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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 棕生态学 、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分析了 棕的渐危原因 , 有以下几方面:

人类活动的影响 、开花后即死亡、花期不遇和生殖过程缓慢 。认为作为绿化观赏树种推广利用是

棕保护和持续利用的最佳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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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ctors of threatening Caryota urens , through study on its ecologi-

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these factors are human' s interruption , the character of dying after

flower , flowering phase stagger , and slow reproducing process.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it is the best

way of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aryota urens to extend and aplly Caryota urens as

ornamental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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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 Caryota urens L.是棕榈科常绿大乔木 ,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 产于我国南部以及印度 、

斯里兰卡 、 缅甸等地。其树干内含有几十甚至上百公斤淀粉 , 可提取出来加工成甜品———西米 ,

故亦称 “西米树” 。木质黑色 , 坚硬耐腐 , 可以作为特殊用材。树干高大 , 树形优美 , 是热带和

南亚热带地区环境美化的优良树种。 棕分布范围比较宽 , 但个体数量很少 , 如在我国分布较多

的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 , 直径 5 cm以上的个体不足 300 株 , 许多地方仅见单株。由于生物学习

性特殊 , 更新比较困难 , 加上人为破坏 , 使其自然分布越来越少。为了保护这一稀有树种 , 1988

年以来 , 我们对其进行了引种 、 观测 、 种子繁殖 、 苗木培育等研究 , 并多次深入林区调查。现

在 , 引种定植的 棕已高达 7 m (树冠高度 , 以下同), 基径 20 cm , 有的已开花。

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兴起 , 许多国家政府和科学家积极行动起来 , 为保护生物多

广西 植物 Guihaia　18 (2):105—108 1998年 5月　

 1997-04-22收稿

第一作者简介:黄仕训 , 男 , 1966年出生 , 助理研究员 , 林学专业。



样性而努力 , 稀有濒危植物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研究尤其受到重视。如何将保护与利用结合起

来 , 持续利用稀有濒危植物资源 , 是广大物种保护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 因此 , 本文在分析 棕渐

危原因的同时 , 对它的保护与持续利用进行了探讨。

1　地理分布及生态学特性

在我国 , 棕分布在云南的勐腊 、 河口 、 金平 、 沧源 、 个旧 、 马关 、 麻栗坡 、 西畴 、 富宁和

广西龙州 、宁明 、 崇左 、 大新 、 扶绥 、 靖西 、 百色等地。在地理分布上 , 主要是在北热带季雨林

区 , 少量分布到相邻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垂直分布上 , 在广西 , 一般分布在海拔 150 ～

800 m的山坡中下部或谷地 , 而在云南 , 则多分布在 700 ～ 1 500 m地带。分布区气候温暖 , 热量

丰富 , 年平均气温 20 ～ 22.3 ℃;≥10 ℃年积温一般在 7 000 ℃以上 , 最少也在 6 000 ℃以上;

极端低温-3 ℃, 多数地区在 0 ℃以上。分布区雨量丰沛 , 年平均降雨量 1 100 ～ 1 800 mm , 但

干湿季明显 , 雨量分布不均 , 有些地方旱季干旱严重 , 石灰岩地区尤其如此。 棕生长在石灰岩

地区 , 说明它具有一定的抗旱能力。土壤为黑色或棕色石灰土 , 呈中性至弱碱性 , 引种到酸性土

壤上也能正常生长。喜湿润 、 肥沃的土壤 , 但在土层瘠薄 、 岩石裸露处也能生长。 棕喜光 , 也

耐一定荫蔽 , 在林中多为中 、 下层树种。苗期需要荫蔽 , 以后逐渐喜光。

2　生物学特性

2.1　生长特性　 棕的生长完全依赖于中央的心叶 , 随着心叶的不断抽出 , 而增加茎的粗度和

高度。首先增加茎的粗度 , 待粗度基本稳定后 , 才长茎的高度。生长时 , 从茎顶中央萌发新叶 ,

每次一片。新叶抽出时 , 羽片呈剑形向上生长 , 以后再逐渐展开 , 形成宽大的叶片。从叶的生长

速度可以了解 棕的年生长规律。在桂林 , 从 2月份开始生长 , 以后随温度升高生长逐渐加快 ,

7月份生长达到高峰 , 之后逐渐减慢 , 到 11 月下旬停止生长。 棕为须根系树种 , 每年从根颈

处萌发一些侧根 , 一级侧根一长出来粗度已定型 , 以后不再长粗。随着一级侧根的伸长 , 逐渐

长一些二级和三级侧根 , 从而形成宠大的根系。根系受伤后无法修复 , 只能从根颈处重新发出新

根。幼苗期生长很慢 , 以后逐渐加快 , 1 年生苗一般只有一片叶 , 少数可长出二片叶 , 高 0.12

m , 基径 0.6 cm;10年生时 , 高可达 6.5 m , 基径达 20 cm。

2.2　开花结实特性　 棕为雌雄同株。穗状花序下垂 , 长达2.5 m , 分枝花序可达百支 , 结果量

达几十斤。开花时 , 花序从茎顶中心或叶腋抽出 , 以后慢慢伸长 、 下垂 , 在此过程中 , 可见分枝

花序上有许多小圆点 , 两个一对 , 这便是雄花。雄花长到一定程度时 , 在两个雄花中间可以看到

一个锥状雌花。长大后的雄花椭圆状三棱形 , 长 0.5 ～ 1.8 cm , 直径 0.5 ～ 1.0 cm , 成熟时裂为

三瓣 , 露出金黄色花丝 , 雄蕊 40枚左右。雄花开裂后几天内便全部脱落。雄花脱落后 , 雌花逐

渐长大 , 在雄花开后约 1个月 , 雌花成熟 , 其标志是顶端裂开一个嘴似小口 , 有分泌物 , 可见蚂

蚁吸食。授粉如果成功 , 果便逐渐长大 , 直至成熟。开花结实的过程很慢 , 从花序抽出到种子成

熟需要 2年多年时间 , 比如 , 8月中旬开始抽出的花序 , 第二年 7 月下旬雄花开放 , 9 月初雌花

成熟 , 授粉后 , 下一年 10月种子成熟。花序出现的时间不一致 , 6 ～ 8 月都可见花序抽出 , 因

此 , 5 ～ 10 月均可见到种子成熟。由于同一花序上雄花和雌花成熟期不一致 , 不能自花授粉。雄

花开后我们收集花粉贮藏于冰箱中 , 一个月后雌花开时人工授粉 , 获得成功。有资料认为 , 棕

一生只开一次花 , 据观察 , 有的植株可开花二次以上 , 但一般第一次开花是从茎顶抽出 , 以后的

花序从叶腋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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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种子繁殖及萌发特性　 棕用种子繁殖。果为浆果状核果 , 熟时深红色 , 圆球形或扁球形 ,

直径 2 ～ 2.4 cm 。种子近球形或半球形。种皮黑色 , 坚硬 , 表面有许多横切的浅沟 , 千粒重 2 700

g。种子没有休眠期 , 成熟后若有适宜条件 , 一个月内就能萌发 , 据试验 , 10月份采的种子 , 11

月初便可在恒温箱内催出芽。发芽率 80%左右。种子萌发过程比较特殊 , 属留土萌发 , 萌发时 ,

在种子背部中央推出一个小圆孔 , 伸出白色根状物 (此乃根和部分子叶), 以后慢慢伸长 , 长到

9 cm左右时 , 先端膨大 , 逐渐裂开 , 初生叶 (即鳞叶)呈筒状从中伸出向上生长 , 先端的根则

继续向下生长。以后 , 第二片叶 (即第一片真叶)从筒状鳞叶中呈条形抽出 , 逐渐展开 , 形成一

株完整幼苗。在适宜条件下 , 种子在播后 10 d开始萌发 , 大多数在 10 ～ 20 d 发芽 , 少量种子可

延续到 1个月或更久。种子萌发过程很慢 , 据观察 , 从子叶突出种皮到子叶先端开始膨大 , 约需

1个月的时间 , 又 1个月后 , 鳞叶长出 , 到真叶从鳞叶中开始长出 , 又需 40 d 左右 , 再过大约40

d , 真叶才展开 , 也就是说 , 从种子开始萌发到第一片真叶形成 , 共需 140 d左右 , 近 5个月。一

般情况下 , 3 月初播种 , 到 7 月初才出土 (鳞叶出土)。

3　渐危原因初探

一个物种受到威胁 , 除了外界因素外 , 也与其自身特性有密切关系。 棕也不例外 , 导致其

渐危的原因也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3.1　外因方面　人类活动的影响是其渐危的主要原因。由于 棕茎干内含有丰富的淀粉 , 往往

成为当地人取食淀粉的无本 “源泉” 。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开荒种地 、 掠夺式开采森林 , 不仅使林

中的 棕遭到大量砍伐 , 数量急剧减少 , 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其生存环境 , 大大增加了其更新的难

度 , 使其生存受到威胁。

3.2　内因方面　影响因素较多 , 主要有以下几点。

(1)花期不遇是造成其渐危的重要原因之一。 棕虽然雌雄同株 , 而且在同一花序上 , 但雌

花和雄花成熟相差 1个多月 , 显然同一花序授粉是不可能的。只有不同花序和不同植株之间才有

可能授粉 , 并且要花期正好相差 1个多月。 棕开花的次数很少 , 有的一生只开一次花 , 因此 ,

其授粉的可能性很低。再加上人为破坏 , 棕成片存在的很少 , 这更增加了其结果的难度。在野

外 , 常看到一些开了花却未结果的母树 , 就是这个原因。

(2)与其它植物相比 , 棕的开花结实和种子萌发过程十分缓慢 , 这严重地影响了它的更

新。前者从花序抽出到种子成熟需两年多时间 , 后者从种子萌发到第一片叶长成需近 5个月 , 这

两个阶段正是生命史中最脆弱的时候 , 在这慢长的时间里 , 很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如大风 、 暴

雨 、干旱 、 虫或动物的危害 , 对其成果和成苗影响很大。另外 , 种子不耐干藏 , 实验证明 , 在干

燥处放置半年的种子将失去发芽能力 , 因此 , 结了果的母树有的虽有几十斤上千粒种子 , 但在其

周围幼苗却不多。

(3) 棕的另一特点是开花后就死亡 , 这也是其渐危的原因之一。这在其它资料上也有记

载。据观察 , 棕开花后会逐渐死亡 , 而且开花年龄不确定 , 有的大树才开花 , 而有的幼树期就

开花了 , 如桂林植物园引种栽培的 棕 , 有一株 4年生幼树就开花了 (高 1.1 m , 基径 5.2 cm),

开花后第二年就死亡;另有一株 7年生时开花 (高 2.5 m , 基径 12 cm), 开花后生长衰退 , 4年

后死亡。造成 棕开花后就死亡的原因 , 是由于其花序是从茎顶中心抽出来的 , 而这里正是营养

生长 时新叶抽出的地方。生殖生长开始后 , 这一生长点被占据 , 新叶无处生长 , 营养生长中断。

棕没有萌芽能力 , 其生长完全依赖于从茎顶中心抽出新叶 , 从而增粗 、 长高。开花后 , 新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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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抽出 , 不断老化的老叶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能力减弱 , 而开花结实仍在消耗大量养分 ,

养分供求失去平衡 , 从而导致植株生长衰退 , 直至死亡。将濒死的植株砍伐剖开观察 , 可见果柄

着生处 (即茎干顶端)腐烂 , 而茎干仍存活 , 这正说明了这一点。

4　保护与利用

基于以上分析的原因 , 棕的保护应首先是在其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建立保护区 , 以制止人

们的进一步破坏 , 保护现存的个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 在云南西双

版纳和广西弄岗建立了自然保护区 , 这两个地方的 棕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建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稀有濒危植物 , 这只是一个方面 , 而且是比较被动的 , 保护效果有

限。有效办法还是将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 通过开发利用来达到保护的目的。就目前

来看 , 棕的主要用途有几个方面:取食淀粉 , 特殊工艺用材和绿化观赏。前两种用途 , 目前价

值不大 , 而且其利用是以砍伐野生植株作为代价 , 显然是不可取的。后一种用途 , 即用于绿化观

赏 , 却是值得考虑的。理由如下。

(1) 棕作为绿化观赏树种有良好的发展前途。其树干挺直 , 四季常绿 , 叶片长达 6 m , 向

四周伸展 , 形成高大 、 优美的树形。喜欢肥沃 、 湿润的土壤 , 又耐干旱瘠薄 , 是庭园绿化的优良

树种。苗期耐荫 , 其耐荫性可与常用的室内观赏植物棕竹比美 , 我们曾将几盆 3 年生苗放在办公

室内观赏 , 3 年了仍青翠如故 , 其间只长 2片叶 , 比以前略有增高。因此 , 棕又可作为室内观

赏植物。养护得好 , 2 年生苗有 3 ～ 4片叶 , 高 30 cm , 盆栽即可用于室内观赏。4年生时 , 高可

达 1.5 m , 基径达 8 cm , 可用于庭园绿化。

(2) 棕虽然是热带树种 , 但比较耐寒 , 这是它的又一个优势。棕榈科很多种类有较好的观

赏性 , 但耐寒的很少 , 高大乔木就更少 , 象假槟榔 、 大王椰子等优良的绿化树种在 0 ℃以下低温

时就会受冻 , 因此 , 大多数棕榈科的观赏树种仅限于我国华南沿海一带使用。而 棕完全可以度

过 0 ℃低温 , 1991年冬 , 桂林最低气温达-6 ℃, 积雪厚 5 cm以上 , 栽培多年的棕竹和鱼尾葵

大树受到不同程度的冻害 , 而 棕 1年生小苗却仅受轻微寒害 , 大苗则未受冻。因此 , 作为绿化

观赏树种 , 其使用范围是比较大的。

(3)一个稀有物种的开发利用 , 必须看是否对它的野生资源构成威胁 , 是否有利于物种的保

护 , 许多物种正是由于人们的过度开发利用而陷于濒危状态的。 棕作为绿化观赏树种利用 , 可

以避免这一点。由于 , 棕只宜用种子繁殖育苗 , 然而其自然繁殖成苗率很低。因此 , 通过人们

采种育苗作为绿化观赏树种来开发利用 棕 , 不仅可以美化环境 , 丰富人民的生活 , 还能有效地

增加 棕的资源 , 为进一步利用提供条件 , 从而达到保护和持续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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