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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南方 6 个省 8 个地点的种子为试材, 研究发现南酸枣在种子形态、种子大小、苗期生长节

律和造林初期生长量上均存在种源差异。西部种源种子明显小于东部种源, 偏南部种源的苗木生

长停止期较迟, 江西会昌种源生长最佳, 其 2 年生幼林树高和胸径生长量超过试验群体平均值的

11. 75% 和 8. 21%。南酸枣幼年期生长迅速, 在优良圃地条件下育苗密度不宜超过每公顷 10. 8 万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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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酸枣 (Choerosp ond ias ax illa ris Bu rt t. et H ill) , 别名酸枣、山枣、五眼果等, 属漆树科

(A nacard iaceae) 落叶阔叶乔木树种, 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 散生于坡地、山谷、沟

旁的天然阔叶林中。其果形似枣、味酸, 又与北方的鼠李科 (R ham naceae) 的酸枣 [ Z iz ip hus

jujuba var. sp inosa (Bunge) H u ]为不同种, 故名“南酸枣”。已有的研究资料和生产实践表明,

在适宜条件下, 南酸枣表现出很强的早期生长优势, 生物量大, 是培植香菇的优良原料树种[1 ]。

香港地区研究天然更新中树木种子的迁移规律, 发现南酸枣种子最不易遭受鼠害, 成为绿化荒

山的重要树种[2 ]。南酸枣材质优良, 花纹美丽, 是制做家具、装饰板和工艺品的优良用材。在闽

西南等地用南酸枣木制作木碗、玩具等供应国内外市场。此外据研究, 南酸枣果实营养丰富, 香

甜带酸, 品味独特, 是一种新型水果资源, 可以加工成枣片、果冻、果酱、果酒、果汁饮料[3, 4 ]。在

尼泊尔有用南酸枣果实制作像泡菜之类酸味食品的传统[5 ]。南酸枣树皮、根皮和果实含多种药

用成分, 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越南进行临床研究证实, 南酸枣树皮的提取液对治疗烧伤有特

效[6 ]。因此, 南酸枣是一种值得开发利用的多功能优良树种。目前, 在浙西南地区已形成一定规

模的人工菇木林。福建省武平县已营造南酸枣用材林 667 hm 2 以上。但是, 当前研究工作远远

跟不上生产发展需求, 尤其关于南酸枣的种内变异及选择利用、育苗造林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相

当薄弱。本文报道南酸枣 8 个不同种源种实形态和早期生长变异的初步研究结果, 以供生产单

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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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南酸枣试验用种子采集于南方 8 个地点, 除了四川峨嵋只采了 2 株母树之外, 其余均为 5

～ 10 株母树的混合种。对不同种源种子各取 50 粒进行考种。种子经过湿沙贮藏, 于 1997 年 3

月在浙江富阳育苗。育苗圃地为湿润肥沃的菜园土。

种源试验育苗: 采用条状点播, 行距 30～ 35 cm。每个种源 3 行为一小区 (定苗 24～ 30

株) , 随机区组, 重复 3 次。出苗后每小区标定 5 株苗, 从 4 月起至 10 月止, 每个月底观测一次

苗高。年底每小区取 10 株优势苗逐株测定苗高和地径。

苗木密度试验: 用 1 个种子数量较多的种源 (江西会昌)育苗, 条播, 5 月进行定苗时设置 4

种密度: 18、24、30、36 株·m - 2。小区面积为 1. 5 m 2, 重复 4 次。10 月底测定苗高和地径。另外,

对部分留床苗取样测定了地上生物量。

造林试验: 试验点在福建邵武, 为普通红壤, 土层厚度 80 cm 以上。株行距 2 m ×2 m。造

林采用 8 株单行小区, 随机区组, 重复 7 次。造林后第 2 年底逐株测量树高和胸径。

2　结果与分析

2. 1　种子形态

南酸枣不同种源之间种子形态、大小存在很大差异 (表 1)。种核呈椭圆形、椭圆状卵形、圆

柱形、矩圆形等不同形状, 黄褐、灰褐至黑褐色, 种壳表面有多少不等的麻点, 顶端一般有 5 个

萌发孔, 最少 3 孔, 最多 7 孔。种子千粒质量 1 500～ 3 500 g。按种子形态及大小明显可区分为

东部 (浙、闽、赣、皖)和西部 (四川峨嵋、都江堰, 云南沧源)两种类型: 东部类型种子多呈椭圆形

或椭圆状卵形, 较大, 千粒质量 2 500～ 3 500 g; 西部类型种子呈圆柱形、矩圆形, 千粒质量

1 500～ 2 000 g, 明显小于东部类型。

表 1　南酸枣不同种源种子形态的差异

产　地　 形　　状　 颜色 种壳表面形态 萌发孔数ö个 百粒质量ög 大小

安徽黄山 椭圆状卵形 黄褐 较光滑 4. 45
(4～ 5) 260 中

浙江龙泉 椭圆状卵形 黑褐 光滑, 麻点少 5. 14
(4～ 7) 335 大

福建邵武 椭圆状卵形 灰褐 较光滑 5. 10
(5～ 6) 296 中

福建武平 椭圆形 黄褐 较光滑 4. 90
(4～ 5) 303 中

江西会昌 椭圆形 黑褐 较光滑 5. 00 344 大

四川都江堰 圆柱形, 底平 灰褐 麻点多, 似花生壳 4. 65
(3～ 5) 182 小

四川峨嵋 圆柱形, 底平 黑褐 麻点多, 似花生壳 4. 95
(4～ 6) 178 小

云南沧源 矩圆形, 顶平 灰褐 光滑, 油亮 4. 95
(4～ 5) 153 小

2. 2　苗高月生长节律和苗木生长量

南酸枣 3 月中旬播种, 幼苗 4 月初出土, 4～ 5 月生长较慢, 6 月生长加快, 7 月达生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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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月净生长量达 73～ 85 cm , 占全年生长量的 36%～ 43%。8 月生长仍然较快, 有全年 26%～

33% 的生长量。9 月生长剧降, 至 9 月底多数种源停止高生长 (见图 1)。但地理纬度偏南的沧

源和会昌种源生长期较长, 10 月份仍有少量生长量。

表 2　南酸枣不同种源苗木生长量

产　地 平均苗高öcm 平均地径öcm

安徽黄山 188. 0 1. 55

浙江龙泉 195. 9 1. 53

福建邵武 191. 6 1. 62

福建武平 195. 2 1. 65

江西会昌 210. 8 1. 73

四川都江堰 193. 7 1. 61

四川峨嵋 206. 0 1. 82

云南沧源 210. 5 1. 64

平　　均 199. 0 1. 64

表 3　南酸枣不同育苗密度下苗木生长的差异

定苗株数·m - 2 苗高öcm 基径öcm

18 (10. 8 万株·hm - 2) 215 a 1. 90 a

24 (14. 4 万株·hm - 2) 202 ab 1. 61 b

30 (18. 0 万株·hm - 2) 201 ab 1. 60 b

36 (21. 6 万株·hm - 2) 194 b 1. 43 b

F 值 F = 4. 363 F = 6. 583

图 1　南酸枣不同种源高生长节律

　　在本试验中, 由于圃地条件优越, 苗木长势旺

盛, 平均苗高达 199. 0 cm , 平均地径 1. 64 cm (表

2)。苗高、地径生长在种源间表现出一定差异, 其

中会昌和峨嵋种源生长较好。但种源间差异未达

统计上显著水平。这是由于育苗密度过大和重复

次数偏少, 导致试验误差增大所致。此外, 观察发

现冬天苗干皮色有差异。多数种源呈淡紫红色, 四

川峨嵋种源呈深紫红色, 而云南沧源种源却呈绿

色。沧源种源苗木的叶形也有特别之处, 其复叶之

小叶叶缘有明显的波浪形锯齿, 沧源苗木容易遭

受冻害。沧源位于最南部的中缅边境, 基于以上种

子、苗木的形态特征和特性, 可以把南酸枣沧源种源看作为一个特别的生态型。

2. 3　育苗密度选择和生物量测定

南酸枣苗木生长快, 个体间竞争强烈, 育

苗密度不能过大。试验表明, 每平方米定苗

18 株 (即每公顷 10. 8 万株) 的密度比较适

宜, 其苗木生长显著地优于其它较高的密度

(表 3)。南酸枣每粒种子一般萌发 3～ 5 株幼

苗, 成簇生长, 在 4～ 5 月间务必间苗 (或移

苗) , 否则将严重影响生长。按每公顷 10. 8 万

株苗木和种子千粒质量推算, 每公顷播种量

187. 5 kg 左右为宜。

对于 1997 年定苗密度为每公顷 14. 4 万株的留床苗, 在 1998 年 8 月初取样株测定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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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由于育苗密度过大, 引起自然稀疏, 到取样时的实际密度为每公顷 6. 75 万株。随机取 8 株

中等大小的样株进行测定。平均单株鲜质量 1. 41 kg, 推算每公顷鲜质量 9. 45 万 kg 左右。茎

干与枝叶鲜质量比平均为 2∶1, 茎干含水率 58. 7% , 枝叶含水率 68% (表 4)。平均单株干质量

为0. 87 kg, 每公顷生物干质量超过 5. 85 万 kg。

表 4　南酸枣苗木地上生物量测定

株号 苗高öcm 基径öcm 胸径öcm 茎干鲜质量ökg 枝叶鲜质量ökg 总鲜质量ökg

1 400 3. 0 2. 3 0. 83 0. 55 1. 38

2 438 3. 6 2. 5 0. 95 0. 30 1. 25

3 422 4. 0 2. 8 1. 06 0. 50 1. 56

4 418 3. 4 2. 1 0. 82 0. 41 1. 23

5 464 5. 2 3. 1 2. 01 0. 90 2. 91

6 378 2. 4 1. 7 0. 52 0. 22 0. 74

7 368 2. 3 1. 6 0. 40 0. 14 0. 54

8 420 3. 2 2. 2 0. 93 0. 72 1. 65

平均 413 3. 4 2. 3 0. 94 0. 47 1. 41

2. 4　不同种源造林后 2 年生幼树生长量差异

南酸枣幼林生长迅速, 造林后第 2 年基本郁闭成林, 平均树高 4. 51 m , 平均胸径 4. 14 cm

(表 5)。不同种源间树高生长在 95% 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胸径在 90% 显著水平上存在显著差

异。会昌和邵武种源生长比较突出, 其树高分别比试验群体平均值增加 11. 75% 和 4. 88% , 胸

径分别增加 8. 21% 和 6. 76% (表 5)。

表 5　南酸枣 8 个种源造林 2 a 生长量及方差分析

种　源 会昌 邵武 黄山 沧源 都江堰 武平 峨嵋 龙泉 平均

树高öm 5. 04 4. 73 4. 55 4. 44 4. 39 4. 34 4. 28 4. 28 4. 51

胸径öcm 4. 48 4. 42 4. 20 4. 22 4. 01 4. 02 3. 98 3. 79 4. 14

性　状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均　方 F 值 显著性

区组 6 0. 890 3 4. 30 0. 998 2

树　高 种源 7 0. 484 1 2. 34 0. 958 6

机误 42 0. 207 1

区组 6 0. 884 3 4. 39 0. 998 4

胸　径 种源 7 0. 399 1 1. 98 0. 919 4

机误 42 0. 201 4

3　初步结论

(1) 南酸枣不同产地来源的种子在形态、大小上存在明显差异, 可以区分为东部和西部两

大类型, 西部地区种子千粒质量明显小于东部地区。

(2) 南酸枣不同种源苗木高生长节律大体相似, 即 4、5 月生长较慢, 6 月开始加速, 7 月出

现生长高峰, 8 月维持快速生长, 9 月生长剧降, 至 9 月底基本停止高生长。但南部种源停止生

长稍迟。

182第 3 期　　　　　　　　　　　　　陈益泰等: 南酸枣 8 个种源的早期表现　　　　　　　　　　　　　　　



(3)南酸枣的苗木生长量在不同种源间有差异, 幼林生长量存在显著的种源差异。以速生

丰产为目标的种源选择具有很大潜力。在福建邵武营造南酸枣林, 使用江西会昌和邵武本地种

源是一种好的选择。

(4)南酸枣在较好水肥条件下, 早期速生的特点十分明显, 可以达到相当高的生物产量。但

在优良立地条件下, 要实现速生丰产, 密度控制至关重要。育苗密度不宜超过每公顷 10. 8 万

株, 否则将影响苗木的单株生长和群体生物产量。

(5) 目前, 在一些地区已将南酸枣作为重要的菇木原料、工业用材或果材兼用树种开始栽

培利用。为充分发挥多功能树种在山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进一步探讨包括优良种源选择、密

度控制等在内的南酸枣定向培育技术体系很有生产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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