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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千热河谷的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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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锐饲 干热河谷 , 植物资源

一
、

千热河谷的气候特点

云南的干热河谷气候
,

受大气环流尤其是地形因素的影响较大
。

就环流因子而言
,

各流

域所受影响大体相似
,

从而形成相似的气候特点
:

干湿季非常分明
,

干季湿 度小
、

云量少
、

晴天多
、

日间气温高
、

昼夜温差大 , 湿季水汽多
、

云量多
、

阴天多
、

日间气温不高
、

昼夜温

差不大等
。

从地形因素看
,

由于北有大山屏障
,

阻挡寒潮侵袭
,

加之河谷深 陷
,

多受焚风影

响
,

河谷气候更显得炎热干燥
。

但随着各条河谷的位置
、

走向
、

切割程度和海拔高度等因子

的差异
,

各流域在水热两项主要气候要素上的差别特别显著
。

根据热量条件和湿 润状况
,

干

热河谷气候大体可分为
:

热带半湿润河谷气候
,

南亚热带半湿润河谷气候
,

南亚热带半干旱

河谷气候等类型 工’工
。

二
、

干热河谷的植被类型及特征

对于干热河谷植被的研究
,

至今尚无系统的报道
。

据调查
,

天然植被完整保存下来的 已

不多
,

现状植被除河谷平坝多已开垦 为热作
、

农作区外
,

坡地 (1 600 m 以下 )为原有森 林 被

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植被
,

常见的有
“

稀树灌木草丛
” 、 “

干热河谷灌丛
”

等类 型
。

1 6 00 m 以 上

的地区
,

多为不同疏密度的云南松
、

栋类疏林
。

根据群落生态外貌及其所反映的气候生境
,

稀树灌草丛 (植被型)又可分为
“

干热性稀树灌丛
”、 “

暖热性稀树灌木草丛
”

等植被型
。

稀树灌

木草丛在云南的分布十分广泛
。

群落以草丛为主
,

其间散生灌木和乔木
。

灌木一般低矮
,

有

时高度不及草丛
。

散生的乔木一般生长不 良
,

不规则地在成片草丛上散布着
,

外观似 为
“

稀

树草原
” (Sa v a n n a) 状

。

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稀树草原
。

它具有明显的次生性质
,

群落结构并

不稳定
,

乔
、

灌
、

草三者的比例往往随地型而异
。

本类植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

草丛中以广泛

分布于亚热带或热带的多年生丛生禾草为主
,

高大粗壮
。

其它草本
,

乔灌木种类虽然较多
,

但

都是当地次生林或次生灌丛中的种类
。

所有的草本
、

灌木
、

乔木都 为喜阴耐旱的种类
,

且耐土

本文于 19 9 0年 3 月 1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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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贫膺
、

耐火烧
、

耐放收
、

耐践踏
,

萌发力强
。

干热河谷灌丛除仙人掌灌丛外
,

多分布于云南

北部
、

西北部的金沙江河流一带
,

多数以灌木为主混生小乔木种类
。

由于生境干热
,

本类灌

丛一般都具有以下生态特点
:
灌木(或小乔木)的枝干多弯曲

、

丛生 ; 茎叶多茸毛
、

叶厚
、

干

季落叶的种类常多于常绿耐旱的种类 ; 多数种类具刺或呈肉质
,

根系粗壮发达
,

植株萌生力

强
,

砍烧后多能萌生成丛I句 。

三
、

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价值

干热河谷具有多种植物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

稀树灌木草丛中的禾草
,

在发叶初期

都为良好的牧草
,

可为牛羊等牲畜提供较为丰富的天然饲料
。

但在开花结果后
,

多数变为粗

硬不再适于放牧
,

可用于盖草房
、

编草房等
。

其中许多木本植物种类 如 火绳 树 (E衬。la 翻 :

”之a lv a e e a )
、

桂火绳 (E
.

汤留a n g s fen s玄s )
、

牛肋巴 (D a lbe r g ia o btu s ij o lfa )
、

大叶千斤拔(Fle 动 -

fn g fa 二a c , o ph万lla )
、

木豆 (Caj a 拄u s c a

J’rm )
、

偏叶榕(F ic : 5 s

am ic。, d a ta )
、

高榕 (F ic : 5 a lt了s -

s加a )
、

粗 糠 柴 (M o llo thu s philip p fn e : 5 15 )
、

黄 祀 (E 称即 lh a 了dt ia r
面bu , g hia n a )

、

滇 刺 枣

(z玄: f; 无: : 二a : : it玄翻 a )等是紫胶虫 (K o r , ia la c c a ) 的优良或较好的寄主树 种 类
,

由 于 这 些

寄主树种生产的紫胶约占全省紫胶总产量的70 % 以上
,

而这些寄主植物种 类的主要分布地域

及植被类型也正是紫胶虫适生的区域和植被类型
。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滇刺枣和木豆
。

滇刺枣多出现在干热性
、

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和河谷平

坝
。

1 9 8 7一 1 9 8 9年在双柏县的干热河谷区绿汁江畔的得勒木地试验结果表明
,

滇刺枣非常适

宜于胶质优良的信德胶 虫 K el 万a : f: di ca 的生长发育
,

冬夏两个世代周期均较稳定
,

产量也

高
。

该虫种弥补了原有虫种 K el 汀a lac ca 所产胶质不良的缺点
,

适应干热河谷区 的 气 候 条

件
。

滇刺枣的根系深而庞大
,

适作干热河谷区的造林树种
,

不仅可供放养信德胶虫
,

生产优

质紫胶
,

同时也能保持水土
,

绿化干热地区的荒山
。

木豆是冬夏两代均适宜放养紫胶虫的优

良寄主
,

尤其是紫胶虫越冬最

好的寄主树种之一
。

同时也是

一种较好的木本蛋 白 饲 料 植

物
,

其种子的营 养 价 值 较高

(表 1 )
。

因其根部具有丰富的

根瘤菌
,

固氮能力强
,

生长迅

速 (表 2 )
,

播种次午即可放养

紫胶虫
,

并可收获种子
。

表 2

表 1 木豆种子成分及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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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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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B琳乙
a x 二a la ba , i: 。二)

、

龙须草(E u la lio p sis bin a ta )
、

龙舌兰 (A g a l 。 a : g 。st ifo lia )
、

剑麻(A
. s is a la n a )

、

火索麻 (H e lfc te , 。s 葱s c , a )等是较好的纤维 植 物
,

可用 作 装 枕 蕊
、

造

纸
、

制绳等
。

千张纸 (C u llie a p a a , bo ; e a )
、

大叶 紫珠 (Co llic a p a a : bo : e a )
、

山 黄 麻 (T r em a

o r ie耐a lis )
、

大叶 斑 鸿 菊 (V e : : o n ia o o llc a m e r a efo lia )
、

膏 桐 (Ia r: o p入a c a : c a s )
、

刺天茄

(50 1“
u m f: d ic u m )

、

偏叶榕等为药用植物
,

是民间常用的中草药
。

香 茅 (C g m bop o g o : t o : ti
-

11 5)
、

金合欢 (Aca 比
a 了翻

。sl’an a) 等是有生产价值的香料植物
,

尤其是金合欢
,

用其花提取的

香精是一种用途甚广的高级香料
。

余甘子 (Ph ylla , th“s e二乙l玄c a )
、

酸角 (T a 二a : in d u s fn d ie a )
、

番石榴 (P sfdf。二 g u a
ia

v a )
、

滇刺枣
、

毛叶枣(zi 石ph: : 二9 05 。)等是制作饮料
、

果脯等系列食品的野生果树
。

尤其是余 甘

子具有丰富的维生素C 等成份(表 3 )
,

可制成理想的功能食品
。

余甘子的分布十分广泛
,

在

干热性
、

热性和暖热性稀树灌木草丛以及干热河谷灌丛中几乎都可见到
,

其品种繁多
,

据不

完全调查
,

按其经济性状不同可分为 6 大类30 个品系
。

全省每年约有 1 0 o00 t 的果实产量可

供加工饮料
、

果脯等系列产品
。

民间常用其果实以盐水浸泡后食用
,

具有清热解毒
、

降压
、

收敛止泻
、

驱虫等作用
。

近年来本所经研究发现
,

余甘子果汁对强致癌物N 一
亚 硝 基化合物

在动物和人体内的合成具有明显的阻断作用 13 ]
。

同时还发现果汁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 O D )的

活性很高
,
口服后能提高人体血液中SO D 的活性

,

并降低了过氧化脂质 (LPO )的含量
。

表 3

表明此种果汁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
。

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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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云南干热河谷地区可以开发利用 的资源种类繁多
,

如芒果
、

番木瓜
、

芭蕉
、

香蕉等许多热

带水果
,

其它药用
、

香料
、

纤维等植物均多
,

其中有的经济价值较高
。

但在近期内有望成为

商品
,

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且分布量大
、

面广
、

群众容易接受的品种不多
。

我们通过试验研

究归纳选择了滇刺枣
、

余甘子
、

木豆三种作为重点利用
。

滨刺枣是放养信德紫胶虫的优良树

种
,

由于生长迅速根系发达
,

有较强的耐旱能力
,

是干热河谷荒山造林的先锋树种之一 , 余

甘子是天然果类
,

果实营养丰富
,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以及其它成份
,

其饮料具有明显的防癌

和抗衰老作用
,

树皮为优质烤胶原料
,

抗旱性能强
;
木豆既可放养紫胶虫

,

又是一种较好的

木本蛋白饲料
,

根部长有较丰富的根瘤菌
,

种植 次年即可放养紫胶虫
,

同时获得种子
。

这三

个树种构成的植物群落
,

地上部分形成乔灌结合
,

地下部分形成深根
、

浅根结合
,

这样的多

层次结构
,

雨季有拦截和减缓雨水对地面冲刷作用
,

固土能力强
,

具有保持水土
,

减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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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崩塌等生态功能
,

因而它们是一种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组合成相互促进的适生于干热河谷的

一种新型的植物群落
,

同时又是具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生物群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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