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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对滇、黔、川、陕、甘、桂、粤、琼等 ８ 省 ７１ 个市(县)的斑茅野生种质资源进行考察与收

集ꎮ 结果表明除甘肃省外其他 ７ 个省都有野生斑茅的分布ꎬ采集到斑茅居群 ４９ 个ꎬ共计 ４２０ 份材料ꎮ 同时分析了斑茅的地理

分布、形态特征和生态适应性ꎬ并对斑茅的利用方向进行了讨论和展望ꎮ
　 　 关键词:斑茅ꎻ种质资源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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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ꎬ由自然演化

和人工创造而形成的一种重要自然资源ꎬ蕴藏着各

种性状的遗传基因ꎬ是人类用以选育新品种和发展

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ꎬ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财富[１]ꎮ
斑茅(Ｅ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ｍ Ｒｅｔｚ. )是甘蔗属的近

缘属蔗茅属的野生种之一[２]ꎬ又名大密、笆茅、大巴

茅ꎬ多年生、密丛高大草本ꎬ具有分布区域广、耐干

旱、耐贫瘠、分蘖能力强等优良特性[３￣４]ꎬ是甘蔗育

种中拥有较大利用价值的材料ꎮ 育种工作的成败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育种原始材料的占有量和研究

利用的广度及深度ꎬ因此ꎬ斑茅野生种质资源的收集

工作深受甘蔗育种专家的重视ꎮ 近年来ꎬ能源植物

的研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ꎬ斑茅因产量高、生长

快、抗逆性强、能效高以及生产成本低ꎬ符合作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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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草的特征ꎬ梁绪振[５] 的研究表明斑茅有作为能源

草的潜力ꎮ
目前ꎬ国内外对斑茅种质资源的收集工作报

道较少ꎬ主要集中在提供甘蔗育种亲本材料方面ꎮ
国内蔡泽霖等[６￣７] 、张新增等[８] 、黄久凯[９] 对广西、
福建和四川野生甘蔗资源进行调查ꎬ收获斑茅无

性系 ５５ 份ꎮ 何顺长等[１０] 则考察了全国甘蔗野生

种质资源ꎬ共采集到斑茅种 ２２４ 份ꎮ 在国外ꎬ印度

早在 １９３３ 年就有相关报道ꎮ Ｎ. Ｖ. Ｎａｉｒ 等[１１] 对印

度西南部喀拉拉邦地区的甘蔗种质多样性进行了

调查ꎬ采集到 １７ 份野生斑茅材料ꎻＭ. Ｖｉｇｎｅｓｗａｒａｎ
等[１２]考察了北部阿鲁纳恰尔邦地区ꎬ共收集斑茅

和割手密材料 ７５ 份ꎮ Ｎ. Ｂｅｒｄｉｎｇ 等[１３] 在印尼婆罗

洲南部的加里曼丹收集到 １５２ 份斑茅材料ꎮ 多年

来印度收集了许多斑茅野生种质[１４￣１６] ꎬ并筛选出

一系列优异种质材料[１７] ꎬ既丰富了甘蔗创新亲本

的遗传基因库ꎬ又提升了甘蔗品种自主创新及多

元化育种能力ꎮ 而以斑茅作为能源草研究的收集

报道甚少ꎬ仅见鄢家俊等[１８]对四川岷江流域、青衣

江流域和沱江流域的斑茅野生资源进行了考察ꎬ
收集到 １３ 个居群共 １３０ 份野生斑茅ꎮ 我国是斑茅

主要分布区之一ꎬ但专门针对斑茅大面积采集工

作目前尚未见报道ꎮ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野生斑茅

的地理分布、形态特征、生态适应性和种质流失情

况ꎬ旨在摸清我国野生斑茅的生长状况及地理分

布规律ꎬ为今后优异种质筛选以及能源草的开发

利用提供基础材料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查工具

种子袋、自封袋、剪刀、锄头、铁锹、塑料袋、ＧＰＳ
(全球定位系统)、笔记本、记录本、标签纸、卷尺、铅
笔、钢笔、记号笔、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直尺、变色

硅胶、中国植物志[１９]ꎮ
１ ２　 取样

在野外考察之前做好准备工作ꎬ查阅并搜集考

察地区的自然地理、植物志等文献资料ꎮ 取样严格

按照居群采集法ꎬ确保取样的广泛性、代表性与可比

性ꎬ每个居群取 １０ 个左右单株ꎮ 为方便快速繁殖ꎬ
以采集营养体为主ꎬ并采集新鲜幼嫩叶片ꎬ剪碎后用

变色硅胶进行快速干燥ꎬ便于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

分析ꎬ同时ꎬ收集一定数量的种子ꎬ带回实验室做萌

发试验ꎮ 每次采集的时间一般控制在 １０ ｄ 左右ꎬ其
目的是确保植株存活ꎮ

１ ３　 原始资料记录

对收集到的每一个居群记录以下资料:采集日

期、编号、采集地点、分布状况、分布区域、经纬度、海
拔、地形、生境、优势种ꎬ以及每份材料的株高、叶长、
穗长ꎬ同时拍摄每一采集点的生境、伴生植物、土壤

状况、收集材料的全写与特写照片ꎮ
１ ４　 考察路线

本次考察主要采取路线调查法ꎬ考察路线按不

同气候带设置ꎬ以收集不同气候区域的斑茅野生种

质资源ꎬ具体采样路线如下(图 １)ꎮ

图 １　 野生斑茅种质资源考察与收集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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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河谷地区:由成都出发ꎬ经雅安、天全、泸
定、石棉、冕宁、西昌、盐源、会理、会东、盐边、攀枝

花、宁南、汉源ꎮ
亚热带地区:从成都出发ꎬ经贵州￣贵阳、都匀、

独山、荔波、三都、从江、榕江ꎻ云南￣普洱、澜沧、孟
连、双江ꎻ广西￣河池、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桂
林、岑溪、南丹、都安、合浦、梧州、昭平、钟山、平乐、
龙胜、三江ꎮ

热带地区:从贵阳出发ꎬ经广东￣湛江、遂溪、雷
州、高州、徐闻、信宜ꎻ海南￣海口、定安、屯昌、五指

山、保亭、琼中、三亚、崖城、东方、昌江、儋州ꎮ
暖温带地区:由成都出发ꎬ经雅安、德阳、剑阁、广

元、宁强、汉中、城固、西乡、石泉、宁陕、西安、户县、周
至、眉县、宝鸡、天水、徽县、两当、凤县、留坝、勉县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采集结果

考察翻越了哀牢山、大凉山、贡嘎山、云贵高

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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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秦岭、麦积山、大瑶山、五指山ꎬ深入到四川盆

地ꎬ横穿了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其

支流和雷州半岛ꎬ轮渡琼州海峡ꎬ主要气候属于

高原高山亚热带季风气候、中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气候、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气候、暖温

带季风半干旱落叶阔叶林气候、热带季风雨林气

候ꎬ涉及干热河谷区、中亚热带、南亚热带、暖温

带、热带ꎬ覆盖 ８ 省 ７１ 个市县ꎬ共收集了 ４９ 个居

群ꎬ４２０ 份斑茅材料ꎬ总行程约 １３０００ ｋｍꎬ采集结

果见表 １ꎮ

表 １　 斑茅野生种质资源采集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ｗｉｌｄ Ｅ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ｍ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居群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采集地点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海拔(ｍ) 纬度(Ｎ) 经度(Ｅ) 生境 单株数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Ｎｏ ｏｆ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Ｇ￣Ｅａ￣０１ 云南勐马 １１１１ ２２°５１′４５ ５″ ９９°４８′１７ ４″ 路边山坡 ６

ＳＡＧ￣Ｅａ￣０２ 云南勐啊 ５５６ ２２°１３′２５ ４″ ９９°２０′５０ ２″ 山坡上、黄土地 ２

ＳＡＧ￣Ｅａ￣０３ 云南澜沧 １０１６ ２２°５８′１０ ３″ ９９°４８′３０ ２″ 路边山坡 ７

ＳＡＧ￣Ｅａ￣０４ 云南双江 ８８７ ２３°１′５２ １″ ９９°４９′１０ ６″ 山坡、石谷子地 ６

ＳＡＧ￣Ｅａ￣０５ 贵州都匀 ８４０ ８ ２６°１６′３２″ １０７°２９′５８″ 公路边、沙石土 ８

ＳＡＧ￣Ｅａ￣０６ 贵州独山 ９４３ ８ ２５°４５′３２″ １０７°３４′１８″ 农田边、河沟 ９

ＳＡＧ￣Ｅａ￣０７ 贵州荔波 ５４６ ３ ２５°２７′２２″ １０７°５３′１６″ 公路边山坡下 ７

ＳＡＧ￣Ｅａ￣０８ 贵州三都 ７４０ ８ ２５°３０′３９″ １０７°３１′５３″ 公路边山坡下 ７

ＳＡＧ￣Ｅａ￣０９ 贵州从江 １８０ ２５°４７′６″ １０９°３′５０″ 河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１０ 贵州榕江 ２３５ ２５°５６′２０″ １０８°３１′３３″ 河滩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１１ 四川广元 ４９７ ８ ３２°１６′４０″ １０５°２９′４″ 路边石谷子地 １２

ＳＡＧ￣Ｅａ￣１２ 四川石棉 １０２４ ２９°２７′３６ ８″ １０２°１１′２９ １″ 路边、峡谷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１３ 四川西昌 １４７５ ２７°４６′５８ ９″ １０２°１２′４２ ４″ 公路边 １

ＳＡＧ￣Ｅａ￣１４ 四川攀枝花 ９６２ ２６°３７′２３ ６″ １０１°４８′３６ ８″ 路边、沙石土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１５ 四川会理 １７４３ ２６°３８′６ ５″ １０２°１５′３ ７″ 山坡、沙石土 ３

ＳＡＧ￣Ｅａ￣１６ 四川会东 ２２４２ ２６°４６′５ ９″ １０２°４０′５１ ３″ 山坡、沙石土 １

ＳＡＧ￣Ｅａ￣１７ 四川宁南 ６９４ ２６°５８′９ ８″ １０２°４８′２３ ４″ 河边沙石地 １１

ＳＡＧ￣Ｅａ￣１８ 四川汉源 ８９１ ２９°２６′４０ ６″ １０２°３７′１ ９″ 公路边 ８

ＳＡＧ￣Ｅａ￣１９ 陕西汉中 ５４６ ２ ３３°１０′５６″ １０６°５８′８″ 公路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２０ 广西天峨县 １１２７ ２５°６′８″ １０７°２９′５９ ７″ 公路水沟边 １１

ＳＡＧ￣Ｅａ￣２１ 广西河池 ２８３ ８ ２４°３９′１″ １０７°５１′４９″ 公路边山坡上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２２ 广西都安 １４８ ８ ２４°３′１５″ １０８°２′４６″ 公路边山坡上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２３ 广西南宁 ８９ ７ ２２°３７′３９″ １０８°２３′２″ 公路边山坡上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２４ 广西钦州 ５６ ２２°６′３２ ３″ １０８°３６′８ ３″ 公路边 ５

ＳＡＧ￣Ｅａ￣２５ 广西合浦 ９ ２１°２６′３７ １″ １０９°２６′４１ ４″ 公路边、田边 ２

ＳＡＧ￣Ｅａ￣２６ 广西岑溪 １３２ ２２°５６′１９″ １１１°１′３″ 公路边荒地 ２

ＳＡＧ￣Ｅａ￣２７ 广西梧州 ３９ ２３°２９′２７″ １１１°１５′５″ 山坡荒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２８ 广西昭平 ７２ ２３°５８′７″ １１１°６′１″ 公路边 １１

ＳＡＧ￣Ｅａ￣２９ 广西钟山 １５７ ６ ２４°２７′２６″ １１１°５′２０″ 公路边荒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０ 广西平乐 １１３ ２４°３８′４９″ １１０°３８′２２″ 公路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１ 广西桂林 １６６ ２５°１８′４３″ １１０°８′３１″ 灌草丛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２ 广西龙胜 ２２６ ２５°４８′１１″ １０９°５９′２３″ 公路边荒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３ 广西三江 １６８ ２５°４６′４５″ １０９°３８′４７″ 路边、河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４ 广东湛江 ２３ ２１°１４′３ ２″ １１０°８′４６ ２″ 公路边、红土地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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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居群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采集地点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海拔(ｍ) 纬度(Ｎ) 经度(Ｅ) 生境 单株数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Ｎｏ ｏｆ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Ｇ￣Ｅａ￣３５ 广东遂溪 ４３ ２１°３３′２６ ２″ １１０°０′５２ ６″ 公路边、红土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６ 广东雷州 ３８ ２１°２０′５５ ２″ １１０°１３′２８ ５″ 公路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７ 广东徐闻 ９ ２０°５５′１５ ８″ １１０°３′３１ ８″ 公路旁田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８ 广东高州 ４０ ２１°５３′３３″ １１０°４９′４６″ 公路边荒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３９ 广东信宜 １０９ ４ ２２°２０′５７″ １１０°５４′４４″ 公路边、红土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０ 海南海口 ４ ３ ２０°１′５０ ２″ １１０°１９′４３ ８″ 灌木丛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１ 海南定安 ４０ １９°５′２５″ １１０°１０′４６ ８″ 水沟边 １１

ＳＡＧ￣Ｅａ￣４２ 海南屯昌 １４０ １９°１２′１０″ １０９°５９′５″ 灌木丛、荒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３ 海南五指山 ２１４ １８°５９′４″ １０９°３３′５６ １″ 山坡丛林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４ 海南保亭 ７１ １８°３３′４７ ４″ １０９°３７′２０ ３″ 农田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５ 海南三亚 ３０ １８°３３′４７ ５″ １０９°３７′２０ ２″ 路边荒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６ 海南九所 ３２ １８°２５′４７ ４″ １０８°５６′５ ９″ 农田边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７ 海南东方 ２ １８°５６′５０ ８″ １０８°４１′５８ ９″ 荒沙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８ 海南昌江 ７８ １９°１９′１２″ １０８°５８′３２″ 路边荒地 １０

ＳＡＧ￣Ｅａ￣４９ 海南儋州 １９ ６ １９°４３′６″ １０９°２６′３４″ 水沟边荒地 １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２０

２ ２　 野生斑茅生态分布特点

２ ２ １　 野生斑茅形态特征　 斑茅为密丛型、高大、
多年生草本植物ꎬ分蘖多ꎬ通常为 １０ ~ ２０ 株一丛ꎬ叶
片互生ꎬ背面无毛ꎬ叶缘齿状ꎬ叶长 ３８ ~ １７９ ｃｍꎬ宽
１ ５ ~ ２ ５ ｃｍꎮ 顶生圆锥状穗状银灰色花序ꎬ少数为

紫红或黄绿色ꎬ长 １０ ~ ９８ ｃｍꎬ花序下无毛ꎮ 植株有

大、中、小 ３ 种变异型ꎬ在气温高、水分充足地区ꎬ茎
粗叶宽ꎬ最高达 ８３０ ｃｍꎻ在气温低、相对干旱地区ꎬ
茎细叶窄ꎬ最矮不到 ９５ ｃｍꎮ 其中ꎬ小株型斑茅叶片

上有毛且集中在叶鞘附近ꎬ大、中型斑茅叶片上的毛

则由叶鞘延伸至叶中部ꎮ 具多节ꎬ叶鞘长于其节间ꎬ
须根粗壮ꎬ无地下走茎ꎬ在野生条件下抽穗开花ꎬ可
进行有性繁殖ꎬ物候期因生长环境不同而存在差异ꎬ
远看颇似甘蔗栽培种ꎮ
２ ２ ２　 分布范围　 我国地形地貌错综复杂ꎬ气候千

差万别ꎬ 考察结果表明ꎬ 野生斑茅主要分布在

９９°２０′５０ ２″ ~ １１１°１５′５″Ｅꎬ１８°２５′４７ ４″ ~ ３３°１０′５６″Ｎ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ꎬ海拔分布在 ２ ~ ２２４２ ｍ 的范

围内ꎬ生长最多的是 １２００ ｍ 以下的地带ꎮ 在考察的

８ 省(区)中除甘肃省外ꎬ７ 省(区)有斑茅分布ꎬ与前

人报道的一致[２０]ꎬ其中在 ３４°Ｎ 以北的考察地区未

发现有斑茅的存在ꎮ
２ ２ ３　 分布特点　 调查发现ꎬ斑茅种质资源分布区

域广ꎬ有生长在高纬度、高海拔的耐寒材料ꎻ有生长

在贫瘠土壤ꎬ甚至是成土母质及石缝中的耐瘠材料ꎻ
有生长在雨量极少、干燥山坡上的耐旱材料ꎻ有生长

在寡照、林冠下的耐荫材料ꎻ有生长在河滩沙丘ꎬ偶
被淹渍的耐涝材料ꎮ 在阳光和水分充足的江河两

岸、沟渠两旁、山坡灌丛、田边和峡谷里分布较多ꎬ说
明斑茅具有喜湿耐旱、性喜高温的特性ꎮ 斑茅对土

质的要求不高ꎬ在贫瘠或含腐殖质较高的土地均能

生长ꎬ而潮湿肥沃的土壤或松软的红土地似乎更适

合其生长ꎬ如在广东湛江和遂溪生长的斑茅茎粗叶

茂ꎬ连片生长ꎮ 在有斑茅自然居群分布的植物群落

中ꎬ最常见的群落组成为斑茅 ＋ 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ｂｉｐ￣
ｉｎｎａｔａ Ｌ. ) ＋地瓜藤(Ｃａｕｌｉｓ ｆｉｃｉ Ｔｉｋｏｕａｅ) ＋紫茎泽兰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Ｓｐｒｅｎｇ) ＋ 葎草〔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Ｌｏｕｒ. )Ｍｅｅｒ. 〕ꎮ

３　 讨论与建议

３ １　 分布情况

在考察的 ８ 个省份中ꎬ除甘肃省外均有斑茅的

分布ꎮ 就气候带而言ꎬ斑茅多分布在热带、中亚热

带、南亚热带地区和干热河谷区ꎮ 四川大凉地区斑

茅呈零星分布ꎬ这与此地气候干燥有关ꎮ 秦岭是横

贯中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山脉ꎬ海拔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ｍꎬ
是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ꎬ是亚热带和暖温

带的分界线ꎮ 考察发现ꎬ在秦岭南坡汉中地区有斑

茅分布ꎬ在北坡由于常年气温低、气候干燥、降水少ꎬ
土壤多为黑土和黑钙土ꎬ则未发现斑茅的存在ꎮ 广

西北海市、防城港市也未发现有斑茅的踪迹ꎬ其原因

可能是两地离海较近ꎬ其土壤的盐分含量偏高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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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斑茅的生长ꎮ
３ ２　 种质资源流失

野生种质资源的生存状况主要取决于植物本

身的生物学特性、环境和人为 ３ 个因素ꎮ 调查发

现斑茅能够生长于极其恶劣的环境ꎬ主要得益于

本身的生物学特性ꎮ 但随着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大量使用除草剂、过分开垦荒地、滥伐草木等ꎬ斑
茅资源遭到一定的破坏ꎮ 据廖衍伦[２１] 早期对贵州

省甘蔗近缘植物的调查结果表明ꎬ贵阳等地有斑茅

的分布ꎬ但此次考察在贵阳没有发现斑茅材料ꎮ 种

质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ꎬ植物种质资源的搜集、保
存、鉴定及其开发利用是植物育种和生物多样性研

究的重要工作ꎮ 拥有尽量多的种质资源ꎬ对扩大育

种原始材料的遗传变异、创造新的变异类型、扩大新

品种的遗传基础和选育新品种均有极为重要的

作用ꎮ
因此ꎬ建议加大斑茅种质资源的收集力度ꎬ扩大

收集范围ꎬ建立全国、亚洲乃至全球的斑茅种质资源

圃并实行长期有效的保存机制ꎬ为斑茅种质资源的

正确保护、合理利用和科学开发打下基础ꎮ
３ ３　 斑茅的利用前景

我国作为斑茅的主要分布地ꎬ分布区域广ꎬ居群

类型多ꎬ其作为饲料、编席、造纸原料及农村燃料方

面早有报道[２０ꎬ２２￣２３]ꎬ现今ꎬ斑茅主要用于甘蔗育种改

良ꎬ总体而言ꎬ其利用面相对较窄、手段较单一ꎮ 因

此ꎬ在挖掘斑茅优良特性的同时ꎬ要改进研究方法ꎬ
拓宽利用方式ꎮ

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ꎬ荒漠化面积日趋增加ꎬ自
然灾害层出不穷的今天ꎬ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

人类共同的意愿ꎮ 斑茅具有根系发达、耐干旱、耐贫

瘠等特点ꎬ在冲刷严重、心土裸露、干旱贫瘠的不毛

之地均能生长ꎬ因此ꎬ重视斑茅抗逆性对环境的影

响ꎬ有利于充分利用边际土地和防止水土流失、改善

生态环境ꎮ
能源是工业的血液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

可或缺的物质基础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保障ꎮ 随着经济社会蓬勃发展ꎬ各行业对能源的需

求急剧增加ꎬ能源危机已成为当今国际性的难题ꎬ此
刻ꎬ寻求可再生新能源是当下关注的焦点ꎮ 斑茅因

植株高大、生命力强、生物量大、抗逆性强等ꎬ在能源

植物开发利用方面具有较大潜力[２４]ꎬ而我国将其作

为能源植物研究起步较晚ꎬ报道甚少ꎬ研究不够系

统ꎬ因此ꎬ加强斑茅作为能源植物的研究是未来热点

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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