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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豆研究利用现状及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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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16)

摘要: 综述了中国木豆资源状况、主要利用方式及病虫害、新品种特性和新用途等方面的研究现

状, 根据引进木豆新品种的优良特性, 结合荒山造林、退耕还林, 展望木豆在中国作为蔬菜资源、优

质蛋白源及混农林作物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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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豆[Cajanus cajan (L. ) M illsp. ]为世界第六大食用豆类, 也是唯一的木本食用豆类, 其

籽实含蛋白质约 20% , 淀粉 55% , 含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 是以禾谷类为主食的人类最理想

的补充食品之一[1～ 5 ]; 木豆叶含蛋白质 19% , 是牛羊喜食的优质牧草[6 ]; 木豆具有耐旱、耐瘠、

生长快、繁殖栽培容易等特性, 根系深可达地下 3 m , 固氮量每年 200 kg·hm - 2 [7 ] , 是造林困难

的干热地区理想的植被恢复和土壤改良树种。大约 1 500 年前, 木豆从印度引入中国[2 ] , 在南

方几省零星种植。50 年代至 80 年代, 随着紫胶生产在中国的发展, 经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

究所筛选, 木豆作为紫胶虫优良寄主植物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南和海南 9

省区大面积种植, 其中云南省最多, 1989 年仍保留 3 400 hm 2 [8 ] , 其它省区种植的木豆多为当

时发展紫胶新产区从云南双江等地引入。进入 90 年代, 紫胶市场发生变化, 用于紫胶生产的成

片木豆被大肆砍伐, 但作为薪材及水土保持的木豆仍保存下来。近几年, 由于在干热河谷地区

植被恢复中的突出成效, 加之较多新品种从国外引入, 新品种表现出的诸多优良特性及新用

途, 木豆被再次引起重视。由于某些原因, 许多研究成果过去只能内部交流, 使木豆的研究及利

用难找到有关资料。本文在总结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所已发表或因历史原因不能公开发

表的文献及作者新近研究结果的基础上, 综述了中国木豆的资源状况、主要利用方式及研究现

状, 希望能加深对中国木豆基础背景的了解, 并有助于木豆在中国的发展。

1　中国木豆种质资源状况

中国的木豆主要分布于南方九个省区。从 60 年代开始, 先后有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研究

所、中国农科院遗传资源研究所、海南省农科院及贵州省安顺地区农科所分别对云南、海南、贵

州 3 省的木豆进行过调查[9, 10 ] , 结果见表 1。

从已有的调查结果可看出, 中国木豆种质资源较为丰富, 组成较为复杂, 地方品种或类型

大多生育周期长, 株型高大, 但未进行过籽实品质、产量、抗病虫性能等方面的改良, 普遍存在



产量低 (一般 750 kg·hm - 2左右) , 直接食用价值低, 对病虫害抗性弱等缺陷。

　　对云南地方栽培木豆的调查发

现, 少量百姓自行留种种植的木豆

多为优良单株后代, 因此种植群体

性状较为整齐一致, 花色、荚色、粒

色等性状基本纯合, 稍加提纯扩繁

即可形成新的品种进行推广运用。

而面积最广、数量最大用于植被恢

复、荒山绿化的木豆遗传组成却较

为复杂, 几乎每一木豆林地内均可

见不同花色、荚色、粒色植株。此状

况主要成因分析为 3 点, 一是云南

种植木豆历史较长, 各种植地间往

复调种, 收、运种时往往将不同产

地、不同品种木豆混装, 造成人为混

杂; 二是云南乃至中国未进行过系

统的木豆选育种研究, 无数次由国

外引入的纯合品种逐渐失去其品种

特性而未得到复纯; 三是木豆为常

异花受粉植物, 天然异交率 0～

70% [11, 12 ] , 基因重组导致性状变异。

表 1　中国木豆资源调查结果

年份 调查地区 收集材料 主要农学性状

60 年代 云南省 20 余份 无文字总结资料

80 年代 云南省等 28 份 粒色有灰、棕、花斑 3 种;

1987 云南、广西、

贵州交界的

南盘流域 10

个县

花色: 红、黄;

荚色: 红褐、黄褐、黑褐;

粒色: 淡黄、黑褐、深褐及茶色;

粒型: 扁圆、扁椭、圆形、椭圆;

种子百粒质量 8～ 10 g;

株高 3～ 6 m。均为晚熟品种

1986～

1989

海南省

13 个县市

25 份 粒色: 灰、褐、黑、花斑;

粒形: 圆、椭圆、矩形;

百粒质量 415～ 1117 g;

成熟期 270 d 左右

1996～

19993

云南省

10 个县市3

90 份 1. 云南地方品种 76 份

花底色: 象牙黄、浅黄、黄、紫红;

花次级色: 无色、紫色、红色;

荚色: 绿、紫;

条纹: 有、无;

粒色: 白、浅灰、灰、深灰、奶油、

　　 浅褐、褐、深褐, 红棕;

粒形: 圆、椭圆、方;

全生育期: 大于 240 d。

21 大豆DNA 导入类型 14 份

　　3 作者调查资料。

2　木豆传统利用方式及研究状况

211　放养紫胶虫

传统上木豆在中国最大的用途是放养紫胶虫生产紫胶。木豆因其生长快、投产早、产胶量

高、胶质好的特性, 从 50 年代中期就被肯定为紫胶虫的优良寄主树在紫胶产区大面积种植, 此

状况持续到 80 年代末, 直到 1989 年紫胶生产开始进入萧条时期。据调查, 仅中国最大和最主

要的紫胶产区云南省的 8 个地州市仍保留木豆 3 400 余 hm 2, 生产紫胶 150 万 kg [8 ]。

结合紫胶生产的实际需要, 资源昆虫研究所对木豆栽培技术及木豆放养紫胶生产技术作

了大量研究[13～ 15 ]。用于紫胶生产的木豆种植, 一般采用穴播方式, 株行距多为 100 cm ×150

cm。研究表明, 可以通过提高种植密度, 增加单位面积的宜胶枝量, 使单位面积的产胶量提高。

使用 4 980 株·hm - 2的密度, 平均宜胶枝量可达 80 719 m ·hm - 2 [14 ]。对木豆适宜放胶量的研

究表明, 木豆因树形小, 耐虫力较乔木寄主差, 其放胶量须严格控制, 一般 2 年生木豆适宜的单

株放胶量 (指种胶长度与木豆有效枝长的比) 为夏代 1ö51, 冬代 1ö27, 原胶产量约 750 kg·

hm - 2 [15 ]。

木豆冬春季开花结实较多, 消耗大量养分, 而此时正值紫胶虫生长、泌胶高峰, 造成对养分

及水分的竞争, 导致紫胶产量降低, 寄主树长势下降。侯开卫等[16 ]应用乙烯利 (013% ) 和尿素

(2% ) 的混合水溶液喷洒木豆花蕾, 可抑制开花结实, 刺激萌芽更新, 增多侧枝, 从而可提高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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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种胶的产量和质量, 通过人工除花蕾也有利于种胶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212　作为薪柴

在紫胶产区, 木豆收获紫胶后, 茎干及枝条作为薪柴利用。一般收胶后每公顷可产薪柴

6 t [17 ]。据报道, 木豆作为专用薪炭林, 生长 240 d 即可收获木柴 32 t·hm - 2 [18 ]。在中国南方部

分山区, 农民通常在荒坡、田埂及房前屋后种植木豆, 收获种子作为饲料后, 砍茎干和枝条作烧

柴, 对缓解南方热区农村的能源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

213　水土保持

在南方干热地区, 由于高温干旱, 土壤瘠薄, 加之人为及牲畜破坏, 使得植被恢复极为困

难, 常用的几个灌木造林树种如车桑子 (D od onaea v isccosa Jacq. )、山毛豆 (T ep h rosia cand id a

DC. )、余甘子 (P hy llan thus em blica L. ) 等, 生长缓慢, 无经济价值或经济价值较低, 而木豆适

应性强, 生长速度快, 以 1 m ×1 m 株行距直播造林, 1 a 即可使荒山覆盖率达 80%～ 100% , 加

之具有多种用途, 易被当地群众接受和保护, 因而在许多地区作为造林的先锋树种。

214　作为饲料

木豆在中国作为饲料的开发研究始于 90 年代初。1992 年中国林科院资源昆虫所与云南

农业大学及云南省林业厅合作, 利用加工后的木豆饲喂肉猪, 以评价木豆籽实的饲用价值。结

果表明, 木豆作为猪的蛋白质和能量饲料资源切实可行, 经过对试猪体温、呼吸、脉膊、血液指

标、内脏指数及猪肉蛋白质的全面检测, 添加 6%～ 12% 水平的木豆, 猪的健康属正常, 日增重

881 g, 高于国家标准的 750 g, 料肉比 3166∶1 符合国家标准[4 ]。据报道[19 ] , 用木豆喂猪比对照

组 (豆饼)增重率提高 12148% ; 在基础日粮相同的基础上增加 20% 的木豆粉喂养肉用仔鸡, 增

重率提高 2616% ; 用木豆加少量花生饼或大豆饼、向日葵饼配成混合饲料养蛋鸡, 也能收到很

好的效果; 木豆粉和叶可取代 4615% 的商品饲料。

215　食用及药用

饥荒年代, 南方农民曾种植木豆以其籽实为救荒粮食, 烹煮后作为主食或添加到菜肴中食

用。有的地区以木豆代替大豆制作酱油和豆腐[3 ]。地方品种鲜豆粒偏涩, 干籽粒有难于接受的

味道, 烹煮时间长, 笔者测试不同颜色豆粒以开水浸烫并自然冷却 24 h 后之石豆比率仍高达

40% 以上, 现在老百姓直接食用木豆的习惯已放弃。

海南省人民医院根据民间经验, 用木豆治疗外伤、烧伤感染和褥疮等取得了较好疗效。中

国医科院药用植物开发研究所, 研究了木豆叶抗病消炎的成分, 得出 11 种结晶成分, 鉴定为稗

牡荆甙 (vitexn)、水杨酸 (sa licylic)、三十一烷 (hen tricacon tane)、22羧基232羟基242异戊烯基252
甲氧基2芪 (22carboxyl232hydroxy242isop renyl252m ethoxy2st ilbene)、虫膝腊醇 (1acero l)、32羟
基242异戊烯基252甲氧基2芪 ( longistyline A )、异美五针松双氢黄酮 (p ino strob in )、Β2谷甾醇

(st io stero l)、22异戊烯基232甲氧基252羟基2芪 ( longistyle C)、柚皮素24′(naringen in24′)、72二
甲醚 (72dim ethyl ether)及 Β2香树脂醇 (Β2am yrin) [20 ]。孙绍美等[21 ]通过对木豆叶的有效成分木

豆素 (ca jan in) 制剂进行研究, 发现有显著抗炎症作用, 其作用优于水杨酸, 对毛细血管通透性

有抑制作用, 并有镇痛作用。

216　病虫害研究

据报道, 中国的木豆病害主要有枯萎病 ( F usa rium oxy sp orum f. und um )、茎枯病

(P hy sa losp ora tucum anensis Speg. )、不育花叶病、白粉病[O id iop sis tau rica (L ev. ) Salm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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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斑病 (Cercosp ora sp. )、锈病 (U red o cajan i Sydow ) 等, 重要的病害为根腐病、茎枯病和不育

花叶病[22～ 26 ]。枯萎病的最典型症状为: 病部从主茎基部向上延伸呈黑色带状, 劈开可见木质部

变黑; 植株一半枯萎一半正常。枯萎病是最严重和分布最广的疾病, 流行年份造成木豆毁灭性

危害, 给我国紫胶生产带来严重损失[24 ] , 发生于早期可导致 100% 的豆粒产量损失, 发生于成

熟期则为 67% , 而发生于收获前为 30% [27 ]。顾绍基通过对采集于不同地方的 100 株枯萎病原

物进行分离、纯化, 鉴定其病原菌为尖孢镰刀菌 (F usa rium oxy sp orum f . und um ) , 澄清了我国

紫胶界一度把木豆枯萎病的不同症状视为不同病害的混淆认识[24 ]。

茎枯病的典型症状为茎部的梭形病斑。茎枯病在我国较常见, 云南、贵州、广西、江西、广

东、四川有发生。由于茎枯病的发生, 使有些紫胶产区遭受严重损失[22 ]。作者通过对元江 3 年

生木豆林茎枯病进行调查, 发现无病、轻度感病、中度感病、严重感病和感病致死植株的频率分

别为 5168%、18104%、29112%、24115%、23101% , 发生率极高。

不育花叶病的主要症状为: 植株无花和荚, 呈淡绿色, 叶呈绿色或黑绿色病斑, 植株矮小。

早期 (45 d)感染导致植株完全不育, 产量损失达 100% [27 ]。不育花叶病常与白粉病伴生, 常见

于多年生木豆。作者对 84 个新引进品种和 24 个地方类型不育花叶病调查, 结果为: 引进品种

11 个、地方类型 22 个未感病, 感病的 2 个地方类型中 80% 以上植株未感病, 由此说明地方木

豆类型对不育花叶病有较强抗性; 引进品种中有 41 个品种部分植株严重感病, 其中 2 个品种

全部植株严重感病。

我国对木豆病害的防治, 一般从增强树势提高抗病力入手, 加强栽培管理, 并结合化学防

治。防治病害的栽培措施包括: 做好施肥保水为中心的抚育, 避免栽种大片纯林, 合理密植、避

免过分郁闭, 深沟高畦、雨季排水, 清洁林地等[23 ]。茎枯病发生初期用 015°Be 石硫合剂或

011%～ 012% 升汞水涂于患处防治。采用石硫合剂进行越冬防治, 在发病初期用波尔多液, 发

病盛期使用粉锈灵、多菌灵 (1∶1 000) 喷施, 防治效果为 80% [22 ]。对木豆白粉病常用硫磺粉、

托布津和石硫合剂防治[25, 26 ]。通常, 地方品种对绝大多数病原有不同程度的抗性, 选择抗病品

种也是防治病害的重要手段之一。

据作者在云南的调查, 豆荚螟 [ H elicoverp a a rm ig era (H ubner ) ]、豆荚野螟 (M a ruca

testua llis Geyer)、豆芫菁 (M y labris p uslu ta ta T huuberg)和豆象 (Ca llosobruchus sp. )是危害木

豆最为严重的昆虫。豆荚螟、豆荚野螟危害花、荚及嫩芽, 豆芫菁危害花, 如不加以防治, 严重发

生地区会导致颗粒无收[1 ]。豆象危害仓储种子, 存放 2 个月的木豆种子, 如不加处理, 严重时将

造成 100% 被害。豆荚螟、豆荚野螟、豆芫菁可用菊酯杀虫剂于初花期每 10～ 15 d 喷撒 1 次, 连

续 3 次有较好防治效果。对豆象的防治, 若种子作为食用, 可装于密封塑料袋内太阳曝晒 1 周,

若作为种用, 则可日晒、薰蒸剂 (磷化铝及二溴化物乙烯)薰蒸或甲敌粉等拌种。张建云[28 ]等对

木豆贮藏方式的研究结果表明, Co 60辐射剂量为 310 KGY 透气包装处理防虫效果最好, 虫害

均值仅 0187% , 未辐射而以工业用蒸煮袋密封包装的处理虫害均值也仅 1113% , 从经济因素

考虑, 作为食品利用的木豆采取密封包装即可达到防虫目的。

3　新近研究进展

311　云南地方栽培木豆数量性状调查分析

1999 年对云南省 5 个县市 8 块林地的地方栽培木豆株高、地径、冠幅、单株荚数、单株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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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百粒质量等数量性状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表明所有调查性状在林地间及林地内个体间均

存在较大变异。其中株高最高达 710 m , 地径最大 14133 cm , 最大冠幅 39 m 2, 单株最多荚数

3 210荚, 单株籽粒百粒质量变幅 415～ 1216 g。对豆荚虫害状况的调查表明, 各样地间及样地

内单株间差异均较大, 各样地平均受害率 7174%～ 37153% , 变异系数 44151～ 107118, 单株受

害豆荚百分率 0～ 83133%。

对性状间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单株粒质量与株高、地径存在弱相关, 与单株荚数存

在显著正相关。按逐步筛选法选出单株荚数、虫荚百分率和籽百粒质量建立最优三元线性回归

方程, 并求得三变量通径系数为 01855 1、- 01237 4 和 01179 9, 说明单株荚数对单株产量贡献

最大, 而虫害造成产量的较大损失。

312　云南地方栽培木豆种皮色与蛋白质、淀粉含量相关性研究

对云南 8 个地点、10 个种皮色地方栽培木豆的蛋白质和淀粉含量进行分析研究, 结 果表

明种皮色间、地点间木豆蛋白质和淀粉含量均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种皮色蛋白质含量变 幅

20183%～ 23167% , 按显著差异等级排序为: 浅褐> 白花、浅灰、白> 深灰、深褐、奶油> 红棕>

褐, 灰色与奶油色差异不显著, 但与深灰及深褐色差异显著; 地点间蛋白质含量变幅 20173%

～ 24180% , 且种皮色与地点交互作用显著, 蛋白质含量最低为云县深褐色 (17158% ) , 最高为

东川红棕色 (26149% ) ; 淀粉含量最低为元谋褐色 (46153% ) , 最高为永德白花色 (56135% )。结

果说明云南地方栽培木豆种质资源中蛋白质含量变异丰富, 具有从中选择高蛋白含量品种的

潜力, 同时还说明蛋白质含量受基因型与环境的双重影响, 因而从国外引入高蛋白品种时有必

要为其选择最适宜的栽培地点以保持其高蛋白含量。

313　外源D NA 导入木豆研究

为了使木豆蛋白质含量低于大豆的性能得以改良, 易鹏等[29 ] 1995 年进行了大豆DNA 导

入木豆的实验。通过对导入当代D 0 及D 1、D 2、D 3 代 4 代的遗传分析结果表明: 在导入当代D 0

代的种子蛋白质的可溶性组分相似性极高, 且与受体亲本相似性极高。供体中蛋白质基因在

D 1 代开始在受体植株的遗传背景上表达, 表达有简单显性及杂合性两种方式。D 2 代中有 5 个

单株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大豆蛋白质谱带的渗入。D 3 代收集到 42 个材料, 大多数情况下木豆种

子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 最高的含量为 30188% , 比受体木豆的 18158% 增加了 66%。该研究

还表明, 外源DNA 在木豆植株上可进行复制, 并在木豆遗传背景中表达, 显示了从其它潜在

途径进行木豆品种选育和改良的可能性。

314　引入新品种的研究

从 1996 年开始, 中国从印度、尼泊尔、澳大利亚、缅甸等国引入木豆新品种 100 余个, 在云

南、广西、贵州、江西等省对引入品种开展了各项试验和研究[30 ]。

2000 年作者从引入新品种中选择 9 个较有潜力的品种进行多点多重复适应性试验, 以地

方品种为对照, 以籽实产量作评判标准, 则怒江州泸水县试验点为最适生长环境, 在该点籽实

产量最高的品种达 3 182125 kg·hm - 2。该点自然条件为, 经度 98°51′E, 纬度 25°52′N , 海拨

91010 m , 日照时数 2 00512 h, 年均温 2012 ℃, 极端最低温 415 ℃, 年降雨量 1 01117 mm , 年

蒸发量1 29318 mm , 年均湿度 67% , 干燥度 113, 山地红壤及石砾土为主。

主要性状遗传力估算结果表明, 遗传力较高的性状有株高 (0167)、百粒质量 (0186)、每荚

粒数 (0165)、荚长 (0143)、荚宽 (0178) 等, 而单株粒质量 (0119)、单株荚数 (0109)、地径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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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遗传力较低。

1999 年冬季, 云南出现数十年不遇的低温、霜冻天气, 对 5 个点、3 个新引进品种及 1 个地

方品种的木豆植株受冻情况进行调查, 得出木豆对低温耐受性的初步规律: 日最低气温在 0～

- 1 ℃连续不超过 3 d, 木豆植株无冻害; 日均温 8 ℃以下连续≥7 d, 且日最低气温低于 0 ℃

连续≥7 d, 不同品种木豆植株开始发生不同程度冻害, 地上部冻死的植株部分还能萌发; 日最

低气温低于 0 ℃连续≥9 d, 木豆植株各品种均全部受冻害, 地上部分萎蔫, 受冻植株不能萌

发。结果还表明, 云南地方栽培木豆耐寒性较 3 个引进品种稍强[31 ]。

315　木豆新用途研究

为了发展木豆在中国的新用途, 作者进行了香酥木豆、木豆豆沙、淀粉、超强吸水剂等产品

的加工工艺研究[32～ 36 ]。香酥木豆采用浸泡、分选及油炸等工序加工而成, 成品酥脆可口, 又有

木豆独特香味。确定了各工序的工艺参数。浸泡工序: 选用 011%～ 210%N aOH 溶液浸泡 8～

16 h, 再用 3%～ 15% 明矾浸泡 8～ 16 h。分选工序: 015～ 017 cm 孔径的网筛沥水 1～ 3 h。炸

工艺参数: 油温 190～ 220 ℃, 油炸时间 8～ 10 m in。木豆淀粉制备的超强吸水剂吸水能力达

300 倍。

张建云等[37 ]进行了木豆豆胶粘合胶合板工艺研究。结果表明, 木豆豆胶制得的胶合板粘

合强度为 1128～ 1192 M Pa, 稍差于大豆豆胶, 但全部达到或超过 GB 9846288。木豆豆胶可以

代替大豆粉制作豆胶用于胶合板生产, 为胶合板行业提供新型原料, 而且能简化豆胶制备工

艺, 降低制胶成本。

4　前景展望

411　结合荒山造林及退耕还林种植蔬菜型木豆新品种的发展潜力较大

　　引入木豆新品种中有适宜作为新鲜蔬菜食

用的品种, 其鲜籽粒色泽诱人、荚大、粒大, 甜度

及营养成分均优于青豌豆 ( P isum san tivum

L. ) (表 2) [1 ] , 是极为理想的豆类蔬菜。木豆作

为新鲜蔬菜尤其是作为干热河谷地区反季蔬菜

的开发利用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此项研究将使

干热地区因缺水而于冬春季节闲置的土地得到

充分利用, 既可提高土地利用率, 又可改良土

壤, 同时还能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若用晚熟品种

作为干热山地尤其是退耕还林地的造林树种,

则既可迅速恢复植被, 减少水土流失, 又可发展

木本粮食、饲料和蔬菜, 是荒山绿化尤其是退耕

还林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412　作为优质蛋白源开发前景广阔

木豆嫩茎叶含蛋白质约 19% (干基) , 是优

质牛羊牧草。新引入的矮化型品种株高仅 1～

115 m , 分枝多, 枝条柔嫩, 适口性好, 生物量大,

表 2　青木豆和青豌豆营养成分比较 (鲜基)

营养成分 青木豆 青豌豆

成分

　可食部分ö% 0 0 7210 0 0 5310

　水分ö% 0 0 6511 0 0 7211

　蛋白质ö% 0 00 918 0 00 712

　碳水化合物ö% 0 0 1619 0 0 1519

　粗纤维ö% 0 00 612 0 00 410

　脂肪ö% 0 00 110 0 00 011

矿质元素ö(m g·kg- 1)

　钙 0 570 2 000

　镁 0 580 0 340

　铜 0 00 4 0 00 2

　铁 0 0 11 0 0 15

维生素ö(m g·kg- 1)

　VA 4 690 0 830

　VB1 0 00 3 0 00 1

　VB2 0 00 3 0 00 011

　尼克酸 0 0 30 0 00 8

　V C 0 250 0 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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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在干热地区种植后进行轮牧或割青饲喂。夏威夷种植 1 600 hm 2 木豆用于肉牛育肥, 每公

顷载畜量 112～ 317 头, 平均日增重 017～ 1125 kg·头- 1, 最快日增重量达 3 kg·头- 1 [38 ]。澳大

利亚、哥伦比亚低纬度地区广泛种植用作高产牧草, 10 月份播种, 翌年 4 月份收割, 产量达

131540 t·hm - 2。据试验测定[39 ] , 按 40 cm ×100 cm 株行距播种木豆, 枝叶鲜生物产量达 50 t

·hm - 2 , 干生物量 25～ 30 t·hm - 2, 每 1 000 kg 木豆鲜茎叶含N 量相当于 100 kg 花生饼。据

作者研究, 用木豆鲜嫩茎叶提取蛋白质得率为 5% (鲜基) , 提取物蛋白质含量 32% , 即每公顷

可 获纯蛋白 800 kg [29 ]。

413　新品种木豆可提高土地利用率, 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在适宜木豆生长的热带、亚热带地区, 由于缺乏灌溉条件, 大面积山地仅靠降雨种一季作

物, 整个冬春便不能再种其它作物, 土地裸露荒芜, 遭雨便水土流失, 第 2 年在同一土地上再种

同一种作物, 造成对土壤养分的掠夺式利用, 导致作物产量不稳或欠收。新品种木豆熟期多样,

不需要灌溉, 因此可选早熟品种在雨季收获作物后进行轮作, 或选中熟品种与雨季作物同时间

种, 在收获雨季作物后 2～ 3 个月便可收获一季木豆, 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木豆根瘤发达, 固

氮能力强, 叶富含蛋白质, 还田也是优质肥料。与木豆根共生的一种真菌可分泌番石榴酸, 溶解

土壤中的磷酸铁为已用[1 ] , 也可为下茬作物所用, 因此与木豆进行轮作或间作,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保持土壤肥力, 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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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 t Sta tus of Study and Util iza tion of P igeonpea

in Ch ina and Its Prospects

L I Z heng 2hong , ZH OU Chao2hong , GU Y ong , ZH A N G J an2y un
(Research Institu ter of Resource Insects, CA F, Kunm ing　650216, Yunnan, Ch ina)

Abstract: T h is paper review s the germp lasm , the tradit ional uses and p resent study status

Invo lving w ith diseases and pests, characters and new uses of p igeonpea in Ch ina. Synthet ically

considering the affo restat ion in w asteland and cult ivated land fo r fo restat ion, the autho rs h igh ligh t

the po ten t ial developm ent of p igeonpea used as vegetab le, p ro tein resources and an agrofo restry

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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