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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油棕种植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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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勐腊县的自然条件适于油棕的栽培，油棕作为高经济价值的木本油料植物的种植开发，能有效兼顾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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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地处云南省最南端，是我国内陆保存最

为完好的热带雨林区，其独特的自然条件适于油棕

(Elaeis guineensis Jacqin) 的栽培，独特的区位优势

有利于油棕产品的销售，具有“世界油王”之称的油

棕的种植开发，将培植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促

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油棕的形态、生长特性及栽培技术

1． 1 油棕的形态

油棕(Elaeis guineensis Jacqin)，棕榈科多年生

常绿乔木，原产于热带非洲，自然分布于北纬 13°至

南纬 12°之间的热带雨林区，是著名的热带油料树

种，属植株高大(高达 10 m，树茎达 80 cm)的单子叶

植物，须根系。圆柱状直立茎。羽状叶片，叶长 3 m

～6 m，簇生茎顶，裂片带状披针形，约 5 对 ～ 60 对，

叶柄有刺，不易脱落。四季开花，花单性，肉穗花序，

雌雄同株异序，少量出现雌雄混合花序，着生于叶

腋。雌花序由许多小穗组成，每个小穗着生 6 朵 ～

40 朵雌花，呈螺旋状排列于小穗上，受粉 6 个月后

果实成熟，每个果穗结果1 000个 ～ 1 500个果实，为

卵形或倒卵形核果，聚合成球状，果实由外果皮、中

果皮、内果皮和核仁组成，成熟的中果皮又称果肉，

内果皮又称核壳，由坚硬致密的石细胞组成。

1． 2 油棕的生长特性

油棕是热带植物，喜高温、多雨、强光照和土壤

肥沃的环境。土层深厚、疏松、湿润、富含有机质、透

水良好的土壤为佳。温度是制约油棕分布和产量的

主要因 素，以 年 平 均 温 度 25℃ ～ 27℃、年 降 雨 量

2 000 mm ～2 500 mm 且分布均匀、日照 5 h 以上的

地区最为适宜，1 a 中有 8 个多月 20℃ 以上温度和

年降雨量不低于1 500 mm 的条件下才能发展油棕，

干旱期长、有短期低温和风害的地区，不利于油棕的

生长发育。

油棕寿命长，经济寿命达 25 a，自然寿命高达

100 a。

1． 3 油棕的栽培技术

于 2003 年 11 月在勐腊县林业局天保中心苗圃

进行育苗和试种。

1． 3． 1 种子处理

油棕种子核壳坚硬( 无壳种除外)，吸水和透气

性能较差，播种前必须对种子进行催芽处理:用清水

浸种 5 d ～ 6 d，取出稍微阴干，以 200 粒 ～ 500 粒为

一组，装入 40 cm × 45 cm 的厚磅塑料袋中，将袋口

扎紧，放入 40℃ 培养箱中进行干热处理，处理时间

一般为 40 d，新鲜种子可延长 20 d。经干热处理过

的种子，再浸种 2 d ～ 3 d，用1 500倍液链霉素浸种 3

min(预防幼芽褐斑病)，取出阴干，再放入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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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扎口，于常温下，视袋中水分状况喷水( 保持发

芽湿度)，经 10 d 左右，种子开始萌芽。

1． 3． 2 育苗

种子开始萌芽后，当其幼根长约 1 cm 时，播入

规格为 8 cm ×12 cm 的营养袋中( 移栽基质采用壤

土∶ 有机肥∶ 河沙 = 3∶ 1∶ 1的比例配置，播种前 1 d 用

3‰的高锰酸钾溶液对基质进行消毒)，移植于营养

袋后覆盖土，盖土厚度为 1 cm 为宜，浇足定根水，搭

建遮荫棚(棚高 1. 6 m 左右)，搭盖透光度为 75% 的

遮荫网，以预防阳光对幼苗的灼伤。当长至 4 片 ～ 5

片叶时，移植于 40 cm × 45 cm 的营养袋中( 最好是

选择黑色营养袋)，以间隔 80 cm 的株行距成正三角

形重新排列。移苗时间应掌握在下午 17:00 点以

后，移植后及时浇足定根水，移植一个月后可拆除遮

阴棚。

育苗过程中，应做好水肥管理:视天气情况浇

水，视苗长势施肥。幼苗期每周施尿素( 或等当量

的人粪尿)一次，以每株 0. 1 g 的量兑水喷施，每次

施肥后结合浇水清洗叶面，避免肥料灼伤嫩叶。苗

中期视苗长势于每株根圈处施 NPK 复合肥 10 g ～

15 g，干旱季节追施农家肥，出圃前追施适量草木

灰，促进苗木健壮生长，提高定植成活率。

1． 3． 3 定植

培育为 12 ～ 14 个月生的苗时便可出圃定植，定

植时应选择叶片羽裂早、开叉大、叶面积大、裂片多

的壮苗，于雨季初期定植为宜。定植前两个月进行

整地、挖穴，穴规格一般为 100 cm ×100 cm ×80 cm，

每穴施入 40 kg 农家肥作为基肥。每公顷定植 165

株 ～ 195 株，采用三角形植距，使叶片充分受光，保

持最大的同化面积，以减少花序败育，从而提高产

量。

1． 3． 4 中耕管理

油棕定植后的中耕管理:植后的 1 a ～ 4 a 为幼

龄期，以营养生长为主，在封行以前一定要控制萌生

植物，做好中耕除草，每年除草 3 次 ～ 4 次。叶片尽

量保留或修去少量老叶。2、3 龄时，每年每株施有

机肥 30 kg，视长势可配施化肥，化肥的施用以氮肥

为主，适当施磷肥和钾肥。油棕到六七龄时进入旺

产期后，对水、肥的要求强烈，一般每年每株施用有

机肥 50 kg，硫酸铵或氯化铵 2 kg ～ 3 kg，过磷酸钙 2

kg ～ 3 kg，氯化钾或硫酸钾 1 kg ～ 2 kg。

1． 3． 5 病虫害防治

油棕病虫害防治:病虫害的防治主要是以防为

主，综 合 防 治。油 棕 虫 害 有 蚜 虫 ( 主 要 发 生 于 苗

期)、红脉穗螟、刺蛾等，以乐果、敌敌畏等杀虫剂防

治;病害主要有树冠病、果腐病，以杀菌剂进行防治。

另外，油棕还存在致命的两种病害，一种是由真菌引

起的油棕苗疫病，症状为幼苗根腐病死;另一种也是

由真菌引起的维管萎蔫病，症状为整个树冠枯死。

目前，这两种病害在勐腊县尚未发现，但也不能掉以

轻心，引种时一定要做好检疫，防范于未然。

马来西亚油棕的生长实践表明，一般定植后 3 a

开花结果，在勐腊是定植 4a 开始开花结果，始花期

较马来西亚晚 1 a，可能是勐腊的有效积温低于马来

西亚的缘故。6 a ～ 7 a 后便进入旺产期，每公顷产

油1 500 kg ～ 3 000 kg。果实成熟时为紫红色或橙

红色，成熟的果实中脂肪酶的活性相当高，极易增高

酸价降低产品质量，因此油棕果穗收获后须尽快加

工，保证棕油产品质量。

2 油棕的价值

油棕是世界上 16 种主要油脂资源植物之一，也

是世界上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一种木本油料植物，

单位面积产油量是花生的 5 倍 ～ 6 倍，是大豆的 8

倍 ～ 10 倍。

油棕 鲜 果 含 油 相 当 高，含 油 量 高 达 50% ～

60%。油棕的主要产品是棕油和棕仁油，棕油由果

肉榨取，棕仁油由富含油脂和蛋白质的核仁榨取。

棕油和棕仁油都是营养丰富的食用油脂，并且具有

广泛的用途:

(1)用于食用和食品加工，是制作人造奶油的

好原料，也是糖果工业的重要原料;

(2)用于油脂化工方面生产脂肪酸、脂肪醇、甘

油及其他派生物;

(3)用作机械工业和航空运输业必不可少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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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润滑油和防锈涂剂;

(4)在纺织业、制革业、金属压延及拉丝工艺中

充当辅助剂;

(5)用于铁皮镀锡、钢铁淬火;

(6)用于制作肥皂、合成洗涤剂、蜡烛;

(7)棕油经适度分馏可得到能替代柴油的内燃

机燃料;

(8)棕油提炼过程中的残渣富含蛋白质、脂肪

等养分，可加工成优质饲料，也可作为肥料回施;

(9)核壳可制活性炭，还可用作脱色剂和防毒

面具的气体吸收剂;

(10)叶片可用于编织各种美观大方的篮子，纤

维可制刷子、扫帚及用于造纸等。

3 油棕产品的市场前景

我国不生产棕榈油，棕榈油的需求完全依赖进

口，目前我国进口的棕榈油主要用于复合食用油加

工，因其沸点低，很大一部分用于加工方便面和饼干

等。一些食品加工厂越来越依赖棕榈油
［3］。我国

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进口棕榈油，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进口数量逐年增加。据有关资料，1985 年

我国棕榈油的进口数量为 19. 3 万 t，到 1997 年，进

口数量达到了 165 万 t，比 1985 年增加了八倍多，

2001 年进口数量为 212 万 t，2008 年达到 620 万 t。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棕油的

消费量也将越来越大，因此，油棕种植开发有着十分

广阔的前景。

4 勐腊县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区位优势，呈现

油棕的发展潜力

4． 1 自然条件

勐腊县属北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季风湿润气候，

受干燥热带大陆气团和暖湿气团季节性交替的影

响，形成独特的气候特点:热量充足，气候温和，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20℃ ～ 22℃，年日照

时数1 600 h ～ 1 900 h，年降雨量1 500 mm ～ 1 700

mm。勐腊全年太阳辐射量大，日照长，光能足，热量

丰富，处于高温多湿的气候，在此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土壤风化深厚，土壤腐殖质含量高，有利于油棕的生

长。在勐腊作为行道树种植的油棕，生长势一直很

好，并且，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园址

在勐腊县勐仑镇) 里从上世纪 60 年代引进种植试

验、研究栽培的状况来看，植物园种植的油棕生长也

一直良好，每株年挂果 8 串 ～ 10 串，产果 180 kg ～

200 kg，经济周期可达 25 a，与橡胶相比，具有更强

的生长适应性，在抗寒性、抗风性、抗病虫害能力上

都强于橡胶。

4． 2 区位优势，

勐腊县地处云南省最南端，位于东经 101°05' ～

101°50'，北纬 21°09' ～ 22°24'之间，属于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两县一市之一，东南面与老挝接壤，北面与

江城县毗邻，西临缅甸，西北与景洪市相望。全县国

境线长达 740. 8 km，其中:中老线长 677. 8 km，中缅

线长 63 km。县辖区内的磨憨边境贸易区是我国通

往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陆路口岸及通向东南亚最便捷

的陆路通道，另一关累口岸是东南亚各国经湄公河

进入我国的“第一港”，是云南省与老挝、缅甸、泰国

直接 进 行 经 贸 往 来 的 重 要 水 路 通 道。县—乡

(镇)—村之间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交通的便利、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油棕的种

植开发，并可带动周边地区的油棕种植开发，而且还

可向国外辐射、发展，因而，形成规模化的种植，批量

化产销，加上日趋繁荣的边贸市场，可为油棕种植开

发获取经济效益提供有力的保障。

5 勐腊县油棕的开发前景

上世纪 60 年代，我国从印尼引进油棕种子在海

南进行规模种植，但因海南气候条件(风灾) 影响产

量而未能持续发展。

勐腊县独特的自然条件适于油棕的种植、开发，

油棕作为一种常绿乔木，具有净化空气、改善生态环

境的作用;对于油棕产品，棕油是用机械的、物理的

方法提炼而不需要任何溶剂，使之成为了完全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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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物油，并且在生产固体油脂产品时不需像其它

油脂品那样经过昂贵的氢化过程，既降低了生产成

本，又避免了氢化过程中产生有害健康的反式脂肪

酸，保证了食用的安全性;棕榈油分馏后的柴油替代

品用于汽车，汽车排放的废气中不含高度污染环境

的硫化物，属于天然的清洁能源;利用油棕产品生产

的肥皂、洗涤剂、表面活性剂等都易生物降解，具备

环保价值。种植开发油棕确实是一条生态建设产业

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阳光道路。

油棕的种植开发也可结束我国棕榈油全部需要

从国外进口的历史，可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另外，

勐腊县独特的区位优势，拓展东南亚市场，还可为国

家创造外汇。勐腊县油棕的种植开发的同时还可带

动加工业、编织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见，勐腊县油棕种

植开发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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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查中采集到了标本，并通过研究，把该亚种提升

到种(Eothenomys hintoni) (Liu et al． 2012) 并放入

一个新亚属(Ermites) 中。这是本次采集的重大发

现，并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3． 3 贡嘎山区域有很多种类的绒鼠，包括大绒鼠、

康定绒鼠、云南绒鼠(Eothenomys eleusis)、黑腹绒鼠

(E． melanogaster) 和天全绒鼠(E． tarquinius)5 种，

这些物种全部是第四纪南方动物群的成员，尤其康

定绒鼠和天全绒鼠的形成不超过 10 万年，是随着贡

嘎山的隆起而形成，因此，贡嘎山区肯定的一些物种

的起源中心，除我们发现的康定绒鼠和天全绒鼠外，

一定还有没发现的一些物种是随着贡嘎山的隆升而

起源的，其研究价值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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