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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热带雨林的概况# 指出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物种%生态系统及景观的多样

性# 列举了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一些观赏植物#并提出维护热带雨林物种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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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概况%A&

西双版纳一词源自 A#C@ 年#明代世袭车里宣慰使司#把管辖的/勐0划为 A! 个千田#/西双0是傣语十二

的意思#/版纳0意为千田!即行政管辖地",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南部边疆#与老挝+缅甸接壤#面

积 A+HC 万 iO

!

, 这里属热带雨林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一年内分干季和湿季#干季从 AA 月至翌年 F

月#湿季从 # 月至 A@ 月#年平均气温在 !A s#常年气候宜人, 即使在 A 月份#白天气温也很高#终年无霜雪,

其境内有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GB@ 万亩#其中有 C@ 万亩是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 在这片茂密的丛林里#蕴

藏着两万多种植物资源#其中高等植物有 # @@@ 多种#约占全国的 AnB*特有+稀有+孑遗种约为 G@@ 多种*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渐危植物如树蕨+苏铁等达 #A 种#占全国重点保护植物的 A#p*可直接利用

的经济作物达 A !@@ 种#引自世界各地的热带植物达一万多种# 是天然的植物物种/基因库0, 保护区以热

带森林为主体#热带雨林和季雨林并存!以望天树林为标志的热带季节性雨林#以龙果等为标志的山地雨

林#以四数木为标志的石灰山季雨林"#生态独异#资源丰富#拥有/独木成林0+/空中花园0等罕见的热带雨

林生态景观$!%以及各种珍奇的热带植物#是真正的绿色植物王国,

!(雨林观赏植物

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不同生境的植物提供了多样化的落脚点#较之温带和寒带地区#它不

仅物种资源丰富#而且还很独特#许多奇花异草都是热带雨林独有的,

!+A(王莲"a/D#V;/L LOL V̂)/DL "5V&&%# =%f4W\]+#

王莲为睡莲科热带著名水生庭园观赏植物#其叶似小舟能载人, 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世界上水生植物中

最大的叶片#直径达 G O以上#叶面光滑#叶缘上卷#浮于水面上#而且#其叶脉与一般植物的叶脉结构不同#

成肋条状#似伞架#具有很大的浮力#通常可承受 B@ kC@ i0重的物体而不会下沉,

花硕大美丽#直径 G@ 5O左右#比一般的荷花大#有六+七十片花瓣#呈数圈排列在萼片之内, 每朵花可

开放 G ?左右#暮开朝合#且花色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第 A 天傍晚#刚露出水面的蓓蕾呈乳白色#到下午 AH k

!@ 点逐渐绽放#半小时内就完全开放#花朵洁白芬芳*次日早晨花朵闭合#傍晚时再怒放#花瓣则由白色变成

淡红色*第 G 天花朵开放时#花瓣则由淡红色变成深红色#最后再以紫红色凋谢#沉入水中结子+繁衍后代,



果实成熟时#内含五六百粒种子#大小形状似豌豆#含丰富淀粉#可食用,

!+!(风雨花"FS&P3;L)#P>1H;L)[/$RV;L 2̀/?&#

风雨花又叫韭莲#为石蒜科草本花卉#除花之外#其外观特象韭菜#油绿色的叶片#呈扁线形#弯曲地悬

空低垂#几乎贴到地面, 它常常在风雨交加时#一团团#一簇簇地昂首怒放#人们称它为最喜欢暴风雨的花,

其开花的原因是&在气温高+气压低+水份蒸腾量大的情况下#风雨花鳞茎内的开花激素会迅速倍增#刺激花

芽生长#从而就开出了许多的花,

风雨花老家远在墨西哥和古巴等地#但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也能见到它的许多兄弟姊妹, 笃信南传

上座部佛教的傣族人民喜爱风雨花#把它当作/神花0#常常采来献给佛祖,

!+G(箭毒木"J)#/L;/1#V!/DL;/L "5S;1%# 4̀85.#

箭毒木为桑科常绿大乔木#高可达 G@ O#树干基部粗大#具有板根#树皮灰色#春季开花, 多分布于赤道

热带地区#国内则散见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省区, 濒临灭绝的稀有树种#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死亡之树333箭毒木#是全世界最毒的植物, 其乳白色汁液含有剧毒#一经接触人畜伤口#即可使中毒

者心脏麻痹#血管封闭#血液凝固#以至窒息死亡#故又称之/见血封喉0, 但用其狩猎#被射中的野兽肉并没

有毒性#仍可食用, 此外#箭毒木树皮特别厚#富含细长柔韧的纤维#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常用它制作褥垫+

衣服或筒裙, 制作的床上褥垫#舒适又耐用#睡上几十年弹性仍很好*制作的衣服或筒裙#轻柔且保暧,

!+F(旅人蕉".L]S)LRL OL[LHL1DL;/S)1/1#

旅人蕉又名扇芭蕉#为旅人蕉科旅人蕉属常绿乔木状多年生草本植物#高大挺拔#貌似树木#实为草本#叶

片硕大奇异#状如芭蕉#左右排列#对称均匀#如摊开的绿纸折扇, 原产非洲马达加斯加岛#也是其/国树0,

旅人蕉是非洲沙漠天然的饮水站#也称之/旅行家树0+/水树0+/沙漠甘泉0+/救命之树0等#因为它具

有贮水功能, 原来在旅人蕉每个叶柄的底部都有一个大汤匙似的/贮水器0#可以贮藏好几斤水#只要划开

一个小口子#消暑解渴的/水0便立刻涌出#可直接饮用,

!+#(神秘果"<3)1S&LR>O[>RD/$/D>O8S)/RR#

属山榄科常绿小灌木#树形美观#枝叶繁茂# 每年 H 月开白色小花#A@ 月结果#AA 月果实由绿变红成熟,

红色小浆果#大小如花生米, 原产热带非洲#我国从 !@ 世纪 B@ 年代引种#现已为许多地区的园林观赏植物,

神秘果是一种神奇而具有魔力的奇迹之果# 吃一颗后#再吃任何酸的东西味道都是甜的#且能持续一个

多小时, 这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变味蛋白酶!又称神秘果素"#虽不能真正改变食物的味道#但却可以改变人

的味觉, 因此在食品工业上#常用其作为调味剂,

!+B(跳舞草"-V[L;/VDLR3!OV#V;/>1"_V>##%# *.;8.2#

跳舞草为蝶形花科直立小灌木#因叶片两侧生有大量的线形小叶#对声波非常敏感#在气温不低于 !! s

时#特别是在阳光下#受到声波刺激时会随之连续不断地上下摆动而得名#故有植物舞蹈家的美称#是著名

的趣味观赏植物,

产于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及台湾等省区#生于海拔 !@@ kA #@@ O的丘陵山坡或山沟

灌丛中, 印度+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也有分布,

!+C(光棍树"@>&PV;X/L #/;>DLRR/̀2//#

光棍树属大戟科灌木#高达 F kH O#原产东非和南非的热带沙漠地区, 整个树身不见一片叶子#满树尽

是光滑+碧绿+有光泽的枝条#折断一小根枝条或刮破一点树皮#会有白色乳汁渗出, 一方面#白色乳汁有剧

毒#观赏或栽培时需特别小心#不能让乳汁进入人的口+耳+眼+鼻或伤口*另一方面#这种有毒的乳汁却能抵

抗病毒和害虫的侵袭#起到保护树体的作用,

光棍树无叶片的原因&光棍树的故乡333非洲沙漠地区#长年赤日炎炎#雨量极其稀少#因严重缺水#许多

动植物大量死亡+灭绝, 为了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保水抗旱#原来枝繁叶茂的光棍树为减少水分蒸发#叶片就

慢慢退化+消失了#而枝干变成了绿色#目的是用绿色密集的枝干代替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适者生存#通过这种

变异#光棍树生存下来了, 但如果把光棍树种植在温暖潮湿的地方#也很容易繁殖生长#并长出一些小叶片,

这也是为适应湿润环境而发生的#生长出的小叶片#可增加水分的蒸发量#达到保持体内水分平衡的目的,

!+"(象鼻棕".L&P/L ]/)/$S;L#

象鼻棕#也称酒椰!因其花序中含有大量汁液#可用来酿制棕榈酒"#原产热带非洲#为棕榈科大乔木#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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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左右#在长到高约 A@ O#胸径约 F@ 5O时#顶端便抽出形状奇特的花序#长约 ! kG O#粗壮弯曲#自然下垂#似

大象的鼻子#因而得名, 它是一次花果植物#即&一生只开一次花#结一次果#之后就全株枯死, 寿命不算长#约

为 !@;#但在多年生植物中#这种一次花果植物并不多见, 果实金黄色#有光泽#是天然的精制工艺品,

!+H(糖棕"UV;L11>1$RLXSRR/$S;L 2̀//#

糖棕属棕榈科#原产于热带亚洲和非洲#树型高大#羽状叶片巨大而稠密#是一位产糖/能手0, 故有/种

下一棵树#吃糖不用愁0的说法, 糖棕有雄树和雌树之分#只有雌树的花序才能产糖, 每株糖棕每年可长出

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硕大的饱含糖汁的穗状花序#当糖棕长出花序时#就可采糖, 方法简单易行!在花序的尖

端挂一个竹筒#用刀把花序划开一道道口子#花序中的糖汁就会流出#并滴进竹筒"#通常一个花序可产 G kF

小桶糖汁#每株糖棕每年可产 B@ kC@ 小桶糖汁#可熬糖 !@ kG@ i0, 在东南亚国家#它是食用糖的来源,

果实比较多#往往数十个果子围聚于树颈#每个果子都很漂亮#大小如皮球#金黄光亮#是天然的工艺品,

G(维持植物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A" 积极开展野生植物资源的调查, 尽管热带雨林的物种丰富#但到今天为止#依然有许多是未知的#

因此有必要深入持久地开展这项工作#在搞好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研究+开发+利用它们,

!!" 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监督, 西双版纳是地球北回归线沙漠带上唯一的一块绿洲#是中国热

带雨林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最典型+最原始+面积最大的地区#其地理位置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据目前

的考查#仅当地特有植物就达 A#@ 多种#为了保护其物种的多样性#必须控制经济林比重#以提高森林生态效

能$G%

#并继续完善保护区的各项基础设施# 全面提升管护能力,

!G" 加强野生植物资源物种的繁殖及外来热带植物资源的引种工作, 为了保护基因的多样性#让热带

雨林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也为了更好地保护热带资源#必须继续加强野生植物良种的人工种植与引种工作,

!F" 严禁乱采滥伐#加强法制#依法保护植物资源, 为了维护基本的生态过程#实现对物种和生态系统的

持续利用#必须完善热带雨林保护法规#认真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并严格依照法律做好自然保护区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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