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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植物引种保存的初步研究

陈家庸 黄正福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摘要 本文报道珍稀濒危植物引种保存的初步研究结果
。

总结了引种保存 60种植物的生长发育情况
,

并详细介绍银杉
、

金花茶
、

银杏
、

杜仲
、

天麻 及

人参等的引种栽培试验结果
。

论述引种保存植物与主要环境因素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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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珍稀濒危植物多是起源古老的残遗种
,

是长期历史发吸中形成的特有或古老的植物种
。

在珍稀濒危植物中有许多种类是重要的植物资源
,

可为夕
、
类生活提供良好的原料

。

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
,

开发矿山
、

建立工 厂
、

修建水库
、

修筑铁路
、

公路及不合理

的毁林开荒
,

致使大面积森林遭到破坏
,

破坏 了生态平衡
,

不少植物失去 了生存 的 必 要 条

件
,

造成物种的消失
,

不少种类处于临危状态
,

特别对一些经济价值较大的珍稀植物种的威

协更大
。

植物资源是 自然界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

世界上现存的植物是千万年历史演化的产物
,

任

何一种植物都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
,

经过了特定的进化途径形成
,

被消灭的物种一般不会

再生
,

植物种类被毁灭是项不可挽 回的损失
。

因此
,

保护植物资源
,

特别是珍稀濒危植物的

保存工作
,

不仅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

而月 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生活生存的大事
,

应 引起有

关部门的重视
。

积极开展珍稀濒危植物的引种保存工作
,

对开展科学研究
,

扩大和合理利用

植物资源
,

加速
“
四 化” 建设

,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植物 园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引种保存珍稀濒危植物
,

至今统计
,

共

引种保存有 30 科 51 属 58 种
,

其中广西分布 38 种
,

区外分布 16 种
,

国外 4 种
。

属国家一级保护

植物有 7 种
,

二级保护有 22 种
,

三吸保护有 2 7种
。

其 中银杉
、

金花茶
、

杜仲
、

银杏
、

人参
、

天麻等植物还作 了专题研究
,

并取得了科研成果
。

现将引种情况进行总结
。

一
、

引种保存 区的自然条件

引种区设在广西桂林市郊雁山
,

位于广西北部
,

北纬 25
”

1 1 ` ,

东经 1 1 0
“

1 2 ` ,

属丘陵台

地
,

海拔高1 40 至25 0米
。

属中亚热带气候
。

据雁山气象站及我园观测 资 料 1 9 6 3一 1 9 8 5年 统

计
,

年平均温度为 1 9
.

2 ℃
,

极端最高温为 40 ℃
,

极端最低温为
一 6℃

,

冬季有 霜 冻
,

霜期 50

天
,

有霜 日 6 至 8 天
,

偶见雪
,

雪天 l 至 2 天
,

》 10 ℃的年积温为5 9 5 5
.

3 ℃
,

年 日照时数为

1 51 4
.

7小时
,

年平均风速为 2
.

6米 /秒
,

》 8 级大风 日数每年平均有 1 6
.

2天
。

平均年降雨量为

本文系根据本园引种试验结果材科写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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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6 5
.

7毫米
,

季雨量较少
,

广 西 植 物

年蒸发量为1 4 6 1毫米
,

年降雨量大于年蒸发量
。

雨季集中在 4
、

5
、

千湿季明显
,

年相对湿度为 78 %
。

8 卷

6 月
,

冬

嘱具土壤力砂只石及第四纪红土发育而成的酸性红壤
,

p H 值为 5
.

0至 6
.

0
,

土层厚度 为0
.

5至

0
.

8米以上
,

表层有机质含量少
,

碳氮比例偏低
,

磷钾含量也很低
,

植被生长中等
,

其 代 表

土壤性本见表 1
。

表 1 引 种 区 的 土 壤 性 态

氮例采
·

样深座

( 厘米 )

、 水。 ` 、 机质 {碳
( 拓 ) ( 拓 )

速效性磷

( p p m 、

速效性钾

` p p nr )

含氮

(男 )

邪一”一00
ùū了

比一1

0 一 6

6 一 1 5

1 5一 4 0

{

p H
~

位

值

0
.

1 9 7 { 5
.

0

1 4

2 6 0

0
.

5

O
_

5

3 0

1 O

}一 旦二卫些}
0

.

0 0 3 { 6
。

0

桃金娘
、

杜鹃花

铁芒箕
、

菠葵
、

桅子
、

野牡月
, 、

金樱子
、

五节芒

层次1一2一3

二
、

引种材料和方法

引种珍稀濒危植物的大多数种类的材料
,

采 自木区 林区的种子繁殖育苗
,

少数采挖野生

苗或扦插繁殖苗
,

另有少数种类与区内外有关单位交换的种苗
。

引种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类见

表 2
。

表 2 引 种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种 类

中 名

) 引种

名 { 时 间 引 种 地 点

一
1

(年 )
,

秒 锣

又 叶 苏 铁

蓖 齿 苏 铁

云 南 苏 铁

银 杏

银 杉

黄 枝 油 杉

汕 杉

柔 毛 油 杉

金 钱 松

华南五针松

黄 杉

长 苞 铁 杉

水 松

水 杉

红 杉

C y a t h e a s p i
n u l o s a

C y e a s m i e h o l i t z i i

C y e a s p e e t i n a t a

C y e a s s i a m e n s i s

G i n k g o b i l o b a

C a t il a y a a r g y r o p h y l l a

K e t e l e e r
i
a e a l e a r e a

K e t e l e e r i a f o r t u n e i

K e t e l e e r
i a p u b e s e e n s

P s e u d o l a r
i x a m a b i l i s

P i n u s k w a n g t u n g e n s i
s

P s e u d o t s u g a s
i n

e n s
i s

T s u g a l o n g i b r a e t e a t a

G l y p t o s t r o b u s p e n s i l i s

M e t a s e q 二 o i a g l y P t o s t r o b o i d e s

S e q u o i a
s e m p e r v i r e n s

秒锣科

苏铁科

苏铁科

苏铁科

银杏科

松 科

杉 科

1 9 7 9

1 9 8 1

1 9 8 0

1 9 7 7

1 9 6 3

1 9 7 8

1 9 6 4

1 9 8 6

1 9 8 0

1 9 7 7

1 9 7 7

1 9 7 7

1 9 8 6

1 9 5 5

1 9 5 9

1 9 7 4

广西临桂

广西崇左
、

龙州

广 州

广西龙州

广西灵川

广西龙胜

)` 西临桂

厂“ 西

广西恭城

江 西

广西龙胜

江 西

广西金秀

J“ 西临桂

广 州

杭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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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他 杉

落 羽 杉

秃 杉

翠 柏

福 建 柏

鸡 毛 松

蓖子三尖杉

穗 花 杉

鹅 掌 揪

大 叶 木 莲

厚 朴

囚 叶厚 朴

北美鹅掌揪

观 光 木

连 香 树

沉 水 樟

八 角 莲

金 花 茶

显脉金花茶

平果金花茶

东兴金花茶

擎 天 树

多 果 榄 仁

金 丝 李

规 木

月巴 牛 树

蝴 蝶 果

顶 果 树

格 木

任 木

降 香黄 檀

红 豆 树

杜 仲

掌 叶 木

伯 乐 树

车民 鹊 树

嚎 核 桃

马 尾 树

琪 桐

人 参

白 辛 树

天 麻

T a x o d i u垃 a s e e n d e n s

T a x o d iu nt d i s t i e h住 m

T a iw a n ia f lo u s i a n a

C a lo e e d r u s m a e r o l e P i s

F o k ie n i a 五 o d g i n s i i

P o d o e a r P u s im b r ie a t u s

C e P h a lo t a x u s o l i v e r
i

A m e n t o t a大 u s a r g o t a e n ia

L i r io d e n d r o n e h i n e n s e

M a n g l i e t i a m e g a p五y l la

M a g n o l i a o f f i e in a l i s

M a g刀 o l ia o f f i e i n a l i s

L i r i
o d e n d r o n t u l iP i f e r a

T s o o n g io d e n d r o n o d o r u m

C e r e id i p h y l lu m ja p o n i e u m

C i n n a m o m u m m i
e r a n t五 u m

D y s o sm a v e r s ip e l l i s

C a m e l l ia e h r y s a n th a

C a边 e l l i a e u P h le b i a

C am e l l ia P i n g g u o e n s i s

C am e l l ia tu n g h i
n e n s i s

P a r a s h o r e a e h i n
e n s i s v a r

.

k w a n g s ie n s i s

T e r m in a l ia m y r io e a r P a

G a r e i n i a P a u e in e r v i s

B u r r e t io d e n d r o n h s i e n m u

C e P h a lo m a p P a s in e n s i s

C le i d io e a r P o n e a v a l e r i e i

A e r o e a r P u s f r a x i n i f o l iu s

E r y t h r o P il lo e u m f o r d i i

Z e n ia in s i g n i s

D a l b e r g i a o d o r
i f e r a

O r m o s i a h o s i
e
i

E u e o m m i a u lm o id e s

H a n d e l io d e n d r o n b o d i n i e r i

B r e t s e h n e i d e r a s in e n s i s

T a P i s e ia s in e n s i s

A n n a m o e a r y a s in e n s i s

R h o iP t e le a e h i l ia n t h a

D a v i d ia in v o lu e r a t a

P a n a x g i n s e n g

P t e r o s t y r a x p s i lo P h v l l a

G a s t r o d ia e la t a

杉 科 南 京

柏 科

罗汉松科

粗枉科

红豆杉科

木兰科

莲香树科

樟 科

小萦科

山茶科

贵 州

湖南
、

云南

广西龙胜

广西融水

广西龙胜

广西金秀

湖 南

广西来宾

广 西

广西金秀

南 京

广西永福

湖 南

山茶科

龙脑香科

使君子科

山竹子科

根树科

大戟科

苏木科

蝶形花科

杜仲科

无患子科

南华木科

省沽油科

胡桃科

马尾树科

蓝果树科

五 加 科

安息香科

兰 科

1 95 4

1 9 5 4

1 9 8 2

1 9 8 5

1 9 6 4

1 9 7 8

1 9 5 8

1 9 7 8

1 9 5 8

1 9 7 8

1 9 8 0

1 9 7 9

1 9 5 8

1 9 5 6

1 9 8 3

1 9 8 5

1 9 7 9

1 9 7 9

1 9 8 4

1 9 8 1

1 9 8 1

1 9 7 8

197 8

19 6 0

1 9 5 5

1 9 7 5

1 9 7 4

1 9 7 7

1 9 5 7

1 9 6 4

1 9 5 4

1 9 5 6

1 9 6 3

1 97 2

1 9 8 4

1 98 5

1 9 79

1 97 6

19 83

1 9 7 4

1 9 8 3

1 9 7 2

广西龙胜

广西岂宁
、

防城

广西防城

广西平果

广西防城

广西那坡

广西南宁

广西大新

广西龙州

广西靖西

广西巴马

广西龙州

广西苍梧

广西大新

广 州

广西桂林

湖 南

广西百色

湖 南

广西龙胜

广西德保

广西龙胜

贵 州

吉 林

湖 南

广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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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种植 1株至数 10 株
。

种植前整地
、

挖坑
、

施适量基肥
,

注意淋水
,

每年施肥除草

2 至 4 次
,

定期观测植株生长及适应性情况
。

三
、

结果与讨论

通过多年来对珍稀濒危植物的调查
、

搜集
、

引种试验研究
,

大多数种类能正常生长
,

开

花结实
,

保存率较高
。

其结果见表 3
。

表 3 珍 稀 濒 危 植 物 的 生 长 情 况

平均 年生长量树龄

名称
树高

(年 ) 1 (米 )
胸径
(厘米 )平巍…一

’

奋
’ 11 ’

·
’ 11 ’

…万
.

;
`

渺锣

叉叶

苏铁

蓖齿

苏铁

{翁
阴湿环境{ 宣阳泪 千不倍 而耐旱性

分“ 苗

…
四月下旬芽膨大

,

五月下旬展叶
。

耐旱
、

抗 C O : ,

对土壤

适应性强

好一
,

…较一
,

0
_

0 2

1:
{
。

.

3。
{
。

.

3。 1

好 I
, ,

.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

,

四月中
、

下 {喜温暖湿润环境
,

幼树

旬展叶
。

! 耐荫

寡霎……
0

一

……
”

…
三月中旬展叶

,

七月上旬雄花开 { 喜温暖适生于钙质土

放
·

i 上
,

不耐寒
,

耐荫

三月中句芽膨大
.

四月上旬展叶
,

! 喜光
、

耐旱
、

对土壤适

四月中旬开花
,

九月下旬至十月 }应性较强
果熟

。

…
三月下旬叶芽膨大

,

五月上旬展
{
苗期喜阴湿环境

·

成年

叶
,

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开花
,

…树喜光
,

不耐旱
,

越夏

次年十月果熟
。

{ 性弱

一抗适
三月下旬芽膨大

,

四月下旬展叶
,

{苗期需荫蔽
,

耐旱
、

三月中旬开花
,

十一月果熟
。

1风 多生石山地区
,

{应性较强

孰接桑一插插付分嫁
ù

扦扦扦玛沙一封宁才及及一及子接
。

子一子子种苗嫁种一种种
一
,

等一子一
”

垮
一

好
”一中一;

ùRà性月月才一一nJnnJ一一nù0八“一一J任,自一 一,úQU,白一

油杉

} ………
”

…
” 子

、

” ”

}
三月下旬芽膨大

·

四月下旬展叶
。

篡…
6

…
。

·

`“

…
“

·

1 `

{
”

…
” 子

…如下

一
金钱松

}
8

}
。 . ` 2

}
。

.

2 1

}
, ,

}
种子

、

扦插
}
二月卡荀穿届灵

.

{呈})帝磕砰
。

摄…
1 4

{
0

·

2 9

…
。

·

5。

…
’ ,

…
” 子

…霖暴警尸夏鹭空、算晃少星蒸尹
黄杉

}
1 3

}
0

.

5 3

}
0

.

6。

}
·

{
, ,

}
三月下旬芽膨大

,

四月中旬展叶
·

复墓…州
0
一

!
”

…
, ,

口

耐旱
、

耐膺薄
.

抗风
,

适应性较强

耐旱
、

抗风
,

适应性强

一一一二一
一

抗旱性弱
.

抗寒
、

抗风

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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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水松

…
3。

…
。 ·

3 8

…
。
一 扦插 二月中旬叶芽膨大

,

三月中旬展

叶
,

二月上旬开花
.

十月果熟
。

喜湿润
,

耐永淹好较

{ 三
鸡毛松

…
8

}
”

’

3 7

…
0

’

3 8

…
”

、 {: 、、:
芽膨大

一
…
幼树耐·

篡…
` 2

…
“

·

3。

…
”

·

3”

…
”

… `霭篷森乡
叶芽膨大

,

四 · 中
、

下

…象鬓
耐荫

,

喜温暖湿·

穗花杉

{
8

}
。

·

“

…
0

·

“ ”

…中等 …霖尸
中 获J

·

’芽膨大
,

四月上“ ”

…
喜荫湿环境

,

耐寒“ 强

鹅掌揪 {
2 :
{
。

.

5。 {
;

.

。 8
{好 } 种 子 }三月中旬芽膨大

,

下旬展叶
.

四 )喜肥沃湿润酸性土壤
.

_
_ {

_ _

} } { { { 剔̀
。

{

_
_

__

珍…且几
6

{;
一

生{立匕全二二g吧铿咒……坚 …
“ ” 力’

·

厚朴 !
5 } 0

.

2 0

冲等 种子
、

分

, { 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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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条

。
·

` 6

{
较好

{
” 子

、

压条

三月中旬叶芽膨大
,

四月中旬展

叶
。

耐旱
、

耐寒力强
.

凹叶
{

6

{
。

·

5 ”

厚朴 } 1

喜肥沃湿润土壤
,

耐早
、

抗寒性强
。

0
。

6 0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
,

下旬展叶
,

四月下旬开花
,

九月下旬至十月

中旬果熟
。

耐寒
,

适应性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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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观光木】 3 0较好 !种 子

连香

沉水樟

j又角莲

,, ,,

中中等等

抗旱性弱
,

抗寒力强
。

抗寒
、

耐荫
,

喜湿润土

壤
,

抗旱性弱
.

喜温暖
、

荫湿环境
。

块 茎 耐寒
,

喜湿润环境
,

抗

旱性弱
。

金花 种子
、

扦插
、

高压
。

三月中旬叶芽膨大
,

四月上旬展

叶
。

三月中旬顶芽膨大
,

四月中旬展

叶
。

三月中旬顶芽萌发
,

三月下旬展

叶
.

三月上旬芽膨大
,

三月下旬至四

月上旬展叶
,

二月下旬至四月中

旬开花
,

十一月果熟
。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
,

三月下旬至

四月上旬展叶
,

十二月至次年三

月开花
,

十月下旬果熟
。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
,

下旬展叶
,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花期
,

九月果

熟期
。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
,

三月下旬至

四月上旬展叶
,

十二月至次年三

月花期
,

十月下旬果熟期
。

四月上旬叶芽膨大
,

下旬展叶
。

抗寒
,

喜阴
,

适应性强
.

祠J
J

WH
了

捌l|1
.

川|
r

一
.

荆11
11
.

种子
、

扦插
、

高压

阴湿环境
,

耐寒
。

种 子 苗期需荫蔽
,

耐寒力弱
,

成年树耐寒力转强
。

耐寒力强
。

好一子一好一é等
!

|一好封一好一封一碑一触较一;一较一中一较

中等} 种 子 喜阴
,

抗寒性较差
。

好 扦 擂 抗寒性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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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武金ù擎一兰荆一金一曳

肥牛
树

{
中等 种子及扦插 喜温

,

苗期抗寒性弱
,

成

年树抗寒性有所提高
.

好 种 子

四月上旬叶芽开放
,

四月中旬展

叶
。

四月中旬叶芽膨大
,

四月下旬展

叶
。

十月叶芽膨大
,

十二月开放
.

次

年三月中旬展叶
。

七月下旬叶芽膨大
,

三月上旬展

叶
。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
,

下旬展叶
,

五月中旬开花
,

十月上旬果熟
。

喜温暖
、

抗寒性弱
,

幼

树在低温 ( 0 ℃ ) 时叶

及顶稍易受害
,

随树龄

增大
,

抗寒性有所提高
.

5一n
.一一,甘一一一一nù一9一O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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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种子及扦插 三月中旬叶芽膨大
,

下旬开放
,

四月上旬展叶
。

喜温暖湿润环境
,

幼树

耐荫蔽
,

适应性较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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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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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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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
扦插

、

分 , }
四月

一

。旬叶芽膨大
.

中旬展叶
,

}
耐早

、

耐 , 薄土`
,

抗

冀擅
一

牛
一
牛

一一丰
~
万

共
一

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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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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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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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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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 }种子

、

扦插 】三月上旬芽膨大
·

中
、

下旬展叶
,

1耐早
,

抗寒性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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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 }

“ ”
{
” ·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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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种 子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
,

三月下旬至 }喜光
、

萌芽力强
,

适应

{ 1 { { { 1四月上旬展叶
,

开花
,

十月中旬 }性强

一丰丰
一

牛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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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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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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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 …
’ ,

{三月中旬叶芽膨大
,

下旬至四月 】适生于钙质土
,

耐旱
·

} } { 1 】 {上旬展叶
、

抽梢
。

1耐荫
。

伯乐树{
:
}
。

.

09 6】 }较差}种 子 {兰而丽履疾洒月王荀
展叶

。

1幼树喜荫厦环戛
-

获草
} } 1 { } { {性差

,

越夏力弱
·

银鹊树 {
3 : }。 .5 5

}
。

.

8。
{好 }

, ,

}三月中旬叶芽膨大
,

四月上旬展

} } } } } }叶
,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开花
.

} ! { } { }九月中旬果熟
。

嚎核桃
·

’ `

…
“

·

2。

…
较差

…
” 子 三月中旬叶芽膨大

,

四月上旬展

叶
。

马尾树} n l o
.

43 { 0
.

28 !较好1
;

三月上旬叶芽膨大开放
,

三月 中
、

{能越夏
。

琪桐

…
2

…
“

’

州
“

’

叫
”

… 了
下旬叶芽膨大

, 。
四· 中韵臂

环境
,

抗

~
人参 1 I J {较差 }种 子 {四月上中旬出苗

,

五月
_

:
、

中旬 …适于海拔 100
。米的山区

} ! ! { { } 花期
,

六月下旬果熟
.

十月上旬 生长
,

低海拔可在荫凉

} 1 ! }
{

1落叶
。

{处栽培

白辛树} 1 } 。
.

15 } 。
.

33 {差 { 种 子 { }耐寒
、

抗旱性弱
.

越夏

1 … 1 1
{

.

{ {力差: _
_ _ _

_天麻 { { } {中等…种子
、

块茎 } 四月下旬发芽
,

五月上旬开花
,

{适于高海拔山区生长
,

} } { { } {六月下旬至七“ 上旬果熟
。

…低 、 拔可在地下室栽培
.

现将几种主要种类的引种栽培试验结果
,

简介如下
。

一
、

银杉 C a t h a y a a r g y r o Ph v l l a C h u n e t K u a n g 系我国特有的珍贵稀有植物
,

已 ylJ

为我国 1 级保护种类
。

分布于广西
、

四川
、

贵州及湖南等省区
,

自然分布区范围狭窄
,

残存

个体少
。

在广西仅分布于龙胜及金秀二县 , 我园在 以往的工作基础上
,

于 1 9 7 8年开始
,

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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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花坪自然保护区红滩试验站及桂林植物园进行引种栽培试验
。

银杉产地在地貌上属中山类型
,

海拔 1 0 2 0一1 4 6 0米
,

坡度大
,

均在 30 度以上
,

气候属中

亚热带山地气候
,

生长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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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息千烬 的喜阳梢物
.

活官生长在冬暖夏凉的环境条件
。

苗期生长缓慢
,

且需要荫蔽条件
,

同时虫鼠害较多
,

因此在引种栽培时应选择好种植地
,

培育壮苗
,

控制适当的荫蔽度
,

加强

管理和防治病虫吉工 作
。

银杉苗期生长缓慢
,

一年生苗高仅 3
。

66 厘米
,

基径 0
.

1厘米
,

十年生以后植株生长较迅速
,

十五年生株高达 .2 68 米
,

基径 8
.

艺厘米
。

在花坪红滩银杉年生长周期 , 四 月上
、

中旬开 始 萌

芽
,

四月中
、

下旬抽梢辰叶
。

雄球花于四月上
、

中旬出现后迅速长大
,

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

撒粉
。

雌球花四月中
、

下旬开放
。

果实于十月上旬成熟
。

十月中旬植株停止生长
,

年生长期

仅 6 一 7 个月
, 而在雁山的银杉植株生长期较长

,

为 7 一 8 个月
。

银杉可采用种子
、

高空压条及嫁接繁殖
。

银杉种子多发育不良
,

一

瘪粒多
,

饱 满 种 子 占

62
一

%
,

千粒重为 2 2
.

5 4克
,

种子具有一定的休眠期
。

种子采用湿沙层积处理
,

于 n 一12 月 间

播种
,

以腐殖质土为基质
,

发芽率可达 75 ~ 8 6
.

5纬
。

营养繁殖成活率较低
,

扦插 不乏容理易 成

活 ; 高压繁殖历时 1 20 天形成愈伤组织并部分生根
,

成活率仅 20 % ; 以湿地松为砧木嫁红接 银

杉可获得成活
。

银杉实生苗 1 一 2 年可移植造林
,

于 1 9 7 9年 2 月在花坪红滩移栽一年生苗 78 株 于 梯 地

上
,

地形为缓坡地
,

土壤为山地黄壤
。

按株行距 2 x Z 米开穴
,

穴宽 15 厘米
,

深 10 厘米
, 以

腐殖质土为基肥
,

搭荫棚
,

防 日晒
。

栽后淋 水 , 每年除草松土 3 一 4 次
,

施追肥 2 一 3 次
。

成活率达 91
.

58 %
,

植株生长良好
。

五年生平均株高 6 9
。

2 0厘米
,

基径 1
.

26 厘米
。

引到低海拔

的桂林植物园种植
,

苗期要特别注意搭棚遮荫
,

保持湿润环境
,

加强抚育管理
,

可以获得成

功
,

但长势较高海拔地区差
。

二
、

金花茶石e a m e l li a c h r y s a n t h a (H
u
) T u y a m a 为我国特有珍稀植物之一

`

花黄色
,

-

具蜡质光泽
,

晶莹油滑
,

形态多姿 , 秀丽雅致
,

被国际园艺界誉为 “ 荣族皇后 ” 。
我国列为

1 级保护种类
。

金花茶产于北热带广西的岂宁
、
防城

、

扶绥等县
,

分布在海拔 2 00 ~ 4 00 米之间的低丘陵

常绿阔叶林中
。

性喜温暖
、

稍荫湿的环境
。

在产区 12 月至次年 2 月下旬开花 ,
’

10 月 下 旬 果

熟
。

我园于 1 9 7 9年开始引种试验
,

从岂宁
、

防城二地采集种子和枝条
。
种子千粒重 为2 2 0 3 ~

2 2 3 5克
,

种子的发芽率达 76 ~ 89 % ,
扦插繁殖成活率达 58 一80 % ;

高压成活率为 78 %
,

可见

金花茶繁殖较容易
。

1 9 8 2年移植的金花茶
,

现株高达 2 米
,

根径 2 厘米
。

金花茶引种到本地

区能安全过冬
,

正常生长发育
,

开花结果
,

花期 2 一 4 月
,

果熟期 10 一 n 月
,

这说明金花茶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

三
、

银杏 iG n k g o
ibl ob a

iL
n n

.

是我国特稀植物之一
,

树形美观
,

果实富含营养
,

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
,

为我国传统的出 口物资
。

广西主产于兴安
、

灵川等县
。

我所于 1 9 6 2年引种种

子及萌蔡苗
,

现株高为 9 ~ 13 米
,

胸径 22 一 2 7厘米
,

于 1 9 8 4年开始结实
,

种子饱满
。

三月中

旬冬芽萌动
,

四月土句展叶
,

四 月中旬抽梢开花
,

9 ~ 10 月果熟
。

种子千粒重 为 2 5 00克
。

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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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具有抗性强
,

适应性广的特性
,

在本地区能正常生长
,

开花结实
。

繁殖容易
,

种子发芽

率为60 ~ 90 % ;
嫁接成活率达 90 ~ 95 % ; 扦插成活率达 96 %

。

造林成活率 87 %
,

唯 生 长 缓

慢
,

结实龄迟
。

为了解决提早结实问题
,

我园于 1 9 8 0年进行研究
,

改变了传统的繁殖方法
,

采用种子繁

殖
,

培育壮苗作砧木
,

以成年树的 3 一 5 年生枝条作接穗
,

进行嫁接
,

对嫁接苗定植后加强

管理
,

部份嫁接植株 5 年 ( 包含砧龄 ) 开始挂果
,

一般栽后 6 一 7 年结果
,

比传统繁殖栽培

早结实 10 一 15 年
,

大大 缩短 了银杏的生产周期
。

四
、

杜仲 E nc
o m m ia ul m io de

S
Ol

o v
.

为我国珍稀植物之一
,

又是传统的名贵药材
。

但

在南方红壤地带试种
,

均发现生长不良
。

我所于五十年代初期进行试验研究
。

从引进不同种

源进行对比
,

看出外地种比广西种生长快
,

一年生植株区外株高为 1 00 ~ 1 59 厘米犷
_

广西株高

为 4 4
.

3 9厘米 ; 植株干重广西的为3 6
.

5 5克 /株
,

区外的为 47
.

6 ~ 8 4
.

5克 /株
。

从酸性红壤施用

石灰与有机和无机肥料
,

植株生 长率与干物质积累均显著增长
。

施石灰区 比不施石灰区新梢

增长 10 2
.

02 % , 施石灰与氮磷钾区增长 18 2
.

67 %
,

植株总干物质重增加 41 9
.

23 % , 施用有机

混合肥植株总干物质重增加 43 1
.

53 %
。

试验结果表明
,

选择较荫湿环境条件
,

采用适宜的栽

培技术措施
,

在南方酸性粘质红壤 种植杜仲
,

可正常生长
,

并获得较好产量
。

我园 1 9 6 3年种

植的杜仲
,

平均高度 9 米
,

胸径 15 厘米
,

生长良好
。

五
、

天麻 G as tr ” id a e lat a BI
`

是 一种珍稀植物
,

也是一种名贵药材 用途广洒而我区

野生药源少
,

不能满足 医药事业需要
,

而不适当地采挖野生药源
,

会造成种类绝迹
。

为此我

园于 1 9 8 2年分别在资源县宝顶山药材场及本园地下室进行天麻人工栽培试验
。

野生天麻多分布于海拔 1 2 0 0~ 1 8 0 0米
,

天气冷凉
,

多雾潮湿
,

土壤疏松的砂壤土山区竹

木混交林中
。

在掌握天麻与蜜环菌的关系基础上
,

采取天麻人工栽培的技术揩施一一选择适

宜种植地 ; 适宜种植期 ; 培养优质菌材
; 选用新鲜菌种及适宜采收等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高

海拔地区栽培
,

以块茎 为种质
,

天麻繁殖率可提高 3 一 5 倍
,

产量提高 4 一 12 倍
,

增产窖 占

9 6
.

7 %
。

单窖 ( 小窖 ) 最高产量达 3
.

9公斤
,

单个最大重达 0
.

38 公斤
。

在低海拔地区利 用 地

下室栽培也能获得好的效果
。

种子繁殖栽培
,

采用建立种子圃
,

进行人工授粉
,

使产果率从

30 %提高到 78 %
,

种子饱满 ; 培养优质播种菌床
,

可提高发芽率
。

从播种历 2
.

5年 左 右
,

可

收获部份产品
。

六
、

人参 P a n a x
ig ns en g C

.

A
.

M e y 为我国名贵药材
,

栽培范围不广
,

生长年限长
,

不能适应医药事业需要
。

广西是个多山地区
,

气候特殊
,

有引种人参成功的可能性
。

我们于

1 97 2年于资源县宝顶药材场进行引种试验工作
。

通过六年的试验
,

掌握人参在桂北地区的生 长发育特性及繁殖栽培技术
。

人 参在桂北地

区能正常生长
,

开花结实
,

繁殖后代
。

植株长势
、

产量及质量与东北产地相仿
。

五年生植株

平均株高达 4 2
.

2匣米
,

径粗 1
.

01 厘米
,

开花株率达 9 3
.

3 3%
,

单株结实 19 一 20 粒
,

种子 发 芽

率 70 %左右
。

六年生每平方米根鲜重 1
.

45 公斤 而原产地每平方米根鲜重一般 1
.

5 公 斤
,

人

参总皂贰含量为 3
.

7 5%
,

而原产地为 4
.

52 %
。

在低海拔的园内栽培
,

采取越夏措施能获得成

效
。

从目前我园 引种保存的 58 种珍稀濒危植物的生育情况
,

可看出下列几种情况
。

1
.

从植物的植株年平均生长量看
,

大致可分为 4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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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高和胸径年平均生长量超过 O
。

9米和 1 厘米的种类
,

长势好
,

适应性强的有 任 木
、

顶

果树二种
。

为速生树种
。

树高和胸径年平均生长量超过 0
.

4米和 0
.

5厘米的种类有银鹊树
、

鹅掌揪
、

大叶木莲
、

红

杉
、

水杉
、

黄杉
、

落羽杉
、

池杉
、

北美鹅掌揪
、

观光木
、

掌叶木
、

降香黄檀等 1“种为生长较

快的树 种
。

树高和胸径年平均生长量超过 0
.

25 米和 0
.

25 厘米者有银杏
、

黄枝油杉
、

杜仲
、

琪桐
、

马

尾树
、

红豆树
、

蝴蝶果
、

规木
、

多果榄仁
、

沉水樟
、

连香树
、

鸡毛松
、

蓖子三尖杉
、

秃杉
、

华南五针松
、

金花茶等16 种为生长中等的种类
。

树高和胸径年平均生长量不到 0
.

25 米和 J
.

2 5厘米者
,

有擎天树
、

凹叶厚朴
、

福建柏
、

金

钱松
、

肥失树
、

格木
、

厚朴
、

柔毛油杉
、

金丝李
、

穗花杉
、

长苞铁杉
、

翠柏
、

嚎嘴核桃
、

白

辛树
、

银杉
、

伯乐树等 17 种为生长较慢的种类
。

影响植物生长速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除植物本身的遗传性外
,

它与生态因子
、

管理水

平和植物的年龄均有密切关系
。

上述情况仅是这些植物在本园栽培地段和管理水平基本一致

的情况下
,

各植物的生长速度
。

2
.

从不同气候带引进的种类
,

其适应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

主要表现在越冬
、

越夏问题

上
,

从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引来的种类
,

表现抗寒性差
,

在冬季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冻害
,

甚

至植株只冻害而死亡
。

受冻害的种类有嚎嘴核桃
、

舰木 、 金丝李
、

多果榄仁
、

降香黄檀等
。

因此引种这些种类
,

应注意采取越冬或驯化措施
,

方能获得成功
。

但有的种类如金花茶
、

东

兴金花茶
、

显脉金花茶
、

叉叶苏铁
、

顶果树
、

任木等抗寒性较强
,

引进本园栽培 能 安 全 越

冬
,

说明它们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

相反地
,

从北亚热带
、

温带引进的种类
,

如人 参 越 夏 力

弱
,

因此在夏天应注意降温措施方能获得成功
。

3
汗同垂直带引进的种类

,

其引种效果不一
,

特别是从高海拔 ( 1 0 0 0米以上 ) 地区引种

的种类如银杉
、

天麻
、

伯乐树等
,

在低海拔地区栽培时
,

由于环境条件变化 大
,

夏 季 气 温

高
,

空气干燥
,

致使植株生长不良
,

甚至死亡
。

因此在引种时需要有一定的模拟环境
,

以保

持冷凉湿润环境
,

才能引种成功
。

在 引种保存的 58 种植物中
,

从 目前的生育情况看
,

有任木
、

银鹊树
、

水杉
、

鹅掌揪
、

北

美鹅掌揪
、

落羽杉
、

池杉
、

黄枝油杉
、

红豆树
、

水松
、

华南五针松
、

金花茶
、

平果金花茶
、

东兴金花茶
、

显脉金花茶
、

银杏
、

福建柏
、

杜仲和蝴蝶果等 19 种植物
,

在本区能正常生 长发

育
,

开花结实
,

繁殖后代
。

其 余种类仍须进一步进行 引种栽培试验
,

观测其生长发育特性及

适应性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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