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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衫 引 种 栽 培 的 研 究

黄正福 李瑞高 石金华 梁木源
《广西植物研究所》

摘要 本文报道我国特有珍贵植物一一银杉的生长环境
、

植物学特性及引种栽培的 研究 结 果
,

为 保

护
、

发展和利用这一珍贵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措施
.

关链饲 银杉 ; 引种栽培

银杉 (C
a t五a y a a r g y r o p h y l l a C h

u n e t k u a n g ) 是本世纪五 + 年代在我国发现的松科

新属新种
,

为我国特有的珍贵稀有植物
。

银杉的发现为科学研究和庭园绿化提供了极有价值

的材料
。

银杉的 自然分布范围较狭窄
,

残存个体少
,

自然更新力弱
,

生长缓慢
,

且兽害严重
,

有

趋于灭绝之危
。

为了保护
、

发展和利用这一珍贵植物 资源
,

我们在以往工作的 基 础 上
,

于

1 9 7 8年开始进行引种栽培研究
,

现将试验结果进行总结
。

材 料 与 方 法

于 119 7 9年开始在广西花坪自然保护区进行银杉生 长环境调查
,

并在花坪红滩试验站 (海

拔 9 6 0米 )及桂林植物园 (海拔 15 4米 )选择成年树及1一 15 年生植株进行生物学特性观察
。 引种

栽培试验于 1 9 7 8一一 1 9 7 9年 10 月上旬来自花坪自然保护区成熟的银杉果实
,

采后阴干
,

待果

裂开时
,

除去果鳞取出种子
,

经选种后袋藏
,

播种前根据试验要求进行处理
,

分别在花坪红滩

试脸站及桂林植物园进行盆播
,

播种基质为腐殖质土或草皮泥
、

砂和细土混合
。

播后盖一层

薄细土
,

再覆盖苔醉
,

置于荫棚下
,
按一般管理

,

观察种子发芽情况
。

以一年生苗移植于林

地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银衫生长环境润奋

为了创造适宜于银杉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

促进植株生长良好
,

以达到引种成功的目

的
。

我们于 1 9 7 9年在自然保护区银杉产地进行生长环境条件的调查
。

银杉产地在地貌上属中山类型
,

海拔 1 02 0

—
1 4 6 0米

,

坡度大
,

均在30 度以上
。

属中亚

热带山地气候
,

据花坪自然保护区红滩试验站 ( 9 6 0米 ) 1 962 一 1 9 6 7 年的气象资料
:
年平均气

温为14
.

8℃
,

7 月份平均气温为 2 3
.

1℃
,

1 月份平均气温为 4
.

3℃
,

绝对高温 32
.

7 ℃
,

绝 对

低温为 一 6
.

2 ℃
。

年降雨量为26 33
.

7毫米
,

且多集中于 3 一 8 月
,

其降雨量为18 68
.

7 毫 米
,

占全年降雨量的 71 %
。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0 %
。

全年日照为 1 3 3 7
.

3小时
。

银杉产地的气温比

红滩低 2
.

0 ℃左右
。

银杉多分布于山脊的南坡或西坡
,

生长在广东五针松为主的针
、

阔叶 混

交林或阔叶林中
,

土层浅薄
,

呈酸性反应的山地黄壤或黄棕壤的岩隙间
。

从调查银杉生长情况表明
: 银杉是一种喜冷凉潮湿

、

惧酷暑干燥
、

喜阳植物
,

适宜生长

在冬暖夏凉湿润的环境条件
。

而苗期生长缓慢
,

且需要荫蔽条件
,

同时病虫害较多
。
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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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套

栽培上应选择好种植地
,

培育壮苗
,

控制适宜的荫蔽度及加强管理和防洽病虫害工作
。

二 栩杉的生 . 学特性现案

1
。

生长特性
: 银杉苗期生长较缓慢

,

一年生苗高仅3
.

6 6厘米
,

直径 O
`

1厘米
。

血p年生以

后植株生长狡迅速
,

如 15 年生株高达 2
.

68 米
,

基径 a
.

2厘米
,

银杉不同年龄植株生长清 祝觅

表 1
。

在花坪自然保护区银杉的年生长周期
,

当 4 月上中旬旬气温达 1 5一 17 ℃时开始爵芽
。 4

月中下旬抽梢展叶
,

当气温达 2。℃左右
,

植株生长最快
,

于 10 月中旬气温下降到 墓丘 ℃ 以 下

表 1 银杉不同年龄植株生长情况

“ ”

{
` 高

{
基 径

{且鱼二里竺
-

一
二竺」

`

臀
,
}
`厘米 , }东 西 ! 南 ””

时
,

4 年生以上枝条的老叶脱落
,

植株停止擎长
,

生

长期只有 ” 一 7 个月
。

而桂林雁山引种的谬督年生长
期较长

,

为 7 一 8 个月
。 一 -

银杉抽梢与展叶同时进行
,

当芽生长点伸长
, _

叶

片同时长大
,

当芽鞘膜脱落时新梢和叶堆遂李长
奋 银

杉以春梢为主
,

野生植株无夏梢现象
,

而栽培的都分

植株于 7 月下旬抽发夏梢
。

不同海拔高度和牟向个休
城

的春梢萌发时间的迟早有一定的差异
,

低海誉的桂林

雁山比高海拔的花坪自然保护区早半个月
,

个体向相

差 1 5天
。

银杉叶子着生情况和大小与枝条类爵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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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枝上的叶较稀疏且长
,

一般长 6 厘米左右
,

最长可达 14 厘米
,

宽。
.

3厘米左右
、

辍旋状 排

{{撇然{)l翼薰
竺
薰薰::淤i{i黔

使侧根呈须掇状
。

15 年生植株
,

株高为8 5
.

。厘米
,

基径 1
.

。。厘米
,

主根长`嘱米
,

翼上石厘
-

米
。

于 , 5厘米处分成二叉根
,

粗达 o
·

6厘米
,

在主根巧冥米处具 奋条侧根
,

长达 1 ` 缪米 粗

0
,

2一认 6厘米
,

其余为须根状
,

集中生长
,

有 20 多条
,

长度一般为25 厘米
,

最长达如厘米
。

根系生长期比萌芽约早一个月
。

2
.

银杉开花结果习性
: 银杉为雌雄同株植物

,

结实龄较迟
,

18 年生植株才开飨 开 花
。

攫薰!:i:黔蒸〕l翼、
8

:肇澎藻薰;
株

,

古瘫砰料
花的花期也木一致

,

雄球花比雌球花早开半个
胜

右
。

几
_

雄球花于 4 月上中旬出现以后迅速长大
,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撒粉
,

初时淡黄羲
· ~

后转

为黄揭么 一般上午 9 时撤粉
,

花粉淡黄色
。 -

雌球花当 4 月中下旬芽迅速膨大时
,

花原始体也迅速膨大
,

当芽梢膜脱落妞出新箱后 2

一 a 天
, 二

雌球花即开放
,

一般于上午 8 时左右开放
,

一个雌球花开放历时 6 一 堂天 单株雌

球花约 1 个月
,

林分雌花期约为 1 个半月
。

银杉雌球花开放授粉后
,

种鳞闭合形成球果
,

变形叶也随着闭合包裹住球惠 肖鳞片颇

色由紫红色渐退为青绿色时
,

停止发育
,

至翌年 盛月中下旬球果迅速长大
,

白热雀果 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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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球果于 10 月上旬成熟
,

可以采收种子
。

银杉萌莫力弱
,

在银杉林分中
,

未发现植株因受伤或其它原
.

因而产生的萌菜条
,

一般靠

种子繁衍后代
,

而 自然落籽的发芽率低
。

三
、

银杉的引种毅培试脸

1
。

种子繁殖
: 银杉种子斜倒卵圆形或长倒卵形

、

浑圆
、

略扁
,

灰褐色或淡褐色
,

长 0
.

60

一 0
.

80 厘米
,

宽 0
.

30 一 0
.

40 厘米
。

种子多发育不 良
,

瘪粒多
,

饱满种子占62 %
,

千 粒 重 为

2 2
.

5 4克
。

( l )播种期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

采用袋藏种子
,

每月播 1 期
,

每期播种 80 粒
,

播种基质

为腐殖质土和砂混合
,

从发芽情况 (见表 2 ) 看出
,

以 1 0一 12 月间播种发芽率 最高
,

为 75
.

00

表 2 播种期对银杉种子发芽的影响

率芽%发数
播 种 期 发 芽 始 期

播种至发芽经
历时间 (天 )

发芽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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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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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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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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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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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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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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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

而种子袋藏时间越长
,

发芽率越低
,

如 4 月 2 日播种
,

发芽率只有 1
.

25 %
。

可见银杉种子的寿命较短
,

袋藏只能保持 2 一 3 个月
。

且播种期间的温度与发芽经历时间有

关
,

当旬平均气温达 10 ℃时
,

有个别种子开始发芽
,

而旬平均气温达 15 一 17 ℃时
,

大部分种

子开始发芽
,

因此气温越低
,

播种至发芽经历时间越长
。

( 2 )贮藏法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于 1 9 7 9年 1 1月 12 日分别采用纸袋
、

干燥器
、

低温及湿砂层积等贮藏方法
。

低温贮藏系置

于冰箱内保持 2 ℃
,

其余贮藏均置于室温 (月平均气温 12
.

1 ℃
,

最高温度为 1 9
.

0 ℃
,

最 低 温

度 3
.

6 ℃ )条件下
。

从 1 9 7 9年 1 1月 27 日开始每 15 天播种 l 期
,

每期播 40 粒
,

播种基质为草皮泥

和细砂混合
,

其结果见表 3
。

从表 3 看出
,

不同贮藏方法对银杉种子的发芽时间和发芽率有一定的影响
,

纸袋
,

干燥

器及低温等贮藏法
,

发芽较早
,

但较快地丧失发芽能力
,

贮藏45 天的种子发芽率最高
,

达 7 0

一 75 %
,

贮藏 75 天后
,

发芽率在 35 %以下
。

而湿砂层积
,

可较长地保持种子的 生 活 力
,

贮

藏 12 0天
,

仍有 40 %的发芽率
。

纸袋
、

干燥器及低温贮藏法使银杉种子较快地丧失发芽 的 原

因
,

可能是银杉种子含油量 ( 据测定达 5 8% ) 高
,

使种子腐烂变质
。

因此
,

采用干藏应及早

播种
,

而湿砂层积处理
,

则可适当延迟播种
。

( 8 )激素处理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分别采用三种不同浓度的2
、

4一 D
、

蔡乙酸及激动素等九个处理进行浸种 24 小时
,

以不浸

种为对照
。

播种基质为腐殖质土和砂土混合
,

其结果见表 4
。



2 8 2 广 西 植 物 寿卷

表 3 贮藏法对银杉种子发芽的影响

贮藏时间仁连一
一

工…
一

上
堡一

~

二矍一{迹
降种至发 }发芽数 }发芽率 {播种至发 {发芽数 }发芽率 {播种至

睁 时 间 { ! )芽 时 1列 !
l芽 时

曰天 , }`粉 , ` % ’ } `天 , }`柳 ! `% ’ {二型

温 ( 2 ℃ )

(天 )

发芽率

(% )

卜哩
一

奥熟奥一
险种至发 {发芽数l

丁

懊芽率
1芽 时 同! l

一

} (天 ) ! (狡 ) ! 奇% )

刻
l

一川」芽校发(

月

闻封l!

一一
1”” 2 777 6 7

。

555 1 3 222 1999 4 7
。
555 1 2 666 2 2

’’

5 5
。

000 1 2 444

{
1。。

牙牙333 2 333 5 7
。
555 1 0 999 2 444 6 0 .

000 1 1 444 2 999 7 2
。
555 1 1000 1111

,, i {{{ 2 888 7 0
。

000 9 111 2 888 7 0
。

000 8 999 3 000 7 5
。

000 1 0000 1 555

888 3 {{{ 666 1 5
。

000 9 555 333 7
。

555 吕333 111 2
。

555 9 000 1 777

888 222 888 2 0
。
000 5 888 888 2 0

。

000 5 111 l 444 3 5
。

555 朋朋 2合合

能能能 叉叉 2 。
555 6 555 222 5

.

000 3777 111 2
。
555 4 444 2 444

动动动 111 2
。

555 000 000 000 3 999 lll 2
。
555 4 444 1 666

兑兑兑 lll 2
。

555 000 000 000 5 555 111 2
。
555 4 444 1

气 {{{

激素种类及浓度
(护p血

播 种 期 播种数 (粒 ) 播种至发芽
时间 (夭 ) 发芽数 (粒 ) 发芽率褚% )

5 7
。

朋
g。 ,

仙

4 7
。

劝

IU目宁Où2
八J
峭l上

7 5
.

的

72
。
5 0

6怪
,

如

302924一舫幼劝

6079178一6017818140妞必一和40叨272727一272707

2
,

4一D

19 7 9

19 7马

1 0
-

1 0
,

5 O

蔡乙酸 1 0 0

飞5 0

1

激动素
~

10

5 0

对 照

{ 1 9 79
,

1 0
,

1 2 0 7 0
.

1 0
.

{ 19 79
。

1 0
-

{ 19 7 ,
,

1 0
,

{
10 7。

,
, 。

,

1
’ 9 7 9 , l 。 ,

}
l , 7” , 1 0 ,

10劝弱

1 8李

6 0

性2
一
辱0

7 0
、 肠0

7 5
。公乃

1牙7 9 ,
10

一 2 7

!
4 0

{
}

召。 1

!一
`

三生一二
- _

} 4 0 }

1 8 1

1 7 0 盯
、
5 0

从表 ` 看出
,

银杉种子采用激素处理可以促进提早发芽
,

提高发芽率
。

其中以 3这扫p m
,

2
.

4一D处理效果最好
,

发芽率比对照提高22
.

幼 %
,

发芽时间提早 91 天 , 其次尔知
p

娜 功。

p p二蔡乙酸和 1介p p二及 5 0 p p ln 激动素
。

-

( 4 )化学药剂处理对种子发芽的影响
-

银衫种子的种皮较坚硬
,

且具有蜡质
,

有碍于吸收水分
。

采用 75 %酒精
、

7 5纬乙醚浸种

10 分钟及` 息%硝酸钾溶液淋湿土壤等处理
,

以期提高发芽率
,

播种基质为草皮泥和 细土棍

合
,

其发集情祝见表 6
。 厂

表 5 药剂处理对银杉种子发芽的影响

播种至发芽时间
(天 )

l
-

发芽数 `勿 {舫勤
%李

名了
,

5奋

主7
,
5 0

7 5
.

曲

右7 j 白

拍73027仆
内O
诵Iō口几

Z
j口óJ马,O奋工, J,l

!!!一

!
!1111

药 剂
处 理 法

}
播 种 。 期

播种数 (粒 )

n
ù八U八U八U怡̀月任浦任J马

乃% 酒擂

75 %乙醚
。

.

2 %硝酸钾

对 解

19 7 9
一

1 1
, 2

1 9 7 9
一

1 1
, 2

1 9 7 9
,

1 1
一

2

1 9 7 9一 1 1
一

2

钟钟分分壤1010土理种种处湿浸浸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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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结果表明
,

以 0
.

2 %硝酸钾溶液淋湿土壤对银杉种子的发芽有一定的影响
,

比 对 照

组可提早 92 夭发芽
,

发芽率提高 7
.

5%
,

这可能是硝酸钾有催芽作用
。

而酒精和乙醚 处 理
,

发芽率均比对照组低
,

这可能酒精和乙醚为有机溶剂
,

处理银杉种子
,

溶解种子 的 部 分 脂

肪
,

致使影响种子发芽能力
。

( 6 )播种基质与种子发芽的关系

采用腐殖质土
、

草皮泥
、

黄泥土
、

黄泥土和砂混合等播种基质
,

探索其对银杉种子发芽

的影响
。

于 1 9 7 9年n 月 14 日进行盆播
,

每处理播种 40 粒
,

其结果见表 6
。

表 6 播种基质与银杉种子发芽的关系

荃 质 播 种 期 播种数 (拉 )
播种至发芽时间

(天 )
发芽数 《粒 ) 发芽率 (% )

0n
l
00

自”臼.0
ù
U八U

.

…
八”ō.̀n甘ù知O盯门奋ē胜确O

3629322642打3946
.二,占口几dl八甘000

`
扭J吸月叹4房殖 质 土

草 皮 泥

黄 泥 土

黄泥土和砂

1 9 7 9
一

1 1
,

1 4

1 9 7 9
一

1!
一

1 4

1 9 7 9
一

1 1一 14

1 9 7 9
,

1 1
一

14

从表 6 看出
,

以腐殖质土作播种基质效果最好
,

发芽率达 90
.

00 % , 黄泥土 次之
,

而 黄

泥土和砂棍合则最差
,

因此
,

银杉播种基质应采用腐殖质土为好
。

2
。

营养繁殖

( 1 )扦插繁殖
: 1 9 8 0一 1 9 8 1年间曾多次采取野生成年树的一年生枝条

,

长 6一12 厘 米
,

带叶作插穗
,

经清水浸渍及生长刺激素处理
,

以砂为扦擂基质
,

插后盖一层辞苔
,

置于荫棚

内
,

经常淋水保持湿度
,

插后 3 个月检查
,

有少量插稼形成愈伤组织
,

但没有生根
。

( 2 )高压繁殖
: 于 1 9 8 1年 9 月 12 日选用人工栽培 16 年生植株的2一 4年生枝条

,

共 20 条
,

进行环状剥皮
,

剥 口长 1 厘米
,

基质采用腐殖质土加 0
.

2%硝酸钾液混 合
,

用 塑 料 薄膜 包

扎
。

压后 12 8天观察
,

有 7 条形成愈伤组织
,

有 2 条生根
。

于压后 186 天观察
,

有 4 条生根
,

生根数为 3一 6条
,

根长2
.

3一 6
.

0厘米
,

将其剪下移植于林地上
,

植株生长正常
。

( 8 )嫁接繁殖
. 于 1 9 8 1年 2 月 28 日选用 16 年生植株的一年生枝条

,

长 3 厘米
,

带叶 10 枚

作接德
,

以 3 年生湿地松实生苗作砧木
,

分别采用切接
、

腹切接及腹接等嫁接方法
,

共嫁接

12 4株
,

其中切接 5 8株
,

嫁接后注意摘除砧木上的萌芽及淋水保持湿度
,

于 1 9 8 1年 5 月 2 0 日

检查结果
,

采用切接法的成活 6 株
。

3
.

移栽

银杉播种育苗一年当苗高 2
.

5 0一 5
.

25 厘米
,

基径粗0
.

10 厘米
,

具初生叶 8一14 枚
,

可 移

植于圃地或直接移栽至种植地
。

移植圃地可采用整畦
,

施用腐殖质土或草皮泥作基肥
,

株行距 1 5 x 30 厘米
。

于 1 9 8 1年 3

月分别于花坪红滩和桂林雁山两处进行
,

共移植 1 4 6 0株
,

移后覆土
,

稍压实
,

上面盖一层醉

苔
,

淋水保持湿度
,

搭半荫棚
,

防止太阳曝晒
,

成活率迟94 %左右
,

植株生长良好
。

直接移栽至种植地上
,

于 1今了9年 2 月在花坪红滩
,

将一年生苗移栽于梯地上
,

地形为缓

坡地
,

土壤为山地黄壤
,

质地较疏松
,

属砂壤土
。

按株行距 2 x Z 米开穴
,

穴宽 15 厘米
,

深

功厘米
,

以腐殖质土为基肥
,

将带土的银杉苗真立排放
,

共移栽78 株
,

搭萌棚
, 以防日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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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肩经赏注意淋水
,

每年除草松土 3 一 4 次
,

施追肥 2 一 3 次
,

每次施尿素一两
。

移栽时率均苗高 3
.

6 5厘米
,

基径。
.

10 厘米
,

叶数 13
.

7枚
,

长势一般
。

于 19 助年
_

￡ 月 观

察
,

成活 71 株
,

成活率 91
.

5 8%
,

植株生长良好
。

最高植株高达 2 4厘米
,

基径 0
.

6吞厘 米
,

平

均株高 .8 韶厘米
,

基径 0
.

31 厘米
,

冠幅 14
.

20 x 13
.

80 厘米
,

通过几年的抚育管理
,

五年生平

均株高 6 9
.

20 厘米
,

基径 1
.

2 e厘米
。

’

~

几

于 19 台碑德月 又直接移栽于种植地
,

共移栽2 00 多株
,

其种植法和管 理 与上诊纂本 相

同
,

于 1貂 3年始月观察
,

植株生长良好
。 一 :

-

另外
,

于 1弱 4年播种
,

于 1 9 8 0年 3 月定植 6 株
,

在 1牙韶年 12 月观察 19 年生的植株生长情

况
,

最高植株高达4
.

10 米
,

基径粗 14 厘米
,

冠幅 3
.

2 、 3
.

2米
。

平均株高.2 0 3米
,

基径蟹匆
,

韶

厘米
,

冠卿
、肠 x 2

.

27 米
。

其中 1 株于 1 9 82 年 6 月开花
,

2 株于 1 084 年 6 月开花
,

可见银杉

开始开花结实龄为 1
卜 2 0年

。

银杉苗期生长较缓慢
,

需要阴湿条件
,

而且易受病虫及老鼠为害
,

应特别注意搭半荫栅

防 日啄 并加张除草松土
,

水肥管理及防治病虫
、

老鼠为害
,

确保苗木正常生长 ,
_

.

小 结
-

1
.

银杉在广西花坪林区分布于海拔 102 。一 1 46。米
,

坡度30 度以上的山脊南坡亥曹坡
,

生长在以广东五针松为主的针
,

阔混交林或阔叶林中
,

土层较浅薄
,

呈酸性反应的山彝黄玻
或黄棕壤的岩隙间

,

植株生长发育良好
,

它具有喜光
、

耐寒
,

耐膺薄的特性
。

乙 银衫宜然更新力弱
,

营养生长期长
,

进入结实龄较迟
,

且雌雄球花比例基异大
,

花

期不一致
,

致使结实少
,

种子发育不饱满
,

应加强保护种源和开展引种栽培
,

增熟 镬杉资

源
。 _

3
.

银杉种子具有一定的休眠过程
,

且种子含油量较高
,

易变质丧失生活力
,

县含 过
尸

早

过迟播种均影响发芽率
,

采用湿砂层积处理
,

可延长种子寿命
。

于当年 1 1一 12 月间播豁
,

似

腐殖质土为基质较为适宜
。

-

毛 银杉矜子以激素处理可提高发芽率
,

其 中以 3Op p m Z
,

4一 D
、

5 0P p m蔡乙酸及笋Op镇娜

激动素浸种会刁小时效果最好
,

发芽率比对照组提高 1孔 5卜2 2
.

50 %
。 :

’ 一

5
.

银杉营养繁殖
,

成活率较低
。

扦插历时 3 个月时间才形成愈伤组织
,

但未见 生 撰`

高压繁殖履时妞吕天形成愈伤组织并部分枝条开始生根
,

成活率幼写
。

嫁接繁殖
,

以逼地摇

为砧木
,

采用切接法
,

仅少量成活
,

因此
,

银杉的营养繁殖尚待进一步研究
。 一 _

6
.

银杉播种育苗一年即可移植于圃地或直接移栽于种植地上
,

成活率可达加%以上
,

7
.

银杉苗期生长缓慢
,

在野生条件下
,

植株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加袂
,

10 年生以唇橙
一

株

生长较迅速
,

但加强人工栽培管理
,

可促进植株生长
,

如三年生银杉植株
,

年最高杀长可达

1了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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