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热带作物生产系列教材　高职高专适用

热带作物栽培基础

主　编　周艳飞
副主编　韩永庄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热带作物栽培基础／周艳飞主编—昆明：云南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２０１２－１

Ⅰ①热… Ⅱ①周… Ⅲ①热带作物—栽培技术—
高等职业教育—教材 Ⅳ①Ｓ５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４）第１１２０６１号

　　　　　　热带作物栽培基础
　　　　　　 主　编　周艳飞

副主编　韩永庄

策划编辑：徐　曼
责任编辑：李春艳

封面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１０７５
彩　　插：３张
字　　数：２６８千
版　　次：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４年７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２０１２－１
定　　价：２４００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２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６５００９１
电　　话：０８７１－６５０３３２４４　６５０３１０７１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ｕｐ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ｙｎｕｐｃｏｍ



编写说明

本教材是应高职热带作物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需要编写的专业基础课

教材。教材以实现热带作物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生态栽培为目标，以

热带作物生长发育规律为依据，结合环境条件，系统介绍热带作物栽培的基

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为方便教学和应用，教材内容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言，全面介绍热带作物的基本情况，包括什么是热带作物、如

何划分、代表性作物、生产现状和发展展望等；第二部分为热带作物栽培基

础知识、理论与应用，包括热带作物栽培生物学基础及应用、热带作物生长

发育对自然环境的要求及其应用、热带作物的营养及调节、热带作物的产量

及产品品质与栽培、热带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合理利用 （区划）、热带作物栽培

的生产组织与管理等内容；第三部分为热带作物栽培的基本技术，包括热带

作物的繁殖 （苗木培育），热带作物种植园的建立、管理和热带作物的收获等

内容。内容安排上尽量结合生产和工作需要实际，按照现代农业的要求，在

吸收当前栽培新理论、新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病虫害防治、生产组织管理

和标准化栽培等内容。为配合任务驱动、行动导向教学法的实施，体现工学

结合，本教材在每单元给出了教学目标、教学设计和任务设计，供教学和学

生选用。每单元后附思考题和拓展题，帮助使用者复习、应用和拓展。教材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容易学习，所以也适于自学或培训使用。

本教材由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周艳飞老师主编，韩永庄老师为副主编，

朱春梅、施忠海老师参加了编写。其中绪言、第一部分的第５单元、第６单元
由周艳飞编写，第１单元和第４单元由施忠海编写，第３单元由韩永庄编写，
第２单元由朱春梅编写，第二部分前三单元由韩永庄编写，第４单元由周艳飞
编写。全书最后由周艳飞统稿，部分内容作了修改。

学院郭思乾、何松文、李芬老师参与了书中部分文字、图表的制作，在

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谢。另外，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有关书刊和相关专家、

学者、企业一线人员的建议，在此谨向作者和相关人员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人员能力、经验有限，书中的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同行专

家和读者及时将发现的问题直接与主编和相关编写人员联系，以不断修改完善。

编写组

２０１３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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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教学目标：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明确什么是热带作物、热带作物种类如何

划分，以及栽培热带作物的意义。了解热带作物生产现状和发展方向，提高学习兴趣和积

极性。

教学设计：先让学生交流他们所了解的热带作物及其生产现状，之后点评、补充。

一、热带作物的界定

凡有利于人类而由人工栽培并收获的绿色植物，都称作物。按作物的生理生态特性划

分，适于热带、南亚热带地区 （简称 “热区”）栽培的各类经济作物称为热带作物。依据

作物对温度条件的要求，热带作物在全生育期中需要的温度和积温都较高，其中大部分生

长发育的最低平均温度为１５～１８℃，本书所提及的热带作物，是指在我国已形成规模生
产，或具有发展前景的热带作物。

二、热带作物分类、分布

（一）热带作物分类、分布

作物的分类有多种，有按植物学系统分类的，有按其用途来区分的，也有按植物生态

特性来分类的。世界热带作物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及南亚地区、中西非的大西洋沿岸各国、

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流域。而在中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台湾等

省区 （约北纬１８°～２４°），以及云南、贵州、四川的干热河谷区域，尤其以海南岛和西双
版纳最为典型。下面将按热带作物的用途来分类，有些作物可能有多种用途，则以传统的

观点归类。

１产胶作物
产胶作物指能收获天然橡胶的作物。天然橡胶是橡胶中的一类，是从产胶的作物上采

集的树胶经过过滤、凝固制成，是可再生而无污染的自然资源。它有别于目前以石油为原

料，由人工用化学方法合成的 “人造橡胶”，或称 “合成橡胶”。

研究发现，含有橡胶的植物有两千余种。但最著名的是大戟科里的产胶作物———巴西

橡胶树 （见彩插）。这种树也称三叶橡胶，为热带雨林的高大乔木。

对巴西橡胶树的利用，除从茎干上获取胶乳外，木材、种子都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也

是当前对巴西橡胶树综合利用的研究重点。胶乳的主要成分是：水５０％ ～７０％、异戊二
烯２０％～４０％、蛋白１５％ ～２８％、酮１％ ～１７％、糖０５％ ～１５％、无机盐０２％ ～
０９％，制成天然橡胶后，胶乳中所含的非橡胶成分有一部分留在固体的天然橡胶中。一

—１—



般天然橡胶中含橡胶烃９２％～９５％、非橡胶烃５％ ～８％。由于制法不同、产地不同乃至
采胶季节不同，这些成分的比例可能有差异，但基本上都在此范围以内。

在原产地，巴西橡胶的分布范围几乎是整个亚马孙河流域的南部，通常出现在每年遭

受洪水淹没的低洼地区，也分布在稍微排水良好的地方。１８７６年，魏克汉自巴西亚马孙
河下游与塔帕若斯河汇合处采集７万粒种子运回伦敦邱园 （皇家植物园），育成２３９７株
苗，先分两批运往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共成活４６株。当今占世
界植胶面积近９５％的东南亚地区，其种源都是靠上述４６株实生苗繁衍而来。我国最早栽
培橡胶始于１９０４年，由云南盈江县土司刀印生从新加坡引入，迄今尚存一株。其后陆续
引入台湾、海南、雷州半岛等地。直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植胶面积也仅有２８００ｈａ，
产干胶２００ｔ。新中国成立，中央立即组织力量，迅速发展植胶业，到２０１１年，种植面积
已达１０８１３万公顷 （１６００多万亩），年产干胶突破７０万吨，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和
广东。

２木本油料作物
（１）油棕 （见彩插）

油棕系棕榈科油棕，单子叶多年生常绿乔木。油棕植后第三年开始结果，６～７龄进
入旺产期，经济寿命２０～２５年，自然寿命长达１００年以上。在高温多雨的东南亚地区，
全年开花结实，每公顷可产油４～６ｔ。单以棕油产量计，它比椰子高２～３倍，比花生高５
倍，比大豆高７～８倍，因此被称为 “世界油王”。此外，油棕的核仁、核壳、叶片、叶

柄、棕衣等副产品在化工、食品、饲料、造纸等工业上也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油棕原产于非洲，也称非洲油棕，自然分布于北纬１３°至南纬１２°热带雨林到热带草
原的过渡地带，即扎伊尔、刚果、尼日利亚、贝宁、科特迪瓦、加纳、喀麦隆等国。油棕

于１８４８年引入印度尼西亚作为一种观赏植物，１９１１年开始作为油料作物栽培，目前主要
栽培的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扎伊尔、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等。中国

于１９２６年开始由东南亚引入海南省，１９６０年开始正式栽培，目前在海南省南部有少量种
植，因气候条件不适宜，难形成规模生产。

（２）椰子 （见彩插）

椰子是棕榈科椰子属单子叶多年生常绿乔木，是热带地区主要木本油料作物之一。

椰子经济寿命长达４０～８０年，自然寿命７０～８０年。植株各部分可利用，但主要是从椰
肉中榨取椰油。由于其用途众多，经济价值高，近年来，随着椰子产业的开发和产业

链的延伸，对椰子的利用已拓展到旅游方面。椰果主要加工成椰干。椰干出油率

６５％ ～７５％，椰油含饱和脂肪酸９１％、不饱和脂肪酸９％，消化系数高达９９３％，比
花生油、菜子油、奶油、牛油都更易消化吸收。欧美诸国主要用以制造人造奶油，热

带产椰子国家主作食用油。椰油具有高皂化值 （２４８～２６４），具有良好发泡性能，适于
制造高级香皂和海上用的特种洗涤剂，还可制化妆品、牙膏。椰肉可制成椰丝、椰蓉、

椰子蛋白、椰子奶粉、椰汁饮料等。椰衣纤维、椰壳、椰木、椰麸、椰花汁、椰根等

均有利用价值和广阔的销路。

椰子为自然杂交，有很多变异类型，分类比较复杂，一般分为三种类型：高种椰子，

植株高１５～３０ｍ，基部膨大，异株授粉，植后７～８年开始结果，单株产量高，椰肉质量
好，含油率高，经济寿命期长达７０～８０年。此外还有矮种和中间类型的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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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认为椰子起源于东方，现分布范围为亚、非、拉南北纬２３°２６′（即回归
线）之间，主要产区为菲律宾、印度、印尼等国。我国椰子的主产区在海南省，台湾、

云南、广东等地也有零星分布。到２０１１年，全国椰子种植３８０万公顷，主要分布在海
南省。

（３）油茶 （见彩插）

山茶科山茶属常绿乔木或灌木。油茶的种子含油率达２５２２％ ～３３５０％，单位面积
产量约４００ｋｇ／ｈａ。茶油为不干性油，色清味香，耐贮藏，为高级食用油。除供食用、烹
调罐头食品、制造奶油外，还可作为机械润滑油、铁器防锈油、印泥油、肥皂、蜡烛等的

原料和医药用。茶籽饼可作土农药原料，防治地下害虫、杀死血吸虫的中间寄主钉螺，木

材、果壳、种壳均有利用价值。

油茶产量高、寿命长、适应性强，对土壤条件要求不苛，宜于丘陵和山区发展，不与

粮棉争地。植后４～５年开花结果，１５～１６龄进入盛产期，经济寿命长达７０～８０年。它
的果实不易为鸟兽为害，收获有保证。此外，花期长，为良好的蜜源植物。

本属植物有１００多种，多数产于我国南部。依花的色泽可分为白花和红花 （紫花）

两大类。栽培种以白花为主。油茶原产我国，作为木本油料作物栽培已有５００余年的历
史，现已分布于日本、越南、缅甸、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我国长江以南

各省区的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云南等均有栽培，

其范围大致是北纬１８°２１′～３４°３４′、东经９８°４１′～１２°４０′。油茶按其成熟期不同，分为三
个基本群体品种，即寒露籽、霜降籽、立冬籽。除上述品种群体外，作为同一属的栽培种

还有越南油茶、广宁油茶、攸县油茶、红花油茶、西南山茶、腾冲红花油茶。

（４）油梨 （见彩插）

油梨又名鳄梨、樟梨、酪梨、牛油果，因果实多为梨形得名，是樟科油梨属的常绿乔

木树种。油梨果的含油量１５％～２９％，易消化，且胆固醇含量低；蛋白质含量１５％，比
柑橘、木瓜、芒果、香蕉的蛋白质含量高出一倍以上，符合消费者对保健型水果的要求，

被誉为 “保健食品”。其油可供食用，但主要作为化妆品的原料，有易为皮肤所吸收的

优点。

油梨树高１０～１５ｍ，经济寿命４０～５０年，自然寿命１００年左右。比较特殊的是花为
两性，但雌雄异熟，往往自花不稔，因此在栽培时，必须注意品种合理配置。

油梨原产拉丁美洲，分布在墨西哥南部、中美洲诸国、南美洲北部。现主要分布于

南、北纬３０°之间的地区，主产国为墨西哥、美国、多米尼加、巴西、以色列等。我国栽
培油梨始于１９２０年，１９８５年以后广东、广西和海南先后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
州、夏威夷州等地引进大量优良品种。除上述各省 （区）栽培外，福建、云南、四川等

地均有少量栽培。

（５）腰果 （见彩插）

漆树科腰果属的常绿乔木，植后２龄开花，１０龄左右进入盛产期，经济寿命期长达
３０年左右。腰果树的果实为坚果，俗称腰果，是世界四大著名干果之一。其果仁含脂肪
４７％、蛋白质２１２％、淀粉４６％～１１２％、糖２４％ ～３７％，以及少量维生素 Ａ、Ｂ１、
Ｂ２等，多用于制造腰果仁巧克力、点心、上等蜜饯、油炸和盐渍食品，营养丰富。

腰果原产于巴西东北部，１６世纪引入亚洲和非洲，现已遍及东非和南亚各国，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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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２０°以内地区多有栽培。美洲以巴西、非洲的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亚洲以印度等国种
植面积大。我国海南省种植腰果已有８０年左右的历史，１９６０年前后，广东、广西、云
南、福建、江西、海南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引种栽培，因寒害，只有在海南省和云南省西双

版纳获得成功。

（６）澳洲坚果 （见彩插）

澳洲坚果属山龙眼科，又名昆士兰栗、澳洲胡桃。澳洲坚果含多种脂肪酸，其中不饱

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的８４％。澳洲坚果在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方面有一定疗效。
澳洲坚果含油量很高，因而其发热量也很高，尤其是多为不饱和脂肪酸，容易被人体吸收

消化，有益健康，是理想的木本粮油。澳洲坚果还是一种营养丰富、香脆可口的食用坚

果，食用部分为种仁，可生吃，烤制后酥脆，口感细腻，带有奶油清香，风味极佳。澳洲

坚果果仁内的蛋白质共含有１７种氨基酸，其中１０种是人体内不能合成而必须由食物供给
的氨基酸。可见澳洲坚果是一种富含热能，不含胆固醇，又有多种人体生长所必需营养物

质的营养性食品，有 “干果皇后”之美称。可作为西餐头道进食的开胃果品，常用作烹

调食品、小吃或制作果仁夹心巧克力糕点、冰淇淋饮品等的配料。以澳洲坚果为主、辅原

料的食品种类达２００种以上，如澳洲坚果蛋糕、澳洲坚果仁罐头、澳洲坚果仁牛奶巧克
力、澳洲坚果糖果、澳洲坚果面包等。因此，澳洲坚果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况，被列为世界最昂贵的坚果。

已经鉴定出澳洲坚果有１０多个种，其中只有２个种结可食果实。普通种植的是完全
叶澳洲坚果，也称光壳型澳洲坚果。四叶轮生澳洲坚果，即粗壳型澳洲坚果，由于加工性

能不理想，只有少量种植。目前，种植品种均为光壳型澳洲坚果。

澳洲坚果原产澳大利亚东部，所要求的气候类型和小粒种咖啡类似。栽后６年开花结
果，经济寿命近５０年。我

!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已经引种栽培。近年来，我国南方地区
开始大力发展。目前，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重庆及贵州均有种植。到２０１１
年，全国澳洲坚果种植２１９万公顷，主要分布在云南。
３饮料作物
（１）大叶茶 （见彩插）

大叶茶是茶树的一类品种，叶大而厚，耐揉搓，是热区种植的主要茶叶品种。茶是世

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属山茶科多年生常绿乔灌木植物。近代生物科学和医学研究充分证

明茶叶不但具有药理作用，而且又有营养价值，对增强人们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效用。据分

析，茶叶所含化合物可达４００多种。其中最主要而又有药理作用的成分是咖啡因，特别在
嫩芽、叶中含量较多。它是一种血管扩张剂，能促进发汗，能刺激肾脏，有强心利尿解毒

作用，还有提神醒脑，恢复肌肉疲劳。其次是茶叶中所含的多酚类物质，它能增强微血管

壁弹性，调节血管的渗透性，降低血压，杀菌消炎，所以我国民间常用茶叶与其他中药煎

服治病。叶中的儿茶素能中和锶等放射性物质，可以缓解辐射的伤害。茶叶中还含有可溶

性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多种维生素，以及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矿物质等。

茶叶内含成分中茶多酚、氨基酸和咖啡因含量是茶树品种最重要特性。按叶片大小分

析茶多酚含量呈大叶＞中叶＞小叶的规律，氨基酸含量呈中叶＞小叶＞大叶的规律，咖啡
因含量则呈大叶＞小叶＞中叶的规律。茶树品种不同，物质代谢类型也不同。大叶种碳代
谢强烈，茶多酚代谢旺盛，茶多酚、儿茶素总量大，形成茶黄素的潜力大，适制红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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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茶。中小叶种氮代谢和氨基酸代谢旺盛，氨、氨基酸含量高，其香气、滋味高爽，适制

绿茶。

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１８、１９世纪时，我国茶叶大量推广到欧美各国，逐渐成为世
界主要饮料之一。同时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也都是植茶很多的国

家。目前世界上有５０个产茶国家。茶叶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
声誉，销售范围已达８０多个国家。

到２０１１年，全国茶叶种植面积６５５５万公顷，主要分布在云南、福建。①

（２）咖啡 （见彩插）

咖啡属茜草科咖啡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与可可、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作物。除作饮

料外，还可提取咖啡因作麻醉剂、利尿剂、兴奋剂和强心剂，外果皮和果肉可制酒精。

目前世界上供商业栽培的只有二个种，即：（１）小粒种，又名阿拉伯种，原产非洲
埃塞俄比亚。常绿灌木，高４～５ｍ，叶片小而尖，两性花，自花授粉。较耐寒、耐旱，但
易感染叶锈病和遭天牛危害。产品气味香醇，饮用质量好。（２）中粒种，叫又名罗巴斯
塔种、甘弗拉种，原产非洲刚果热带雨林区。株高６～８ｍ，花两性，同株一般自花不育。
以抗叶锈病著称，但要较高热量条件，耐寒、抗旱力比小粒种差。咖啡因的含量高于小粒

种咖啡，风味也较差。由于可溶物含量高于小粒种，适于制造速溶咖啡。此外，尚有利比

里亚种，又名大粒种，原产里比利亚，产品气味浓烈，刺激性强；埃塞尔萨种又称查利咖

啡，原产西非查利河流域，抗锈病且耐旱，产品味香而浓，稍带苦味。

咖啡种植有 ２０００多年的栽培历史，面积和产量以小粒种为主，占 ８０％，中粒种
占２０％。

咖啡原产非洲中北部，公元前５２５年阿拉伯人已栽种咖啡，当时只作咀嚼兴奋用，至
１３世纪开始作为饮料。１５世纪以后大规模种植，现已遍布热带、亚热带７８个国家和地
区，主产国在拉丁美洲，首推巴西，哥伦比亚为其次。非洲的科特迪瓦和亚洲的印度尼西

亚也是产量较多的国家。我国于１８８４年将咖啡树引入台湾省，１８８７年引入海南省。此后
不久，云南、广西等省 （区）分别引入种植。到２０１１年，全国咖啡种植６２０万公顷，主
要分布在云南。

（３）可可 （见彩插）

可可为梧桐科可可属常绿乔木，株高４～１２ｍ，为饮料作物，种子含咖啡因２％及脂
肪、蛋白质等成分，具有茶和咖啡同样的刺激、兴奋作用。可可的可食部分是种子，即可

可豆。干豆含有５％的脂肪，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是制造巧克力的主要原料。它的发热量
高，几乎为蛋类的三倍多。常用作病弱者的滋补品与兴奋剂，也是小儿、登山运动员和飞

行人员的良好营养品。

可可原产南美洲亚马孙河上游热带雨林，１７～１８世纪传到东南亚，我国于１９２２年引
种到台湾，１９５４年引入海南省试种。由于可可树要求较高的热量条件，我国只在台湾及
海南省南部有小面积的栽培。

（４）苦丁茶 （见彩插）

苦丁茶系商品名，采集的植物范围甚广，据称涉及４科５属１０种之多，而正宗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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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茶是指冬青科冬青属的大叶冬青。苦丁茶有散风热、清头目、除烦渴、治头痛、目赤、

痢疾、痧气、感冒、腹痛、咽喉炎等功效。近年研究，尚具抗辐射功能，又有减肥、降

压、醒酒、防癌等作用，故被誉称为美容茶、益寿茶等。苦丁茶的化学成分有２００余种，
其中部分与茶叶相同，如咖啡因、多酚类、儿茶素、氨基酸等，但含量比茶叶低。此外尚

含有熊果酸、β－香树脂醇、蛇麻脂醇、蒲公英赛醇、熊果醇和β－谷甾醇等。
（５）西番莲 （见彩插）

西番莲为西番莲科西番莲属，多年生木质藤本，因其果实的独特风味，又名百香果，

又因果实状似鸡蛋又名鸡蛋果。西番莲果实的独特风味和丰富营养已引起人们重视，并加

工成各种饮料、果酱、果酒等。西番莲还是观花、叶、果皆优的庭园美化植物。作为商业

性栽培的种类主要有紫果西番莲和黄果西番莲。

西番莲原产于巴西南部，现广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南方各省均有栽培。到

２０１１年，全国种植西番莲０１０万公顷，主要分布在云南和湖南。
４糖能作物
（１）木薯 （见彩插）

木薯为大戟科植物，主要产品为木薯的块根。木薯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重要的粮食和

饲料作物，与马铃薯和甘薯并称为世界三大薯类作物。由于鲜薯易腐烂变质，一般在收获

后应尽快加工成淀粉、干片、干薯粒等。鲜木薯块根含淀粉２５％ ～３５％，木薯粉品质优
良，可供食用，或工业上制作酒精、果糖、葡萄糖等。木薯的各部位均含氰苷，有毒，鲜

薯的肉质部分须经水泡、干燥等去毒加工处理后才可食用。木薯主要有两种：苦木薯

（专门用作生产木薯粉）和甜木薯 （食用方法类似马铃薯），加工后食用，为当地居民主

要杂粮之一。木薯产品用途和涉及领域广泛，用木薯为原料制成的燃料乙醇，被称为可替

代汽油的环保型 “绿色汽油”，是最经济可行的生物质能源之一。

木薯原产于热带美洲，主产国为巴西、泰国等国，是目前世界贸易的又一大宗商品，

也是世界第六大作物。我国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引种，现以广东、广西等热带地区栽培较
多。到２０１１年，全国种植木薯３８８２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广西和云南。

（２）甘蔗 （见彩插）

甘蔗是甘蔗属的总称，属于禾本科。甘蔗属有９个种，甘蔗中含有丰富的糖分、水
分，还含有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的各种维生素、脂肪、蛋白质、有机酸、钙、铁等物

质。甘蔗主要用于制糖，也可提炼乙醇作为能源替代品。甘蔗是温带和热带农作物，与栽

培和育种关系密切的有５个种：中国种、热带种、印度种、割手密野生种、大茎野生种。
适合栽种于土壤肥沃、阳光充足、冬夏温差大的地方。

甘蔗原产于印度，现广泛种植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出产甘

蔗，最大的甘蔗生产国是巴西、印度和中国。种植面积较大的国家还有古巴、泰国、墨西

哥、澳大利亚、美国等。中国蔗区主要分布在广西 （产量占全国６０％）、云南、广东、台
湾、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湖南、浙江、湖北等省 （区）。到２０１１年，全国种植甘
蔗１６６１２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
５香料作物
（１）胡椒 （见彩插）

胡椒属于胡椒科胡椒属的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为世界重要香辛作物之一。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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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攀缘生长，株高７～１０ｍ，栽培则控制在２～３ｍ高，经济寿命长２０～３０年。种子含胡椒
碱５％～９％、挥发油１％ ～２５％。在食品工业中用作调味香料、防腐用料，医药上用作
健胃、利尿剂等。

胡椒科植物有１２个属，胡椒属内约有种８００个以上。栽培的胡椒有大叶种和小叶种
两个类型。而每一种类型中，各有若干个著名的品种。大叶种有印尼的南榜、印度的巴兰

哥塔、马来西亚的古晋、柬埔寨的百奔口。我国栽培的品系也属大叶种类型。小叶种有印

度的卡卢瓦里、柬埔寨的堪寨、马来西亚的马拉比等。

胡椒原产印度西海岸，栽培历史悠久。主产国为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巴西是发

展胡椒最快的国家之一。现遍布亚、非、拉、美近２０个国家。我国最早于１９４７年引入
海南琼海县，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又多次从国外引种，并开始较大面积栽培。主要分布在海
南、广东雷州半岛和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到２０１１年，全国胡椒种植２２９万公顷，主要
分布在海南。

（２）香草兰 （见彩插）

香草兰属兰科香果兰属，又名七香子兰、香荚兰、香果兰，是一种热带附生兰。香草

兰的蒴果经加工后含有香兰素、田香草醛、茴香醇、茴香醛等芳香成分。香兰素含量

１５％～３％，香味浓郁，香韵独特，芳馥宜人。香草兰豆荚可制成粉剂、酊剂或油剂。在
食品工业上作为冰淇淋、巧克力、甜奶品、名酒、名烟等高级调香剂，素有 “食品香料

之王”的美誉。它还可用于化妆品，制作高级香水。在医药上，用作芳香型神经系统兴

奋剂、补肾药等。

香草兰原产于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及安的列斯群岛等地。迄今，香草兰已遍及世界

热带地区。我国台湾省早于１９０１年从日本引进香草兰，但目前仅有少量栽培。目前我国
香草兰主要种植在海南。

（３）依兰香 （见彩插）

依兰香属番荔枝科依兰属，热带木本香料植物。花瓣蒸馏得到依兰油，具独特浓郁的

香味，是一种名贵的高级香料，用作定香剂，配制高级化妆品。原产地为菲律宾及印度尼

西亚爪哇岛。主产地为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的贝岛，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

８０％。我国以云南南部的栽培面积最大，种源来自斯里兰卡，此外海南、福建、广东均有
少量栽培。依兰香树高１５～２０ｍ，植后２～４年开始开花，１０年进入盛产期，经济寿命约
３０年。

（４）肉桂 （见彩插）

肉桂别名玉桂、牡桂、桂树，樟科肉桂属，亚热带常绿乔木。树皮、桂油是其主要产

品，树皮含挥发油１％ ～２％，油的主要成分为桂皮醛，占７５％ ～９０％，还有少量乙酸桂
皮酯。有散寒、止痛、活血、健胃等功效。桂油的主要成分是肉桂醛和丁香脑，主治昏

迷、风湿、胎毒、头痛，也可作为食品及化妆品原料。

肉桂主产中国的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 （区），其中以广西种植面积最多。植

后３～４年采叶蒸油，５～６年采皮制成桂通，１５～２０年剥取茎基部树皮制成桂板。第四年
单株采叶同属的还有锡兰肉桂、越南清化肉桂 （产品主供药用）。到２０１１年，全国肉桂
种植８３１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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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香茅 （见彩插）

香茅属禾本科香茅属，是热带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从其叶片蒸出的香茅油是世界重

要的香料油之一，主要成分为香草醛、香叶醇、香草醇。广泛用于配制香皂、香精、香

水、牙膏等日用化工品。香草醛经加工制成羟基香茅醛、柠檬醛等，可作为食品香料。香

茅油还具有杀菌、消炎、舒筋、活络、止痛等功效。

本属有１２０个种和变种。世界各国主要栽培的品种有爪哇香茅和锡兰香茅。爪哇香茅
又名哈潘基里，出油率高 （１２％～１４％），含总醇量８０％ ～９２％、香草醛３４％ ～４６％，
油的比重为０８８５～０８８９５，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栽培品种。锡兰香茅也称连拿巴图潘基
里，出油率０３７％ ～０４％，含总醇量 ５５％ ～６５％、香草醛 ７％ ～１５％，油的比重为
０８９８～０９１０。该种虽然出油率低，但它能耐瘠、耐旱，斯里兰卡种于旱瘠土地上。

香茅原产东南亚热带地区，现已分布于北纬２４°至南纬２３°之间。主产中国、印度尼
西亚、危地马拉、斯里兰卡、印度等国。１９２１年引入中国台湾试种，１９３５年传入广东，
随后广种于海南、广西、云南、福建等省 （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世界香茅油产量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ｔ，其中中国产量约占一半以上。

（６）八角 （见彩插）

八角属八角科八角属，常绿乔木，原产中国广西。果皮、种子、叶都可蒸馏芳香油。

叶茴香油或八角油，在其鲜果皮中含油量为５％ ～６％，鲜种子含１７％ ～２７％。茴香油
在工业上主要用以提取大茴香，再合成为大茴香醛、大茴香醇。这些单体香料主要用于食

品、啤酒、制药、化妆以及日用工业中。八角果是我国人们喜爱的调味香料，每年的耗用

量很大。八角和茴香油也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八角在我国适宜栽培区是在北纬２３°～２５°之间，即南亚热带与中亚热带交叉地区。
主产区在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云南、福建南部、贵州南部也有栽培。

到２０１１年，全国八角种植６８０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广西，广西有 “世界八角之乡”

之美称。

６南方药用作物
南方药用植物指主产或原产于热带和南亚带的药用植物，是药用植物中的一部分。我

国的南药分布在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贵州和台湾等省区。广阔的热带原始森

林中蕴藏着２０００余种生物活性高的化合物，被认为是人类潜在的药物宝库，或叫天然药
物基因库。然而对热带药物的化学成分研究及其筛选利用还为数不多，是有待人们进一步

开发的领域。我国药用植物有１１０００多种，南方药植物类约有４０００种，其中常用约５００
余种，依靠栽培的主要药用植物有２５０种左右。

（１）槟　榔
槟榔属常绿乔木，种子含多种生物碱，有效成分为油状槟榔碱，有驱虫、消积、行气、

利尿等功效，主治食滞、腹胀痛、腹水、痢疾、绦虫、蛔虫、血吸虫等。果皮称大腹皮，有

下气行水作用，主治腹胀、水肿、小便不利等病。未熟果实叫束儿槟榔，多用作咀嚼料。

槟榔起源于何地，众说纷纭，比较可靠的资料显示为马来西亚。公元前传入印度，公

元１５００年引入桑给巴尔，现广布于热带地区。主产国有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中国栽培槟榔历史悠久，早在史书 《图经》上，海南省已有栽培的记载。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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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南省的东南部和中部。另外云南、台湾也有栽培。

（２）阳春砂仁
阳春砂仁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果实和种子入药，有健胃、消食、呕吐、肠炎、痢疾、

安胎等功效。产地为广东、海南、广西、福建、云南等地。砂仁以我国广东阳春县所产春

砂最闻名。栽培的砂仁种尚有缩砂蜜、海南砂仁、红砂仁、细砂仁、矮砂等。东南亚国家

也有栽培。

（３）益　智
益智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干燥果实或种子入药。有治疗寒性胃痛、脾泻吐泻、遗

尿、尿频、遗精等疾病的功效。益智是海南特产药材，天然分布于南部、东南部、中部和

西南部海拔８００ｍ以下、荫蔽度５０％～６０％的密林或疏林中。此外广东、广西、福建、云
南也有少量栽培。

（４）巴　戟
巴戟别名巴戟天，茜草科攀缘木质藤本植物，以直径１～２ｃｍ的肉质根入药，补肾壮

阳，主治肾虚、阳痿、筋骨疼痛等疾。主产地为广东，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

四川各省 （区）均有栽培。巴戟植后５年才可收获，肉质根的分布深可达１ｍ。
（５）三　七
三七为五加科多年生宿根草本，原产广西田州，又叫田七，是三七的别名。产品是植

后４～５年收获的根和根茎。三七根可入药，具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的功效，治疗咯血、
胸腹刺痛，具有补血、和血等功效。

三七系我国特产，分布于云南、广西、四川、湖北、江西等省 （区）。云南、广西为

主产区。

（６）绞股蓝
绞股蓝又名七叶胆，葫芦科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胶股蓝属共有１３种，我国有１１

种。植物分析表明，绞股蓝含有５０余种皂甙，部分与人参皂甙是同一种物质。目前在五
加科植物以外发现含人参皂甙的植物极少。是抗癌新药，对肝癌、子宫癌、肺癌等癌细胞

增殖的抑制效果为２０％～７０％。能增强人体机能，防衰老，耐疲劳，镇静，催眠，降血
脂，治疗偏头痛和溃疡等疾。

（７）芦　荟
芦荟为百合科多年生常绿植物，世界共约３００种，其中作为药用作物栽培的种有蜈蚣

掌芦荟、翠叶芦荟、好望角芦荟、东非芦荟等。芦荟主要成分是芦荟素，有特殊苦味，可

作健胃剂、清泻剂，含有黏液的芦荟叶可治烧伤、刀伤、脚癣、皮肤皲裂等。也可作化妆

品原料，有消除皱纹、老人斑、雀斑，使皮肤恢复弹性等效。芦荟原产南部非洲，现广布

于南北纬４０°之间的热带、亚热带，遍及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干旱地区。我国主要
分布在云南元江。

（８）余甘子
余甘子又名油甘子，大戟科落叶小乔木。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川、贵

州均有分布。果汁具抗衰老的作用，根有收敛止泻作用，叶可治皮炎湿疹。

（９）罗汉果
罗汉果为葫芦科多年生草质藤本宿茎植物。广西永福县主产，为我国特有种，广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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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具清暑润肺、止咳化痰之效，治百日咳、哮喘、高血压、糖尿病、

支气管炎等疾。

（１０）剑叶龙血树
剑叶龙血树为龙舌兰科常绿乔木，我国云南孟连１９７２年发现有分布。从其含脂木质

部中提取 “血竭”，有止血、活血、行气、生肌之效。主治跌打损伤、心绞瘁痛、全疮出

血、五脏邪气等症。

７纤维类作物
龙舌兰麻 （见彩插）。龙舌兰麻类是龙舌兰科单子叶植物的统称，其下隶属有２１个

属、６７０个种，其中以龙舌兰属经济价值最高，曾作为栽培和常见的种是：剑麻、灰叶剑
麻。龙舌兰麻的纤维具有耐磨、拉力强、耐海浸泡、耐酸碱、耐低温、不易打滑等优良特

性。主要制成棕绳产品，用于航运业、轮胎帘布、墙纸、抛光器、地毯等。叶汁可提取皂

素，其中海吉宁和替柯吉宁等皂甙元，可制成治皮肤炎、湿病、避孕药等多种药物。我国

主要种植于广东。

８其他作物
（１）藤类作物
藤类作物系指棕榈科的藤类植物，全世界有１４个属６００多个种，主要分布在亚洲的

热带和南亚热带，大洋洲和西非也有少量分布。产品是取其木质化的藤蔓作为藤制品的原

料。我国每年消耗量达２万～３万吨，野生资源由于强度采集，已基本枯竭，主要依赖进
口，广东、海南等有种植。主产国为印度尼西亚，１９９０年产原藤１３万吨，几乎占世界总
产的８５％以上。我国有４个属２５个种，其中有栽培前途的有红藤、单叶省藤、白藤 （也

名鸡藤长１０ｍ，直径０５～０８ｃｍ，海南省广泛分布，为藤制品主要原料）、越南白藤 （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从越南引入我国）、西加省藤 （又名灰藤，原产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婆罗

洲、菲律宾，是世界著名藤种之一）。

（２）竹　类
竹类植物属禾本科，主要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以东南亚的季风带为世界竹子分

布的中心。全世界竹类共５０多属，１２００多种。我国竹子种类多，为世界产竹最多的国家
之一。据初步统计，我国竹类共有２６个属、３００多种。

（３）辣木 （见彩插）

辣木树科，又名鼓槌树、山葵树，为多年生常绿小乔木至大乔木，目前已知共有１４
个种，供食用栽培的有印度辣木树 （Ｍｏｒｉｎｇ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和非洲辣木树 （Ｍｏｒｉｎｇａｓｔｅｎｏｐｅｔａｌａ）
两个种品种。辣木树原产于非洲东北部和印度北部的次喜玛拉雅山麓、红海沿岸等自然条

件极其恶劣的地方。辣木堪称是一种神奇的健康植物。辣木叶片、果荚富含多种矿物质、

维生素，作为蔬菜和食品有增进营养、食疗保健的功能，也可用于医药、保健、工业等方

面，因此被誉为 “神奇之树”“生命之树”。根据测定，辣木干叶粉所含的钙质是牛奶的

４倍，蛋白质是牛奶的２倍，钾是香蕉的３倍，铁是菠菜的３倍，维生素 Ｃ是柑橘的７
倍，维生素Ａ（β－胡萝卜素）是胡萝卜的４倍，只要３汤匙的辣木叶粉，就含有幼儿每
日所需的２７０％维生素Ａ、４２％的蛋白质、１２５％的钙、７０％的铁及２２％的维生素Ｃ。它丰
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及氨基酸，不但对素食者有极大益处，而且对抗营养不良及提升免疫

力也功效显著。在印度，辣木常被用于传统医学的配方，辣木子还具有净化水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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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木叶、花、果可作为蔬菜直接食用，可以加工制作多种功能性营养保健品，也可以开发

作为牛、羊饲料，种子可以提炼油脂。

辣木有退热、消炎、排石、利尿、降压、止痛、强心、催欲等功用。传统印度医药常用

于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病、肥胖症、皮肤病、眼疾、免疫力低下、坏血病、贫血、

佝偻、抑郁、关节炎、风湿、结石、消化器官肿瘤等疾病。大量研究证明了辣木的医疗保健

功能：叶片、果实和根含有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功能成分。Ｇｈａｓｉ等研究表明，辣木叶能分
别降低高脂鼠的血清、肝脏和肾中的胆固醇１４３５％、６４０％和１１０９％，并增加１５２２％血
清蛋白；根部所含的生物碱，能明显地改变小鼠血尿素、血浆蛋白质、胆红素和胆固醇；叶

片含有调节甲状腺素和肝脂过氧化作用 （ＬＰＯ）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和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Ｔａｈｉｌｉａｎｉ等研究表明，低剂量的叶片提取物能调节甲状腺机能亢进；动物实验表
明，其叶片提取物可降低２５％的胆固醇。辣木叶片含丰富的维生素Ａ，可治疗维生素Ａ缺
乏症，Ｎａｍｂｉａｒ等研究表明，辣木叶片能明显改善维生素Ａ缺乏症的临床症状，体重和血清
中维生素Ａ含量明显增加 （２８２ｎｇ／ｄＬ，而对照为１９１ｎｇ／ｄＬ）。Ｇｕｅｖａｒａ等研究证明辣木种
子中４（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ｏｘｙ） －苯甲基异硫氰酸盐、β－谷甾醇－３－Ｏ－β－Ｄ－吡喃葡糖
苷、ｎｉａｚｉｍｉｃｉｎ和辣木叶片中的硫代氨基甲酸盐均对爱泼斯坦巴瑞病毒 （Ｅｐ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ｒｖｉｒｕｓ）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硫氨基酸酯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辣木根被用来制成治疗瘫痪病、间歇性发烧、慢性风湿的药物，还被用来治疗神经失

常、眼花、肠道痉挛病、癔病和肠胃气胀，还有避孕作用，树枝可以作壮阳药物，果实可

以用来治疗肝脏、脾、经脉等特殊部位的疾病和破伤风，从种子中提取的油可用作治风湿

的外用药，辣木叶有治疗忧郁症的功效，叶片和豆荚中一些成分有降压作用。在印度，普

遍使用辣木种子处理饮用水，只要一粒辣木种子就可以将２ｋｇ夹带泥沙的河水澄清 （用量

２５０ｍｇ／Ｌ以下），澄清速度与明矾一样快，对悬浮物的去除率超过９０％，汛期的河水大肠
杆菌含量每１００ｍＬ约在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０个左右，澄清后的水中大肠杆菌含量则降至每１００ｍＬ
１～２００个，去除率接近９９％！

作为辣木的原产地，印度在辣木的种质资源收集、育种、栽培与辣木开发等方面均处

在世界前列。由于辣木独特的营养价值和适应性广、栽培粗放的生物学特性，在中国发展

辣木规模化种植和产品开发有着良好的市场和商业前景。在中国台湾、海南、云南已开始

种植和利用辣木。①

（二）热带作物分类、分布的特点

以上涉及的作物主要是在我国热带地区目前已形成规模生产或具有发展希望的经济作

物。由上述各类作物来看，明显有别于热带的农学、果树、花卉、蔬菜、林学、牧草等其

他农业各分支的学科。但实际上又是有很多的交叉和共同的理论基础，如椰子是热带地区

典型的木本油料作物，但目前在我国主要是作为饮料、果酱等食品工业的原料，其他如腰

果、油梨等均有类似情况。所以热带作物分类和分布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和区域性。我国热带作物种植区是在北纬１８°１０′～２６°１０′、东经
９７°３９′～１１８°０８′之间，实际上是包括了我国北热带的８万平方千米面积和南亚热带的３６４８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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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辣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ｍｕ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ｍ＝ｍｏ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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