平稳增长。受温度影响，12月开始 

到次年的2月(即整个冬季)，基本处于未生长状况。 

表 6 最优分割结果 

Table 6 The results of optimal partition 

有序样 品聚类理论是基于黄金分割法(或 Fish- 

er方法)，它是按照样品序号和确保样品组内相似 

性最大，而样品组间的相似性最小为标准，对全部样 

品进行分类，因而其结果是全局最优的。通过有序 

样品聚类分析，最终将单叶省藤苗木生长分为 5个 

阶段 ：出苗期 4月 4日～5月 21日，生长速生期 5 

月 22 13～6月 22日，二次速生期 6月 23日～7月 

22日，生长后期 7月 23 13～11月 22日，生长停止 

期 11月 23日～2月 22日。这一生长期 的划分与 

其它植物划分有较大差别，即它缺少生长初期，直接 

进入速生期 ，且有一个二次速生期。这可能与广州 

地区的气温情况有关 ，至 5、6月份 ，广州平均气温达 

25~29℃，十分适 宜植 物生长，一般较北方生 长的 

植物要早进入速生生长期，这在单叶省藤的其它分布 

地区广西、海南也是如此。单叶省藤的生长后期较 

长，近 4个月，根据净生长曲线图可知，期间单叶省藤 

的生长量有一定的增加，这时如果有较好的水肥管 

理，定能增加其生长量，但也要注意控制最后施肥时 

间，避免苗木来不及木质化，受到冬季低温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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