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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保苏铁
657&3 8+9&"+%3-3

为中国特有种! 国家
!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

年由广西德保引种至桂林植物

园% 对德保苏铁繁殖特性& 生长习性& 适应性等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原产于南亚热带石灰岩土壤条件下的德

保苏铁在中亚热带酸性土壤条件下生长良好& 开花结实! 抗寒性较强% 在引种地! 成龄植株萌叶期为
#$4

月! 花

期
#$'

月! 果熟期
!!

月中旬至下旬% 德保苏铁茎干生长缓慢! 株高平均增长
!-3, 56

'

7

$!

! 地径平均增长
%-!" 56

'

7

$!

%

德保苏铁种子具后熟休眠特性! 种子储藏方式以常温湿砂储藏较好! 种子萌发率为
$,

!左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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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铁类植物是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
J

被称为植物 *活化石+# 具有重要的经济, 文化, 生态和科研

价值# 中国仅
!

科
!

属# 即苏铁科
UR57(75>7>

苏铁属
657&3

# 共
.$

种# 全属均被列为国家
!

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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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保苏铁
657&3 8+9&"+%3-3 ]- U- PI)2B >< U- [- UI>2

为中国特有种# 产于广西南部# 归属

于攀枝花苏铁组叉叶苏铁亚组# 树冠美丽# 叶三回二歧式羽状分裂# 极富观赏性# 为珍稀园林植物- 由

于人为干扰及遭盗挖严重# 其野生资源量已急剧减少# 因而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 目前# 有关德

保苏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源状况'

%$'

(

, 分类 '

4

(

, 居群特征'

$

(

, 核型分析'

3

(

, 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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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 而迁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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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进行了德保苏铁在桂林植物园的迁地保护研究! 以期为德保苏铁的保护

性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原产地与迁地保护区自然条件

德保苏铁原产地位于距广西德保县城约
!$ %&

的扶平乡扶平村上平屯附近的石灰岩坡地!

'!!!$"(

!

"$)!"*"+

! 海拔为
,-!#-.$ &

" 分布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为
"-/# $

! 极端低温
%'/) $

! 极

端高温
!,/$ $

" 年降水量为
" *)"/$ &&

! 集中于夏# 秋两季! 冬春季为旱季" 分布区的土壤为石灰岩

风化发育而成的石灰土! 呈中性至弱碱性" 由于邻近村民对林地的放牧砍柴! 目前植被以次生石山矮灌

丛为主! 德保苏铁为优势种之一" 其伴生植物多为旱生的灌木及禾草类! 乔木种类极少! 主要有圆叶乌

桕
!"#$%& '()%*+$,(-$%&

! 黑面神
.'/0*$" ,'%)$1(2"

! 红背山麻杆
3-14('*/" )'/5$($+/2

! 灰毛浆果楝

6$#"+/22" 1$*/'"21/*2

! 毛桐
7"--()%2 8"'8")%2

! 五月茶
3*)$+/2&" 8%*$%2

! 地果
9$1%2 )$:(%"

! 中越杜茎山

7"/2" 8"-"*2"/

! 大叶紫珠
6"--$1"'#" &"1'(#40--"

! 岗柃
;%'0" <'(,,$$

! 野漆
=(>$1(+/*+'(* 2%11/+"*/%&

!

粗叶悬钩子
?%8%2 "-1/"/,(-$%2

! 荩草
3')4'">(* 4$2#$+%

! 大白茅
@&#/'")" 10-$*+'$1" 012/ &"A('

! 细毛鸭嘴

草
@214"/&%& $*+$1%&

等"

迁地保护区设在桂林植物园内" 该园地处桂林市南郊雁山镇!

'#!$""(

!

""$!","+

! 海拔为
"*$#

")$ &

"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 $

! 最冷月$

"

月%平均气温
./* $

! 最热月$

,

月%平

均气温
'./* $

! 极端最高气温
*$/$ $

! 极端最低气温
%)/$ $

!

!"$/$ $

年积温
# -##/! $

" 年平均降

水量
" .)#/, &&

! 多集中于春夏" 通常情况下! 年最低温在
%"/$ $

以上! 偶有霜冻" 土壤为酸性红壤!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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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年
"$

月! 于广西德保县扶平乡上平屯的野生德保苏铁居群中采集到种子
'$$

余粒! 经繁育后

获苗木
")$

多株! 并栽植于桂林植物园引种保育区"

'$"$

年少量植株始花! 经人工授粉共获试验用种

子
" $$$

余粒" 德保苏铁茎干或基部受损后常萌生少量蘖芽! 蘖芽生长一定时期后开展分蘖苗繁殖"

种子繁殖&

'$"$

年
""

月
'#

日采集种子! 选择饱满# 发育良好的种子! 去除外种皮! 使用质量分

数为
#5

高锰酸钾溶液消毒! 清水洗净后进行不同储藏方法$干藏#

# $

冷藏# 湿砂藏%种子发芽率对比

试验" 单因素试验设计! 随机区组排列" 各处理后的种子均播于遮光度为
,$ 5

的大棚内苗床上! 基质

为洁净的河砂!

!

个重复!

!$

粒'重复%"

" 应用
678 0!/$"

统计分析软件整理数据和进行检验分析"

分蘖苗繁殖&

'$""

年
-

月
"'

日! 选择
'#!

年生$球径
'/$#*/$

!%的蘖芽! 用锋利的小刀将其从与

母株连接的基部切割下来! 创口用多菌灵消毒杀菌! 待切口晾干后植于已消毒的砂床中
9

植入深度为蘖

芽高度的
":'

" 试验用蘖芽
!$

个! 常规管理"

生物学特性观测& 自
'$$!

年开始! 选择
"$

株植株逐年观测年生长量! 观察到首花后开始进行物候

观察"

!

结果与分析

!"#

种子繁殖

种子繁殖是德保苏铁的主要繁殖方式" 德保苏铁种子成熟时外种皮呈浅黄色! 球形或卵球形! 长

'/##!/# ;&

! 直径
'/$#!/$ ;&

! 去外种皮种子平均千粒质量约为
# )$$ <

" 德保苏铁种子成熟采收时胚未

完全发育! 后熟现象明显! 具休眠特性! 休眠期长达
)

个月左右(

""

)

! 故采后常使用一定方式对种子进行

储藏"

对比常温储藏$干藏%# 低温储藏和湿砂储藏等
!

种储藏方式处理的发芽率! 结果表明&

!

种子在常

温储藏条件下! 储藏时间
-$ =

以内! 其播种发芽率与对照相比! 在
"5

和
#5

的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储藏时间
"'$ =

以上! 在
"5

和
#5

的水平上与对照及前
!

批种子的发芽率相比! 均存在显著差异! 其播

种发芽率降至
#$ 5

左右"

"

种子在低温储藏条件下! 储藏时间
-$ =

以内! 其播种发芽率与对照相比!

在
"5

和
#5

的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低温储藏
"'$ =

以上! 则存在显著差异! 其发芽率降至
)$5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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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

种子在湿砂储藏条件下" 储藏时间
&'% (

的播种发芽率与对照及前
$

批种子的发芽率相比" 在

#)

和
')

的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且各批种子的发芽率均为
*%)

左右! 比较
+

种储藏方式的种子发芽

率结果" 在德保苏铁种子储藏方式的选择上" 润砂储藏优于其余
!

种方法#表
!

$%

表
!

不同储藏方法! 时间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0 & 122034 52 (62207084 9457-:0 ;04<5(9 -8( 9457-:0 46;0 58 900( :07;68-4658

储藏时间
=(

常温储藏发芽率
=)

低温储藏发芽率
=)

湿砂储藏发芽率
=)

%>3?@ *%A"" " +A+" B- *%A%% " +A+% B- *%A%% " +A+% B-

+% *%A%+ " 'ACC B- *%A%+ " 'ACC B- *%A%+ " 'ACC B-

D% *%A%% " +A+% B- C*AE% " &AE& B- *&A%% " +A*& B-

E% C$A$C " +A*C BF- CCA*+ " #AE# B- *!A!% " #AE# B-

#!% '%A%% " +A+% F. DDADC " +A+' FG. *#A%% " +A*# B-

#'% $'A'+ " +A*C F. D%A%% " +A+% G. *%A%+ " 'ACC B-

"#$

分蘖苗繁殖

在
!'#+% $

的气温条件下" 德保苏铁分蘖苗
!%#+% (

生根" 生根率为
E%)

! 不同球径的蘖芽其生根

数量差异明显& 球径
!A%#+A% 3;

的蘖芽" 平均生根数量为
!A!'

根' 球径
+A##$A% 3;

的蘖芽" 平均生根

数量为
$ADC

根%

"#"

植株生长特性

德保苏铁植株生长缓慢" 野外调查发现" 生长数十年的植株" 其茎干高度均不达
'%A% 3;

% 经观测"

迁地保护区栽培的
*

年生植株茎干平均高
#'A! 3;

" 平均地径
#CA! 3;

" 干高年均生长量为
#AE 3;

" 地

径年均生长量为
!A# 3;

% 生长曲线#图
#B

$表明& 株高( 地径生长量有
#

个明显的高峰期" 为第
$#D

年" 峰值分别达
+A% 3;

)

-

%#和
+A* 3;

*

-

%#

" 之后生长趋缓%

图
#

德保苏铁生长曲线

H6:I70 # J75K4< 3I7L0 52 !"#$% &'($)'*%+%

德保苏铁叶型奇特" 三回二歧式羽状分裂" 幼叶拳卷% 据观测"

*

年生植株平均单株抽主叶
*

枚"

主叶平均长为
+"!AD 3;

" 小叶平均长
!DA+ 3;

" 平均宽
&A' 3;

% 主叶生长历时
+C (

" 有
!

个生长高峰期
M

第
#

个为第
#$##E

天
M

峰值为
#CAC 3;

*

(

%#

M

第
!

个高峰期为第
!$#!*

天" 峰值为
#CA% 3;

*

(

%#

' 小叶展开

的始期为第
+%

天
M

于第
+C

天结束
M

历时
C (M

其展叶顺序自主叶基部往先端依次进行" 平均展小叶
C$%

片% 从主叶和小叶的生长过程还可知" 小叶展叶开始" 主叶的长度生长即大幅下降
M

并很快趋于停止%

而小叶的长度及宽度生长停止较迟
M

在展叶完后
! (

+第
+E

天$其长度生长才大幅下降" 于第
$+

天趋于

停止+图
#F

" 图
#G

$%

"#%

物候期

根据多年观察" 引种至桂林植物园的德保苏铁萌叶期一般为
'%D

月" 稀
C

月" 每枝叶从叶芽萌发至

叶片完全展开停止生长" 需时约
$% (

左右" 植株偶有二次抽叶现象+

E

月$'

*

龄植株首花( 结实" 雌(

雄球花期
'%D

月" 但雄球花成熟期较雌球花提前
'##% (

' 果熟期为
##

月中下旬" 成熟时外果皮由青绿

色转变为浅黄色% 比较德保苏铁在桂林与原产地的物候期" 除抽叶期相近外" 花期与果熟期均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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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推迟
"$%

个月" 果熟期推迟
"

个月#表
%

$%

表
!

德保苏铁成龄植株物候期比较

&'()* % +,-.'/01,2 ,3 .4*2,),506') .4'1*1 ,3 !"#$% &'($)'*%+% -'78/* .)'271 (*79**2 :*(', '2; <80)02

地点 抽叶期 花期 果熟期

广西德保
#!=

月
!!>

月
"?

月中旬
!

下旬

广西桂林
#!=

月
#!@

月
""

月中旬
!

下旬

"#$

适应性

德保苏铁适宜湿润的环境" 但耐旱性强" 在干旱的石灰岩环境条件下也能生长良好% 其对土壤有较

强的适应性" 引种到桂林植物园酸性土壤环境下能正常生长" 开花结实" 且长势& 叶片色泽度等方面均

优于原产地% 德保苏铁抗寒性较好" 幼苗在连续
!

日出现
!!A?"!"A? #

的低温条件下未受明显冻害% 根

据多年观察" 德保苏铁在桂林未发生大的病虫害" 虫害主要以苏铁白盾蚧
,-.$/$%0+% "$%-1$2%-+

" 苏铁

小灰蝶
34+.$&'% 0$*&$5$ 0'6+0726+$

为害叶片最为常见" 可在孵化期喷石硫合剂& 敌百虫等药剂防治' 病

害通常为因虫害发生而引发的霉烟病" 可用
#?B

多菌灵
>??

倍液防治%

>

结论与讨论

德保苏铁由南亚热带石灰岩土壤环境条件下引种至桂林中亚热带酸性土壤环境条件下" 长势良好"

能正常开花结实%

%??%

年
"?

月野外采种
!%??!

年
!

月播种育苗
!%??C

年引种繁育出的植株开花结

实
!%?"?

年
!

月播种并育出子代" 完成了种子
!

种子的过程" 因而迁地保护获得成功% 德保苏铁在迁

地保护区表现出其花期& 种子成熟期均较原产地延期的现象" 可能与两地的积温差异有关% 此外" 德保

苏铁由于具有较强的抗寒能力" 因而引种范围可适当北移%

德保苏铁雄花成熟期较雌花提前
#""? ;

" 因而为有效提高植株的结实率" 可采用人工授粉方式提

高德保苏铁结实量! 雄花成熟时将花粉采集装于保鲜袋中" 置于#

#$"

(

%

的恒温冰箱内储存' 雌花成熟

时)用手轻微触压大孢子叶球时有松软感(" 将储存的雄花花粉取出" 在室温下放置十多分钟" 而后用毛

笔蘸上花粉轻抹于胚珠的珠孔处% 经测试" 经人工授粉" 德保苏铁单株结种子量平均可达
%#?

余粒" 较

野生植株结实量提高
>?B

以上%

德保苏铁种子具有后熟休眠特性" 种子随采随播或湿沙储藏的效果较好" 发芽率达
D?B

左右% 试验

中还观察到"

!

月中旬前播种的经不同储藏方式处理的几批种子" 其萌发及出苗的时间基本一致"

#

月

上旬胚根萌发"

@

月中旬幼叶出土" 因而生产上播种宜选择在
!

月中旬前%

德保苏铁小叶形似竹叶" 树型秀美" 具有优良的观赏特性% 但成龄植株在开花结实过程中" 因消耗

了大量养分" 老叶冬季易枯萎" 影响其观赏效果" 因而在引种栽培过程中" 应加强对成龄植株的水肥管

理" 以延缓叶片的衰老% 据观察" 通过良好的水肥管理" 成龄德保苏铁叶片的生命周期可延长
"&% '

%

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是维持其繁殖活力& 抗病虫害能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基础 *

"%

+

" 维持和保存植物

的遗传多样性是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不同于传统上植物引种驯化的重要之处% 因此" 在采集种子等繁

殖材料时" 应用 ,多基因采样法- #

-8)70.)* 5*2*.,,) 1'-.)025

(混合采种" 以确保所采到的繁殖材料能代

表该物种居群所含的遗传多样性*

"!

+

% 当年" 在对德保苏铁开展迁地保护引种时" 由于该居群结实母株数

量少" 仅采到
>

株母树的种子" 因而这批种子培育出的苗木能否较完整地保存居群的遗传多样性" 尚有

待进行遗传多样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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