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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棕桐藤栽培区区划初探

曾炳山 许煌灿 尹光天

摘要 本文依据华南和西南n 个省 (区 )有棕搁藤天然分布的区域确定区划范 围
,

选择与棕桐

藤生态
、

生物学特性和生长规律密切相关的 6 个气象指标共60 个气象台站的气候资料
,

应用聚类

分析方法进行气候预分区
。

在此基础上
,

根据棕桐藤综合研究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
,

以黄藤
、

白

葬
、

单叶省藤和异株藤等具有发展潜力的藤种及其适生条件作为主要区划依据
,

进行栽培区区划
,

将我国宜路区划分为四个栽培区
,
即最适栽培区

、

适宜栽培区
、

次适宜栽培区和局部可植区
。

而后
,

提出各区适宜的栽培藤种及关键栽培技术
。

关抽词 棕桐膝
、

栽培区区划
、

气候分区

我国地域辽阔
,

棕桐藤分布区跨越热带
、

亚热带两个气候带〔
’] ,

分布区内气候类型复杂

多样
,

土壤条件各异
,

可供种植的商品藤种繁多
。

因此
,

藤类生产必须因地制宜
,

合理布局
,

才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

减少或减免灾害性天气的危害
,

发挥生产潜力
。

为此
,

我们在综合

十几年来棕搁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作棕桐藤栽培区区划
,

为发展棕桐藤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1 我国棕桐藤天然分布概况

1
.

1 分布的种类和 区域

棕桐藤是热带和南亚热带森林的主要层 间植物
,

全世界已知共有13 属约60 。种因
。

我 国

为世界棕桐藤植物天然分布区的北缘
,

有 3 属 40 种 21 个变种
,

占全世界 已知藤种种数的6
.

8 %
,

其中黄藤属 (D a em o n o ;
叩

s ) i 种
,

省藤属 (C a la 二 : s )3 5种2 1个变种
,

钩叶藤属 (p le c oo c o 二ia ) 4

种
。

天然分布区的北缘线东起浙江省南部的平阳
,

经福建北部的建阳
、

邵武
,

湖南省南部的

郴州
,

广西的桂林
,

贵州省南部的榕江
、

荔波
,

云南的文山
、

红河
、

盈江
,

到西藏的察隅
、

墨脱
、

亚东
,

分布区包括海南
、

广东
、

广西
、

福建等省区以及浙江
、

江西
、

湖南
、

贵州
、

云

南和西藏等省区的南部
,

大致与 ) 10 ℃年积温7 0 00 ℃等值线相接近[:J
。

海南岛和云南西双

版纳地区是我国棕桐藤两大分布中心
,

分布藤种数 占全国的90 %以上
。

目前
,

这两个地区也

是我国原藤的主要产地
。

1
。

2 天然分布与植被

我国棕桐藤天然分布区自北向南包括了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热带雨林季雨林两个植被区

中的 6 个植被带/亚地带的多种植被类型
,

集中分布于热带雨林和季雨林带
。

在热 带湿润 雨

林
、

山地雨林
、

常绿季雨林和南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等植被类型中
,

棕桐藤分布种类多
,

种

19 9 2一1 1一0 3收稿
。

曾炳止研实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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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光天(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州 5 1 0 5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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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数量大
。

由于所分布的植被类型多样
,

其伴生乔木树种繁多
,

组成结构各异
。

在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有原始省藤亚属的直立型藤种
,

如毛 鳞省藤(c
.

th那a -

n o lep i: H a n e e )
、

尖果省藤 (C
. o x g c a r p u : B e e e )

、

大嚎省藤 (C
.

m a e : o r rh万, e几。: B u r r e t)

等
,

种群密度小
,

多散生于水热条件比较好的山坡下部近沟谷地段
。

常见伴生乔木树种随各地

环境条件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
,

主要是樟科
、

壳斗科
、

金楼梅科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代

表种
、

建群种 [sJ
。

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主要分布黄藤属和省藤属的一些藤种
,

如阔叶省藤 (c
.

ol ie :
-

t a li: Ch a n g )
、

白藤(C
.

t e tr a d a c t梦l: 5 H a n e “)
、

杖藤 (C
. rha bd o c lad u s B u r r e t )

、

短 轴省

藤 (C
. ‘o二p s o s ta c h夕5 B u r r e t )

、

广西省藤 (C
.

g o a n g x io n s is W e i)
、

黄 藤 (D
.

二a r g a r ita 巴

B ec c) 等
。

分布的种类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多
,

种群密度仍较小
,

除个别藤种如杖藤可见

小片藤林外
,

其余均呈散生分布
。

我国棕桐藤明显形成以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为中心的东部和西南部分布区
。

东部分布

区的热带雨林
、

常绿季雨林中分布有 3 属 13 种 1 变种
,

垂直分布至海拔 1 1 00 m
。

常见 的 有

白藤
、

黄藤
、

大白藤 (C
.

fa be : 11 B e e e )
、

小钩 叶 藤 (p
.

m ic : 0 5 ‘a ch, 5 B u r r e t )
、

单叶省藤

(C
. 5 1二plic ijo liu s

W e i)
、

短叶省藤 (C
. e g r o g i“5 B u r r t)等

,

种类多
,

种群 密 度大
。

伴生

乔木树种多种多样
,

以海南岛尖峰岭 山地雨林为例
,

主要 有 红 稠 (众 thoc al p : : fen 二11二的

A
.

e a m u s )
、

盘壳栋 (Q。e ; c u s p a te llifo , 爪犷5 Ch u n )
、

绿楠 (万‘ , g lie tia ha犷n a n o n s is D a n d ys

等t’,
‘J

。

西南分布区
,

棕桐藤垂直分布可达海拔 2 O00 m
,

大部分 是 区 域 性的特有种
,

如长

鞭省藤 (C
.

fla g e llu m G r iff)
、

宽刺省藤 (C
.

p la t, a c a , tho s

W a r b
.

e x B e e e )
、

版 纳 省 藤

(C
. 5 15 Pe i & Ch e n )

、

大钩叶藤 (p
. a ss a二 : c a G r iff)等

。

伴生乔木树 种 因 森 林 类型而

异
,

常见的有云南龙脑香 (D ip te : o ea ; p 。: ; 。to s u s B l
.

)
、

毛坡 垒 (H o p ea , 0 1115 : i二a C
.

Y
.

W u )
、

隐翼 (C r万p te : o n艺a p a n ic u la ta B l
.

)等[ ‘J
。

1. 3 天然分布与土城

棕桐藤天然分布的主要土壤类型有
:

砖红壤
、

赤红壤 (砖红壤性土)
、

红壤
、

黄红壤
。

在

某 些局部区域
,

棕桐藤在山地黄壤
、

石灰性土和紫色土上也生长良好
。

据海南岛尖峰岭的调

查
,

在原生条件下
,

棕搁藤适宜于土层厚度> 80 c m
、

有机质含量 > 3
.

0 %
、

全N > 。
.

15 %
、

全 P > 。
.

02 %
、

速效钾 > 4
.

s m g 八 00 9 土
、

水 分含量 > 15 %
、

p H 值 4
.

5 ~ 6
.

5
、

土层深厚
、

肥沃的酸性或微酸性土壤
。

2 栽培藤种及其适生条件

2
.

1 适生栽培种及其生产潜力

我国棕桐藤主要栽培藤种有黄藤
、

白藤
、

单叶省藤和异株藤等 7 种 (表 1 )
,

已造林面积

约 2 0 0 0 hm
Z 。

试验证明
,

人工种植棕桐藤具有极大的生产潜力
,

如黄藤采收间隔期为 s a ,

在 25 a 的经营期内总产量可达 3 8 7 6 6 kg / hm
Z 。

白 藤
一

收获期短
,

植后 5 ~ 6 a 即可采收
,

初

次采收产量达5 o o o k g / h m
z [ ’,

。

我 国许多藤利
, ,

如小省藤 (C
.

g ; a c ilis R o x b )
、

版 纳 省 藤
、

滇南 省 藤 (C
.

he , r 夕a n u s

B e e e )
、

桂南省藤 (c
, a o st r o 一 g u a n琴x ￡e n s￡5 p e i & C h en )等多种 藤种

,

生 长快
,

在 适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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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 国 主 要 裁 培 捺 拥 膝 种
自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一

. 曰. -
.

-
..

-
州~ ~ . ~ -

一
一

.
~ -

一
一

- -
-

径 级 栽 培 范 围

藤 种 萌 集 成 从 特 性

(e m )
‘

(地点)

黄 膝

单叶省膝

短叶省膝

白 路

异 株 麟

云南省慈

长鞭省路

0
.

8 ~ 1
.

5

0
.

8 ~ 1
.

5

0
.

8 ~ 1
.

5

0
.

3 ~ 0
.

7

0
.

3 ~ 0
.

7

0
.

3 ~ 0
.

7

0
.

3 ~ 0
.

6

强萌莫
,

多条主茎

少萌莫
,

1 ~ 3 条主茎

少萌莫
,

1 ~ 3 条主茎

强萌莫
,

多条主茎

强萌 集
,

多条主茎

强萌某
,

多条主茎

少萌葵
,

1 ~ 2 条 主茎

福建
、

广 东
、

广西
、

海甫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海甫

海南
、

广东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海南
、

云南

广西
、

福 建
、

云南

广西
、

广 东

广西
、

云 南

条件下
,

茎年生长量> 1
.

o m
,

且藤茎品质优良
,

具驯化栽培潜力
。

2
.

2 主要栽培燕种的适生条件

多年来对棕桐藤物候及生长节律的观察和在广东
、

海南岛
、

广西
、

福建和云 南等 地 引

种与多点栽培试验结果表明
,

低温和干旱是棕桐藤栽培的主要限制因子 (表 2 )
。

从 栽培 藤

种的适生条件来看
,

我国24
O

N 以南的广阔地区均可大规模栽培
,

尤以海南岛
、

云南西 双 版

纳
、

广西南部
、

广东南部和福建南部适宜于营造藤林或林藤间种
。

表 2 主 要 栽 培 膝 种 适 生 条 件

适生气象指标

臻 种 年均温 年降雨量

(℃ ) (m m )

冻害 开始抽 速生期

梢时月
温度 均 温 降雨量
(℃ ) (℃ ) (m m )

适 宜 土 奥 类 型

黄
.

哗 ”~ 25

单叶省膝 2 0 ~ 2 5

1 2 0 0 ~

2 8 0 0

1 3 0 0 ~

2 8 0 0

1 2 0 0 ~

2 0 0 0

1 00 0 ~

1 8 00

1 2 0 0 ~

1 8 0 0

1 4 0 0 ~

2 8 0 0

1 2 0 0 ~

2 0 00

5 8 0 0 ~

8 5 0 0

6 5 00 ~
9 00 0

6 0 00 ~

9 0 0 0

5 SO0ee

8 5 0 0

6 0 0 0 ~

8 5 0 0

5 8 0 0 ~

8 5 0 0

6 5 0 0 ~

8 5 0 0

一 2
.

6

一 3
.

0

> 1 8 0

> 2 0 0

小 白藤 1 9~ 2 5 > 15 0

5685
,孟. .�下孟,二

白 落 2 0 ~ 2 5 一 1
.

5

一 1
.

5

> 18 0

异株膝 2 0 ~ 2 5 > 1 5 0

短叶省路 1 9 ~ 2 5

一 1
.

5

一 3
.

0

18

16 > 2 0 0

长鞭省窿 2 1 ~ 2 5 一 1
.

5 16 > 2 0 0

赤红城
,

砖红壤
,

山地黄坡等
,

表层有机质含

量 > 2
.

5 %
,

全N > 0
.

1%
,
PH 4

.

5 ~ 6
.

5

赤红坡
,

砖红坡 等
,

表层有机质含里> 3
.

0%
,

全N > 0
.

1
,

pH 4
.

5 ~ 6
.

5

赤 红旗
,

砖红坡
,

紫 色土
,

石灰性土
,

有机质

含量> 2
.

5%
,

全N ) 0
.

1%
,
p H 4

.

5 ~ 6
.

5

石 灰性土
,

紫色土等
,

有 机质 含量 > 2
.

0%
,

全

N > o
‘

0 5%
,

p H s
.

5 ~ 7
.

5

赤红城
,

砖 红壤
,

石灰 性 土
,

有 机 质 含 量

> 2
.

5 %
,

全N ) 0
.

1 %
,
P H通

.

5 ~ 7
.

。

赤红壤
,

砖红坡
,

山地黄棕城等
,

有机质含量

> 3
.

5% ,

全 N > 1
.

0% , P H 4
.

5 ~ 6
.

5

赤红坡
,

砖红城
,

黄棕 壤 等
,

有 机 质 含 量

> 3
.

0%
,

全 N > 1
.

0%
,

P H S
.

0 ~ 7
.

0

3 栽培区区划

3
。

1 区划依据和方法

3
.

1
.

1 棕桐藤分布及现有栽培范围 我国棕桐藤天然分布区包括华南
、

华东和西南山地n 个

省(区 ) 的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广大区域
,

这一区域具有发展棕桐藤人工栽培的潜力
。

本区划以

棕桐藤的天然分布范围为基础
,

同时综合考虑现有人工栽培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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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2 栽步杏区的气候分区 棕搁藤栽培区域广
,

由于各地区的气候条件差异大
,

天然分 布

藤种的种群数量和密度
、

人工栽培藤种的生产潜力均有较大不同
。

随着纬度增大
、

年均温下

降
、

绝对低温值增大
、

霜 日潜加
,

藤种数量减少
、

密度变小
,

植物体形态也由攀援型向直立

型过渡
,

藤种经济价值相应低下〔’]
。

低温和干旱是藤生长繁育的主导制约 因 子
,

当 气温 <

15 ℃
,

月降水量 < 25 m m
,

黄藤
、

白藤和单叶省藤等的生长基本停止
。

因此
,

栽培区 区 划

以气候分区的结果为主要依据
。

气候区区划按以下方法进行
:

3
.

1
.

2
.

1 气候指标及样点的选取 选择年均气温 (T)
,

年均降雨量 (R)
,

) 15 ℃ 的年 积 温

(P T)
,

一月份均温 (T
:

)和干旱月数 (月降雨量成 25 m m )及年霜 日数等 6 个与棕桐藤的分布和

生长发育有密切相关的气象因子作为栽培区气候类型划分的指标[“]
。

收集天然 分 布 区n 省

(区)气象台站 10 年以上连续观测的气象资料
,

经过预选除去因大地形
、

海拔等因素影响导致

小气候明显的站点
,

最后确定选取福建 (9 )
、

江西 (3 )
、

湖南(2 )
、

贵州 (3 )
、

广东 (1 1 )
、

广西

(1 5 )
、

云南 (9 )
、

海南 (8) 等省 (区)的60 个气象台站为分类样点
。

3
.

1
.

2
.

2 聚类分析 先对各样点六个与藤类生长密切相关的气象指标作 R 型主成分分析
,

再

作样本排序
、

聚类分析
,

将各样点分类区划
,

使区域内的气候差异尽可能小
,

而区域间的变

差却最大
,

从而达到区划的目的〔‘〕。 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3 。

衰 弓 特 征 向 t 和 特 征 根

气象指标
特分 征 向 t特 征 向 t

1
.

年平均气 沮 X ,

2
.

年均降雨 盆 X :

3
.

> 15 ℃积温 X 3

4
.

一 月份均 温 X ;

5
.

干早月数 X
S

6
.

霜 日 数 X
。

特 征 根

贡献率 (% )

累计贡献率 (% )

0
.

5 0 0 4

0
.

0 8 3 2

0
,

5 0 3 0

0
.

5 0 9 1

0
.

2 1 3 0

一 0
.

4 3 0 3

一 0
.

1 2 7 4

一 0
.

7 2 7 7

一 0
.

0 9 8 7

0
.

0 6 8 7

0
.

6 6 3 1

0
.

0 0 5 3

0 1 0 5 0

0
.

3 2 8 0

0
.

1 5 2 8

0
.

2 2 6 9

0
.

3 7 2 8

0 8 1 7 1

一 0
.

3 3 6 7

0
.

5 9 2 5

一 0
.

3 0 3 7

一 0
.

0 1 6 6

0
.

5 4 5 1

一 0
.

3 8 1 9

一 0
.

1 0 8 8

一 0
.

0 6 2 4

一 0
.

5 4 3 2

0
.

7 9 0 1

一 0
.

2 5 2 4

0
.

0 3 6 3

0
.

7 7 2 8

0
.

0 3 1 0

一 0
.

5 7 1 5

一 0
.

2 4 5 2

0
.

1 2 2 7

0
.

0 0 7 1

3
.

6 5 0 7

6 0
.

8 5

6 0
.

8 5

1
.

5 3 9 5

2 5
.

6 6

8 6
.

5 1

0
.

40 9 0

6
.

8 1

9 3
.

3 2

0
.

32 9 6

5
.

50

9 8
.

82

0
.

0 4 2 1

0 7 0

9 9
.

5 2

0
.

0 2 8 6

0
.

4 8

1 0 0
.

0 0

为取得最佳区划方案
,

采用最短距离法
、

最长距离法
、

中间距离法
、

重心法
、

平均距离

法 和逐步聚类法六种方法同时进行聚类分析
,

除少数边界点的归属有差异外
,

所得结果大致

相 同
,

但 以逐步聚类法的结果最为理想
。

样点与样点间的距离采用欧氏距离
。

前两个主成分

的累计贡献率已达86
.

51 %
,

采用样点的前两个主成分坐标进行聚类分析
,

样点间的距 离 实

际 上是二维空间点与点的距离
,

即 :

D
‘i 二 了 (X

‘: 一 X 5 1
)

2 + (X
‘2 一 X , 2

)
‘

凝聚点的选取 主要以棕搁藤的分布及 区系特点为依据
,

选取代表不同地域的样点作为凝聚点
,

逐步聚类所得结果如表 4
。

3
.

1
.

3 栽培藤种及其适生条件 在多年试验和研究的基础上
,

确定以目前已在华南各省(区)

推广栽培的优 良商品藤种—黄藤
、

白藤和单叶省藤为主 区划藤种
,

以已初步引种驯化和种

植试验成功的异株藤
、

短叶省藤
、

小白藤和长鞭省藤等国内外优良商品藤种为辅助区划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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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旅 类 结 果

类 号 样 点 凝聚点

双江
、

盈江
、

石屏
、

富宁
、

思茅
、

傲玩
、

德保
、

西林
、

风山
、

荔波
、

罗甸 6
.

富 宁

景洪
、

劝腊
、

大劝龙 9
.

大劝龙

凭祥
、

隆安
、

平南
、

柳州
、

横 县
、

英德
、

梅县
、

河该
、

汕头
、

德庆
、

广州
、

南安
、

漳州
、

云甘
、

巴马 32
.

德 庆

北海
、

东兴
、

高州
、

湛江
、

海 口
、

佑县
、

陵水
、

琼海
、

阳江 36
.

海 目

乐东
、

昌江
、

东方
、

崖县
、

,0
.

崖 县

桂林
、

磁安
、

钟山
、

龙胜
、

甫堆
、

连县
、

福级
、

南平
、

永泰
、

连城
、

龙岩
、

式平
、

峨州
、

信丰
、

52
.

信 丰

定甫
、

临武
、

道县
、

榕江

I皿

万皿V砚

依据它们的生态和生物学特性以及人工栽培的适生条件作为小区划分依据
,

并根据各区的小

区气候和土壤条件
,

提出可供选择的具有发展前景的其他一些藤种
。

3
。

1
.

4 社会经济条件 藤家具和器具编织是原藤产区的传统家庭手工业
,

小宗藤商品一 般

在当地市场销售
。

在经济发达地 区和中心城市
,

制藤工业的发展已有100 多年历史
,

大 中型

的藤器厂已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

基本垄断了原藤及其制品的国内产销市场
,

而且产品以出口

为主
。

因此
,

栽培区区划也充分考虑到现有藤器加工厂的布局和藤制品的销售市场
。

3
。

2 栽培分区和评述

按以上区划原则和方法
,

可将我国宜藤区划分为四个栽培区 (图 1 )
。

各区主要气候指标

(表 5 )和栽培布局评述如下
:

表 5 各 区 气 象 特 征

分 区 名
年 均 温

(℃ )

年 降 雨 盆

(m m )

》1 5℃年积温

(℃ )

1 月均温 箱 日 数
干早月数

(℃ ) (d )

2 3
。

2

琼霄区

平均

6

范围

平均

6

范围

O
。

7 1

2 2
。

3 ~ 2 4
.

5

1 9 4 0
.

0

3 7 4
.

0 6

1 5 6 7
.

3 ~ 2 82 2
.

7

8 3 7 2
.

3

6 1 2
。

1 2

7 0 3 4
。

9 ~ 8 9 4 1
.

5

1 6
。

2

1
。

71

1 4
.

3 ~ 1 9
.

6

0
。

9

0
。

9 9

oro 3

0
。

4

0
。

6 1

0
。

0 ~ 2
。

0

滇甫 区

2 1
。

4

0
。

3 4

2 1
.

lee 2 1
。

9

1 3 8 3
.

3

1 3 8
。

6 4

1 1 9 6 ~ 1 52 7
.

1

7 23 8
.

1

3 1 9
.

2 8

6 8 1 9
。

2 ~ 7 5 9 3
。

5

1 5
.

4

0
。

1 9

1 5
.

3 ~ 1 5
.

7

0
、

8 2

1 ~ 3

0
.

1

0
.

0 5

0
。

0 ~ 0
。

1

最适宜栽培区

适培
宜
栽区

华南区

平均

6

范围

平均

6

范围

21
。

2

0
.

4 2

2 0
.

4 ~ 念1
.

8

1 5 76
.

5

1 90
.

3 8

1 3 1 0
。

1 ~ 1 90 0
。

3

6 41 9
.

9

3 8 5
.

3 7

5 8 7 9
.

0 ~ 7 1 35
.

1

1 2
。

2 0 0
.

3

D
。

8 8 0
.

4 9

1 0
。

3 ~ 1 3
.

3 o ro l

5
。

1

2
。

8 9

1
.

0 ~ 1 0
。

6

次栽

适培
宜区

琼西南 区

2 4
.

5 1 2 9 8
.

6

0
.

5 3 2 0 6
.

7 2

2 4
.

0 ~ 2 5
.

5 9 9 3
.

3 ~ 1 5 5 9
.

8

阂中
、

南岭边

缘 区

平均

6

范围

平均

6

范围

1 9
.

0

0
.

5 9 0

1 8
.

0 ~ 1 9
.

9

1 5 50
.

3

1 4 7
.

1 4

1 21 1
.

1 ~ 1 9 4 2
.

5

8 9 4 7
。

4 1 9
.

7 4
.

3 0
.

0

20 0
.

2 1 0
.

8 0 0
.

4 3 0
.

0 0

8 83 1
。

1 ~ 9 2 8 2
.

8 1 8
.

9 ~ 20
.

9 4 ~ 5 0
.

0 ~ 0
。

0

5 36 1
,
9 8

.

5 0
.

1 4
.

8

26 5
.

8 9 0
。

9 5 0 5
.

2 9

4 86 4
.

2 ~ 5 8 2 6
.

8 6
.

8 ~ 1 0
.

8 0 ~ 0 6
.

4 ~ 2 3
.

6

滨南
、

黔南
、

桂西 山原区

1 8
.

9

0
.

6 3

1 7
.

8 ~ 1 9
.

6

1 2 7 2
.

0

1 9 7
.

8 9

92 0
.

9 ~ 1 53 次
.

7

5 3 75
.

0

25 4
.

1 3

4 9 7 8
.

1 ~ 5 8 3 1
.

7

1 0
。

9

1
。

0 71

8
.

4 ~ 1 2
.

5

3
.

2

0
.

7 2

2 ~ 4

8
.

8

4
.

8 0

2
.

3~ 15
.

6

局部可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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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最适栽培区

工1 琼雷区 包括除西南干旱地区外的全海南岛
,

广东的雷州半岛直至高州
、

阳江及广

西南部的东兴
、

防城
、

钦州
、

北海
、

合浦
。

本区属北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

年均温 > 22 ℃
,

年降雨量> 1 S OO m m
, ) 15 ℃年积温高于7 0 0 0 ℃

, 1 月均温> 14 ℃
,

干旱月 数 少
,

几 乎

全年无霜冻
。

本区是我 国棕搁藤中心分布区和原藤主产区
,

分布种类多达 13 种
,

种群密度大
。

在保护完好的某些森林类型中
,

如山地雨林和热带常绿季雨林
,

藤种分布密度高达5 69 。株/

hm
Z 。

我 国的主要商品藤种如黄藤
、

单叶省藤
、

短叶省藤
、

小省藤等也分布在此 区
。

因此
,

本 区是我国棕搁藤栽培的最适 区域之一
。

本区的自然条件优越
,

要增加国产原藤产量
,

减少进口
,

首先应在本区大力发展藤类人

工栽培
。

适宜于本区栽培的藤种有
:
黄藤

、

白藤
、

单叶省藤
、

异株藤等
,

同时可试种原产本

区的短叶省藤
、

小省藤和原产东南亚的马兰省藤 (c
.

m an an M IP)
、

西 加 省 藤 (c
.

ca
。: i “ :

B l
.

)以及原产云南的长鞭省藤
、

云南省藤等优良商品藤种
,

以丰富本区的棕搁藤物种资源
,

提高人工栽培的产量和原藤质量
。

栽培作业方式可以是林下间种
,

实行多种经营
,

也可营造

纯藤
,

提高藤茎单产
。

适宜于间种棕搁藤的树种有石梓
、

抽木
、

花梨
、

孔雀豆
、

麻棘
、

母生

等优 良珍贵用材树种
,

还有木麻黄
、

相 思等大面积绿化造林树种
,

同时也可在橡胶林下合理

间种
,

以提高胶园经济效益
。

工2 滇南区 包括云南省的麻栗坡
、

河 口
、

金平
、

绿春
、

江城
、

动腊
、

景 洪
、

动 海
、

孟

连
、

澜沧
、

西盟
、

沧源
、

陇川
、

瑞丽
、

碗叮等地
。

本 区属北热带季风气候
,

年均 温 > 21 ℃
,

年降雨量约 1 4 00 m m
,

) 15 ℃年积温 > 6 8 00 ℃
, 1 月均温> 15 ℃

,

年霜日数 少
。

本 区 高

温
、

多雨
,

干湿季明显
,

雨季湿度大的气候条件适合于棕桐藤生长
,

原生分布有 2 属15 种15

变种
,

是我国棕搁藤资源的主要分布区和重要的原藤产地之一
,

也是栽培的最适 区域之一
。

适宜于本区栽培的藤种有长鞭省藤
、

云南省藤
、

小省藤
、

黄藤
、

宽刺省藤
、

版纳 省藤和滇南

省藤等
。

也可引种琼雷区的经济藤种
,

如黄藤
,

厘藤
,

单叶省藤等
。

同时还可引种缅甸
、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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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越南
、

泰国
、

马来西亚等国的优质商品藤种
,

如马兰省藤
,

西加省藤
、

异株藤等
。

栽培

方式为林下间种或营造纯林
,

可供林下间种棕搁藤的树种有抽木
、

石梓
、

麻糠和龙脑香科的

珍贵用材树种
,

也可在橡胶林下间种
。

本区野生藤资源较为丰富
,

但近年来也受到了严重破

坏
,

人工栽培又刚刚兴起
。

因此
,

保护本区现有藤类资源
,

合理采收
,

永续利用野生藤
,

对

今后藤类生产
、

科研都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
。

亚 适宜栽培 区

华南区 此区包括广东恩平
、

阳春
、

信宜
,

广西博白
、

上思
、

凭祥 以北
,

福建 南 靖
、

南安
,

广东梅县
、

河源
、

英德
,

广西昭平
、

柳州
、

巴马以南
,

广西凭祥
、

田 阳
、

巴 马 以 东

直至福建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
,

包括台湾
。

本区大致属南亚热带海洋性 季 风 气 候
,

年均温

> 20 ℃
,

年降雨量> 1 3 oo m m
,

) 15 ℃年积温> 5 80 。℃
,

1 月均温> 10 ℃
,

年降水 分 配

较均匀
,

干旱月数极少
,

霜日数 5 天左右
。

本区现存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有黄藤
、

白

藤
、

杖藤
、

短轴省藤
、

小白藤等经济藤种
,

由于原生植被的反复破坏和区 内发达制藤工业导

致天然资源过度采收
,

棕搁藤原生资源已经枯竭
。

本区的水热条件基本满足我国主要商品藤

种丰产的要求
,

但与东南亚等棕柯藤主产国相差较大
,

棕桐藤栽培应立足于国产商品藤种
,

如黄藤
、

单叶省藤
、

短叶省藤
、

白藤以及原产越南的异株藤等
。

本区稍南的一些地 区
,

积温

较高
,

冬季低温频率小
,

可适当引种菲律宾
、

越南
、

缅甸
、

印度等纬度稍北一些国家的藤种
。

栽培方式应以林下间种为主
,

局部水热条件好的地段可营造纯藤林
,

以便于集约经营
,

提高

藤林单产
。

林下适合于间种棕搁藤的树种有火力楠
、

擦木
、

锥栗
、

相思
、

木麻黄
、

杉木
、

马

尾松等
。

l 次适宜栽培 区

琼西南区 本区包括海南岛的东方县
、

英歌海
、

三亚市
、

昌江县的滨海地区
,

为半环形

的狭长带
。

属于热带气候
,

年均温 > 24 ℃
,

年降雨量 1 2 0 0 m m 左右
,

) 15 ℃ 年 积 温 则>

8 8 0 0 ℃
, 1 月均温> 19 ℃

,

干旱月数多达 4 ~ 5 个月
,

全年无霜冻 日
。

本区降水较 少
,

且

分配不均
,

温度高而蒸发量大
,

自然植被为热带稀树草原
,

除水分条件较好的沟谷地段外
,

皆不适宜棕桐藤生长
。

适宜于本区的藤种仅有较耐旱的自藤
、

杖藤
、

大白藤等
。

在海拔较高

的局部山地的沟谷两旁亦可选择黄藤
、

单叶省藤
、

短叶省藤
、

小省藤等优良藤种进行栽培
。

另外
,

在村镇周 围
、

小溪沟流两旁
,

结合四旁植树
,

选择黄藤
、

单叶省藤零星种植
,

可获得

较好的经济效益
。

W 局部可植 区

那 l 闽中及南岭边缘区 包括福建龙岩
、

漳平
、

三明
、

仙游等地区
,

江西赣州地区南部

的一些县市
,

广东的平远
、

和平
、

翁源
、

怀集以北
,

湖南郴州和零陵地区南部的一些县市
,

广西桂林以南
,

柳州以北
,

河池 以东的丘陵低山
。

本区属中亚热带气 候
,

年 均 温< 20 ℃
,

) 15 ℃年积温 < 5 9 0 0 ℃
,

一 月份均温仅 10 ℃左右
,

冬季霜冻频率高
,

平均每年约15 天
。

热

量条件不能满足高产丰产要求
,

冬季低温使棕桐藤难以越冬
,

分布的藤种少
,
主要有杖藤

、

毛鳞省藤
、

高毛鳞省藤等
,

多为直立型棕桐藤
。

因此棕稠藤栽培应选择较耐寒的黄藤和杖藤
,

且不可营造纯藤林
,

应林下间种
。

适合林藤间种的混交树种有樟树
、

擦树
、

木荷
、

栋类及杉

木
、

马尾松等
。

立地应选择向阳
、

无辐射性霜冻的中下坡
,

以免低温冻害
。

防寒抗冻
,

选择

抗寒藤种
、

种源或无性系
,

是本区关键性栽培措施之一
。

土壤以水肥条件好
、

土层深厚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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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为好
,

其它适宜于栽培棕桐藤的土壤还有紫色土
、

红壤
、

赤红壤等
。

本区稍北的一些地

区由于气温低
,

冬季霜冻频繁
,

不宜大面积种植棕桐藤
。

局部地区要发展人工种植也必须经

过严密的引种
、

小试
、

中试后方可进行
。

万 2 滇中
、

黔南
、

桂西山原 区 包括贵州荔波
、

罗甸
、

册亨和兴义
,

广西凤山
、

白色
、

德保以西
,

云南的富宁
、

马关
、

思茅
、

双江
、

潞西
、

盈江以北
,

保山
、

景东
、

玉溪以南的丘

咬低山
。

本区为亚热带高原性气候
,

年均温仅 19 ℃左右
,

年降雨量 1 2 00 m m 左右
,

) 15 ℃

年积温4 9 0 。~ 5 8 0 0 ℃
, 1 月均温 11 ℃左右

,

干旱月约 3 个
,

年霜 日数约 9 天
。

由于降水较

少
,

干早时间较长
,

年均温
、

积温低
,

霜日数多
,

天然分布藤种少
,

经济藤种快速生长所需

的雨量不能满足
,

低温也使许多商品藤种难 以过冬
。

因此
,

只能选择海拔较低
,

气温较高的

低丘或沟谷地段种植
,

也不宜营造大面积纯藤林
,

应 以林下间种为主
。

适合于 间种棕桐藤的

树种有杉木
、

马尾松
、

思茅松
、

云南松等
,

藤种有黄藤
、

小白藤等
。

5 小结

(1 ) 我国适于种植棕桐藤的地域较广
,

藤种繁多
,

宜藤区内气候
、

植被
、

土壤
、

经济条

件错综复杂
。

因此
,

棕桐藤栽培必须因地制宜
、

合理布局
,

这就必须对栽培区进行区划
。

(2) 根据多年来的研究结果和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
,

我们选择了棕搁藤天然分布和栽

培范围
、

栽培区的气候分区
、

栽培藤种及其适生条件
、

原藤产销和藤器加工销售等经济条件

作为栽培区区划的主要依据
。

初步将我国宜藤区划分为四个区
:

最适宜栽培区
,

即琼雷区和滇

南区 , 适宜栽培区
,

即华南区, 次适栽培区
,

即琼西南区 , 局部可植区
,

即闽中及南岭边缘

区和滇中
、

黔南
、

桂西山原区
。

(3) 根据各区的自然条件及现有栽培藤种的生产力
,

琼雷最适宜区和滇南最适宜区可广

泛栽培国内商品藤种
,

同时可引种 国外的优质藤种
,

经营方式既可为林藤间种
,

也可为纯藤

作业
,

该区可望建设成高产丰产区
。

华南适宜区的棕桐藤生产潜力也较高
,

是我国发展棕搁

藤丰产林 的理想地区
。

滇中
、

黔南
、

桂西山原 区和闽 中及南岭边缘区棕桐藤生产力低
,

受低

温危害可能性大
,

不宜大面积种植棕桐藤
,

且应以林下间种为主
。

琼西南次适宜 区则太干早
,

应发展四旁
、

沟谷地和海拔较高的山地种植棕桐藤
。

(4) 我国棕搁藤栽培起步于60 年代
,

生产实践经验不足
,

相应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深

入
。

因此
,

本区划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

期望能对我国的棕桐藤人 工栽培有参考意义
。

同

时
,

也有待于生产实践的检验
,

使棕搁藤栽培区划更臻完善
,

使我国棕桐藤栽培 布 局 更 趋

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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