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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缨丹绿化作用的初步调查

袁 颖 李立娜
(西昌学 院 四川西昌 6 2 50 13 )

摘 要
:
笔者通过对逸生在西 昌的马缪丹的调查

,

发现它在固土截 流
、

洒养水源
、

改善 土攘
、

护坡护坎等方 面 的作 用

优于其它树种
,

是一种优良的绿化灌木
,

可在绿化造林中加 以综合利 用
。

此 外
,

本文还提出 了在利 用 时应注意的 问

题
。

关 键 词
:
马续丹 ;外来物种 ;绿化作用 ;歼外调查

中图分类号
:

5 6 85 文献标识码
:

B 文章编号
: 100 冬-4 1 69 (20 03 )侧司以娜7刁 1

马续丹 (助
。 at na ca , a ar 口朋 )为马鞭草科马缨

丹属 (肠
n at an 月” n )常绿灌木

,

因树体微有异味和

花色彩多变
,

故又叫臭草
、

五色梅和七变化
。

原产美

洲热带
,

我国南北都有引种栽培
,

但 以广东
、

广西
、

福建
、

台湾
、

浙江
、

云南
、

四川等省区为多
。

现已为常

见的庭院观赏植物
。

马缨丹作 为栽培观赏植物已在我 国园艺著作

和有关资料中多有记述
,

但其在造林绿化方面的作

用则未见记载和报道
。

1 调查方法

野外普遍调查和定点观察相结合
。

定点观察选

自西昌市的西宁
、

川兴和新村 3个镇
。

2 调查结果

逸生马续丹喜高温和阳光充足的环境
,

适应性

广
,

耐干旱
,

不择土壤
,

既可单株生长或多株聚集在

一起构成群落
,

又可和草本
、

藤本或其它灌木混生

在海拔 1
,

5 00 一 2, 2 00 m的旷野
、

山坡
、

草地
、

荒地
、

路

旁
、

山沟
、

沟坎
、

崖壁
、

乱石堆
、

沙滩地
、

灌木林中或

乔木林下
。

2
.

1 逸生马缨丹可在不 同的地势环境表现出不 同

的性状特征
,

在旷野
、

山沟底
、

山坡
、

草地
、

路边等平

地或缓坡地带
,

其性状为直立灌木状
,

高 2一 4m
,

而生

长在路旁和山地陡坡
、

沟壁
、

沟坎
、

崖壁等坡陡坎直

的地带
,

其性状则为藤状灌木
,

茎枝柔软细长
,

可向

下垂卧长
;
达s m

。

.2 2 逸生马缨丹根茎深而发达
,

主要须根
、

侧根分

布在 10 一 8 c0 m 的土层深度中
,

茎枝萌发力强
,

枝叶多

而密集
,

生长十分繁茂
,

其冠幅覆盖地表的面积大
,

5

年生以上的植株覆盖地面为 4一 10 zn 罕
,

郁闭度高达

100 %
,

对防风固土
、

滞蓄径流和泥沙
、

减缓雨水冲刷

地表
、

涵养水源
、

防止水土流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2 3 逸生马缨丹每年都要产生大量的枯枝败叶
,

落

人土壤腐烂后
,

对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结构及

理化性质
,

提高土壤肥力具有很好的作用
。

经测量每

年的枯枝落叶厚度可达 4一 10 c
m

,

我们挖取了下面的

腐殖质土壤种花
,

各种花种均长势良好
。

.2 4 逸生马续丹靠种子繁殖
。

果实成熟后脱落到地

表
,

然后被枯枝落叶覆盖
,

待翌年春
、

夏季时萌发形

成新植株
。

在野外常可见到在冠幅边缘新长出的幼

苗和植株
,

可见有 自然环境条件下其繁殖力较强
。

.2 5 通过在野外对马缨丹的调查 尚未发现该植物

有被病虫危害的情况
。

3 结论
综上所述

,

马缨丹具有繁殖力强
,

生长快
,

适应

性广
,

不择土壤
,

耐高温
,

抗干旱
,

病虫害少
,

根系发

达
,

茎枝萌发力强
,

冠 幅覆盖面大
,

既能单生
、

群生
,

又能和其它乔木
、

灌木和草本植物混生的特点
,

对减

少风吹雨冲地表
、

固土截流
、

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优

于其它植物
,

故不失为绿化荒山
、

草地
、

山坡
、

山沟
、

乱石堆
、

沙滩地和护坎
、

护坡
、

护堤的优 良灌木树种

之一
。

若根据马缨丹的以上特点
,

就可与退耕还林结

合起来
,

在绿化造林中加 以综合利用
。

但是
,

这里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马缨丹是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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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计划和科学地利用
,

就能

充分发挥它的绿化价值
,

为人所用
。

反之
,

盲目地和

不科学地利用
,

就可能造成肆意泛滥
,

成为患害
,

危

及当地物种
,

破坏原有生态平衡
。

目前
,

在我 国云

南
、

四川
、

贵州
、

西藏
、

广东
、

广西对生态危害极为严

重
,

造成当地巨大经济损失的外来物种紫茎泽兰就

是一个活例
,

因此
,

我们在利用中一定要注意科学

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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