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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刺枣 ’
“

 !∀
, 。 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二,

而且还是优 良紫胶虫

—
信德紫胶虫〔尤

尸 ,

〕和 四号紫胶虫 〕的主要寄主
仁

’ ,

为

南亚和东南亚紫胶产区普遍使用 
。

近年来在云南省的元江
、

元谋
、

双柏等县利用滇刺枣放养

紫胶虫生长发育正常川
,

产胶稳定
,

平均胶厚度
。 以上

,

胶质优良 
。

对老龄野生滇刺枣

进行改造利用时省时省事
,

每年可生产大量的优质紫胶
。

为此
,

一 年在云南省元谋县

设点对老龄野生滇刺枣进行了改造试验
。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元谋县元马镇红卫村
、

苗圃和石灰村
,

同一座 山脉
,

各相距 和
,

其

立地条件见表
。

表 试验地立地条件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野生滇刺枣
,

树龄几十年至百余年不等
,

主干均有严重的机械损伤
,

主枝尖端枯死或

仅存枯萎的主干
。

试验点 地形 土壤 海拔  坡 向 植被

稀树灌草丛

稀树灌草丛

稀树灌草丛

西西

红卫村 丘陵 红砂土

苗 圃 山麓 红砂 土

石灰村 丘陵 红砂 土

西南

试验方法

试验林地为开垦后的撂荒地
,

冲刷严重
,

现存老树不多
,

选择树形基本相同的老树
,

按树的

老化程度分为两组
、 ,

每组 株
,

次重复
。

第 组主干尚未枯死
、

枝娅全无的紧靠地面

全株截千 第 组主枝存在的从分枝处 离地面 一 截枝保留主干
,

处理时间为

年 月
,

年
、 、 、

月
。

处理后 个月观察萌发情况
,

对年观测
,

观测项 目包括萌生枝

条数
,

萌生枝长度
,

萌生枝粗 距萌生处
。
测量

。

经第 年的观测结果表明
,

不同季节处理

都能萌发
,

其效果差不多
,

在重复试验中改为与紫胶虫放养相吻合的季节 月和 月
,

这样

可使有成片野生林的地方做到改造与放养结合
,

边改造边投产
,

达到集约经营
。

统计方法
,

按试

验 目的采用对年调查
,

萌生枝都经过了一个快速生长期 雨季
,

在不同季节的同类处理中差异

不太明显
,

故按处理类型统计
,

取其平均值
,

放养紫胶虫试验按萌生枝枝龄进行放养统计
,

取单

株平均值
,

红卫村和苗圃的萌生枝遭人畜破坏
,

数据不全未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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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

萌生枝生长里

表 证明滇刺枣的萌发力强
,

无 明显的

休眠期
,

生长速度快
,

无论母树 的立地条件
、

树龄
、

生长势如何
,

经截干或截枝后截面周围

的休眠芽开始萌动
,

个 月内均能萌发出新

枝
,

着生于截面周围
,

年内两种处理的萌生

枝差异不太明显
,

年生萌生枝差异显著
,

以

截干为佳
,

高生长量和粗生长量都比截枝的

高
,

尤以粗生长显著
,

高可达 以上
,

粗
。 ,

并分生出许多侧枝
,

冠幅 以上
,

形成矮林
,

是放养紫胶虫的最佳状态
。

表 萌生枝生长 调查统计 石灰村

组别
调查
年份

枝龄 平均萌生数 平均枝长 平均枝粗
月 枝

 

 !  

  

放养紫胶虫

表 可见
,

利用 年生萌生枝放养信德紫胶虫
,

生长发育 良好
,

平均单株 伐桩 放收比为

表 萌生枝放养紫胶虫试验调查统计

石灰村

‘ , ‘ 。 , 山 、 平均单株 平均单株组放养世代 萌生枝 鑫摆霖盆 志层蕊登 、 、 山
器梦公留毛生扮 咒六誉

、

放梗胶量 收梗胶量 放 收比
别 年夏代 枝龄明 , 次邵’ 一旅茹

‘ “
一

 !  

 

万  

  !  

,

  
一

注 紫胶虫种胶产自元谋县江边区信德紫胶虫

组
,

组为  年生萌生

枝 I组最高
,

平均单株 (伐桩 )放 收比为 1
:

3 1
.
41 ,

最高为 1
: 37
.
94 ,

可产原胶 3~ 6 k g
,

最高 7
.
53 kg

。

滇刺枣在海拔 1 200 m 以下的怒江
、

元

江
、

元谋等干热河谷 区域分布较为集中
,

是这

些地区植被中的优势树种之 一
,

也是信德紫

胶虫和四号紫胶虫的适生区域
,

据不完全统

计仅云南省有宜胶野生滇刺枣老树 10 万株

以上
,

若全部改造利用放养紫胶虫
,

每年可生

产优质紫胶 soo t左右
,

年产值 750一 1 000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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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

竹林丰产及综合利用技术开发
”

通过现场验收

国家科委 199。年下达的
“

竹林丰产及综合利用技术开发
”

国家级 星火计划项目
,

是由浙江省龙游县林业

局和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共同承担的
. 1993 年 n 月 26 日至 27 日

,

由林业部科技司刘效章司长主持
,

在浙江省

龙游县召开了有 关单位领导和专家参加的项 目现场验收会
,

省林业厅副厅长沈漩也出席了会议
。

会议首先听取了项 目主持人作的总结报告和 技术报告
,

以及各单位和林农的典型发言
,

又分别参观了笋

竹两用试验林
、

笋罐头厂
、

竹胶板厂
。

所见之处充分展示 了星火计划执行后的效果
,

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

成就
。

经验收
,

项 目执行情况 良好
,

经济效益显著
,

1 9 9 0 ~ 1 9 9 3 年累计总产值达 30 150
.
5 万元

,

税金 3 248
.
4

万元
,

利润 10 96 2
.
4 万元

,

创汇 96 6
.
7 万美元

。

该项 目由于采取了以资源培育为基 础
,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以

加工利用为龙头
,

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贸工林有机结合
,

协调发展 的布局
,

各级领导加强 了管理
,

使这 样大的

系统工程项 目进展顺利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

生态
、

社会效益
。

该项 目经专家们评议属 星火计划项目国内领先

水平
。

(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郑义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