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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藤研究进展 

江泽慧，范少辉 ，张昌顺，官凤英 

(国际竹藤网络中心，北京 100102) 

摘要：棕榈藤是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森林宝库中重要的非木质林产品，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在 

查阅众多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全球棕榈藤资源及分布、棕榈藤的分类、生态生物学特性、资源保存、人工藤 

林培育、天然藤林的可持续经营及棕榈藤利用等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棕榈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预测了今后 

棕榈藤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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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attan Research 

JIANG Ze—hui，FAN Shao—hui ，ZHANG Chang—shun，GUAN Feng—ying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amboo and Rattan，Beijing 100102，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non—timber product found in tropical and south subtropical forests，rattan is 

of great societal，economic and ecological value．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analysis，the historical an d current 

researches on rattan are reviewed by analyzing the resource，the distribution，the taxonomy，the bio—ecologi— 

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rattan，the silviculture of rattan  plantations，the sustainable natural 

rattan forest management and the rattans uses．Then，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rattan research are summa— 

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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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绿色金子”的棕榈藤是最早发现于亚洲热带、亚热带的攀援带刺植物 J̈，因其质地柔软、抗 

弯抗拉而成为编织和家具制作的天然材料。虽棕榈藤利用的历史悠久，且长期未受到林业部门的重视。 

由于掠夺式地采伐利用棕榈藤，至 20世纪70年代初，野生棕榈藤资源急剧减少，引起国际原藤供应紧 

张。棕榈藤才逐渐被东南亚国家所重视。随后，四大原藤主产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禁 

止原藤和半加工藤产品出口，或对其征收高额关税，这使得20世纪 70年代国际藤条价格上涨了7 

倍 J。而棕榈藤国际贸易发展迅速，1999年国际市场上藤条出口总量约59万t，价值高达 11．47亿美 

元，吸纳超过50万东南亚人就业。在国际组织的援助下，东南亚各国相继开展了棕榈藤资源清查和保 

护、主要经济藤生态生物学特性、种子贮藏、苗木培育、组织快繁、造林技术、藤条采收、加工及利用等研 

究。现在，棕榈藤产业被业内人士称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棕榈藤研究已成为林业研究活跃的领域 

之一。本文综合分析国内外大量棕榈藤相关文献 ，概述几十年来棕榈藤研究的进展，同时预测其发展方 

向。 

1 全球棕榈藤资源及分布 

棕榈藤(Rattan)属棕榈科(Palmae)省藤亚科(Calamoideae)省藤族(Calameae)植物，英国植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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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 Dransfield把其归为 l3属 ，全世界已知约610个藤种和亚种H]，亚洲分布有 l0属，300 400种， 

大洋洲北部有 1属 8种，西非热带共有4属(3属为特有属)24种 ．6]，其中省藤属最大，约有 370 400 

种。亚太地区记录的最大潜在种丰富度在马来西亚沙捞越，每平方公里92种，面积达 8 400 km ；非洲 

的最大潜在种丰度在喀麦隆，每平方公里 l5种，且分布范围相当小。估计亚太地区和非洲754．4万 

km 的天然林有棕榈藤分布 。 

我国处于亚太棕榈藤分布中心的北缘，在北界(东部至北纬27。30 ，西部至北纬29。30 )以南分布 

了省藤属(Calamus)、黄藤属(Daernonorops)和钩叶藤属(Plectocomia)约48种和26变种 ．8]，形成了分 

别以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为中心的东南和西南棕榈藤分布区。据专家估计：目前，中国原藤年产量约 

为4 000—6 000 t，其中海南岛年产量约 4 000 t，云南年产量在 1 000—2 000 t，两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 

量的90％以上。 

2 国内外棕榈藤研究概述 

2．1 棕榈藤分类 

棕榈藤分类不仅具有植物分类学上的意义，还对棕榈藤培育与利用具有指导作用。好的分类系统 

能提供各藤种可靠的信息并能预测新藤种的特性及其用途 ．J0J。Calamus subinermis作为英国皇家植物 

园标本馆的标本首先被世人认识，然而，经系统地鉴定后，此种被证明为一种非常具有培育潜力的大径 

级藤[10]。 

自1753年林奈就建立省藤属(Calamus)以来，棕榈藤分类受到众多学者极大关注。世界上第一个 

对棕榈藤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 Beccari。1902年，他将省藤属划分 l6个类群，并报道了当 

时所知的每一个种的分布，记录了30个新的分类单元  ̈。1908年在其著作《Asiatic Palms—Lepidocar- 

yeae：Part I：The Species of Calamus))对省藤属植物的分类形态、种的特征、分布和标本收藏地等进行了 

详细的描述，并依据佛焰苞和小穗状花序的特征、羽片形状和是否有纤鞭将省藤属分成 16个类群-1 。 

此后，他先后对棕榈藤其他一些属进行了研究，并对省藤属做了进一步研究和订正。Furtado在研究黄 

藤属和省藤属的区别后，将省藤属分为 7个组合 4个亚组，并把 Beccari相应的组归入其 中u 。而 

Dransfield(1979)在Furtado的基础上，把马来西亚省藤属分成 8个组，并对其分类系统作了部分修 

改 引。此后，其他学者如C．F．P．Martius、H．F．Hance、S．Kurz、陈嵘、卫兆芬、裴盛基、陈三阳和王慷林等 

对棕榈藤分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J．Dransfield，由其完成的一系列关于棕榈藤的综合性专 

著，对世界棕榈藤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u 。 

现在公认合理的分类系统是 1987年 Uhl和 Dransifield提出的，它不仅对棕榈藤各亚科、族、亚族和 

属进行了详细研究，还提供了各属的分布、生态学、原始记录、利用特征等等u 。 

我国棕榈藤分类学起始于外国学者对我国棕榈藤的研究，至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国内学者 

关于我国棕榈藤的分类资料。陈嵘在《中国树木分类学》首次记录了4种棕榈藤u 。此后，棕榈藤相继 

记录于《中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中。卫兆芬于 1986年报道了我国省藤属32种及变种，同时建立 

了我国省藤属分类系统，将我国省藤属分成3个亚属[1引。裴盛基和陈三阳在“中国棕榈藤科植物新资 

料”中记录了棕榈藤2属29个新种、变种和新分布群[】 。此后，国内学者不断完善我国棕榈藤分类。 

迄今已查明中国分布有3属74种和变种的棕榈藤 】，为我国棕榈藤生物多样性保存、资源开发利用、 

良种选育和栽培研究奠定了基础。 

2．2 棕榈藤生态生物学研究 

由于种群生长、种群结构、种群分布、种群繁殖率是棕榈藤可持续经营的基础，因此，开展棕榈藤生 

态生理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伴随着棕榈藤分类学的发展，棕榈藤生态生物学研究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棕榈藤的海拔分布具有替代规律，不同的海拔高度分布着不同的棕榈藤藤种。Dransfield 

发现DS]，马来西亚半岛的棕榈藤花在海拔 1 000 m处差异极显著，海拔超 1 000 m，低海拔的一些种，甚 

至属被其他种所代替，且花的变异性也降低了。 

光对植物形态建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棕榈藤有很大范围的生长光强【1 ，研究表明，玛瑙省藤藤苗在 

森林下层丛林中生长非常缓慢，当有足够光照射(全光照的50％)时，它生长就迅速加快  ̈驯。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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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藤对土壤湿度要求也较宽，从沼泽地到干燥的山顶均可生长 。Dransfield and Manokaran对亚太 

地区20种主要棕榈藤种的植物生态学特性作了详细的描述。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许多文献 

收集了各国棕榈藤种群和世界主要商品藤种的形态特征、形态建成、生长发育、开发结实等生态生物学 

特性的知识 。’ ，许煌灿 ，尹光天，曾炳山等 I2 对我国一些棕榈藤生态生物学特性进行过研究，为 

我国棕榈藤培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棕榈藤资源保存 

由于人们对天然藤林掠夺式地采伐利用，加上人 口膨胀、环境污染等造成棕榈藤生境大量丧失，棕 

榈藤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研究表明：在 600余种棕榈藤中，有 117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其中 

21种将要绝种，38种易受伤害，28种已非常稀罕，30种已未能确定是否还存在 引。为实现棕榈藤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对有价值棕榈藤资源进行保存尤为迫切。为此，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与国际竹藤组 

织一道，根据各棕榈藤利用、培育、产品、加工、种质和遗传资源、农业生态等标准，选取了21个优先保护 

藤种 ]，为各国开展棕榈藤研究提供指导。同时，为保护棕榈藤资源 ，一些产藤国禁止藤条或初级藤产 

品的出口，并纷纷建立了藤种基因收集圃、藤种园等对棕榈藤资源进行就地或迁地保护。印度在喀拉拉 

邦丛林就地保存 80种棕榈藤 ，喀拉拉邦森林研究所收集保存 30种棕榈藤 J。1983年菲律宾建立一个 

5 hm 的基因库，收集本地和外来藤种44种 。我国亦建立了棕榈藤种基因库 ，并成功保存了国内外 

棕榈藤种 3属36种 5变种。 

2．4 棕榈藤培育 

由于野生棕榈藤资源锐减，世界藤条供应紧缺。为发展本国棕榈藤产业，各产藤国相继进行了棕榈 

藤培育方面的研究，营造了大量的人工藤林。 

2．4．1 引种驯化 棕榈藤引种驯化可丰富各国藤种资源，扩大一些藤种的栽培范围，促进棕榈藤栽培 

研究。印度是棕榈藤引种较早的国家，其引种栽培历史可追溯到 1801年 J，当时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 

答的植物园(现为豪拉印度植物园)引进 C．1atifolius的萌蘖条。此后，有印度从马来西亚引进优质藤种 

成功的报道-3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藤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棕榈藤栽培最早开始于 1850年 ]。马 

来西亚林研所于 1975年进行了印度尼西亚的特有种 C．trachycoleus的栽培试验-3 。1977～1984年，沙 

巴林业发展局先后进行了本地和外来藤种的栽培试验 J。此外，菲律宾、孟加拉国、泰国、斯里兰卡等 

东南亚国家均进行了本地和外来藤种的栽培试验-3 。 

我国民间棕榈藤栽培历史悠久，然而，真正从科研的角度研究棕榈藤栽培则是从 20世纪 60年代初 

开始 。1962年，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试验站进行了种子园和收集圃建设 ，同时开展了种苗培育试 

验。此后，海南、广西、云南、福建和广东均进行了引种栽培试验-5．39】。 

2．4．2 良种壮苗的培育 良种壮苗不仅影响藤林造林成活率，还影响藤林的发展。因此，在发展人工 

藤林时，各国均重视棕榈藤良种壮苗的培育。虽然棕榈藤繁殖技术较多，但因野生苗、萌蘖条、茎插条和 

压条等营养繁殖规模小，不能满足营造大面积藤林的需求。因此，种子繁殖依然是藤苗培育的主要方 

式，而组培快繁因其前景广阔，在此谨对此两种繁殖方式的壮苗培育做简要介绍。 

(1)实生壮苗的培育。Johafi等认为，为避免阳光照射，苗床应建成东西走向且带 1．4 m高的茅草 

层顶棚，移植苗床按相同方向建设。如果按别的方向建设，为了防止午后阳光照射，还需要建设侧面遮 

荫设施。此外，为了防止苗床东西两侧棕榈藤种子因上午或下午阳光照射而失水变干，可在大棚东西两 

侧用塑料网遮荫 。Dams对不同基质 (a．潮湿锯屑；b．75％的表土 +25％的沙子；c．25％的表土 + 

75％的沙子；d．50％的表土 +50％的沙子)苗床种子发芽试验发现：(1)玛瑙省藤播种后 2～3周就开始 

发芽 ，而西加省藤3周后才开始发芽；(2)a和 b基质最适合玛瑙省藤种子发芽 ，此时其有最高的发芽 

率，而西加省藤在这 4种基质中的发芽率差异不明显。2种藤在这 4种基质上的发芽率都超过了 

90％ 。大多数棕榈藤种子在播种后2-4周内发芽，大约在发芽2周后开始长叶 ]。但如直接播果 

实，其发芽期限就会从播种后第 4周持续到第 30周(Manokaran) 引。Johari认为播种 3个月未发芽者 

视为没有发芽能力的种子 。而 Manokaran认为棕榈藤种子发芽要持续 6个月 引。发芽后长到2～3 

cm高未长叶就可开始移植到塑料容器袋中 引，待藤苗高30～45 cm，茎6～10 mm粗，有4对绿叶时即 

可移植到大田培育 。此后，苗木管理主要包括遮荫、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待苗龄1～1．5年，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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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50～100 cm就可出圃。对于 3级或有培养潜力的不合格苗，可留圃培养。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 ，藤 

苗培育的文献相距出现 。 

(2)组织培养。棕榈藤组织培养研究始于20世纪 80年代初 ，1984年菲律宾的 Barba和 Patena首 

次建立了马尼拉省藤组培快繁技术，同年 Mercedes Umali—Garcia等研究了梅丽省藤等 11种省藤和2 

种黄藤的组织培养，成功获得了梅丽省藤小植株 。马来西亚 Aziah Mohamed Yusoff 等成功获得玛 

瑙省藤组培苗。印度于 1989年有棕榈藤组培的报道L5 ，随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中国等国家相继开 

展了棕榈藤组培研究，开辟了组培快繁优良藤种的途径。90年代棕榈藤组培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外植 

体材料、培养基选择及组培快繁的商品化研究均取得较好的进展。藤类的成熟胚、半成熟胚、种子萌发 

幼芽、茎尖、萌蘖芽、顶芽、卷心菜状叶、苗木的叶鞘、根尖等均可作为其组织培养的外植体L5l5 。虽然 

MS、HB、W、NN、SH和 Y3均可作为棕榈藤组织培养的培养基 ’5 ，但诸多研究认为 MS培养基是藤类 

组培快繁的基本培养基 。在组培苗的商品化方面，Raziah从外植体选择和消毒、培养基、繁殖体 

诱导、野外驯化到移植野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棕榈藤组培技术 ，标志着微繁技术可用于优质商品藤 

种苗木生产，并为良种选育提供技术支撑。 

我国昆明植物研究所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棕榈藤组培方面的研究。庄承纪等报道了云南省藤 

和倒卵果省藤(C．obovoid)的植株再生 。张方秋等成功培育黄藤、白藤和单叶省藤等 12个藤种组培 

试管苗，理论繁殖系数达 2．8×10 ，移植成活率达90％以上 ，5 。 

2．4．3 造林及经营管理 除少数藤林为纯林外，绝大多数藤林为混交林，因此，在造林规划时必须考虑 

藤种与遮荫／支撑树种的生态需求、遮荫／支撑树种的年龄、采伐期、藤种的工艺成熟龄、采收间隔期以及 

遮荫／支撑树种(作物)、藤种的病虫害特征，以确定最佳的混交模式。若藤种已定，则需按适地适藤的 

原则选择造林地。关于造林地的选择，不少文献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叫。。经过几十年的栽培试验，棕 

榈藤人工林混交模式有较大的发展。现在，在原始林、采伐迹地、次生林和人工林不同类型的林地下有 

营造藤林的报道L6I．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大、小径藤栽培模式进行过 

系统的报道。Wan Razali Wan Mohd等从藤种、支撑树种、造林地和种植材料的选择、藤苗培育、造林地 

清理、造林技术、藤林经营管理、病虫害防治以及效益评估等方面对大、小径藤林的培育进行了系统介 

绍 引。我们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系统地提出了大、小径藤的培育模式-】。’“ 。 

和其他人工林一样，棕榈藤人工林经营也需要除草、松土、施肥、修枝和除蘖等。但因棕榈藤独特的 

生物学特性，藤林经营还需：训练幼藤攀援；翦去第一母茎以促进其营养繁殖；为提高藤条质量而剥去干 

叶鞘一纤鞭着生的部位；为增加光照而开天窗 J。1992年Chandrashekara报道过一种草灌(Nilgurian— 

thus ciliatus)会减弱棕榈藤向林隙蔓延 J。马来西亚和印度对棕榈藤施肥研究表明，栽植后头 3年施 

肥可促进藤茎干生长和根茎的蔓延 J。很多学者对光对棕榈藤茎生长的影响进行过研究 ，Siebert认 

为：森林中有一定范围的光环境，不同藤种适应不同的光环境，因此，开林窗并非适用于所有藤种 。 

2．5 天然藤林可持续经营 

针对藤条紧缺，除大力发展人工藤林外，还需对天然藤林进行可持续经营。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天 

然藤林依然是藤条的主要来源-6 。然而，与人工藤林相比，天然藤林经营的研究更加落后，为此，国际 

竹藤组织就此问题进行过多次专门讨论。1994年 5月9—13日，探讨限制竹藤产量因素的大会在印度 

班加罗尔进行，天然藤林的可持续经营作为该会议的一个主题。Mary C．Stockdale认为：与人工藤林相 

比，天然藤林的可持续经营不仅更符合当地社会和文化实情、投资少、病虫害少、林产品多、见效快、效益 

高，而且可提高天然林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护基因和物种多样性等生态功能 。我国天 

然棕榈藤分布广泛，但质量差，对此，可先进行人工促天然更新，最终实现天然藤林的可持续经营。 

2．6 藤条采收、Jj~-r与利用研究 

虽然利用棕榈藤历史悠久，但对其采收技术的研究相当少。目前所采用的采收技术大多由以往实 

践经验发展而来。运输、林分结构、藤茎的选择、采收年龄、采收周期及采收强度等因子都是影响棕榈藤 

采收。一般来说，当藤茎裸露或叶鞘淡棕色，干燥且易折断；刺淡黑色，叶干枯或但淡黄绿色，鞘茎亮黄 

色，茎长大于 24 1TI即为可采之列 J。Nur Suppardi and Aminuddin认为，玛瑙省藤只要藤茎上部干燥或 

黄色的部位是硬的就可采收 加J。采收年龄取决于棕榈藤生长状况和市场需求，小径藤如西加省藤和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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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省藤 ，第 1次采收年龄是栽植后 6～10年 “j。我国黄藤、单叶省藤等中径藤约 6年达工艺成熟，而白 

藤等小径藤 5年即达工艺成熟。采收周期也因地点、藤种而异 ，杨锦昌对藤林经济效益研究得出：野生 

藤以9年初采和4年采收周期、黄藤以7年初采和6年采收周期经济效益最高 。许煌灿等对藤林采 

伐强度研究发现，黄藤、单叶省藤和白藤首次株数采伐强度和茎长采伐强度分别为 25％ ～35％和70％ 

～ 85％ [ 
。 

关于藤条加工，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藤条加工的文献相继报道 ’ 。 

Abd．Latif&Shukfi认为 巧J，除 dahan藤，其他像玛瑙省藤一样的大径藤和小径藤初加工包括：清洗和分 

类、油浴、脱水、用硫磺熏蒸、分级和贮藏。油浴不仅有助于降低藤条的含水量，除去藤条上腊质、树脂等 

物质，提高藤条的光泽、质地、纹理和弹性，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真菌和昆虫的危害 。虽然油浴可 

使藤条含水量降低 17％ ～54％，为使藤条含水量从76％ ～98％降到 20％ ～25％，油浴之后，还需对其脱 

水处理，硫磺熏蒸不仅有干燥杀菌之效，还可提高藤条光泽。 

藤材利用有几百年历史 ，在边远山区，几乎所有藤种可用于生活的各方面，如建房、吊桥、绳、缆、渔 

栅、篮筐篓、藤席、藤家具和藤织件等 l̈1 51 。藤茎材性的研究是棕榈藤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各藤 

种藤条的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Yudodibroto对印尼3种省藤材性研究发现：厚壁组织比量较大的藤种， 

其抗拉强度也大 。Is mail，Majid和 Simatupang分别研究 了马来西亚主要藤种的力学和化学性 

质 -79]。蔡则谟从藤茎维管组织 、节间的直径、长度、纤维形态几比重变异性人手，对黄藤、单叶省藤、 

白藤和异株藤四种藤材性能及用途进行评价说明 。 

2．7 笋用藤研究 

幼嫩藤茎梢可食用早已为人们所认知 J，老挝、泰国东北部生产的藤笋不仅在当地食用，而且出口 

到东南亚、欧洲、美国等地 ̈ 。T．Evans认为：在老挝，发展笋藤林是人工藤林发展中不断增长的最有发 

展动力的部分。在6～7种经济藤种的小规模苗期试验中，只有 1～2种非常小的试验林用于生产藤条 ， 

Calamus M 是主要成功的商业生产藤笋的藤种 8 州J。许多地方在栽植大约 1年后就开始生产适于 

销售的藤笋，此后每月均可采收，因此较种植粮食回报更高，且棕榈藤适应常发生危害作物水灾一水涝 

的地方。泰国于 1991年开始大规模笋藤林培育 ，受其影响，老挝于1994年开始发展笋藤林培育技 

术 ，至 2001年，据估计，在 5省中，至少有 50个农场主拥有 100 hm 以上的笋藤林。随着人们对生态食 

品的不断追求，藤笋市场巨大，发展笋藤林前景广阔。因此，笋藤林研究也是棕榈藤研究中最重要的研 

究领域之一。 

3 棕榈藤研究展望 

虽然棕榈藤的研究成绩斐然 ，但棕榈藤资源 日益紧缺，棕榈藤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为实现棕榈藤 

的可持续发展，今后棕榈藤的研究将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开展： 

(1)棕榈藤清查、保护和交流：虽然各产藤国对本国棕榈藤资源进行了清查工作 ，但由于国界、语言 

等限制，同名不同种、同种不同名的现象比较普遍，致使全世界棕榈藤种数没有一个较确切的数据。因 

此，急需开展国内、国际交流，因为只有在把握国内、国际棕榈藤资源实情的基础上才能对现有棕榈藤资 

源进行有效保护。 

(2)棕榈藤良种选育：多年来，棕榈藤发展主要注重扩大棕榈藤种植，而忽视了棕榈藤良种选育。 

随着人口膨胀和工农业的发展，棕榈藤生境大量丧失。因种植棕榈藤效益不高，用于发展藤林的造林地 

大多在山顶或陡坡，而我国棕榈藤主产区旱期又长，在这样恶劣的立地上用未经选育的藤种造藤不仅成 

活率低，而且藤林发展缓慢。故急需开展主要藤种优良种源／家系选育的研究，选出优良藤种、优良藤种 

的优良家系／种源等，再通过快繁培育良种壮苗发展藤林。 

(3)藤林的可持续经营：由于过度采伐、生境破坏，许多藤种生存面临威胁，而最好的保护措施就是 

对其可持续利用。故对天然和人工藤林可持续经营不仅影响棕榈藤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某些藤种的生存与发展。 

(4)棕榈藤利用的研究：随着社会对藤家具需求的剧增，利用藤条依然是棕榈藤利用的主要方式， 

但在藤条采收、加工和利用工艺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加强此方面的研究，不仅可降低藤条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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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高藤条的利用率和藤家具质量，还可增加广大林农收入 ，调动广大林农投身藤林培育的积极性，从 

而促进棕榈藤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藤果、藤笋和藤茶加工的研究不多，但随着棕榈藤种植面积的 

扩大和人们对绿色食品的不断追求，此方面的研究将成为棕榈藤新研究的研究领域。 

(5)棕榈藤生态功能的研究：随着棕榈藤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专家预计，2010年我国人工藤林将 

达到3万 hm ，2020年达5万hm 。随着人们对生态时尚的不断追求，生态补偿呼之亦出。因此，开展 

棕榈藤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棕榈藤的理论研究，而 

且对实现棕榈藤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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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作必要的调整，避免出现大的失误，从而提高生态公益林的经营质量和改进未来计划与决策。所 

以，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生态公益林资源的保护、管理和更新进行监管，做好相关记载，建立健全行 

之有效的生态公益林监管信息系统。首先，为加强生态公益林产权管理 ，监管信息系统应包括生态公益 

林产权变动的基础信息。林权证是森林资源产权的法律证明，是森林资源产权界定的最主要的依据，必 

须将林权证、图面资料和归属林权主所有的林木资源以及有关文件等资料，形成生态公益林资源产权档 

案，按照森林资源产权管理原则、要求与内容，结合公益林补偿制度建立生态公益林产权信息，为其产权 

变动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基础。其次，为了能够全面监测生态公益林的质量，监管信息系统需要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生态公益林效益的监测指标。监测指标除重点考虑 

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生态调节功能外，还应综合考虑其生态旅游、景观文化、环境教育等文化功 

能，以及初级生产力、生物多样性、养分等支持功能和提供大径材、食物等供给功能，以全面掌握生态公 

益林的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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