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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价油棕在干热河谷地区的生长表现!于 !"## 年从海南引进.热油 ! 号/.热油 J 号/.热

油 A 号/和.热油 % 号/J 个油棕品种在云南保山干热河谷区试种!并按照农业农村部油棕品种区域

适应性试种观测相关技术规范开展抚管和观测& 经过多年引种观察!J 个油棕品种在云南保山干

热河谷区均能正常生长发育!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其中.热油 ! 号/株高%茎高%年新增叶片数%冠

幅生长量最大!.热油 J 号/果穗性状%果实性状表现最优!可作为生产上小规模试验性试种材料推

广种植&

关键词!油棕#干热河谷区#植物学性状#产量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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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油 棕 " '4/"&50P&3""35&5(7CEB# 属 棕 榈 科

"h7967C=7=#油棕属"'4/"&5#单子叶多年生常绿高大

乔木$起源于热带非洲$是典型的热带木本油料作

物$被美誉为(世界油王)

+# $!,

% 全球超过 K" 个国

家引种栽培油棕$主要分布在南纬 #"sf北纬 #Ks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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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东南亚'非洲'中南美洲'南太平洋岛国的热带

地区+. $J,

% 油棕优良品种对环境适应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只有把优良品种种植到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

挥其最大的生产潜力$其抗性'高产性状早期很难预

测% 因此$油棕引种试种是其推广应用过程中至关

重要的环节$且需要从生长'抗性和产量等多方面的

综合性状来评价品种的优良性和适应性%

我国最早于 #)!A 年开始引种油棕$同期云南省

红河州河口县参与引种$#)A! 年云南省热带作物科

学研究所在景洪市开展油棕种子育苗技术研究+K,

$

!"". 年朱先成等+A,从马来西亚引进优良油棕品种

在云南勐腊县进行育苗和试种$!""K 年熊朝阳+&,从

泰国'马来西亚引进油棕新品种在云南景洪市试种

观测% 虽然油棕引入云南较早+%,

$但至今所见引

种'试种报道均在湿热区$云南干热区当前没有相关

报道% 云南干热河谷区气候特殊+),

$区域内光热资

源丰富$炎热少雨$地面蒸发量大$干湿季分明$旱季

一般从 ## 月开始到次年 K 月% 开展云南干热河谷

区油棕引种适应性评价研究$对筛选适宜于我国热

区环境特点的抗逆高产油棕品种意义重大% !"##

年 # 月$农业农村部制定并发布.油棕品种区域适

应性试种工作方案"!"##-!"!" 年#/$成立农业农

村部油棕品种区域性试种协作领导小组$在云南'海

南'广东组织实施油棕区域性试种工作% 云南省农

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作为参试单

位$于 !"## 年 % 月引进 J 个油棕品种在云南保山干

热河谷区试种% 本文对 J 个油棕品种在云南保山干

热河谷区的试种表现进行总结介绍$以期为油棕产

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B#M参试品种

J 个油棕品种分别为1热油 ! 号2 1热油 J 号2

1热油 A 号21热油 % 号2$均来源于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橡胶研究所% !"## 年 % 月定植时1热油 ! 号2

平均株高 "B!% 6$1热油 J 号2平均株高 "BK& 6$

1热油 A 号2平均株高 "BK% 6$1热油 % 号2平均株高

"B!% 6!1热油 ! 号2和1热油 % 号2苗龄为 #" 个月$

1热油 J 号2和1热油 A 号2苗龄为 !J 个月%

#B!M试验方法

#B!B#M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农业农村部油棕品种区域适应性

试种保山基地$地处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怒

江西岸"北纬!JsK&jKKv$东经)%sK.j".v$海拔A)K 6#$

属低纬度准热带季风雨林偏干热河谷过渡类型气

候$干热少雨$地面蒸发量大$干湿季分明$光照充

足$年温差小$昼夜温差大% 年平均气温!#BKp$

年平均降雨量 &KKB. 66$绝对最高温 J"BJp$绝对最

低温"B!p$全年基本无霜$不小于 #"p活动积温

& %""B"p$年日照时数 ! ...B& W$年均空气湿度

&"e% 前茬作物木薯$土壤为冲积母质发育的沙壤

土$_TABK$阳离子交换量 "BA$含氮 "B"K)e$含磷

"B".!e$含钾 !B.Ke$含有机质 &B.A ?FH?$土层深厚$

排水性好$旱季具备灌溉条件% 土壤肥力中等$地力均

匀一致$基本能够代表本区域的气候'土质'耕作水平%

#B!B!M试验设计

试验按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等边三角形种植$

种植株行距 % 6r% 6% !"## 年 % 月下旬种植$每个

品种重复 . 次$共 #! 个小区$每小区种植株数 .! 株

以上$种植总面积为 .B.. W6

!

%

#B!B.M栽培措施

试种地点处于干热河谷区$年降雨量较小$为保

证油棕正常生长$分别在每年干旱季的 . 月'K 月进

行灌溉$保障油棕安全渡过干旱季!植后第 A 年开

始$每年冬季前进行一次叶片修剪$采用利铲从叶柄

基部去除枯叶'老叶$每株油棕树保留 J" fK" 片叶%

其他栽培管理措施参考李炜芳等+#",的方法%

#B!BJM观测方法

#B!BJB#M生长性状测量

!"#! 年开始$在每年的 ##-#! 月对 J 个油棕

品种的主要植物学性状进行观测记录$每个品种每

个小区随机选择 #" 株进行定点观测&

+

株高$地面

与植株第 # 片完全展开叶片基部之间的垂直距离%

,

茎高$地面与植株第 . 片叶"幼龄#'第 #& 片叶

"成龄#基部之间的垂直距离%

-

叶片总数$调查时

植株除中心枪叶外的现有叶片数%

.

冠幅$叶片自

然生长$取植株东$西'南$北方向叶尖滴水线位置

测量距离$计算平均值%

#B!BJB!M果穗'果实性状测量

!"#&年 #!月对 J 个油棕品种的果穗'果实性状

进行测量$每个品种每个小区随机选择 . 株$每株随

机选择 #个成熟果穗采收$台秤称取果穗质量'卷尺

测量果穗尺寸后$剥离果穗上所有的果实$记录果实

数量'正常果实数量$称取正常果实质量$计算正常果

实质量占果穗质量比例!每株随机取 #" 个正常果实

使用电子天平称取果实质量$使用数显游标卡尺测量

果实尺寸'果肉厚'核壳厚'核仁直径!分别对果肉'核

仁质量和含油率进行测定$含油率测定采用索氏提取

法$鲜果实含油率 m"鲜果肉质量 r鲜果肉含油率

n鲜核仁质量 r鲜核仁含油率#F鲜果实质量 r

#""e% 将每个性状的测量记录值相加求取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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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KM数据处理

采用4cC=9!"#"'0h00 !#B" 进行试验数据的统

计分析%

?>结果与分析

!B#M油棕的株高%茎高生长量

参试的 J个油棕品种各年度株高'茎高生长情况

见表 #% 由表 #可知&不同年份间各油棕品种的株高'

茎高总体上均具有显著差异"(k"B"K#$!"#.-!"#J

年 J个油棕品种的株高增长最快% J 个油棕品种的

株高在 !"#A 年无显著差异"(l"B"K#$茎高在 !"#J

年'!"!"年1热油 J号2与1热油 !号2存在显著差异$

!"#K年1热油 ! 号2与1热油 % 号2存在显著差异$其

余年份无显著差异% 种植时1热油 ! 号2和1热油 %

号2的种苗相对较小$但随着定植年限的延长$1热油

!号2的株高增长较快% 在定植 K 年后 J 个油棕品种

株高表现为1热油 ! 号2 l1热油 J 号2 l1热油 A

号2 l1热油 % 号2% 对于茎高而言$定植后的前 ! 年

1热油 J号2的茎高较大$定植中后期1热油 !号2的茎

高较大$在定植 )年后 J个油棕品种茎高表现为1热油

!号2 l1热油 %号2 l1热油 A号2 l1热油 J号2%

表 =>C 个油棕品种各年度株高$茎高生长情况 8

年份
热油 ! 号

株高 茎高

热油 J 号

株高 茎高

热油 A 号

株高 茎高

热油 % 号

株高 茎高

!"#! "B.#3̂ "BA"47 "BA#b7 "B."4̂

!"#. "B&K3̂ "B.A47 #BK!b7 "BK#b7 #B.J37 "B.)b7 "B%#b̂ "B!%b7

!"#J .B""'7̂ "BJ#4̂ .BJ%37 "BK&b7 .B"%'7̂ "BJJb7̂ !BA%3̂ "B.&b̂

!"#K JBAKN7 #B#!b7 JB."'7̂ #B")37̂ JB!.N̂C #B"K37̂ .B%)'C "B)A3̂

!"#A JB)AN7 #B!!b7 JB&&N7 #B#%37 JB&#N7 #B"#37 JB.KN7 #B#"37

!"#& !B".37 #B)"'7 #B%"'7 #B&A'7

!"#% !B!!37 #B)#'7 #B%.'7 !B"J'7

!"#) .B#!'7 !BA&N7 !B&.N7 !B&)N7

!"!" .BKJN7 !B%KN̂ .B"AN7̂ .B#KN7̂

M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品种间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年份间具有显著差异% 下同

!B!M油棕的叶片数生长

参试的 J个油棕品种的叶片总数及年叶片生长

情况见表 !% 由表 ! 可知&不同年份间各油棕品种的

叶片数总体上具有显著差异"(k"B"K#% 就不同品种

而言$除 !"#. 年'!"#A 年'!"#& 年'!"#% 年各油棕品

种的叶片数间无显著差异外"(l"B"K#$其余年份部

分品种间总体具有显著差异% J个油棕品种定植 & f%

年后叶片总数达最大值$叶片总数在A! fA)片之间$其

中定植 A年后到第 &年间年新增叶片数最多$1热油 !

号2和1热油 %号2年新增叶片数最大均达 !#片%

表 ?>C 个油棕品种叶片总数及年叶片生长情况

年份 热油 ! 号 热油 J 号 热油 A 号 热油 % 号

!"#! %B#&T̂ #.B#"-7 #.B)"17 %BK.-̂

!"#. #.B""17 !%BJ&-7 !!B.&17 #.BA&-7

!"#J !!B.&-̂ ."B".47 !KB.&-̂ !#BA.4̂

!"#K ."BJ%47̂ .AB""b47 .#BA&4-7̂ !%B!&b̂

!"#A .AB%%b7 J!BK!3b7 .KBAJb47 .KBJ"37

!"#& JJB%!37 K"B&)N'7 JAB&)3b7 J"B%K37

!"#% AKB&.N7 A.BKJN7 AKB#%N7 A!B."N'7

!"#) A%B..N7 K.B"&'̂ K#B!&'̂ AKBK.N7

!"!" K)B"&'7 JAB#.N'̂ JKB%&'3̂ KABA"'7

!B.M油棕的冠幅生长

参试的 J 个油棕品种冠幅生长情况见表 .% 由

表 . 可知&不同年份间各油棕品种的平均冠幅总体

具有显著差异 "(k"B"K#% 就不同品种而言$除

!"#. 年各个油棕品种平均冠幅间无显著差异外

"(l"B"K#$其余年份的部分品种间总体具有显著差

异% 在定植后的前 .年1热油 J 号2和1热油 A 号2平

均冠幅总体较大$1热油 ! 号2和1热油 % 号2较小%

从定植后的第 K年开始1热油 ! 号2平均冠幅大于其

余几个品种"除 !"#&年#% 在定植 )年后 J 个油棕品

种平均冠幅在 )BKJ f##B"& 6之间$J 个品种平均冠

幅大小具体表现为1热油 ! 号2 l1热油 % 号2 l1热

油 A号2 l1热油 J 号2% 根据平均增长率测算$定植

初期种苗较小的1热油 ! 号2$定植 J 年后可达到1热

油 J号2和1热油 A号2的冠幅生长水平$增长较快%

表 B>C 个油棕品种年度冠幅生长情况 8

年份 热油 ! 号 热油 J 号 热油 A 号 热油 % 号

!"#! "BK&T̂ #B.J-7 #B!K-7 "BKKT̂

!"#. #B%.17 .B..-7 !BAK-7 #B)!17

!"#J .B"!-C JB"!47 .BK%4̂ !B)J-C

!"#K KB"!47 KBJ!b7 KB""b7 JBJK4̂

!"#A &B#"b7 ABA#3̂ ABJ.3̂C AB"#bC

!"#& &BJ#b7 &B)#37 &B.!37 AB%)b̂

!"#% )B##37 %BKK'̂C %B#K'C %BA.3̂

!"#) #"B!)'7 %B%#'̂ )B!)N̂ )BA"'7̂

!"!" ##B"&N7 )BKJNC )B&)N̂C #"B!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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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M油棕的果穗性状

!"#& 年 #! 月对 J 个油棕品种的果穗性状及产

量进行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J% 由表 J 可知&J 个油

棕品种果穗性状之间均无显著差异"(l"B"K#!J 个

油棕品种单串果穗尺寸'果穗质量'果实数量'正常

果实数量'正常果实质量'正常果实质量占果穗质量

比例$均表现为1热油 J 号2最高$果穗质量'果实数

量'正常果实数量为1热油 ! 号2次之% 综合比较果

穗性状各项指标$正常鲜果产量1热油 J 号2最高$

1热油 A 号2次之%

表 C>C 个油棕品种果穗性状及产量调查统计

品种
果穗尺寸FC6

长 宽 厚

果穗

质量FH?

果实

数量"个#

正常果实

数量"个#

正常果实

质量FH?

正常果实质量占

果穗质量比例Fe

热油 ! 号 !%B""7 !&B&%7 !"B##7 KB.%7 J)%BJJ7 !%KB##7 !B.%7 JJB!J7

热油 J 号 !)B)J7 !)BJ#7 !"B)J7 KBA)7 A"%B!)7 !)KBJ.7 .B!!7 KABK)7

热油 A 号 !KBK"7 !&B""7 #)B""7 KB."7 JK"B""7 !K)B""7 !B&K7 K#B)J7

热油 % 号 !%B#&7 !ABA&7 !"B#&7 JBA&7 .A&BA&7 #)KBJK7 !B"A7 JJB##7

!BKM油棕的果实性状

!"#& 年 #! 月对 J 个油棕品种的果实性状进

行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K% 由表 K 可知&J 个油棕品

种的果实长'果实质量'果肉厚'核壳厚无显著差

异$果实宽1热油 ! 号2与1热油 J 号2具有显著差

异"(k"B"K#$果实含油率'核仁直径1热油 ! 号2

与1热油 J 号2 1热油 A 号2具有显著差异 "(k

"B"K#% J 个油棕品种中1热油 J 号2的果实尺寸'

果实质量最大$1热油 A 号2次之!果肉厚最大的为

1热油 ! 号2$最小的为1热油 A 号2!J 个油棕品种

的果实含油率在!!B&#e f.&B.&e之间$1热油 J

号2果实含油率最高!J 个油棕品种的核壳厚在

"B%A f!B"" 66之间$均为薄壳种"核壳厚 "BK" f

JB"" 66#

+##,

$最薄的为 1热油 ! 号2$最厚的为

1热油 A 号2!核仁直径最大的为1热油 J 号2$最小

的为1热油 ! 号2%

表 D>C 个油棕品种果实性状调查统计

品种
果实尺寸F66

长 宽
果实质量F? 果肉厚F66 果实含油率Fe 核壳厚F66 核仁直径F66

热油 ! 号 .AB!&7 !&B&.^ #!B&#7 %B)K7 !!B&#C "B%A7 .B)A^

热油 J 号 .%B%)7 .#B.A7 #&B#!7 AB&#7 .&B.&7 #BKK7 &B%K7

热油 A 号 J"B".7 !)B&#7̂ #KBJ.7 ABJ"7 !&BA)^ !B""7 &B#!7

热油 % 号 .&B)A7 !)B%&7̂ #JB&#7 %BJJ7 !.B)&C #B"K7 KBKJ7̂

B>讨>论

油棕是典型的热带木本油料作物$本性喜高温'

多雨'强光照和土壤肥沃的环境$以年均气温 !! f

..p$年均有效积温"

$

#"p#大于 ) !""p$每天日

照时间 K f& W$年降雨量 ! """ f! K"" 66且降雨

均匀无明显干湿季$月均降雨量不少于 #"" 66的

地区最为适宜+.,

% 作为干热河谷区的云南保山油

棕试种基地$年均气温'有效积温'日照时数'降雨

量'土壤等方面远不如原产地$但通过试种表现调查

可看出 J 个油棕品种均能正常生长发育$表现出较

强的适应性$这与曾宪海等+#!,的研究结果相符% 油

棕在云南等热带北缘区域只要有合适的品种$并配

套合理的栽培技术$不但能种植并能获得较高的

产量%

油棕为种子繁殖'异花授粉作物$单株产量变异

较大+#.,

!水分不仅影响油棕的生长发育$也是干旱

条件下限制油棕产量的主要因素$在干旱胁迫下油

棕光合作用减弱$雌花序减少$雌花序败育增加$性

别比率和果实含油率降低+#J,

!通过灌溉可显著提高

油棕产量+#K,

% 本试验仅对 !"#& 年 J 个油棕品种少

量植株的果穗性状'果实性状进行了调查统计$由于

油棕产量受多种因素影响$短时间内用短期的抗性

和产量等资料难以预测品种的优良性状$J 个油棕

品种在云南干热河谷区的综合表现还需进一步试种

分析%

C>结>论

从株高'茎高'年新增叶片数'冠幅等生长性状

来看$1热油 ! 号2生长量最大$表现最优$且其果肉

最厚$核壳最薄!从果穗性状'果实性状来看$1热油

J 号2总体表现最优$且其生长后期茎高最小$利于

采收% 综合比较 J 个油棕品种的生长性状'果穗性

状'果实性状$1热油 ! 号2 1热油 J 号2在云南干热

河谷区表现较优$可作为生产上小规模试验性试种

材料$以进一步观测在本地区生长与产量适应性的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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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并且上述油脂植物多为有花植物$还可在当

地发展蜜蜂养殖$拓展经济来源% 此外$麻阳河是典

型的喀斯特地貌和独特的峡谷地貌景区$亦可以因

地制宜地规划观花旅游景点$开展生态旅游% 因此$

在基于保护的前提下$通过选育适合当地气候条件'

用途广泛'经济价值较高的本土油脂植物$并进行规

模化的种植$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生态

环境的保护$还可以带动乡村振兴$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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