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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红豆的生物学特性和观赏价值
‘

粟 娟 孙 冰 王 德祯

摘要 海 南全 叼终 年常绿 无沐眠期
’

长 丛速
‘

能俐 一
’

的低漏
,

杭 一 级台 咬
。

井以 〔树

形优 介
、

嫩叶鲜 艳
、

夏季成浓’
、

极衍 个性 被 人们 听海爱 栽卜和寸全随 若配 笠法
、

疏密度 川司而

展现 个同的环境 效果 给人 小卜」观贫总境
。

关键词 海 南红 以
、

形态特征
、

生物学特性
、

观赏价位

随 着社会的发展
,

森林 存在的意 义重新得到评价
,

传统林业的产业观得到更新
, ‘

美的价

值
”

逐渐受到重视
。

森林景观从美学的角度涉 及三方面 森林景观 美的客体
、

人 美的主体 和

审美意识川
。

森林景观由观景者周围空间环境的
“

有形的景物
”

和
“

无形的景观
”

所组成川 有形

的景物包括植被状态
、

树种组成和景观栽植等
。

树木之美
,

不同于花卉的华丽
、

鲜艳
,

每一个种
,

甚至每一棵树都有其独特的风貌与情怀
,

宛如人类每一个人都有其个性
,

每一个树种都 有其固

有意象
,

并会随着配置法
、

疏密度 的不同展现 不同的环境效果
。

海南红豆 〔 ” ,
。山 ’

。 为近年开发的风景观赏树种
,

已吞广 东
、

海南和福建广泛推广种植
,

成为观赏

树种的新秀
。

本文为配合华南各省区的推广种植浪潮
、

针对海南红豆的独特个性
,

揭示其形态
、

生物学特性
,

并从人文
、

美学的 角度探讨其观赏价值
。

形 态特征

海南红豆 为蝶形花科常绿乔木
,

高可达
、、

胸径
。 ,

树冠呈卵圆形或球形
,

幼年近圆

锥形 树皮幼年绿色
,

光滑
,

成热后转 为灰褐色
,

粗糙
。

大枝近轮生
,

年生幼枝深绿色
,

年生黄

褐色
,

年生以后变为灰褐色
。

叶为奇数羽状复叶
,

小叶 枚
,

薄革质
,

具光泽
,

叶面深绿色
,

背面叶色稍浅仁“」。

长椭圆形
,

先端短渐尖
,

基部锲形
,

无托叶
。

叶全缘
,

网状脉
,

长 一
·

宽 一
·

叶柄长
。

圆锥花序顶生
,

长 一
,

花瓣 枚 花冠粉红边沿带黄白色
,

旗瓣基部有 角质耳状体

枚 仁 」 花两性 雄蕊 枚
。

果枝集中于枝顶
,

每果枝着生木质苹果 一 枚一般以 一 枚者

居多仁 」
。

种子干粒重为 一
。

生物学特性

物候学特性

在海南岛
,

海南红豆 月上旬叶芽开放
,

月下旬开始展叶
,

月上旬为展叶盛期
。

初开的

一 ‘ 一 收稿
。

粟娟助理研究员
,

孙冰
,

〔德祯 中 日林 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一

州 川
。

于

木文 为 王 一 年中 月林科院于牛学技术发展基 金资助项 目
“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树 木园主要树种特性继续 研究及

推广
”

内容的
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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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叶呈砖红色
,

后转 为浅绿色
,

个别植株嫩叶呈柠檬黄略带粉红色
,

可持续 一
,

直到叶片停止生长才转为深绿色
。

一般年抽梢两次
,

月上旬至 月下旬第一次抽梢
,

月上

旬至 月上旬第二次抽梢
。

海南红豆终年长绿
,

不见明显的叶变色期和换叶期
。

年生始

花
,

年生时开始大量开花结实
。

花期 一
,

月中旬花蕾始现序
,

月下旬花展开
,

月上旬至下旬为盛花期
,

月上旬花始调谢
,

下旬为花末期
。

结实有大小年之分
,

果熟期约
,

从 月下旬延续至翌年 月下旬
,

月下旬至 月下旬为果熟盛期
,

月下旬果始掉落
。

气温影响开花期和果熟期的早晚
,

气温高
,

则开花早
,

果熟早 气温低
,

则反之
。

广州的气温 比海

南低
,

开花和果熟期都比海南迟一个 月左右 图
。

, 一 、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    !  〔〔
奋奋 小小 卜飞卜日 卉 六六 奋奋

日日 曲四, 丫 ,关 笋 一臼 巴四瓤瓤 姗留子 不 川川皿 川目目倒倒

翻皿 肚

⋯‘
·

、 ⋯

生长期 ⋯不 子 ⋯

匿亘」

抽梢期

开花期 结果期

匡三口展叶期匡王」
花
”

⋯ , ⋯
果熟期

图 海南红豆物候谱

么 生长发育节律

海南红豆生长较快
,

年生苗高 巧
,

最高可达
。 ,

地径 一 年生苗

高
,

地径 。 ,

生长好的高可达
。

年生树高
,

胸径
。

年生幼苗 一 月为生长高峰期
,

月均高生长量 一
,

最高可达
,

月至翌年 月

生长缓慢
,

进入 月生长开始加速
。

 根系和萌发力

幼苗长至 个月时
,

根部长出根瘤
。

年生幼苗根长一般为 一
。

根的再生能 力和

穿透力很强
,

幼树根系扩展迅速
,

根瘤随树木生长而不断增多
。

主根深
,

侧根发达
,

一 时
,

主根深
,

主侧根 一 条
,

微向下伸展
,

长 一
,

分布于 一 的土层中
。

海南红豆隐芽潜伏期长
,

萌芽力很强
。

树木采伐后
,

伐根处萌出 一 条萌条
,

萌芽更新可

持续几代
。

 抗逆性

海南红豆为阳性树种
,

在全光下生长健壮
,

形成浓密的树冠
。

幼树能耐一定的庇荫
。

生长

适应性强
,

耐贫痔的土壤
。

作为热带树种
,

经过 多年的北移引种试验
,

表现出很强的抗寒性
。

年代引种至广东

清远
,

遇上一 ℃的气温
,

虽停止生长
,

但仍叶色浓绿
,

不见冻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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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深根性和树冠呈卵圆形的特点
,

在海南多次遇 级台风
,

未曾见折倒和损坏
,

具

极强的抗风性能
。

另一方面
,

树根多
,

伸展范围大
,

可增强林地的透水功能
,

改善土壤构造
,

涵养

水源
。

海南红豆叶片密生
,

含水量高
,

树冠空隙小
,

可做防火树种
。

叶片形态结构具有厚
、

外表皮

角质化
、

具腊质层的特点
,

不利于有害气体的进入
,

抗 能力也很强 
。

观赏价值

树木或树木群即代表一种美
。

挺拔的树木其本身的形貌
、

线条
、

色彩
、

结构
、

气味
、

声音及动

态感都构成美的因素
’ 。

海南红豆嫩叶色美
,

树冠整齐圆滑
,

叶姿婆婆
,

夏季形成浓密的绿荫
,

春季嫩叶萌发时呈柠檬黄或粉红色
,

继而转淡黄色
,

持续时间达 个月
。

且花色淡雅
,

果实

珍奇
,

种子鲜红欲滴
,

随季节而变的叶
、

花
、

果美景
,

非常引人注目
。

自然树形

形态和性格 构成树形的主要因素为枝干
、

枝条及树冠的线型轮廓
。

海南红豆树冠为

卵圆形
,

主干通直
、

侧干分散斜向上
,

分枝角度 一
。

整体树形近圆形
,

给人非常愉快
、

温暖
、

柔和
、

湿润
、

有品格的情调
,

容易吸引人们的视线
,

形成重点的东西 
,

具有稳重
、

坚牢
、

美丽
、

都

市感的性格
。

质地 人们用视觉所感受到的重量
、

平滑
、

粗糙
、

干湿等的物理性质
,

由枝叶的粗细
、

大

小
、

排列
、

光泽及叶质而定
。

质地滞重的树有缩短视距的效果
,

而轻逸的树有退缩的效果
。

海南

红豆叶厚重
、

色浓绿
、

具光泽
,

枝叶茂密
,

给人质地滞重之感
,

较易引人注 目
,

可做中心树
,

或作

为前景
,

把质地轻逸的树作为背景
,

达到层次分明的效果
。

色彩 海南红豆叶色为深绿或青绿
,

是寒色
,

给予人深远
、

凉爽
、

湿润
、

柔和愉快的感

觉
。

 配置效果

树木或树木群随着其形状
、

线条
、

色彩
、

结构
、

配排
、

疏密度
、

树群大小的不同而展现不同的

环境效果
,

给人不同的观赏意境
。

海南红豆给予人的一般意向是稳重的
、

坚牢的
、

美丽的
、

易亲

近的
、

都市感的
、

西洋式的
,

而在单植
、

列植
、

群状疏植或群状密植时又会表现出不同的意象和

观赏效果 见表
、

图
。

表 中意境分 组
,

每组列出正反相对的两种感受
,

在不同的配置条

件下会给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赏体验
。

碑户 、 口, 、

甲⋯万

自丫
一

 

丫
卜

、,、产
‘

认、

单 植 群状疏植

图

群状密植

不同种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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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海南红豆不同配置的观赏意境

意 境 一般形象 单植时 群状疏植时 群状密植时 列植时

☆

★

☆☆☆★★★★★★女

☆

☆☆☆☆☆☆☆☆☆☆

☆ ☆

★☆☆☆☆★☆★☆☆★☆☆☆★☆☆☆

清 静 的 极为★ 稍微☆

麻 烦 的 稍微 极 为

轻 松 的 极为★ 稍微☆

稳 重 的 稍微 极为

热 闹 的 极为★ 稍微☆

寂 寞 的 稍微 极 为

激 动 感 极为 稍 微☆

平 静 感 稍微 极 为

坚 牢 的 极为★ 稍 微☆

纤 细 的 稍微 极 为

重 的 极为★ 梢微☆

轻 的 稍微 极 为

强 的 极为★ /稍微☆ )

弱 的 (梢微O /极 为O )

软 的 (极 为★ /稍微☆ )

硬 的 (稍微O /极为O )

华 丽 的 (极为★ /稍 微☆ )

不 耀 眼 的 (稍微0 /极 为O )

明 亮 的 (极 为* /稍微☆ )

阴 暗 的 (稍微仁〕/极为O )

易 亲 近 的 (极为★ /稍微☆ )

不易亲近 的 (梢微O /极 为O 》

现 代 感 的 (极为★ /梢微六 )

古 典 的 (梢微〔洲极 为O )

都 市 感 的 (极为★ /稍微☆ )

乡 村 感 的 (稍微幼 /极为O )

西 洋 式 的 (极 为★ /梢微☆ )

东 方 式 的 (稍微井/极为O )

由表 1 看出
,

海南红豆在单植和列植时
,

由于其本身的形态
、

色泽
、

质地的特点
,

显得非常

华丽
。

在其它方面
,

如阳性
、

常绿
、

耐太阳辐射
、

抗环境污染
、

耐土壤痔薄
,

几乎具备了做都市行

道树的所有条件
[6],

也适合公园
、

庭院
、

绿地单植或群状疏植的景点栽植
,

如绿地
、

广场的中心

树
,

公园门 口的 目标树
,

建筑物的正门
、

停车场的中央等重要地点单植
,

或在公园一角群状疏

植
,

形成树丛遮荫
,

供游人小憩
,

都会引人欣赏
。

4 结语

(l) 海南红豆生长较快
,

萌芽更新 力强
,

耐土壤疮薄
,

且抗风
、

防火
、

抗环境污染
,

是优良的

多用途树种
。

( 2) 海南红豆主干通直
,

冠形优雅
,

嫩叶艳丽
,

形态美
、

色泽美
、

时间美俱佳
,

具有很高的观

赏价值
。

( 3) 在不同的配置条件下
,

表现出不同的观赏意境
,

最适合作为公园
、

绿地单植的中心树和

街道列植的行道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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