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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桐藤的研究
”

通过部级鉴定

“

棕搁藤的研究
”
是林业部

“

七五
”

重点科研项 目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 R C)与 中

国林科院合作研究项目
,

由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
。

该研究历时7 a ,

取得了全面
、

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

1 9 9 3年 3 月26 日在广州经林业部 组 织 通 过成果鉴

定
,

专家们认为
:
该成果从总体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其中壮苗培育配套技术
、

藤林生物

量结构及养分分配和生长动态模式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

(1) 完成了六省区主要藤种资源及其分布范围调查
,

共采集标本76 0号
,

迸行分类鉴定
,

建立起完善的棕桐藤植物标本库 ;

(2) 收集国内外棕桐藤 3 属49 种 6 变种
,

保存 3 属36 种 5 变种
,

建立起我国第一个藤种

基因库 ,

(3) 对 41 种 (变种 )的种子品质
、

贮藏
、

催芽和育苗技术进行了系统的试验研究
,

从理论

上阐明了壮苗培育机理
。

培育出 5 个藤种的试管苗 ;

(4) 应用统筹学方法
,

把我国南方11 省区划分成 4 个宜藤栽培区
,

提出各区的适宜栽培

种和营造方法
,

建立试验林百余五m
, ,

推广面积 1 2 00 hm
“;

(5) 研究掌握了藤林群体和个体生长规律
,

确定了合理的采收期
。

通过产量预测
,

科学

评价藤林经济效益
,

为生产部门制定发展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

(6) 初步查明主要藤种的病虫害种类
,

提出了防治方法
。

发现棕桐藤 V A 菌根菌14 种
,

隶 属 4 个属 ,

(7) 测定 4 种藤茎的物理力学性质
, 2 种藤茎的营养成分

,

分析27 种藤茎的解剖学特征
,

为棕桐藤资源综合利用开辟新途径
。

(吴金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