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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香榧是我国特有的经济林种和木本油料树种，具有很高的保健、药用、水土保

持等综合利用价值种植香榧不仅对贵州省石漠化治理、低效林改造等意义重大，而且为当地

群众致富奔小康开辟一条捷径。本文对香榧各方面价值做了综合论述，并详细介绍在贵州建

立良种采穗圃的必要性，以及良种采穗圃建立前准备工作，建立后的管护，建设概况，建设

意义等做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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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榧，红豆杉科榧树属常绿乔木，系我国特有树种。榧树属在我国有 3 个种、2 个变种，即巴山榧

、云南榧、榧树、九龙山榧、长叶榧，香榧是榧树厲中唯一性状稳定实行人工栽培的优良品种，香榧

适温暖湿润、凉爽多雾的气候与肥沃深厚、排水量好的酸性或微酸性土壤，寿命长，香榧种子含大量

营养元素，是我_著名干果，也可药用；树冠整齐，姿态优美，可做庭园观赏优良树种；根系发达，抗

旱能力非常强，可作为水土保持的重要林木品种。

贵州省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地貌，是我国四大贫困地区之一，急需大力提升的地方农业经济受

到种种制约，发展香榧这一高效经济林种不仅能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还能打破某些限制经济发展的壁

垒，进而拉动贵州经济发展。但是因为种植香榧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收期过长，所以必须首先建立香

榧良种采穗圃作为后期发展、产业推广等的资源保障，是采用香榧扦插、嫁接育苗，以苗繁苗，以种

育苗等栽培手段来扩大种苗培育规模的基础。本文以贵州省植物园为平台，将香榧良种采穗圃的建设

情况逐一介绍。

1 香榧药用、经济和生态价值

由于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对绿色健康食品的关注越来越大，绿

色无公害健康食品已逐渐成为市场发展的主要导向。香榧种子中 N、P、K、CA、MG 含量丰富，SN、AL

、Mn、Sr、Cu、Zn 含量极丰富或丰富。香榧种子胚乳含油量高达 40%，可用来榨取食用油。我国虽是

世界粮食主产国，但逾 60%的食用油依赖进口，为此国家出台一系列措施，鼓励大面积种植油料作物。

香榧种子药用价值有润肺、止咳、化痰、消痔、驱蛔等功效，并可预防动脉硬化、冠心病等。与其他

红豆杉树木一样，含有具抗癌活性的生理活性物质-紫杉醇。香榧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较高的药用价



值，是一种绿色、健康的森林食品，符合当前的消费潮流。

在目前的国内果品市场中，人们对干果需求呈上升趋势，年增长率保持在 4%〜5%左右。在其他水

果、农副产品已进入买方市场的情况下，香榧仍稳定的处于卖方市场。根据 2013 年浙江农业博览会的

调查结果显示，当年香榧产量大增，加工后香榧子销售价格在 240 元/kg;截止 2016 年 7 月，各大电商

平台如淘宝、天猫销售加工后香榧子均价为 430.9 元/kg,京东商城均价为 432.1 元/kg,属价格最高的

干果之一。由于价高，香榧的市场销售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礼品经济阶段，市场潜力巨大。虽然我国

近几年对干果的需求旺盛，但是根据人均计算，中国的干果消费仍低于发达国家，另夕卜，根据榧实

的特性，国际上对香榧的利用多是以“药膳两用”性质开发，因此，国际市场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故从闰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来看，发展香榧产业和开发香榧系列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非常显著，前景

更加广阔。

此外，香榧还具有较高的生态意义。香榧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眠，周年都在生长，早春、春末

夏初和采收前至严冬为 3 个生长高峰期，根部一旦断裂，将会很快萌发出新的部分，可利用实生香榧

这一特性开展水土保持工作；香榧尤其在淋溶石灰土上长势良好，种子品质高于其他土壤，贵州喀斯

特石灰土分布面积广，开展香榧种植既可改善种植地立地条件，也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香榧

四季常绿、株型优美具有较高的生态观赏价值。

2 香榧良种采穗圃建设意义和目标

2.1 香榧良种采穗圃建设意义

香榧良种采穗圃的建立为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研究和贵州省梢物园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提

供良好的资源共享和服务条件;使之成为实现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的服务平台，提供给省内外从事香榧

科学研究和为生产应用而进行技术开发的共享资源，同时，在建成该平台的基础上提升植物园自身的

研发能力、充实科普教育的内容。

香榧良种采穗圃的建立为香榧种苗生产提供技术咨询指导服务，为香榧种质资源的保育和研发提

供基础材料。待香榧研究取得高技术科研成果后，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贵州省的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等作出新贡献。

贵州是我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破坏程度最深、危害程度最为严重的省份。根据贵州省林业厅数据

显示，该省石漠化面积为 302.38 万 hm2,占贵州省国土总面积的 17.16%，潜在石漠化面积 325.56 万

hm2[1°]。发展生态高效农林业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石漠化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喀斯

特地区进行以耕种粮食作物为主的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的结果，根本原因是人类对经济生活需求的不

断改善。香榧良种采穗圃的建立为推动贵州形成香榧高效经济林产业链，协调石漠化地区人地关系，

进而可以有效遏制石漠化深层发展，为巩固生态脆弱区生态建设成果找到一个新模式。



2.2 香榧良种采穗圃预期建设目标

通过引进珍珠榧、细榧等优良品种，引种野生榧树资源，利用贵州省植物园种质资源大平台等多

个有效空间，以及采用提高造林成活率关键技术、水肥管理技术、树体管理技术获取优质穗条，多方

面开展量种香榧无性繁殖及良种杂交育种工作，建成贵州首个香榧优良品种繁育、采穗专类圃，进而

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香榧优质资源采穗圃和育种圃。

3 贵州省植物园香榧良种采穗圃建设

我国香榧主产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水热同步、季风显著。年平均气温 14~17t

，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 2~6 丈，极端最低气温-15 弋，最热月（7 月）平均气温 26〜29T，极端最

高气温 43.2T，无霜期 207_240d，年降雨量 1100~1700mm。香榧多分布于山区，海拔在 200〜800m 之间

的山谷。香榧对土壤适应性较强，pH4.5〜8.3，并能忍耐干旱瘠薄土壤，无论是黏土、沙土、石砾土

，还是岩石裸露的石缝里都能扎根生长；而土层深厚、肥沃、湿润、通透性好的微酸性到中性的沙质

壤土上更能发挥其速生丰产性状。

3.1 香榧良种采穗圃选址概况

贵州省植物园位于群山环抱的贵阳市北郊 7 公里鹿冲关，地处中亚热带，地理位置为北纬 26°34'

，东经 106°42V 海拔高度 1210〜1411m。年平均气温为 14，最冷月 1 月份平均气温 4.6t，极端最低气

温-6.41，最热月 7 月份平均气温 23.8T，极端最高气温 32.1 丈，年平均降水量 1200mm，年平均相对

湿度 80%，无霜期 289d，全年日照时数 1174h。闶区土壤有成土母岩为白云质石灰岩、砂岩发育的黄壤

，PH5-7。

香榧良种采穗圃（以下称采穗圃）选址位于贵州省植物园东北部，主干道右侧，交通便利，圃地

集中，便于观测和科学研究，全圃面积近 21hm2,该处地形趋于平坦，坡度不大于 25°，土层深厚肥沃

，耕性好，利于香榧生长。通过种植杉树、柏树等常绿乔木将采穗圃划分为若干区，每块区域栽种不

同类型香榧苗木。采穗圃东毗邻植物园秀湖，西分布有(无籽）刺梨、葡萄、猕猴桃、杨梅、树莓等果

树基地，为香榧苗木生长提供较优良的小气候。

3.2 采穗圃内香榧种植及配套情况



采穗圃内配置有一套完善的灌溉设施。自秀湖引水铺设主要管道布满全圃，再由主管道引分支管

道至采穗圃各分区；另由秀湖外引自来水至采穗圃，以备夏季枯水期灌溉水的使用。采穗圃与大路连

接处根据地势由高到低修有一条宽 1m,深 0.5m 宽排水沟，每行香榧苗木间均挖有宽 0.8m，深 0.2m 的

窄蓄（排）水沟，并逐年加深、加宽蓄（排）水沟，起到防涝、抗旱、保水的作用。

4 建议

贵州省植物园香榧良种采穗圃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苗木均为引种培育，雄株数量较少，易造成

雄花数量不足、分布不均，雌雄花期不遇等情况。可通过人工授粉对雄花进行生长辅助来提高香榧受

孕率，增加坐果率，从而为采穗圃提供足量优质实生苗（砧木）；或适当配植雄株（比例为 5%左右）

作为授粉树。

加强采穗圃管护。贵州山区 4-5 月端午前后降水总量不大，但降水频率较高;6-8 月份降水量偏大



，而此时正值香榧种实内部物质充实期，有机物质构造高峰，避免香榧肉质细根遇积水则烂，苗圃地

务必要排水良好，做到不积水；清理出的沟中泥土不能覆盖在苗床上，否则易引起根系通气不良，严

重影响苗木生长。不论实生苗、扦插苗或嫁接苗幼苗都需用遮阳网遮阴，透光度宜控制在 4050%(温室

内扦插则透光度宜控制在 90%左右），苗期保证水分充足，11 月上中旬起要做好降温防寒准备。适时

深翻扩穴、施肥、除草但忌损伤根系；做好幼苗根腐病、香榧疫病、蛴螬、天牛等病虫害管理，及时

处理枯枝落叶。

建立采穗圃相关技术档案。如采穗圃基本情况，优良品种基本信息（名称、性状、来源等），穗

条品质，采取何种适宜该刚经营管理模式等。通过对采穗圃内优质资源进行无性系测验、提纯复壮、

优株再选择等措施来开展繁殖推广。

在自然资源中广泛收集、选育既有良好经济性状，又有较强适应性、抗逆性及其他优良性状的新

品种，不断补充新的基因资源。

采穗圃的建立，为提高香榧繁殖技术研究水平、香榧种苗生产能力，为贵州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香榧种植提供技术支撑，进而对拉动贵州经济快速发展，早日跨出贫困省行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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