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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称猴桃资源及其生物学特性

黄 陈光 李瑞高 梁木源 黄正福辛

(厂 西植物研 究所 )

摘 要

中越称猴桃 A (o t in id i a i” d o c hi九 e” s fs )为称猴和。属中具 有较 大经 济 价 位 的 一

种
,

果实 大小 均匀
,

含糖量较高
,

适于 加工整果罐头
。

在广 西主要 分布于 桂 南 和 桂

西南
,

年蓄藏量 25 0叱左右
,

可 考虑把这个种作 为桂西 南地 区的优势种来发展
。

中越称猴桃为雌雄异株植物
,

二年生 以上的枝蔓萌芽抽梢较少
,

一 年生 枝菱的

萌芽力强
,

而 一 年生枝 的前段和 中段的萌芽力又比 后段 的强
。

新梢生 长过程 中
,

在

新梢的叶 腋形成花序而 开花结果
。

雌花期比雄 花期早 10 一 15 天
。

雌雄花的开放特性

均与类 型有关
。

人工栽培 时
,

根据其开花结果 习性
,

要注意授粉株的搭 配
,

并加 强

修剪
, 以便提高产量和 质量

。

称猴桃果实风味好
、

营养丰富
,

特别是富含维生素 C
,

早 己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

逐步

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种新兴栽培果树
。

我国是称猴桃植物的起源中心
,

广西是主要产区之一
,

种类繁多
,

资源丰富
,

计有种
、

变种和变型 3 3个
,

其中特有种
、

变种和变型共 9个
。

中越称猴桃为称猴桃属植物 中较 丰 产
,

果实较大
,

且大小均匀
,

含糖量较高
,

适合加工整果罐头
,

是有较大发展前途的一种
。

为了

摸清其资源
,

掌握其生物学特性
,

为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

1 9 8 1年开始对德保
、

那坡
、

容县
、

上思
、

武鸣等主要产区进行调查
。

现将调查中收集的材料总结如下
,

以资参考
。

* 本文 1 9 8 3年8月 17 日收到

本软件系统经使用满足 了用户要求
,

因有汉字提示操作
,

非计算机专业
.

人员也可以进行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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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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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形态特征

大型落叶藤本
。

小枝基本无毛或花期局部略被稀薄的茶褐色粉末状短茸毛
,

随着枝条的

老化
,

由浅绿色至棕色
,

多年生老枝呈褐色
。

幼叶膜质
,

老叶软革质
,

卵形 至 椭 圆 形
,

长

了.
0一 1 1

。

7c m
,

宽2
。
了一 6

。

4c m
,

腹 面 绿 色
,

洁 净 无毛
,

背面呈粉绿色
。

花 序
_

L 有 1一 3朵

花
,

尊片 5枚
,

浅绿色
; 花瓣 5枚

,

白色
, 花药黄色

。

果实呈长圆形或短 圆形
,

成熟时为黄棕

色 或 绿 褐 色
,

秃 净
,

具 斑 点
,

单 果 重 5
。

50 一 9
.

8 4 9 ; 种子扁椭 圆形
,

深 褐 色
,

千 粒 重

1
。

4 0 9
。

二
、

分布及类型

( 一 ) 分布
1

据梁畴芬先生的研究
,

本种产于广东
、

广西和云南
,

越南北部亦有分布
。

广西为中越称

猴桃的主要产区
,

德保
、

那坡
、

龙州
、

容县
、 _

上思
、

防城
、

宁明
、

武鸣
、

上林
、

马山等县均

有分布
。

地理分布范围
,

位居北纬 2 1
“

4 4
一

2 3
0
33气 东经 10 5

0
35 ,
一 1 1 0

0

4 5 , ,

东起容县
,

西

抵那坡
,

南自
.

上思
、

宁明和防城的十万大山
,

北至武鸣
、

上林
、

马山的大明山
。

垂直分布在

60 0` 包00 米的低山
,

n 10 米的中山也见少量分布
。

于

( 二 ) 类型

中越琳猴桃群体的生物学特性差异较大
,

我们据果形
、

果色
、

斑点
、

开花结果习性及产

量等经济性状
,

初步划分为两个类型
。

.1 长圆形果
:
每果序多数为一果

,

果皮呈棕黄色
,

果点平猾
,

果 实 较 大
,

纵 径 2
.

89 一

3
。

2 c8 m
,

横径 1
。

9 2一 2
。

3 c1 m
,

平均单果重 9
.

8 4 9 ,

最大单果重 13
.

9 9 , 果肉绿色
,

总糖 含量

为4
。

7 0 1 4一 6
。

3 7 7 5 %
,

维生素C
.

1 3
。

6 4一1 6
。

s o m g / 1 0 0 9果实
,

酸度 2
`

o Z a。一3
。

0 5 8 5 %
。

2
.

短圆形果
:

每果序有 1一 3果
,

多数为2一 3果
,

果皮绿褐色
,

果点微凸
,

密且粗糙
,

果

实较小
,

纵径2
。

4 6c m
,

横径 2
。

3 6c m
,

平均单果重 8
.

21 9 ,
果 肉暗绿

,

总 糖 量 4
.

7 0 5 5 %
,

维

生素 C 1 3
。

6 4 m g / 1 0 0 9果实
,

酸度 2
。

4 5 1 6 %
。

( 三 ) , 旅皿

.

中越称猴桃在广西的蓄藏量估计为 2 75 吨 左 右
。

其中以十万大山及德保
、

那坡等地的分

布密度较大
,

蓄藏量较多
,

如十万大 山的蓄藏量有75 吨 以上 ; 德保最大密度处每亩 50 株
,

平

海每亩 4
.

5株
,

折亩产果 5
,

3 5k g ,

最高单株产量 41
.

5 k g ,

平均株 产 2
。

3 k g
,

全 县 蓄 藏 量 近

3 0吨
。

三
、

生物学特性

中越称猴桃在系统发育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生物学特性
。

几年来
,

我们观察了野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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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越称猴桃的生长习性
、

开花结果习性及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

( 一 )生长习性

中越称猴桃为落叶藤本植物
,

当2月中下旬气温回升时
,

开始萌动抽梢
,

随着新梢 的 生

长
,

新叶迅速增大
。

其萌芽力与雌雄株及其枝条年龄有关
,

雄株一年生枝条的基部和中部的

萌芽力比顶端强
,

如去年长出的一条 2 4 Oc m 长的枝蔓
,

共 60 节
,

于今年从第一 节 就 开 始抽

梢
,

每隔 2一 3节抽一梢
,

共抽 29 个梢
;
雌株一年生枝条的基部和中部萌发力比顶端弱

,

如去

年长出的一条 1 9 Oc m长的枝蔓
,

共有 72 个节
,

于今年从第 15 个节才开始抽梢
,

每隔 2一 3节抽

一梢
,

共抽 25 个梢
。

而雌株的二年生枝蔓则基部和中部萌发力 比顶端强
,

如前年长出的一个

枝条 ( 一年生枝 ) 于去年从第 17 节开始抽梢
,

而 去年 ( 二年生 ) 则从第 1一 16 节全部抽梢
,

且

新梢长得特别强壮
。

( 二 ) 开花结果习性

中越称猴桃的芽于 2月中下旬开始萌动抽梢
。

在新梢的生长过程 中
,

从基部往上顺 次 地

于叶腋中现 出花蕾
,

花在 3月中下旬逐一开放
, 4月上旬进入盛期

, 4月 中旬 即终花
。

中越称猴桃为雌雄异花植物
,

雄花 比雌花的开放期早 3一 5天
,

且花期长
。

雌雄花的开放

特性与类型有关
。

雄花有单朵腋生和花序多花两种类型
。

单朵腋生的植株叶片较大
,
花序多

花的植株叶片较小
。

雌花亦有两种类型
。

长圆型果类型的多为单花腋生
;
短圆形果类型的多

为花序多花
。

雌雄花的花器构造有明显的差异
,

如表 1所示
。

雄花谢后
,

留下花序柄或花柄
。

雌花谢后
,

留下膨大的子房
。

在 3月
一

下旬花 开 时
,

子房

直径为0
.

3c m , 4月上旬落花后
,

幼果直径 o
.

5 c0 m ; 至 6月下旬果实纂本定形
,

以最大的果实

计
,

11 月下旬果熟采收时
,

纵径为3
.

sc m
,

横径2
.

sc m , 而 6月下旬测定时
,

最大的果实纵径

已达 3
。

18 c m
,

横径达 2
。

3 c6 m
,

其生长量分别为 92 %和 9 4 %
。

中越称猴桃果实的生长发育与地理分布有一定的相关
。

果实的大小除了与类型有关外
,

不同产区的果实
,

其大小亦有明显的差异
。

那坡县的果实较大
,

平均 单果重9
.

8 4 9
,

最 大 单

果达 1 3
。

9 9
。

大明山的果实平均不足 5 9
。

( 三 ) 对环境条件的要 求

中越赫猴桃在广西的分布是属南亚热带低中山地区
。

它在系统发 育
_

匕形成了适宜生长在

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的特性
。

据气象资料
,

中越纷猴桃主要产区历年平均 气 温 为 1 8
。

7 O

C至

22
。

I
O

C
,

最热月平均气温2 3
.

6
O

C至 2 7
.

3
O

C
,

最冷月平均气温 1 5
.

6
“

C至 1 8
。

7
O

C
,

在这样气温

条件下
,

中越粉猴桃终年几乎不停止生长
,

落叶期甚短
。

引种至桂林
,

在最冷的元月 ( 平均
.

气温 7
。

6
O

C
,

绝对低温 一 o
.

g
O

C ) 能正常生长
,

未出现任何冻害现象
。

中越游猴桃分布区的降

雨量为 1 1 1 0
.

4至 1 89 3
.

4 m m ;
年平均相对湿度 76 一 81 % , 日照时数 1 3 8 0

。
6至 1 880

。

。小时
。

中

越称猴桃为半阴性植物
。

多见分布于北坡或西坡
,

成年树的枝蔓都攀援在灌木丛或乔木上
,

幼年苗需要一定的荫蔽度
,

成年后又需要较强的光照
。

·

中越称猴桃分布区的土壤不一
;
有为石灰岩山地的钙质土

,

亦有砂岩
、

砂页岩和花岗岩
、

等发育而成的红壤或红黄壤
。

德保县那温产区的土壤剖面
,

各层土壤的性态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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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 越 娇 猴 桃 花 器 构 造

性
。 , ,

} !
_

_

刀场 } J刃 , 刁」 , } J .介 」十

} 举
斗̀

一

} 雌 化
目

-

一- 」

一
} }

花花冠直径 ( c m )))))

花花曹大小 ( m m ) 长长长

宽宽宽宽

花花瓣大小 ( m m ) 长长长

宽宽宽宽

花花丝数量 ( 条 )))))

花花丝长度 ( m m )))))

花花药大小 ( m m ) 长长长

宽宽宽宽

花花柱数目 ( 条 )))))

花花柱长度 ( m m )))))

子子房大小 ( rn m ) 横径径径

纵纵径径径

1
。

1一 1
。

5 1
。

0一 1
。

5

3
。

0一 4
。

O

2
。

2一 3
。

1

4
。

0一 5
。

0

2
。

6一 4
。

0

8
。

0一 1 0

6
。

0一 7
。

5

9
。

0一 1 2

7
。

0一 9
。

5

2 8一 3 2 2 7一 3 2

3
。

0一 3
。

9 2
。

8一 3
。

1

1
。

5一 2
。

0

0
。

8一 1
。

0

1
。

3一 1
。

7

0
。

5一 0
。

9

退 化 }
退 化 }

2 1一 2 4

3
。

1一3
。

8

1
。

3一 1
。

7 2
。

9一3
。

3

1
。

0一 1
。

5 2
。

9一 3
。

5

表2 中 越 称 猴 桃 土 壤 性 态 情 况

嗜嗜黔
\\\ 厚 度度 颜 色色 P H 值值 有机磷磷 活 性性 全 氮氮 全 磷磷 速效钾钾

(((((
e m ))))))) ( % ))) 有机质质 ( % ))) ( % ))) ( % )))

((((((((((((( % )))))))))

11111 l一 1 222 黑 色色 4
。

999 4
。

1 333 7
。

1 333 0
。

3 444 0
。

0 666 1 1
。

444

褐褐褐褐褐褐褐褐褐褐褐 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22222 1 2一 2 00000 4
。

444 1
。

5 888 2
。

7 333 0
。

1 666 0
。

0 444 1
。

999

33333 2 0一 5 000 黄 色色 4
。

333 0
。

5 000 0
。

8 666 0
.

1 2 … 0
.

0 333 l
。

5
`̀

资料表明
,

土壤呈强酸性
,

表土层较薄
,

有机质及速效钾的含量较高
,

氮
、

磷的含量较

低
,

土壤肥力中等偏痔
,

这就说明中越称猴桃对土壤要求不高
,

比较耐瘩薄
。

中越称猴桃多分布在灌木丛和稀疏的乔木林中
。

乔木层盖度 为40 一 60 %
。

主要树种有马

尾松
、

杉树
、

枫树
、

野柿
、

乌柏
、

山柳 、 大叶椎
、

木羌子等
。

由于乔木层郁 闭度小
,

林下的

灌木生长茂盛
,

一般高度 为2米左右
,

盖度 6 0一 80 %
。

主要灌木有盐肤木
、

野漆树
、

白背娘
、

红背娘
、

五指牛奶
、

杜鹃
、

野牡丹
、

算盘子
、

油茶等 , 灌木林下还生 长 有 芭 芒
、

芒 箕
、

菠

庚
、

` ·

松筋典
、

全银花等草本及藤本植物
。

这样的林地成为中越称猴桃的天然荫棚
、

自然棚架

和理想的地被
。

这是它得天独厚的白然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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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利用惫见

(一 )中越称猴桃为称猴桃属植物 中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一种
。

果实大小均匀
,

含糖量

获高
,

适于加工整果罐头
,

应加速其开发利用的研究
,

增加加工品种
,

提高质量
,

利用这宝

贵资源造福于山区人民
。

( 二 ) 根据果实的特征特性
,

中越称猴桃分为长圆形果和短圆形果两个类型
,

其类型及

个体间的差异亦较大
。

在调查中
,

发现一些高产植株
。

应积极开展优 良类型和优 良单株的选

择
,

为人工栽培提供 良种
。

( 三 ) 中越称猴桃在广西主要分布于桂南和桂西南
,

形成 了适应于这一地 区 的 环 境 条

件
,

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
,

可考虑把这个种作为这一地 区的优势种来发展
,

从现在起应着手

建立苗圃
,

抚育母树林
,

为人工栽培打下基础
。

( 四 ) 中越称猴桃产 区群众割藤捆柴
,

除藤砍柴
,

砍藤摘果
,

造成资源破坏严重
,

必须

加强宣传和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资源
。

来 广西植物研 究所谢先全
、

胡书华参加本项工作
, 陈平

、

梁发英
、

李瑞棠
、

何

玉 民协助土攘分析
; 德保县科委黄启 笃

、

凌龙武
、

张亚规
、

黄海翔参加德保县的资

源调查 ; 那坡县
、

上 思县科委及式鸣大明 山林场等时本项工作给予天力 支持
,

特此

致以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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