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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 ∀ ∀年
,

经化学分析
一

证明了西蒙得木的种子含有液态蜡
,

不同于一般 的 植物油
,

随后

即引起人们对这种植物的重视
。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

于  !了#年召开了第一次国际讨论会
,

会上

对此植物的应用价值
、

栽培条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广 泛 讨论
,

普遍认为此种植物有 重 大的经

济价值
,

并且生
一

长条件要求不 高
,

可在热带
、

亚热带的半荒漠甚至沙漠中生长
。

此后
,

各种研究

组织
、

开发公司相继成立
,

每 # 年召开  次国际会议
,

每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有四
、

五十篇之多
。

该植物现已从原产地北美洲引种到世界各大洲的∃% 多个国家和地区
。

对它的 评 价 也 越来越

高
,

如
“

未来的高级豆
” , “

拯救干旱地区的福音
”

等等
。

我国云南
、

广东
、

福建
、

四川等省已开始引种
,

并取得 了一些效果
。

本文是在近几年来 引种

实践 以及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

参照了一些文献资料
,

探讨西蒙得木在云南干旱河谷 中扩大

引种栽培的前景
,

并提出了最适宜的栽种地区
。

一
、

西蒙得木的命名和系统位置

西蒙得木 & ∋( , )
∗) +, 扩

− . /0) . ) , 1 ,, 2 ∋) 3 & . / ) . ∋+ . 4
亦称

“

霍 霍 巴
” 、 “

油油 巴
”

5∗ 6∗ 7 −

的译音
。

 了8 !年意大利人5. ,94∋ 9 :;
− <∋ 6.4 −

第一次报告了在美国加利福 尼 亚低地
,

印地安人

用此植物的种子入药和榨油食用 印地安人称此植物为 5∗ 6∗ 7 − 。

,∗ −
年 后  = ∃  一  8 ∃ ∃年 英国

的自然科学家2∋ ) 3
,

才从植物分类学上研究了此植物
,

并给予命名
。

有趣的是他把同采 自中国

的一批植物标本弄混淆了
,

以为这种植物也采 自中国
,

以致于命名为 > ? ≅ ?, ∗ /∋∗
.) ,;’1 2 ∋) 3

经∃ ∃ − 年 之后
,

Α ?9 9−; ;  8 ## 又根据采 自加利福尼亚 的另一标本建立了一个单种属 &1’( ( Β

∗ ) + , 0− . − ;∋0
∗ 4 ) 公Χ − ,

仍归入黄杨科
。

属名是纪念自然学 家 Δ
Ε

Φ
Ε

& ∋( ( ∗ ) + ,的
。

Γ ? . ;;. 4 于

 8 Η !年才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种植物
,

给予新的组合
。

但他却选择了后 出的:−; ∋0∗
4;; ∋Χ −

作为种加词
。

 ! %了年 &。/ ) .∋ + . 4根据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优先率的规则
,

用最 早 发 表 的种加词

“/∋ 平
” , ∋, 作为该植物的合法种加词

,

予以再组合
。

此后
,

一些植物学家认为用 该 种 加 词是不

适当的
,

因为植物绝不产于中国
,

仍坚持用
。−; ∋0∗ 4 ) ∋∗ − ,

但大多数植物学家认 为 应执行法规
。

这就是西蒙得木不产我国而用我国国名作种加词以 及植物文献中两个名称常互用的由来
。

近

代一些植物分类学家又把一些采 自不同区域的植物
,

分别命名为 =
Ε

Ι−7
∗ ;∗, ∗ ϑ . ;;∗ Κ Κ Ε&Ε

. /4Λ
,
∗Μ /Λ ;;− Ν ∗ 4 9 ,

以及 > ) ∗ Χ /0− + ∋Χ /∗ 9 ∗ ( − Γ − ? 4 ∋ 等
。

其实均是形态上的一些变 异
,

不

能独立成为种
。

因此上述名称均是西蒙得木的同物异名
。



西蒙得木是黄杨科的一个单种属
。

 宫Η Ο年Φ ∗ ) +. 4; ∋,/根据种皮的不同
,

认为不应属于黄

杨科而应独立成科
。

但不少植物学家不同意这一见解
·

认为仍应作为黄扬科 的 一 个 亚 科 存

在
。

西蒙得木与黄杨科的系统关系
,

尚需进一步研究
。

二
、

西蒙得木主要的生物学性状

西蒙得木为常绿多年生灌木
,

多分枝
。

一

通盒高 一 ∀ (
,

最高可达, (
。

叶小
,

对生
, 一

长圆形
,

灰绿色
,

两面具光亮的蜡质层
。

雌雄异株
,

雌花通常单生叶腋
Π
雄花序总状腋生

,

风媒
,

花 粉 在

微风情况下
,

传播距离∀ ∀ (
。

在原产地花期一般为∃一 ∀月
,

果实成熟为 Η 月
。

葫果
,

开裂
,

通 常

含种子  粒
,

偶而也有 ∀ 粒
。

种子卵形
,

重 %Ε ∃一  
Ε

=!
,

含有## 一=Θ 多的液体蜡
。

 % − 年 生的植

株已有报道的单株最高产量为 Ο了 Κ
。

西蒙得木的根系特别发达
,

有主根和多数侧根
,

生长迅速
。

据报道
,

下种后 日生长 量 可达

∃
Ε

∀ . (
,

 % − 年 以上的植株
,

根深可达 Ρ (
。

西蒙得木的寿命= %一  % % −
年

,

有的可达 ∃ %% − 年
。

许多研究者指出
,

西蒙得木是一多倍体
。

&9 .7 7∋ ), 等人 的报告加 一大 约为  叻
” ,

Σ −
<.

幻
等

人报告∃ 。一 ∃ Η
。

可能存几个不同的种群
。

生长于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的植徐与生长于业

利桑那州干旱地区的植株
,

在外部形态及种子的产量方面均有听差异
。

三
、

西蒙得木种子液态蜡的理化性质及其Τ;5 用

, 。∀ ∀年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第一次分析了西蒙得木的种子
,

发现它含有 的 油 Υ5新是一般植

物种子的三甘油醋
,

而是 由长链脂肪酸与两个长链醇结合而成 的单原子性醋的混咨物
,

也即是

一种液态蜡 2∋ Κ ? 记 ς − ≅ ,

与抹香鲸油相类似
。

此后经过许多化学家的分析
,

其 理 化性质已

经很滑楚了
,

如表  1

表 Ω 西蒙得木的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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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蜡的含量
,

国外报道是在# Η一创书之间
。

昆明植物所植化室金歧端 ! 8 #年作了 分析

未发表
,

其理化性质与表
Ε

 相似
,

含量为= 
Ε

∀多
,

水分 ∀
Ε

Ο形
。

这种由高级脂肪酸与高级 脂 肪

醇所组成的液态蜡
,

皂化后有广泛用途
,

有人甚 至说可用于所有 目的
。

它具有用作燃料和化学

原料的潜力
,

也可作为高级润滑剂
。

由于它不腐败
,

可用于食 5
Π

工业
,

化妆品工业
,

如制造发油
、

洗发膏等
。

文化用品和工业方面可制造复写纸
、

绘图墨水
、

油漆
。

氢化后还可作为地板及车辆

的上光蜡
。

发酵过程中
,

液态蜡是一种 良好的泡沫抗阻剂
,

可用于 医药工业
。

此外榨出液态蜡之后的干物质中
,

尚含有 ∀% 一∀= 万的蛋白质
,

可作为饲料和 肥 料
。

目前
,

世界上有关国家对其利用仍在积极进行研究和开拓
,

其潜力尚难以估量
。

四
、

西蒙得木的地理分布及生态条件

西蒙得木野生分布于北美洲北纬∃∀ 一 ∀=
“

之间海拔  = % % ( 以下的山地和太平 洋 沿 岸
。

主

要分布地区是加利福尼亚低地
、

亚利桑那州中部和南部
、

塔克森以 及墨西哥西部和北部
。

上述

地 区气候干旱
,

降水稀少
,

年降水量一般是∃  % 一∃# ∗ ( (
,

桑洛那 & ∗ ) ∗ 4 − ) 的降水 很 少 超 过

 = % ( (
。

最高的年偶而达到∀Η 。一 # ∃ % ( (
,

雨季在晚冬和仲夏
。

夏季温度很高
,

最高温度 可 达

=#
·

# ℃
。

土壤为灰土 α 4 − Λ = %  灰色
,

具有微红色的钙质心土
,

有机质含量甚 微
,

大部分是物

理性的风化物
。

植被属于亚热带半荒漠
,

具有众多的仙 人 掌 科 植 物
,

如 大 蜡 烛 台 仙 人 掌

:− 4+
. ;∗ 7 4 − ∗

−Χ 91’ 以 及适广选种生境的短命植物
、

硬叶灌木和半灌木
。

六十年代以来
,

一些国家 的植物学家对西蒙得木的生态条件进行了 研 究
,

总括起来说
,

西

蒙得木喜生于粗粒
、

轻质
、

排水 良好和渗透性强的沙质土壤
Ε

上
,

在粘重板结的 土 壤 上 生 长 缓

慢
。

土壤的Μ Ν 值在 =一 8之间
,

可耐一定的盐碱
。

对肥力的要求不高
,

有人作过试验
,

在野外情

况下
,

连续 ∀ −
年 每 %

Ε

# / −
公顷 施磷肥及氮肥各∃∃

Ε

Η 8 3 Κ
,

似乎没有什么良好反映
。

西蒙得木对水分的要求也不高
,

在年降水 ΟΗ 一# = ∗ ( ( 的地区 均 可 生 长
。

在年降水 ∃ =# 一

∀ 8% ( ( 的地区
,

最好的个体可长到, (
。

栽培条件下
,

早期仍需要一定的灌溉
,

特别是 晚冬和初

夏进行适当的灌溉可促进根系的迅速生长
,

但过多则会引起根腐病
。

相对而言
,

西蒙得木对温度较为敏感
,

当温度降低到 一 =
“

或 一 Η ℃时
,

许多 植 株的花
、

顶枝

即受到冻害
。

在幼苗期。℃的低温也会受冻
。

成年的大灌木在 一 ! ℃的低温下
,

仍可 生 长
。

种

子萌发的最好条件是黑暗
、

恒定的湿度和∃Η 一 ∀% ℃的温度
。

五
、

西蒙得木在云南的引种驯化及扩大发展的前景

 ! Ο8 年昆明植物所从美国引进少量种子
,

 ! 了!年直播育苗
,

当 年 分 栽
,

在 温 室条件下∀ −

年 后平均株高 Ο8
Ε

]Χ (
,

并能开花结果
。

 ! 8 ∀年开始在永胜县期纳公社山坡的洪积扇 上
,

以 行

距∃谊
,

株距  一 
Ε

= ( 的规格定植
,

目前生长良好
,

年均生长量为∀∃
Ε

# Χ (
,

冬春干季
,

生长缓Π慢
,

从

  月至翌年 # 月中
,

生长量仅为 8
Ε

∃ 。(
,

占全年生长量的∃=
Ε

∀多
,

而夏秋季高温多雨
,

生 长 量 为

∃#
·

ΡΧ (
,

占全年生长量的Ο#
Ε

了拓
。

∀− 年 生植株已开花结果
,

其中有 一 株 挂 果  Η 个
。

开花结

果期多数在  月中至 ∀ 月
,

采果期则在 =一Η月
。

有的植株一年有两次开花结果采果期
,

分别为

第一次 一 ∀月和Η一Η月
,

第二次为 Η一 了月和  Θ 一  月
。

据报道在原产地也有类似情况
。

8 8



期纳公社地处金沙江边
,

海拔 士= ∃∴(
,

年均温约  8
Ε

# ℃
,

大于  % ℃的活 动 积温约为 = # % %℃
,

冬季有 一  ℃的短暂低温
,

年降水量Η %% 一Η= % ( ( 左右
。

栽培地点的土壤是粗砾质砂土
,

含砾石

较多
,

Μ Ν 值在=Ε 8一ΗΕ =之 间
。

上述的自然条件不是很好
,

但栽鳍结果表明
,

除春
、

冬干季生长缓

慢外
,

与原产地相比
,

西蒙得木的生物学特性并无多大 的变化
。

从而也说明在云南的一些区域

引种西蒙得木是大有希望的
。

我们认为一种经济植物引种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具有一定的面积和能形成一定 产 量 的 商

品
。

能引种成活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功 解放以来这种例子是很多的
。

这就需要一个较为长

期的艰苦的历程
。

因此我们试图从理论上再作一些分析
。

引种驯化能否成功
,

国内外有一些理论
,

其中生态相似说指出
,

在生态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

选择植物引种材料即可成功
。

西蒙得木原产地与云南干早河谷 中的生态条 件 有 许 多相似之

处
。

首先云南大部分地 区处于北 回归线 以北的亚热带区域
,

与其纬度 地 带 是 一 致 的
。

海拔

 = % %一 Ρ% % % ( 以下的干旱河谷 中
,

气候炎热
,

大于  % ℃的积温在# Η % %一 8 % % %℃之间
,

冬季 一 般

仅有。℃以下 的短暂低温
,

极端最高温度#% ℃年降水量在Η %% 一8 %% ( (
,

略高于原产 地 的 降 水

量
,

属于半干早与半湿润的气候类型
。

再与已引种成功 的以色列钓气候条件相比
,

那里夏季 =

月份最高温度∀ !℃
,

有时甚至可达#= ℃
,

很少有低于∴℃的温度
。

 月最低平均温度  
Ε

8 ℃
,

= 月

平均温度  =
Ε

= ℃
,

相对湿度很低
,

年均湿度只有=8 拓
,

这与干旱河谷地区有相似之 处
。

但 是 也

必须注意到原产地及以色列的气候条件与云南也有不同之处
。

从附图  一 ∀
,

我们可以 看 出亚

利桑那州冬季从  ∃ 月至翌年 ∀ 月的温度远低于元江
,

而与华坪 泪差较小
,

但夏季温度不仅高于

俪∃=%∃%%

1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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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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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北美亚利桑那与华坪
、

元江各月相对湿度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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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北美亚利桑那与华坪
、

元江各月平均温度比较

华坪
,

也高于元江
。

年降水量的绝对值
,

亚利桑那州远低于华坪
,

但在季节分配上
,

冬春季的降

水则较华坪高
,

因此相对湿度也高于华坪
。

也就是说
,

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原产地与以 色列是

地中海型气候
,

冬季降水
、

湿润
,

夏季高温
,

干旱
,

而云南属季风气候
,

夏季多雨
,

春 冬季基本无

雨
,

与西蒙得木的习性不甚一致 春
、

冬季开花结果
、

夏季末果实成熟
。

这种情况与我们引种油

橄榄碰到的问题相类似
。

土壤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
,

干旱河谷中的土壤为红壤或红褐土 Μ Ν 值

在=一Η
Ε

=左右
,

这尚属西蒙得木的适生范围
,

但红壤和红褐土一般均有粘性高
、

土体比 较龚实

的特点
,

这可能对西蒙得木的生长不利
。

上述两点不利因素
,

我们认为用农业技术措施是可以

改变的
。

如在春冬季要有适当的灌溉
,

选择宜林地时要选择适宜的土壤类型等
。

当 然 也应该

看到西蒙得木是一个多倍体植物
,

在人为的影响下
,

它的遗传特性也是易于改变的
。

仁种即引左述引种驯化能否成功的另一个可遵循的理论是区系发生法
、

有相同区系起源的植物
,

易于成功
。

·

中国植物区系与北美植物区系之间在发生上的联系
,

已有很多学者著文 阐



近  ! 8 ∀ 吴征锰也作了详尽讨论
。

从原产地现有植物看来
,

显然与云南的区系有一定的联系
。

西蒙得木本身就与云南分布的富贵草属 Ι− Χ/ Λ, −) + 4− 有一定的系统渊源
,

而在原产地可形成

群落 的 Θ ∗ + ∗ ) . − < ∋, . ∗ , −
与干旱河谷

,二

卜
,的坡柳 Θ ∗ + ∗ ) . − − ) Κ ? ,9 ’6

∗ ;0− 相近
,

过去曾被 人 们

认为是同种
。

干旱河谷中的小桐子 5 ∗ 94∴ Ι/− Χ? 4Χ −, 在原产地是 同属 的 另一种即 5− 94∴ Ι/−
。∗4 +−9 −

。

这种远隔万里的相似性
,

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有理 由认为西蒙得木在云南千旱河谷中引种成功的 可 能 性 是 很 大

的
。

最适宜栽培的地区是楚雄州
、

大理州
、

丽江地区南部以及东川市
,

海拔在  了∴∗ ( 以 下
,

冬季

低温不低于 一 ∀ ℃
,

年降水量 # %% 一Ο% ∴( 的河谷
。

在土地类型的选择上
,

小桐子 似 可 作为一个

参考的指示树种
。

元江
、

怒江坝
、

、

元谋
、

渡 口等地引种
,

故可成活
,

但冬季积温高
,

不利于花芽分化
。

因此能否

取得满意的产量
,

尚需研究
,

目前似不宜大面积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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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严格地控制了森林砍伐
。

 ! Ο 8年以来
,

在中国西北
,

北方
,

东北地 区∀ ∃# 个县内一

条新的绿色长城 防风沙林带 正在逐步形成
。

新培植的森林约 = ∀ % %万 / − ,

使那 些地区的森林

覆盖度从 = 万上升到 8 解
。

 ! 8 %年新栽植 了 ∀Θ 万 / − 森林
。

北方# %Θ 个 县
,

至 少 有  %% 个县实

现了农田林网化
。

在中国保护森林工作 中
、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正式建立了森林 承 包以及封 山

育林制度
。

! 个省内
,

约有 ∃ Ο% 万农户承包了林地
,

总面积达ΗΗ 万 / − 。

巡 逻 和 监 视 是 重要的

措施
,

现巳采用
,

以 实施森林法
。

每个县每个公社都建有这样的巡逻队
,

以确 保 森 林 法 的 实

行
。 《

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
》

第 Ο∀ 页

如果中国人不能在短期 内扭转毁林风
,

他们将在这一代面临重木环境 祸 患 ⋯⋯
。

象过去

搞的形式上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是无济于事的
,

但长期的 努 力 还 必 须 有 群 众 参 加
。

《

劣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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