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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黄檀引种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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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印度黄檀是一种珍稀树种，兼名贵药材高级香料珍贵用材优秀绿化树种于一体，通过对印度黄檀在攀枝花

的引种试验及育苗栽培过程，得出了印度黄檀在攀枝花河谷地区引种获得初步成功的结果及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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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黄檀( Dalbergia sissoo Ｒoxb． ) 全名印度降

香黃檀，别名茶檀，为豆科蝶形花亚科． 黄檀属落叶

半落叶大乔木。原产于印度北部、巴基斯坦等地。
广东，广西，海南，福建、云南等省有少量引种。印度

黄檀是一种珍稀树种，兼名贵药材高级香料珍贵用

材优秀绿化树种于一体。
印度黄檀是高大乔木树种，根系发达，冠幅小，

树高可达 30 m，胸径可达 2. 4 m［1］。适于年平均气

温 20℃ ～27℃，极端最低气温 0℃以上，极端最高气

温 39℃ ～ 43℃，年平均降水量 600 mm 以上的地

区［2］。攀枝花具有独特的南亚热带为基带的岛状

式立 体 式 气 候，年 平 均 气 温 20℃，年 平 均 日 照

2 754 h，无霜期 300 d 以上，冬无严寒［3］。因此作为

引种印度黄檀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1 试验地概况

1． 1 立地条件

仁和沙沟试验地海拔1 100 m，土壤为黄泥砂

土，pH 4. 6 ～ 5. 5，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性好; 邻近山

坡植被以香樟林和芒果林为主。
东区高峰试验地海拔1 200 m ～ 1 600 m，土壤

为黄泥砂土，pH 4. 6 ～ 5. 5，土层薄、较干旱; 地内间

种咖啡，邻近山坡植被以合欢林和台湾相思林为主。
1． 2 气候条件比较

印度黄檀属热带树种，具有速生、耐旱和耐瘠薄

等优良特性［4］。但攀枝花在旱季土壤极度干旱，空

气湿度也极低，在此条件下能否生长，是引种成功的

关键; 另一方面，印度黄檀喜温暖不耐严寒，因此引

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引种地能否顺利过冬。
通过与本地与已引种成功的广东遂溪县气温 比较

可见( 表 1) ，本地的气象因子除相对湿度差异较大

外，其它因子相近，因此，引种成功的关键因子主要

在于印度黄檀能否度过干旱期，而能否顺利过冬仅

是次要因素。选择有水源、向阳避风的造林地，使旱

季有水浇灌，冬季小环境气温相对偏高，可为成片引

种印度黄檀奠定基础。

表 1 引种印度黄檀成功的广东遂溪县与攀枝花气候条件比较

地点
年均气温

( ℃ )
最冷月气温

( ℃ )
极端低温

( ℃ )
最热月气温

( ℃ )
极端高温

( ℃ )
平均降水量

( mm)
相对湿度

( % )
攀枝花市 20． 9 12． 4 － 1． 8 26． 4 40． 7 800 61

广东遂溪县 23． 3 14． 7 － 1． 2 28． 1 38． 1 1600 82

2 材料和方法

2008 年从广东遂溪县引入黄檀种子在攀枝花

仁和镇沙沟村试验点就地育苗，培育营养袋苗 172

株，同年 7 月定植于该试验点，株行距 3 m × 3 m，每

hm2 植1 000株 ～ 1 200株。同年从广东遂溪县引入

黄檀种子在攀枝花东区高峰试验地就地育苗，7 月

～ 8 月定植，株行距 2. 5 m ×4 m，每 hm2 植 900 株 ～
1 000株。定期观察抽梢时间、花期、果实成熟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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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果实性状，每年 10 月测量树高、干径和冠幅，并作

寒害、旱害调查。

3 营造抚育

3． 1 育苗

印度黄檀荚果不开裂，采下后自然阴干，播种前

除去果实边缘，挑选饱满、无病虫的带果荚种子，准

备播种。
苗圃地宜选择沙质土壤、排水良好的地方，在播

种前进行深翻晒土，施 160 kg·hm －2 磷钾肥并混以

粪肥( 混合土∶ 粪肥 = 3∶ 1) ［5］春天整地作床、播种，

播种前种子用清水浸种 1 d，捞起种子均匀撒播于床

面上，覆土约 2 cm，表面盖草，晴天早晚浇水，保持

床面湿润，10 d ～ 15 d 发芽，一般发芽率达 70%。
待小苗长至高 5 cm ～7 cm 时，可分床移栽于育

苗袋内 15 cm × ( 7 + 9) cm。营养土配方要求营养

土肥力高，透水、透气性好，其配方为松土 + 火烧土

+ 农家有机肥 + 过磷酸钙为 1 ∶ 1 ∶ 1 ∶ 0. 1，经充分混

匀细碎后装袋。移栽后约半个月长出新根，1 个月

抽梢生长，期间要加强管理，适当薄施氮肥，促进苗

木健壮生长。袋苗生长半年后，苗高达 50 cm ～ 80
cm，即可出圃定植。
3． 2 营造

3． 2． 1 整地挖穴造林前清理林地，在秋冬季翻土整

地，春秋种植

株行距: 3 m × 3 m 或 2. 5 m × 4 m，每 hm2 植

900 株 ～ 1 200株。
挖穴规格: 50 cm × 50 cm × 50 cm，穴底施入与

表土拌匀的有机肥。
3． 2． 2 施肥回穴

用挖起的表土混基肥施下穴中，每穴施干塘坭

或土杂肥 100 kg、腐熟的混合有机肥( 猪鸡粪、過过

磷酸钙按 10∶ 1的比例腐熟) ，也可视地力和经济能

力加减肥量，基肥拌土回大半穴后，再用细碎土回

穴高于地面 10 cm︿20 cm 待种。
3． 2． 3 种植

选用高 20 cm 以上的营养袋苗、于早春 3 月 ～ 5
月或秋季 8 月 ～ 10 月阴雨天定植。

苗木植前一晚淋透水，种植时小心拨去营养袋，

保持泥团根系完整不松散，栽植端正不歪斜，并分层

回土用手压实( 不要脚踩) 、种后淋足定根水。若天

旱阳光猛烈，应淋水保活，并用稻草、杂草覆盖保湿。

3． 2． 4 抚育

定植一个月后，每株施复合化肥 15 kg ～ 25 kg
促早生快发，雨天可撒于植株周围，用少量土覆蓋，

睛天最好稀释成水肥，傍晚淋于植株周围，用簿草覆

盖。
植后当年，视苗木情況除草、松土、追肥 2 次 ～ 3

次，以复合化肥为主、每株 25 g ～ 50 g 即可。第 2 年

后，每年除草追肥 1 次︿2 次，以混合有机肥为主，配

以适量磷鉀肥，每株穴施 5 kg ～ 10 kg。
修枝整形: 植后 1 a ～ 2 a，每年秋、冬季要修枝

整形，适当修剪下垂枝、弱枝和过密的侧分枝、根萌

枝，使林內通风透光，利于主干笔直健壮生长。
抚育 3 a ～ 4 a 后，株高达 5 m︿8 m、林地郁闭，

即可转为粗放管理。
3． 2． 5 病虫害防治

印度黃檀病虫害相对较少，如发生虫害，可按常

规于初期喷药杀灭，病害则注意黑痣病和炭疽病。
黑痣病: 病原菌为黃檀黑痣菌，高温高湿时节，

通风不良的林地于幼林期易发生，初期在叶片或小

枝上产生斑点，逐渐扩大汇成黑色大斑，严重时整片

叶枯死脱落。可用 1 ∶ 1 ∶ 100 的波尔多液或 50% 多

菌灵 500 倍 ～ 800 倍液喷施预防，发病初，则用 75%
百菌清或甲基托布津 800 倍 ～ 1 000倍液喷洒，隔 5
d ～ 7 d 一次，连续 2 次 ～ 3 次。

炭疽病: 病原为盘长孢属真菌。以菌丝体在病

叶或病枝上越冬、条件适宜，则借空气或雨水从植株

伤口侵入危害。发病初可用 80%炭疽福美释水 800
倍，或 50%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 500 倍 ～ 800 倍液

喷洒防治。

4 实验结果

4． 1 造林成活率

仁和镇试验地和东区试验地均在 2008 年 7 月

～ 8 月定植，次年 7 月随机抽样调查其每亩成活情

况见表 2。

表 2 2008 年印度黃檀造林成活情况

地点 定植数( 株) 成活数( 株) 成活率( % )

仁和沙沟 74 68 91． 9
东区高峰 76 68 89． 5

通过定植后观察，影响苗木成活率的主要原因

在于运输、定植、管理过程中操作失误，苗木损伤、定
根水不足或害虫咬伤等。攀枝花河谷地区近 3 a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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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低于 5℃的低温，气温对苗木基本没有影响。
4． 2 生长情况

印度黃檀在当年定植后，当年株高平均可达

0. 8 m，第 2 年株高平均可达 3. 0 m，3 a、6 a 后，抽样

调查每 0. 067 hm2 生长情况( 见表 3 和表 4) 。

表 3 20011 年底印度黃檀生长情况

地点 平均树高( m) 平均胸径( cm) 结实率( % )

仁和沙沟 4． 9 4． 7 86． 8
东区高峰 4． 1 4． 2 63． 2

表 4 20014 年底印度黃檀生长情况

地点 平均树高( m) 平均胸径( cm) 结实率( % )

仁和沙沟 8． 6 12． 4 100
东区高峰 8． 3 11． 9 100

5 小结与讨论

2008 年引种的印度黃檀，在两块造林地的成活

率和生长情况都较好，并已基本成林，2014 年 100%
都已开花结实，引种获得初步成功。

通过试验可知，在攀枝花海拔1 600 m 以下的

河谷地区引种的印度黃檀能正常生长。
在攀枝花海拔1 600 m 以下的河谷地区引种，

干旱仍是影响印度黃檀幼苗成活和正常生长的制约

因素，虽然其属耐旱树种，但仍需在幼苗期适时浇

水，在山岙溪边或上游有水源的缓坡地造林最佳，有

条件的应建造配套的灌溉设施。在缺水地区可选择

在 6 月 ～ 7 月雨季定植，随着苗木的生长，可逐步减

少浇水。
通过 6 a 的栽培试验，虽然引种获得初步成功，

仍需进一步栽培试验，总结出适台本地的科学栽培

管理方法，提高生长速度，尽早实现其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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