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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概述了国际棕榈藤利用、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历史 ,讨论了近年来国内外对棕榈藤藤材工艺学性

质的研究与进展 ,简要地介绍了棕榈藤采收、产后加工的工艺流程、藤产品及其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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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藤 (Rattan)是热带森林宝库中的多用途植物资源 ,属棕榈科 ( Palmae) 省藤亚科 (Calam2
oideae)省藤族 (Calameae)植物。现已确认 ,全世界共有棕榈藤 13 属 ,600 余种 ,主要分布于亚洲

热带地区[1 ,2 ] 。棕榈藤的去鞘藤茎 (藤条) 表皮乳白色、鞣韧、抗拉强度大 ,是传统编织和家具

制作的优良材料。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国际藤家具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 ,形成数十亿美元的

国际市场 ,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由于制藤工业所需原料赖于生

存的热带原始林遭到长期过度采伐 ,面积逐年减少 ,致使棕榈藤资源日趋枯竭 ,某些优良藤种

面临绝种 ,危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严重制约藤工业和贸易的发展 ,已引起社会的严重关注。

相关国家把棕榈藤列为重点科研项目 ,开展物种资源调查和保护、主要商品藤种生态生物学特

性、繁育和栽培技术及藤材特性和利用研究 ,近十年来 ,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3～9 ] 。本文概述

棕榈藤利用、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历史 ,浅谈近十年来棕榈藤的材性工艺学性质的研究进展 ,以

促进棕榈藤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1 　棕榈藤产业和贸易的发展历史

1. 1 　利用历史

棕榈藤是热带森林的重要植物类群 ,藤茎以其良好的工艺特性成为编制工业的优良材料 ,

原藤是仅次于木材和竹材的重要林产品。棕榈藤的利用历史悠久 ,亚洲农村水平上的利用已

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古籍《隋书》出现以藤为贡物 ,明朝正德年间编撰的《正德琼台志》及随

后的《崖州志》记述了棕榈藤的种类分布和利用。福建泉州博物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的沉船上

保存着精美的藤编器具 ,证实当时中国棕榈藤编织的发展水平。据 Corner 报道[10 ] ,早在葡萄

牙人将东方的藤器商品带回欧洲之前 ,棕榈藤利用在乡村已十分悠久 ,以至于可以说在东南亚

已形成一种藤文化。有关棕榈藤的许多用途已在 Heyne[11 ] 、Burkill [12] 、Brown[13] 、Corner [1], Drans2
field[14]等的文章中进行了记录。藤条的强度、韧性、弹性和易于造型等的优良工艺特性 , 使



之成为家具制作和工艺器具编制的优良材料。棕榈藤的老叶可以盖房 ,嫩梢、果实可以食用或

入药 ,果实的分泌物可萃取中药“龙血竭”[2 ] 。

1. 2 　产业和贸易的发展

在过去 30 a 里 ,整个东南亚藤产业以每年 15 %～30 %的速度向前发展。90 %以上的藤场

雇工少于 50 人 ,以出口为主要经营目标的中型和大型企业 (150～400 人) 尚不足 10 %。藤产

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在东南亚有近 20 000 家超小型藤加工场 ,中国华南地区就有近百家

的藤器厂。小工场一般仅有雇工 5～10 人 ,投资不足 5 000 US ＄,其产品主要在当地市场上销

售 ,因此通常没有纳入藤业的统计数据。另外 ,雇工在 50 人以内投资不足 50 000 US ＄的小型

工场约 2 000 家 ,具有较大的商业产值。在东南亚藤业中 ,大、中型企业约有 550 家。大型藤厂

平均拥有雇工 400 人 ,投资规模为 300～500 万 US ＄,其 90 %以上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例

如 ,在印度尼西亚有 210 家大、中型藤厂 ,总投资大约 3 亿 US ＄。据统计 ,在东南亚有 100 多万

人加入了藤业大军 ,其中 50 万人在生产第一线 ,而另外 70 万人在从事藤的采集和运输工作。

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可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与原材料价格相比 ,通过加工生产的藤产品价值可

以提高 3 倍以上。在国际市场上 ,东南亚藤产品平均价格为 3 300 US ＄·t - 1 ,但因劳工市场、加

工效率、产品质量等的不同 ,产品价格会有所波动。与全球包括木、藤在内的优质家具产品总

体价格相比 ,东南亚藤产品能与欧共体 ( EEC)国家及美国的家具产品 (6 000～8 000 US ＄·t - 1)

相抗衡 ,但与价格较低的东欧国家的家具产品 (2 500～3 000 US ＄·t - 1)竞争激烈。

棕榈藤的国际贸易始于 19 世纪中叶[10 ,15 ] ,Burkill [12 ]对早期的贸易情况进行了描述。20

世纪初 ,新加坡是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岸地区藤条的重要贸易国 ,1922 —1927 年间 ,出口量为

16 000～27 500 t。在这一期间 ,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分别从 9 400～19 300 t 增加到 10 300～

21 800 t。出口的藤条经新加坡再出口其它国家。印度尼西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是藤条原

材料输出大国 ,约占全球需求量的 90 %。1977 年 ,新加坡通过加工和生产半产品藤器 ,产值

2 100万 US ＄,而该国本身没有商业藤条资源可供采收 ,其中 90 %藤条来自印度尼西亚[16 ] 。同

年 ,香港进口藤条和藤产品 ,价值为 2 600 万 US ＄,经加工后 ,产值提高为 6 800 万 US ＄。相

反 ,印度尼西亚贸易额仅为 1 500 万 US ＄,其中主要为未经加工的藤条。藤条和藤产品的广泛

贸易在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强 , 1990 年 ,Manokaran 对棕榈藤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进行了阐

述[17 ] 。主要生产国的出口贸易增长显著 ,其中 ,印度尼西亚在过去 17 a 里增加了 250 倍 ,菲律

宾在 15 a 里增加了 75 倍 ,泰国在 9 a 里增加了 23 倍 ,马来西亚在 8 a 里增加了 12 倍。到 20 世

纪 80 年代末 ,上述 4 国出口贸易额达到 4 亿 US ＄,其中印度尼西亚为 2 亿 US ＄。1990 年 ,全

球棕榈藤商品的年贸易总值为 10 亿 US ＄。随着产业的迅猛发展 ,估计在 20 世纪末 ,其贸易

总值已达到 15～20 亿 US ＄。

2 　藤材工艺学特性

2. 1 　藤茎 (材)一般性状

棕榈藤是热带雨林常见的攀缘植物 ,植株茎长可达几米至百余米 ,曾有 170 m 的记载[5 ] 。

棕榈藤植株在其生长过程中 ,尚未成熟的藤茎为带刺叶鞘所覆盖 ,随着植株生长 ,藤茎的下部

带刺叶鞘脱落 ,显现裸茎。棕榈藤植株基部的茎较粗 ,向上生长渐细 ,约至 2～3 m 藤茎直径变

化很小。棕榈藤的藤种间直径变化很大 ,如我国的短轴省藤 ( Calamus compasostachys Burret)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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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Calamus travancoricus Bedd. ex Becc. ,约 3 mm ;原生于东南亚的玛瑙省藤 ( Calamus manna

Miq. ) ,藤径 80～100 mm ,钩叶藤属 ( Plectocomia) 的某些种的个别单株可达 200 mm ,商用藤的

直径范围约 3～80 mm。棕榈藤节间长度则易受环境条件影响 ,变化很大。一般基部的较短 ,

在茎长的 15 %～30 %部分增长快 ,然后减短 ,并趋于变化平缓[5 ,9 ] 。据 10 余种商用藤的测定

资料 ,平均节间长度 10. 1～25. 6 cm ,总平均约 20 cm[9 ,10 ] 。直径为商用藤的分级基础 ,印度尼

西亚一般以 18 mm 为大径藤及小径藤的分界[20 ] 。藤茎表皮颜色有奶黄、乳白、灰褐、黄褐等 ,

有或无光泽。我国的小省藤 ( Calamus gracilis Roxb. ) 、多穗白藤 ( Calamus bonianus Becc. ) 、白藤

( Calamus tetradactylus Hance) 、麻鸡藤 ( Calamus multinervis Becc. var. menglaensis S. Y. Chen ,S.J .

Pei et K. L. Wang)及云南省藤 ( Calamus yunnanensis S. J . Pei et Chen S. Y. )等优良藤种及东南

亚的西加省藤 ( Calamus caesius Blume)和粗鞘省藤 ( Calamus trachycoleus Becc. ) 著名的商品藤种

藤茎均为奶黄色和乳白色 ,具光泽。

棕榈藤有 13 属 600 多种 ,但主要商品藤种仅 20 多种[21 ,22 ] , 更多藤种由于藤材的品质较

差 ,因节间短、节部隆起、直径不匀或颜色深、缺乏光泽等外观缺点 ,以及茎外围特别坚硬 ,内部

却十分脆弱 ,缺乏弹性 ,弯曲时易折等结构上的缺陷 ,导致利用价值低 ,而未得到广泛使用 ,如 ,

我国的广西省藤 ( Calamus guangxiensis Z. F. Wei)和钩叶藤 ( Plectocomia kerrana Becc. )等。原生

分布于东南亚的几个一次性开花的棕榈藤属 ,如戈塞藤属 ( Korthalsia) 、钩叶藤属、类钩叶藤属

( Plectocomiopsis)及多鳞属 ( Myrialepsis) ,除戈塞藤属的藤种外 ,一般均有此问题[14 ,23 ] 。

多种藤茎的表皮硅质化 ,覆盖硅质层 ,弯曲时可弹出硅沙 ,如原产于中国的单叶省藤、短叶

省藤和原产于东南亚的西加省藤等一些优质藤种的藤茎表皮硅含量高 ,采收后须作“除沙”处

理。另一些藤种表皮角质层的蜡质丰富 ,触之有油脂感 ,如我国的白藤及东南亚的玛瑙省藤。

蜡质多 ,会使加工、编织过程的磨擦力增大。印度尼西亚藤产地把藤材放入热柴油浸泡 (即所

谓油浴) ,这种前期处理主要目的便是除去蜡质。根据藤表面这两种不同特性 ,印度尼西亚把

藤材分成硅质藤及油质藤[20 ] 。

2. 2 　解剖性质

茎外围为表皮及皮层 ,其内为中柱 ,主要由基本组织及维管束构成。

2. 2. 1 　表皮　为 1 层未木质化细胞 ,有横卧、直立、等径 3 种形状。3 种形状细胞的弦向长度

10～15μm。在横切面 ,弦向外壁最厚。省藤属及黄藤属表现很大的属内变异 ,表皮细胞的形

状和大小的轴向变化小[25 ,26 ] 。一些藤种的表皮覆盖硅质层 ,表皮细胞高度硅质化 ,另一些藤

种则覆盖角质层 ,表皮细胞角质化[24 ,27 ,28 ] 。

2. 2. 2 　皮层　表皮及维管组织之间的区域 ,由几层至 10 余层薄壁细胞及分布其中的纤维束、

不完全维管束构成 ;有些藤种在皮层与表皮之间有下皮层。

2. 2. 3 　维管组织　维管束由木质部、韧皮部及纤维组成。木质部含后生木质部、原生木质部及

其周围的薄壁组织。后生木质部在多鳞藤属 ( Myrialepis) 、肿胀藤属 ( Oncocalamus) 、单苞藤属 ( Er2
emospatha)等 3 属及类钩叶藤 ( Plectocomia)的 Plectocomiopsis geminiflora 具 2 导管外 ,其他 10 属 ,即

脂种藤属 ( laccosperma) 、戈塞藤属 ( Korthalsia) 、黄藤属、省藤属、美苞藤属 ( Calospatha) 、鬃毛藤属

( Pogonotium) 、角裂藤属 ( Ceratolobus) 、网苞藤属 ( Retispatha) 、钩叶藤属和类钩叶藤属 ,均仅具 1 导

管[29]。导管直径约 40(～110)～450μm;管壁有椭圆形半具缘纹孔。多数藤种的导管分子具单穿

孔板及复穿孔板[29～32] ;极少数藤种的导管分子仅为单穿孔。据我国 27 藤种的资料 ,钩叶藤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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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分子较长 ,2. 140～3. 229 mm ,省藤及黄藤大多为 1～2 mm ,少数在 2. 072～2. 630 mm ,唯一仅具

单穿孔导管分子的毛鳞省藤 ( Calamus thysanolepsi Hance)最短 ,0. 714 mm[30 ,31]。导管分子长度与

节间长度变化一致[26] ,宽度则表现茎长的藤种 ,宽度较大 ,即与输导功能需要有关[27 ,33]。原生木

质部管状分子一般 3～5 个[23] ,直径 30～80μm[29] ;次生壁环纹或螺纹加厚 ;通常属于长而无穿孔

的管胞[27] 。韧皮部由筛管及伴胞构成 ,在非洲特有的 3 属 (肿胀藤属、单苞藤属和脂种藤属)及钩

叶藤属、类钩叶藤属、多鳞藤属为单韧皮部 ,位于后生木质部导管上方 ,同原生木质部相对应 ,另 7

属 ,即戈塞藤属、黄藤属、省藤属、美苞藤属、鬃毛藤属、角裂藤属、网苞藤属 ,为双韧皮部 ,位于后

生木质部导管两侧[29] ,前者筛管数 10～16 个 ,后者一侧筛管 3～7 个[23] 。筛管分子长度 1～3

mm[29]。多数藤种的筛管分子仅具单筛板 ,在单苞藤属、脂种藤属及省藤属也有端壁很倾斜的复

筛板[29 ,34]。木质部为两种不同形态的薄壁细胞所围绕 ,紧靠后生木质部导管的一层薄壁细胞 ,具

矩形大纹孔 ,其余薄壁细胞具圆形小纹孔[29] 。

纤维围绕韧皮部及部分木质部 ,形成鞘状 ,在中柱外围 ,此种机械组织十分发达 ,输导组织

少 ;向内 ,前者减少 ,后者增多 ;自基部向上 ,二者也呈相同的变化趋势[26 ] 。纤维高度木质化 ;

次生壁为多层聚合结构 ,宽层与窄层相间 ,微纤丝方向相反 ,微纤丝角度一般约 40 度[36 ] , 纤维

1～3 mm ,壁厚 1. 9～4. 0μm ,自茎的外围向内及基部向上 ,纤维壁厚减小 ,宽度及胞腔增

大[19 ,25 ,29 ,37 ,38 ] 。在株内 ,纤维长度与节间长度的变化一致[26 ] 。

在戈塞藤属、多鳞藤属、钩叶藤属及类钩叶藤属 ,第 1 层维管束纤维鞘外缘的硬化纤维形

成“黄帽”[29 ,39 ] 。在横切面 ,外围的维管束小而密集 ,内部的则大而稀疏 ;在轴向 ,维管束的大

小及密度均变化小。

作为维管束组成部分的纤维束 ,在茎的径向和轴向均具有与维管束不同的分布规律。纤

维比量自外围向内的下降率和下降梯度反映藤材质量 ,下降率小 ,梯度平缓 ,为材质良好的构

造特征[35 ] 。

2. 2. 4 　基本组织　由具单纹孔和约为等径的薄壁细胞构成。在纵切面 ,可分为两种形态 :横

卧形 ,由主轴在横向的椭园形或矩形细胞叠成纵行 ;异形 ,长、短两种细胞间隔地叠成纵行。有

的研究者将基本薄壁组织横切面区分为 A、B、C 型 ,并用作属的鉴别特征[40 ,41 ] ,但另一些研究

者对省藤属的多个藤种的研究表明 ,在省藤属一属内甚至均存在这些类型[23 ,33 ,42 ] 。

2. 2. 5 　粘液道[18 ]或针晶囊[41 ] 　薄壁未木质化的异形细胞 ,横切面圆形 ,直径显著大于周围的

基本组织细胞 ,单独或几个连接 ,胞腔内常见针晶体 ,有时可见沉积的暗色胶状物[14 ,33 ] 。

2. 2. 6 　硅石细胞 (Stegmata) [27 ] 　形成于纤维与薄壁细胞之间 ,硅体呈晶簇状 ,圆形 ,被膜包围 ,

藤茎中普遍存在。硅石细胞在藤茎中的成熟过程有详细研究[43 ] 。

2. 2. 7 　具鉴别意义的解剖特征　(1)皮层外缘是否有纤维轮 ; (2) 中柱外缘维管束是否有“黄

帽”; (3)韧皮部单或双及筛管排列 ; (4)后生木质部导管数 1 或 2 ; (5)基本薄壁组织横切面及纵

切面的形态 ; (6)粘液道或针晶囊有或无。根据上述解剖特征 ,已作出属的检索表[42 ] 。

3 　物理性质

3. 1 　比重

采用最大含水率法 ,藤皮、藤心分别取样 ;整段藤茎为试样则以排水法测生材体积 ,取全干

质量。所得结果均为基本比重 (简称比重) 。已研究的藤种主要为省藤属 10 余种 ,黄藤属、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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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藤属及钩叶藤属各 1 或 2 种。种平均值 0. 32～0. 65。在横切面 ,径向 1～2 mm 的外围藤皮 ,

比重不小于 0. 40 ,藤心一般不小于 0. 30 ,比重 0. 25 以下的藤心会明显脆弱 (如黄藤) 。径向长

度取 1 mm 为单元 ,则外围二层之间的比重相差大 ,内部诸层次缓慢递减。在轴向 ,自基部向

上 ,各层次的比重均减小。比重在株内的变异趋势与纤维比量一致 ;纤维壁厚可占比重变因的

72 %～78 %。棕榈科植物的纤维为长寿细胞 ,胞壁物质的沉积随年龄增加 ,因此年龄是比重变

异的原因之一[19 ,44～48 ] 。

3. 2 　含水率

含水率 (绝干含水率)自基部向上增大 ,基部 60 %～116 % ,顶部可达 144 %～154 %。在 20

℃、相对湿度 65 %条件下的平衡含水率也表现自基部向上增大。由于比重自基部向上减小 ,

说明比重愈大 ,藤茎中保存的水分愈少。纤维壁厚、纤维比量及后生木质部导管直径占初含水

率变因的 80 %～91 %[44 ,45 ,48 ] 。中国广州地区藤材的气干含水率为 12. 7 %～16. 0 %。

3. 3 　干缩率

原藤横切面的面积干缩率、纵向干缩率及二者相加的体积干缩率 ,均以生材体积为基数。

面积干缩率 ,生材至气干为 3. 46 %～7. 56 % ,平均 5. 14 % ;生材至全干为 8. 37 %～13. 73 % ,平

均 9. 91 %。纵向干缩率 ,生材至气干 0. 25 %～0. 64 % ,平均 0. 43 % ;生材至全干 0. 86 %～

1147 % ,平均 1. 30 %。生材至全干的体积干缩率为 9. 6 %～15. 2 % ,平均 11. 2 %。同木材相

比 ,藤材的纵向干缩率大 ,原因除了与纤维壁的微纤丝角度大 (40°～60°)有关 ,尚须作进一步研

究。自茎基部向上 ,面积与体积的干缩率均表现减小趋势 ,同纤维比量、纤维壁厚及比重一致 ,

说明干缩主要由于纤维中水分逸出 ;纵向干缩率则呈增大趋势 ,原因有待研究[47 ,49 ] 。

3. 4 　力学性质

主要为轴向抗拉强度及抗压强度。由于藤茎中机械组织分布很不均匀 ,在没有统一的方

法而又分别藤皮、藤心取样的情况下 ,各研究者抗拉强度的测定值缺乏互相比较的基础 ,但各

项试验本身能说明某些问题。藤材抗拉强度比抗压强度约大 10 倍。一些含节部的拉力试样

在节部破坏 ,表明节部可能是藤材的最弱点。用硫黄烟雾或漂白粉漂白藤材 ,可使抗拉强度减

小 ,尤其藤心 ,其中漂白粉的影响更大。野生藤强度有大于栽培藤的趋势[46 ,47 ,50～53 ] 。

抗压强度试样为整段藤茎 ,其长度取直径的 2～3 倍。试验藤种除戈塞藤属及钩叶藤属各

1 种外 ,皆为省藤属 ,轴向抗压强度的种平均值 16. 6～39. 2 Mpa。气干材强度大于生材强度。

藤材达到破坏时的 (总)变形量大 ,而比例极限变形量占总变形量的比值小 ,即具有较大的塑性

变形 ,因此藤材柔韧 ,这种优良的工艺特性同藤茎的薄壁细胞含量高有关。藤材的抗压强度、

抗压弹性模量、抗拉强度、抗拉弹性模量与比重及纤维比量均有显著正相关 ,与薄壁组织比量

均有显著负相关[46 ,47 ,51 ,52 ,54 ] 。

藤材内应力发源于纤维。纵向压应力存在于外围 ,纵向拉应力存在于心部。自基部向上

及外围向内 ,应力减小 ,与纤维比量在株内的变化一致。纤维比量与应力及弹性模量均有显著

正相关[46 ] 。

马来西亚研究人员曾试图将藤材用于建筑构件 ,但试验表明 ,藤材和混凝土之间的粘着力

低 ,藤筋混凝土梁常因斜向拉力而破坏[56 ] 。

4 　加工利用

目前藤产业的 90 %藤材来自野生 ,10 %为栽培藤 ,主要产于印度尼西亚。国际市场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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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商用藤种有大径藤的玛瑙省藤 ,直径可达 100 mm ,中径藤的西加省藤和粗鞘省藤 ,后者直

径较小 ,7～15 mm。藤材利用有几百年历史 ,在边远农村 ,几乎所有藤种用于生活各方面 ,如

房建、吊桥、绳、缆、渔栅、篮筐篓等[47 ,58 ] 。

4. 1 　原藤采收和初加工

成熟藤茎的叶鞘干枯 ,松脱 ,此时方可采收。一般于距地面 30 cm 砍断 ,拉拽整藤植株脱

离支撑树木 ,逐节清除藤茎上的叶鞘 ,弃除藤茎顶端约 1 m 的未成熟部分。长藤则根据商品藤

收购要求截成若干段 ,一般大径藤截成 2. 5 m 或 3 m 长 ,小径藤截成 5～7 m 或 8～9 m ,常为 6

m。

市场上的藤材有三种类型 : (1)原藤 :未经加工处理 ; (2) 半制品 :经过初加工 (前期处理) ,

即所谓清洁硫化藤 (Washed and Sulphurized rattan ,简称 W&S 藤) ; (3)制品 :如藤家具。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菲律宾比较重视藤材质量 ,有初加工传统 ,但各地处理技术不同 ,

目的则一致 ,获得清洁硫化藤。小径藤多为硅质藤 ,大径藤及少数小径藤为油质藤 ,二者的初

加工不同 ,大致如下 :前者用金属刷或刀片、竹片除去藤材表层的硅沙及残存叶鞘等杂质 ,阳光

干燥几天 ,硫黄烟熏 12 h ,再阳光干燥。后者在热柴油中煮 30～45 min (油浴) ,阳光干燥两三

天 ,硫黄烟熏 12 h ,再阳光干燥。油浴用油有柴油、椰油、煤油等 ,油浴时间也相差很大 ,有长达

90 min。近年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试验结果 ,在 90～105 ℃柴油中煮 20 min 效果较好。一般

认为 ,油浴在于排除角质、树胶及水分 ,能改善颜色和光泽 ,减少菌、虫害 ;硫黄烟熏除漂白外 ,

也可减少虫害[19 ,21 ,57～60 ] 。

4. 2 　藤材规格及质量因素

(1)规格 :分级的基础如长度 ,直径 ,节间长度 ,直径在全长的均匀性 ,节部的长度及厚度。

(2)质量 :成熟度 ,清洁度及干燥度。以藤条叶鞘残存 ,颜色及其均匀性 ,柔韧性 ,通直性 ,

圆度等及其表面皱纹、变色、开裂、污斑等缺陷衡量之[9 ,35 ,52 ] 。

(3)藤制品 :种类很多 ,主要为家具等编织品 ,其它有手杖、登山杖、马球棒、棒球、曲棍球

棒、伞柄等。藤厂的产品主要有两类 ,半制品及编织品 (制品) 。

半制品 :主要用小径藤加工成藤皮及藤芯 ,用以生产编织品 ,本身也作为半制品出售。

藤皮 :有多种规格 ,要求抗拉强度大。广东省的藤厂一般按用途将藤皮分为五类 :笪丝 —

编织藤笪 ;席丝 —编织藤席 ;合丝及车皮 —编织家具 ;沙丝 —编织家具及织件。其中 ,细如 1. 9

～2. 0 mm 宽 ,0. 50～0. 52 mm 厚的笪丝用于编织 2. 66 眼 (眼的单位为眼数·in. - 1) 藤笪 ,其原

料须高质量印尼藤。上海的藤皮类半制品名称与广东不同 ,其它地区可能也有类似情况 ,这是

由于藤织品长期由个体手工业者加工制作 ,并常为世代相传 ,新中国建立后 ,其中许多人参加

集体所有制藤厂或进入地方国营企业 ,一些行话也带入并沿用至今。

藤芯 :原藤经刨藤机或手工开出藤皮后的剩余物 ,有圆芯、扁芯、有角芯等 ,大量用于藤织

件 ,也用于家具的骨织类 (用藤芯包缠的藤家具) 及装饰。生产上主要用圆芯 ,直径 1. 5～12. 0

mm ,常用 2～4 mm 者。编织时 ,藤芯常被弯曲 ,因此要求柔韧 ,纤维不爆起 (表面光滑 ,无毛刺

感) 。

编织品 :主要为藤笪、藤席、藤家具及藤织件。

藤笪 :多种规格 ,用于家具、屏风、室内间隔及装饰等。品种有眼笪、稀笪 (方形眼孔) 及密

笪 (无眼孔) ,主要产品为眼笪 ,共 6 个品种 ,高质量印尼藤开出的笪丝方可编织 2、2125、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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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三种藤笪 ,一般原藤只能用于编织 1100、1133、1160 眼 3 种 ,1 眼笪又名大眼笪。

藤席 :包括各种规格的床席及枕席。

藤家具 :品种及规格很多 ,并不断创新。藤器业将其归为 6 类 :油藤类 —上油漆。磨光类

—磨光 ,上油。藤枝类 —用原藤编织。藤皮类 —用藤皮包缠 ,如藤椅。骨织类 —用圆芯包缠。

花类 —着眼于制品的局部装饰 ,使造型美观。

藤织件 :品种及规格繁多 ,并不断创新 ,常具有独特的艺术性。藤器业将其归为五类 :动物

型—编织成各种动物形状 ,可放置小件物品 ,常作为工艺品陈设。餐篮类 —有盖及提柄 ,可大

小成套 ,放置食品 ,尤其适宜野餐用。斗碟类 —较餐篮小 ,长方形或椭圆形 ,边有一定高度 ,适

宜餐桌上放刀叉 ,水果及鲜花。架类 —放书或物品。篮、筐、篓类 —粗细档次多种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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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attan Utilization

CAI Ze2mo , XU Huang2can , YIN Guang2tian , YANG Jin2chang , LI Rong2s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opical forestry , CAF ,Guangzhou 　510520 ,Guangdong ,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n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rattan industry as well as trade worldwide ,

and outlin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ane properties along with brief discussion of harvesting , process2
ing , products and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product quality.

Key words : rattan ; physical properties ; anatomical properties ;harvesting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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