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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

州北部和俄勒冈州南部的湿润粘重的草地壤土

地区
。

鲸油草原来是作为一种庭院观赏植物进

行种植
,

但其观赏价值并不高
,

直至六十年代初

期
,

在它的种子油中发现了长链脂肪酸
,

才引起

人们的重视
。

在美国通过对该属的几个种和品

种的栽培后
,

进一步认为鲸油草是一种很有发展

潜力的油料植物
。

∗+ ,− 年和 ∗++. 年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受赠和从美国引进了少量种

子
,

经过在露地和荫棚内不同生态条件下试种
,

初步了解了其生物学特性和生长适应性
。

鲸油草为特种油料植物之一
,

种子含油量

为 /0一.. 1 2 长链脂肪酸含量为 3/ 一−− 1 2 其中

二十碳酸和二十二碳酸含量高达 +3 1
。

因此
,

其种子油在制作润滑油
、

优质蜡
、

清洁剂和塑料

制品方面有着广阔前景
。

此外
,

从鲸油草中提

取的液体蜡与西蒙得木蜡的性质非常相似
,

所

以它很可能成为抹香鲸油的又一个替代者
。

鲸油草为一年生草本植物
,

株高 /0一3 厘

米 2 叶嫩绿柔弱 2 花为两性花
,

单生于叶腋
,

花梗

长
,

花呈白色 2 果为瘦果
。

鲸油草采用种子繁

殖
,

在昆明 ∗ ∗一∗/ 月播种
,

翌年 .一4 月开 花
,

3一5 月采收
。

采收的种子
,

在室内阴干后
,

放人

冰箱内保存
,

当年种子当年播
。

鲸油草喜冷凉和土壤湿润的生长环境
。

尤

其种子的萌发要在较低的温度下才能发生
,

经

过试验
,

种子萌发的最佳温度在 ∗ 0一巧℃
,

这时

种子发芽快
,

而且成苗率高
。

鲸油草的最适生

长温度为 67 一/0℃
,

温度低于 3℃或高于 / 3℃
,

生长都会受到抑制
,

高温致使植株枯萎
。

在整

个生长过程中
,

必须经常灌溉
,

特别是进人第二

年的 .
、

4 月间
,

气温逐渐升高
,

气候干燥
,

这时

浇灌要多而勤
∋

所以在栽培地要有丰富的水

源
,

才能满足鲸油草对水分的要求
。

播种时要

施人一定量的底肥
,

在出苗后两个月施一次氮

肥
,

开花前施一次磷钾肥
,

以促进开花和座果
,

提高产量
。

做好病虫害防治
,

在整个生长周期

内
,

病害极少
,

主要是苗期植株易受地老虎
、

蛾

站等地下害虫的危害 2其次
,

有少量毛虫和蚜虫

为害枝叶
。

因此
,

苗期地下害虫的防治是整个

栽培管理工作的关键
,

要加强田间管理
,

及时喷

药
,

保证全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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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拷胶品质优良
,

在国防
、

医药
,

工农

业生产等方面有着广泛用途
。

木材坚韧
,

顺纹

剪力极 限强 度径 向为 ∗∗5 8 9 : ); < ,

弦 向为

∗3, 89 : 。
耐

,

是优良用材 2 含纤维素 43 1
,

是人

造丝和造纸的好原料
,

也是制造高档活性炭和

培育食用菌的优质原料
。

树干和枝娅火力旺
,

发热值为 4/ 00 卡 : 克
,

其木炭发热值为 −500

卡 : 克
,

属于优良的薪炭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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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质绿肥
。

根系发达有根瘤
,

可固定游离

氮
,

更兼植株枝叶繁茂
,

既可提高地力
,

又可保

持水土
。

花期长
,

是理想的蜜源植物
,

树形美

观
,

可作庭院
、 “

四旁
”

绿化树种
。

种子含油率

+∋ 5, 1
,

油可食用或工业用
。

在黑荆树适生范围内
,

可 以积极发展黑荆

树基地
。

在居民点多的丘陵岗地
,

可采用矮林

作业的方式
,

把营建黑荆树拷胶原料林和薪炭

林
、

水保林
、

四旁植树结合起来
,

既可提供拷胶

原料
,

又可解决农村能源
,

还可保持水土和改善

生态环境
。

在丘陵或低山区
,

则可采用乔林作

业方式
,

营建杉
、

松为主
,

黑荆为辅的混交林
,

当

杉
、

松需间伐时可伐除黑荆树
,

利用其树皮和树

干
。

在发展黑荆树各类基地时
,

必须进行拷胶

厂
、

活性炭厂
、

木材加工厂
、

食用菌厂等配套建

设
,

使其
“

黑金子
”

全身能得到加工增值
,

从而获

得应有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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