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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合欢生态适应性研究
’

刘化琴 张长海 蔡 静 张 映 李彦勇

摘典 1 9 9。年引入 11 个种源的银合欢
,

在南亚热带云南景东育苗栽培试验
,

结果表明银合欢

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
。

其中动腊
、

元谋
、

元江种源生长较好
,

东爪硅 K x l
、

K x 3C 显示了抗逆性强

的杂交优势
,

为我国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推广栽培银合欢提供了科学依据
.

关扭词 银合欢
、

种镶
、

生态适应性

银合欢肠uc ae na leu
‘oc eP ha la (L a m

.

) de w it 是含羞草科银合欢属多年生木本植物
。

原

产墨西哥和中美洲
,

16 世纪以来广泛引种菲律宾
、

马来西亚
、

夏威夷
、

印度尼西亚
、

泰国
、

巴布

亚新几内亚
、

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

并大量繁殖栽培
。

银合欢生长快
,

萌生力强
,

根系发达
。

在近地表层的根系上着生许多根瘤
,

可固定空气中的

游离氮
,

对绿化荒 山
、

保持水土
、

提高土壤肥力有重要作用
。

银合欢的叶和嫩枝含丰富的蛋白

质
、

脂肪
、

矿物质和各种微量元素
,

是理想的蛋白饲料
;
树干材质优良

,

可作木材
、

胶合板
、

造纸

原料
; 又是能源树种

,

可作薪材 [l]
,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向亚太地区推广的多用途优良树种之一
。

研究银合欢的生态适应性
,

扩大繁殖栽培面积有广阔的生态经济前景
。

1 试验地基本情况

本试验区选在南亚热带云南景东
。

景东地处 2 5
0

5 1‘~ 2 5
0

5 0 ‘
N

,

1 0 0
0

2 4 ‘一 1 0 1
0

1 5 ,
E

,

位于

横断山脉南端
、

滇西南中部
、

无量山与哀
,

牢 山之间
,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干湿季分明
、

雨量集

中
,

年温差小旧 温差大
。

年均温 1 8
.

3 ℃
,

年极端最高气温 37
.

7 ℃
,

》 10 ℃年积温 6 4 47
.

6 ℃
,

年均降雨量 1 0 86
.

7 m m
,

年均 蒸发量 1 7 43
.

3 m m
,

年均相对湿度 77 %图
。

试验点设在海拔

1 26 0 ~ 1 36 o m 的老金殿 山
。

山地坡度 25 一 35
。 ,

这里很早前是思茅松林
,

毁林开荒后人畜活动

频繁
,

加之山地条件差
,

多年造林不见林
。

近年来
,

县城居民开荒种地
,

已垦成大小不一的台地
。

经对各试区土壤养分测定
,

pH 值 5
.

81 一 7
.

85
,

有机质 0
.

69 写一 1
.

33 沁
,

水解氮 2
.

40 一 5
.

44

m g / 20 0 9
,

速效磷 0
.

1 7一 0
.

7 6 m g / 1 0 0 9
,

速效钾 3
.

1 2~ 7
‘

2 0 m g / 10 0 9
,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

引种试验区土壤肥力偏低
,

并且不同地段的土壤养分含量变化较大
。

2 材料与方法

试验从 8
0

5 的东爪哇引入银合欢变种 R S B
一

01 及杂交种 K x l
、

K x 3C (文 中简称哇
l 、

哇
: 、

19 9 3一 1 0一 12 收稿
。

刘化琴副研究员
.

张长海
.

蔡静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昆 明 6 5 0 21 6) .张映
,

李彦勇(云南省景东县

林业局 )
。

.

本研究得到云南省 . 东县林业局饭导的支持与帮助
.

参加试验的尚有罗健梅
、

崔永忠同志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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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3
)

。

此外还从高温干旱型的南亚热带气候区元谋
,

低海拔干热型热带气候区元江
,

低海拔湿

热型热带气候区动腊
、

景洪等地引入 8 个种源的银合欢 (文中分别简称元谋
、

元江
、

勤腊
、

新
, 、

新
: 、

新
: 、

新
‘ 、

新
。
)

。

将上述 n 个种源的银合欢引入湿润型南亚热带气候区景东
,

进行育苗栽培
,

比较试验
。

为

促进种子萌发
,

播种前用 80 ℃热水浸泡 2 ~ 3 m in
,

冷水浸泡 24 h
,

取出种子用 。
.

1 %的高锰酸

钾溶液消毒处理
。

为排除试区土壤差异的影响
,

将水肥条件相对
一

长致的地段划分为 3 大区
,

每

区面积 2
.

2 hm
Z ,

n 个种源的银合欢在各区随机排列
,

试验设重复 2 次
。

观察不同种源银合欢

植株的生长量
、

物候变化
、

抗干旱
、

抗病虫害情况
,

及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银合欢不同种源及试验区的气候比较

试验不但种源地与试区的气候差异大
,

各种源间的地理
、

气候环境也有较大变化
,

见表 1
。

表 1 不同种派地和试验区的气象奥素

经度

(
o ’

E )

纬度
o ’

N )
乎搏
、U J ,

气候

类型

) 10 ℃ 年均 最冷月 极端 极端

年积退 气退 气温 低沮 高温

(℃ ) (℃ ) (℃ ) (℃ ) (℃ )

年燕

发t

(r。月。)

年均相

对漫度
(肠 )

年日照
(h)

分区名

.80720102.0.0.0.7
,曰R一口匕月了一勺�匕一匕景东 1 00 5 2 2 4 2 8

元谋 1 0 1 5 2 2 5 4 4

元江 1 0 1 5 9 2 3 3 6

动暗 1 0 1 3 4 2 1 29

景洪 1 0 0 4 8 2 2 00

东爪哇 11 2 0 0 ( 8
.
5 )

1 1 6 2
.

3

1 2 0
.

2

南亚热带 6 4 3 5
.

7

南亚热带 7 9 86
.

。

热带 8 6 8 7
.

0

热带 7 6 2 9
.

0

热带 7 8 1 0
.

0

热带

18
.

3 10
.

9 一 1
.

4 3 7
.

7

2 2
.

0 1 4
.

9 一 0
.

1 4 2
.

0

1 0 9 6
。

4

3 9 6
.

4 2 3
.

8 1 6
.

5 2
。

8 4 2
。

3

6 1 1
.

1

8 0 1
.

2

1 7 4 6
。

8

3 9 1 1
.

2

2 1 0 5
。

7

2 6 7 0
.

0

2 7 5 0
.

0 2 2 6 1
。

7

6 3 1
。

9 5 3 2
.

0 1 6 5 6
.

9 8 6 2
.

6

5 5 2
。

7

2 0
.

9 15
.

2 一 0
.

5 3 8
.

1

2 1
.

7 1 5
.

6 2
.

7 4 1
.

0 20 7
.

9 1 5 1 7
。

3 8 3 2 1 5 2
。

9

表 l 看出
,

1 1 个种源的银合欢分别引自 8
0

0 0 ,
S ~ 2 5

0

4 1‘ N
,

海拔 3 9 6一 1 1 2 0
.

o m
。

年均温

2 0
.

9一 2 6
.

0 ℃
,

年均相对湿度 53 % ~ 86 肠等
。

这些种源地与引种试验区的气候特征又有很大

差异
,

如东爪哇年均温 26
.

0 ℃
,

景东年均温 18
.

3 ℃
。

3
.

2 各种源银合欢的生长情况

n 个种源的银合欢种子均在 1 9 90 年 5 月初育苗
,

同年 9 月初上山定植
。

不同种源的植株

生长量变化见表 2
。

3 a
的试验结果表明

,

动腊
、

元谋
、

元江银合欢生长较快
,

并已大量结荚产

籽
。

如动腊种源在 1 9 9 2 年 10 月的生长量调查
,

平均株高 2 67
.

0 c m
、

地径 4
.

1 c m
、

生物量 4 1 00
g

,

最大株高 4 85
.

0 c m
,

地径 7
.

2 c m
,

枝径大于 1 c m 的分枝 28 支
。

其种源地动腊妻10 ℃年积

温 7 6 29
.

0 ℃
,

平均相对湿度 86 %
,

年霜期 0
.

Z d ;
元谋 ) 10 ℃年积温 7 9 86

.

0 ℃
,

平均相对湿

度 5 3 %
,

年降雨量 6 1 1
.

1 m m
,

年蒸发量 3 g n
.

2 m m ; 元江年均温 2 3
.

8 ℃
,

》 10 ℃年积温

8 68 7
.

0 ℃
,

年降雨量 8 01
.

2 m m
,

年蒸发量 2 7 50
.

0 m m
,

年均相对湿度 77 %
,

年霜期 。
.

7 d[
2〕

,

在气候变化较大的景东试验区引种栽培
,

上述 3 种源银合欢均能正常生长发育
。

5 种源新银合

欢从低海拔 5 52
.

7 m
、

) 10 ℃年积温 7 81 0
.

0 ℃
,

年均相对湿度 83 %
、

无霜期
、

热带季风气候区

的景洪引种
,

在南亚热带景东 1 3 00 m 的高海拔山地上栽种
,

能较好生长
、

结荚产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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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种派的植株生长t 比较

种像
调查期

(年一 月 )

株高(em ) 地径(em )
枝径> k m

分枝数(支)

1 99 1一 0 6

1 99 1一 1 2

1 9 9 2一 10

平均

10 4
.

5

2 2 9
.

6

2 6 7
.

0

1 3 1
。

5

1 9 3
。

4

2 4 8
.

1

1 0 4
.

3

1 9 1
.

9

2 1 6
.

4

6 8
。

7

1 6 8
.

3

2 0 0
.

5

8 4
。

8

1 6 9
。

6

1 8 8
。

2

7 8
。

7

1 7 7
。

4

1 7 8
.

8

10 2
。

3

1 7 2
。

3

1 7 2
.

8

9 1
。

4

16 5
。

9

18 7
.

8

5 6
。

8

1 0 1
。

2

1 3 5
。

9

7 1
。

4

1 2 2
。

7

2 0 1
。

7

5 4
。

9

8 4
.

4

1 5 5
。

4

最高

1 5 5
。

O

3 1 5
。

0

48 5
。

0

平均

1
。

3

3
。

2

4
。

l

冠 幅(e m Z )

平均 最大 平均 最多

生物t

平均 (g )

9 5 2
.

0

1 4 7口8
.

0

1 8 1 6 6
.

4

2 5 9 2
.

0

3 6

0 50
.

0 0 0
-

动腊

9
.

7 2 8 4 1 0 0

,1
8
1‘J11工JJ

功.三

1 9 9 1一 0 6

1 9 9 1一 1 2

1 9 92 一 1 0

18 2
。

0

3 2 5
.

0

4 2 5
.

0

1
.

7

2
.

6

3
.

6

1
.

2

2
。

6

3
。

2

最粗

1
。

7

4
。

9

7
。

2

2
。

4

4
。

6

6
。

6

1
.

9

0 7 3
.

0

3 2 0
.

7

4 7 7
.

3

2 2 68
.

0

3 5 8 75
.

0

4 4 22 0
.

4

元谋

5
.

9 1 6
.

0 3 7 0 0

1 9 91 一 0 6

1 99 1 一 1 2

1 9 92 一 1 0

1 8 0
.

0

2 2 2
.

6

3 6 0
。

0

4
.

6

5
.

6

3 1 2
-

4 9 8
.

8 7 1 6
.

0

3 10 0
。

0

1 1 1 10
。

6

3 2 13 0
。

0

元江

5
.

2 12
。

O 3 2 10

新 ,

1 99 1一 0 6

1 99 1一 12

1 99 2 一 10

1 2 0
。

0

2 3 0
.

0

2 4 0
.

0

0
。

5

2
.

5

3
.

2

1
.

5

4
.

1

4
.

3

1 1 5 0
.

3

7 6 7 4
.

4

7 7 8 5
.

6

7 54 4
.

0

1 0 50 0
.

0

1 4 95 0
.

0 5
.

2 13
.

0 2 砂 0

新 :

1 9 9 1一 0 6

1 9 9 1一 12

1 9 92 一 10

1 8 7
.

0

2 7 5
.

0

2 8 5
。

0

4
.

8

5
.

0

1 0 3 9
.

5

9 0 6 3
.

5

9 1 9 7
.

0

3 5 28
.

0

1 3 23 0
.

0

1 8 0Q0
.

0 4
.

2 9
.

0 2 4 2 0

新 3

1 9 9 1一 0 6

1 9 9 1一 1 2

1 9 9 2一 1 0

1 2 0
。

0

2 7 0
。

0

4 2 0
.

0

1
.

0

2
.

7

3
.

0

1
。

2

2
。

6

3
。

0

4
.

0

6
。

0

7 3 0
.

3

6 4 9 7
。

7

7 6 0 2
。

7

1 0

04 6
.

29 0
-

2 2 4 0 0
。

0 4
.

5 14
。

0 2 9 0 0

新
。

1 9 9 1一 0 6

1 99 1一 1 2

1 9 92 一 1 0

1 7 2
。

0

2 1 3
.

0

2 3 0
。

O

1
。

8

3
。

8

3
。

9

2 4 9 5
。 ·

9

4 2 6 1
.

5

5 1 6 1
.

3

9 60 0
.

0

1 2 3 9 0
.

0

1 4 5 1 4
.

0 3
.

3 1 4 2 1 30

一��勺月了,曰670
盯介舀98L2.2.2.L太0.LLO.

断。

1 9 9 1一 0 6

1 9 9 1一 1 2

19 9 2一 1 0

16 2
。

0

2 4 3
。

0

2 9 0
。

O

2
.

0

4
.

0

4
。

3

3 3 4 8
。

5

7 6 7 3
.

8

7 6 7 5
.

3

1 4 4 0 0
.

0

1 4 7 5 0
.

0

1 6 3 3 5
.

0 4
。

3 2 3 0 0

哇 、

n�的‘n�1二月O舀0

⋯⋯
蕊j,1丹J‘,119曰

1 9 9 1一 0 6

1 9 9 1一 12

1 9 9 2一 10

8 8
。

0

1 8 0
。

0

2 3 0
。

0

1
。

4

Z
。

6

3 7 5
。

0

1 8 7 5
.

5

3 0 9 5
.

3

10 5 6 0
。

0

1 5 4 0 0
。

0

1 7 1 5 2
。

0 4
。

5 l1 1 5 1 0

哇 :

1 9 9 1一0 6

1 9 9 1一 12

1 9 9 2一 10

10 5
。

0

23 1
。

O

43 0
。

O

1
。

5

1 4 7 0
。

0

7 6 5 0
。

O

37 4 0 0
。

0 6
。

0 l 6 2 5 2 0
决JO曰,口1玉

.

⋯
,曰八U
‘.16曰

哇 :

1 99 1一 06

1 9 9 1一 12

1 9 9 2一 10

9 2
。

0

16 8
。

0

26 0
.

0 4
。

7

5 8 3
.

3

2 5 2 4
。

9

4 7 3 2
。

3

5 8 2
一

6

1 3 8 4
.

4

4 8 3 6
.

0

2 3 4 0
.

0

5 6 0 0
.

0

30 4 3 0
.

0 5
。

9 1 3 2 3 4 0

东爪哇年均温 26
.

0 ℃
,

年降雨量 2 3 5 0
.

0 m m
,

是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
,

这里的银合欢引

到南亚热带景东试验点栽种
,

哇 : 、

哇
:

的部分植株还能正常生长发育
。

如哇
:

的最大株高 4 30
.

0

e m
、

地径 4
.

1 。m
、

冠幅 3 7 4 0 0 。m , ,

并已开花产籽
。

3
.

3 银合欢对土壤条件的适应情况

为观察立地条件对银合欢生长的影响
,

将试区土层厚
、

水肥条件好的地段划分为 1 类林

地
,

土层薄
、

石砾 多
、

水肥条件差的地段划分为 3 类林地
,

界于两者之间的地段划为 2 类林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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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2 年 3 月
,

对具有代表性的林地取样
,

测定 O~ 35 c m 土层的养分
,

见表 3
。

表 3 不同林地类型的土维养分测定 表 3 数据可见
: 1 类林地偏碱性

,

有机质
、

林地 p H 有机质 水解氮 速效钾 速效碑 银合欢 速效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含量较高
,

3 类林地是

类型 值 (% ) (、, 10吃) (m : 110勺) (m : / 100 : ) 长势 酸性土
,

养分含量低
。

1 7. 15 2. “3 7. 88 24
·

33 2. “ 好 为 比较不同土壤条件下银合欢的生长情

2 6. 35 2. “1 6. 20 9. 31 5. 97 中 况
,

选植株生长较快的动腊
、

元谋
、

元江种源
,

s ;
.

7。 1
.

5 1 5
.

4 6 7
.

5 5 2
.

4 2 差 于 1 9 9 2 年 1 0 月
,

对不同林地类型的银合欢植

株进行生长量调查
,

见表 4
。

表 4 银合欢植株在不同类型林地的生长情况

株高(e m ) 地径 (em ) 冠幅(e m ) 枝径> I cm 分枝致(支)

平 均 最 高 平 均 最 粗 平 均 最 大 平 均 最 多

地型林类
种像

2812105124

;

;

;

3 3 6
。

7

1 8 9
。

9

3 2 4
。

3

16 5
。

1

24 0
。

3

17 0
。

2

4 8 5
。

0

2 4 5
.

1

4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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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表明
:

动腊
、

元谋
、

元江的银合欢
,

在 1 类林地的植株生长量都显著地高于 3 类林地
,

能在土层瘩薄
、

水肥条件差的酸性土地上生长
,

但在中性偏碱
、

水肥条件好的地方
,

生长更好
。

3
.

4 银合欢种群的生态适应性观察

目前所知
,

世界各国栽培的银合欢约 8 00 个变种
,

分为 3 大类型
:

夏威夷型 (普通型)
、

萨尔

瓦多型 (巨型种 )
、

秘鲁型 (中等树型 )[s 〕
。

经对 n 个种源银合欢栽培试验 的观察比较得知
:

动腊
、

元谋
、

元江种源在幼苗期
,

定植当

年 12 月
,

有部分植株已开花
,

树干分枝多
,

全年都在开花
,

果荚多
,

接近于夏威夷型
。

其中动腊

种源地处低海拔 (6 31
.

g m )湿热型热带气候区
;元谋种源处于高温干旱型南亚热带气候区

;
元

江种源处于低海拔 (3 9 6
.

4 m )干热型热带气候 区
,

将以上 3 个地区种源引种到湿润型南亚热

带景东的高海拔山区
,

均能正常生长发育
,

大量结英产籽
,

说明来自动腊
、

元谋
、

元江的银合欢

生态适应性强
,

可在热带
、

亚热带地区推广栽培
。

新银合欢是萨尔瓦多巨型种[l1
。

在景东栽种后
,

幼苗上山定植的第 2 年进入生育期
,

主杆

明显
,

分枝少
,

开花结英不如夏威夷型多
。

这种萨尔瓦多巨型种
,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
,

植株生

长量通常是夏威夷型的两倍
。

经 3 a
的栽培试验

,

新银合欢虽然也能和其它银合欢植株一样生

长
、

开花结实
,

但未显示出巨型种生长量大的特点
。

因为从湿热型热带季风气候区景洪
,

引种在

南亚热带景东的高海拔山地上
,

未能满足它们对湿热生态环境的特殊要求
。

哇银合欢自 80 5 的东爪哇
,

那里高温
、

高湿
,

是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
。

在 2 4o N 的南亚热带

景东栽种
,

虽然地理位置
、

气候环境都发生 了急剧变化
,

但哇
: 、

哇
:

还有部分植株生长发育良

好
,

这说明银合欢 K X I
、

K x 3C 抗逆性强
,

对变化大的生态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是热带
、

亚热带地区栽培有希望的杂交种
。

银合欢根系发达
,

幼苗期通常是主根长与苗高相等
。

并在生物量调查中发现
:

植株的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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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部分重量几乎相等
,

甚至根重超过地上部分的重量
,

这种强大的根系发育是银合欢生命力

强
、

能耐干早贫瘾
、

适应性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

银合欢还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力
,

3 a
的栽培试

验中
,

仅发现个别植株有蚜虫寄生
,

摘除被感染枝后未再蔓延
,

也未发现其它病虫害
。

参 考 文 献

搜志强
,

钟坚
.

银合欢及其开发利用
.

广西林业科技
,

一9 9 2
.

20 (2 )
:
8 2 ~ 8 6

.

云甫省气象局编
.

云南气象图册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9 82
.

31 ~ 7 &

郑海水
,

阳云
.

菲律宾的银合欢
.

热带林业科技
.

19 87
.

(l )
:

50 ~ 54
.

播志刚
.

于中奎
.

新银合欢在我国的引种
.

林业科技通讯
,

1 982
,

(”
:

12 ~ 15
.

A Stu d y o n th e E e o a d a Pt a tio n o f L e u e a e n a le u c o ceP ha la

L iu H u a q in Z h a n g Ch
a n g ha i Ca i J in g Z ha n g Yi

n g L i Yd权yo ”g

A b s tr a e t T h e r e h a v e b e e n m a n y r e Po r t s P u blish e d o n the in t r o d u e tio n a n d e u lt iv a t io n

o f肠
u c a e n a le u c o e

eP h a la (L a m
.

) d e
W it ,

bu t t he r e ha s b e e n n o the r e p o r t o n its e e o a d a p ta
-

t io n
.

In th is p a p e r ,

in t r o d u e e d L
.

le u e“eP ha la fr o m 1 1 p r o v e n a n e e s w e r e e o lle e t e d a n d e u lt i
-

v a ted in Jin g d o n g Co u n t y
,

Y u n n a n P ro v in e e in 1 9 9 0
.

T h e r e s u lt s in d ie a t e d tha t the e e o a d
-

a p ta bility o f th is t r e e s p e e ie s w a s e o m p a r a t iv ely h ig h
, a n d a m o n g th em

,

M e n g la
,

Y u a n m o u ,

Y u a n jia n g g r e w be s t
,

th e e a s t Pu la u Ja v a K X I
,

K X 3C s ho w e d s tr o n g h ybr id v ig o r
.

T h e

s t u d y ha s p r o v id ed s e ie n tifie ba s is fo r p o p u la r iz in g th e e u lt iv a tio n o f L
.

le u e“cP ha la in th e

t r o p ie a l a n d s o u the r n s u bt r o p ie a l z o n e s o f o u r e o u n t r y
.

K e y w o r d s 肠
u c a e n a le u c oc eP ha la

,

p r o v e n a n e e , e e o a d a p ta t io n

L iu H ua q in
,

A s s
oc 认

t e Pr o fe s s o r ,

Zha n g C hB n g ha i
,

Ca iJin g (T he R e s e a rc h In s t it u t e
试 R e s o

urc
e Ins e e ts ,

CA F K u n -

口川 . 6 50 2 1 6 ) . 2卜a n g y 运g ,

L I Ya o y o n g (FO
r e s t ry Bu re a u o f J访g d o

ng Co
u n t y ,

Y u

nna
n Pro vinc 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