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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大树杜鹃 R．protistum 口r．giganteum Forrest et Tagg Chambeniain和蓝果杜鹃 

R．cyanocarpu F W Smith被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l。本文对这两种保护植物从资源调查、 

原产地的土壤分析、种子繁殖和贮存方式、异地保护和异地栽培条件下幼苗生长等 4个方面作了 

濒危原因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树杜鹃应就地和异地保护并用，蓝果杜鹃则应采取就地保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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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sitU COnservation 

大树杜鹃 R．protistum 懈r．giganteu 和蓝果杜鹃 R．cyanocarpum 均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它们的资源状况如何?什幺原因濒危 这是植物保护工作者需要了解和掌握的。 

1 大树杜鹃和蓝果杜鹃的资源状况 

根据资料报道，大树杜鹃仅分布于云南西部腾冲县的高黎贡山海拔 2 100～2 400m处。现仅存数十株 

]
。该种原产地的年均气温 11"C，最热月平均气温约16℃，般端最高温度27．8"C，最冷月平均气温3．5"C，极 

端最低温 O'C，年降水量约2 O00mm，干湿季分明，雨季(5～10月)降水量为全年的85％，其中7～9月雨量 

尤多．旱季(u 月至次年 4月)雨量较少，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80％ 上，土壤是黄棕壤。该种与壳斗科、樟科、 

木兰科、山茶科植物组成常绿闶叶林。 

为了解大树杜鹃的资源状况，我们分别于 1992、1993年两次到片马、贡山等地调查该种的分布状况。在 

片马自然保护区内海拔 2 100--2 300m的地段发现了3株大树杜鹃，株高可达 4m，并实测了 5×5m 的样 

方，该样方内有 9--80cm高的小苗 32株．小苗较集中生长于北坡溪流边地，该小苗生长地距离最近一株大 

树杜鹃约 lOOm。贡山县独龙江亦有大树杜鹃的分布⋯。 

国家自然科学基盒(39270086)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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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果杜鹃分布于云南大理苍山东西坡和四川术里藏族自治县，海拔3 000--3 900m。我们赴大理调查时 

发现，在实测的 30×30m的样方内有 13株大的蓝果杜鹃，只有4株小苗。该种分布地冬季较长。常有冰雪覆 

盖，年均气温约8"C，锻端最高气温约25℃，极端最低气温约一2{l℃，年降水量约3 Oo0mm，土壤为暗棕壤。 

本种生于苍山冷杉 (Abies defavayi)林缘，有时在山脊部分形成小片杜鹃灌丛。它常和乳黄杜鹃 

(R nc 抛m)、和蔼杜鹃(R．jucundum)、擦背杜鹃(R．fictolacteum)以及山柳(Sailz 5P．)、蔷薇(R。5口 

sp．)、鬼灯檠(Rodgersia sp．)、枸子 (Cotoneaster 5 ．)、灰叶堇菜(Viola delavayi)、紫菀 (A r 5P．)等 

植物混生。 

2 原产地的土壤分析 

为研究大树杜鹃和蓝果杜鹃的濒危原因，我们将原产地的土壤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 1可以看出，大树杜鹃原产地土壤不论是有机质、水解氮含量，还是有效磷、有效钾的含量都比较 

高，而括性铁含量较之蓝果杜鹃原产地砌低了 2倍多。这说明大树杜鹃原产地土质比较疏橙，较适宜于大树 

杜鹃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而蓝果杜鹃林下的土壤，有机质、N、P、K的含量均比大树杜鹃原产地的含量低， 

唯有活性铁的含量比大树杜鹃原产地的高2倍多，如此高的含铁量致使蓝果杜鹃原产地的土壤板结，加之 

表 1 原产地氮、磷、钾及活性铁含量 

Table t Contents。f N ，P，K and activated iron in soil。f R．protiscum ⋯  gigctntegm and R． 眦 rpHm 

蓝果杜鹃果实成熟期在 10月份．加月份后，原产地气候正值第一次霜期来临，此时．原产地气温低，再加上 

气候干燥，果实成熟种子自然散落后与适宜的发芽温度 9--2,4"C不相适应，再加上土壤板结．没有适宜的土 

壤条件，这就是造成蓝果杜鹃原产地幼苗稀少的原因之一。 

3 大树杜鹃和蓝果杜鹃种子萌发、贮存及子叶形态研究 

为了探讨大树杜鹃和蓝果杜鹃的种子萌发及贮存方式，我们对这两种杜鹃花的种子采取丁室内自然贮 

存和0～3℃的低温贮存，其 

发芽率情况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大树 

杜鹃和蓝果杜鹃的种子发芽 

率较高，说明只要有适宜的 

条件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但 

将种子贮存于 9～24℃的自 

然条件下一年后就丧失了发 

表 2 种子萌发情况表 

Table 2 Germinatioa of R protistu㈣  giganteum aad R cya~ arpum 

种 名 当年发芽率 贮存一年后 贮存两年后 贮存三年后 子叶形态 

(％) (％) (％) (％) 

注 贮存温度 0～31Z。 

芽率，将种子贮存于 0~3"C条件下3年就丧失发芽率。 

4 人工育苗生长状况 

几年来，我们对这两种杜鹃花进行了人工育苗实验，以探求该两种杜鹃花异地保护的经验。人工育苗生 

长情况见表 3。 

从表3反映的情况看，大树杜鹃和蓝果杜鹃的营养生长都很慢。从1984年播种的大树杜鹃至今没有花 

芽形成的迹象．营养生长的缓慢直接导致了其生殖生长的延长。另外．根据我们在昆明植物园对这两种幼苗 

生长的追踪观察发现：①大树杜鹃不耐一I'C的低温．在1993—01一l8降霜时间内．大树杜鹃叶芽受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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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3 丈捌牡鸥和蓝果牡鸥的人工育苗情况 

Table 3 Growth of seedling of R．protistu r giga f⋯ and R cya J,iocftrpum 

注： 上敷字为 50株平均数。 

温度至一2"C时，叶片脱落，整株叶片脱落继之死亡。②蓝果杜鹃不能耐 25"C 上的高温．异地保护困难。 

5 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①大树杜鹃虽然自然群落较小，但分布区井不只限于腾冲的高黎贡山，在云南的片马和 

独龙江地区亦有分布 。②蓝果杜鹃在云南的分布仅限于大理蔷山的东西坡，大的植株较多．但小苗较少。 

③大树杜鹃原产地的土壤富含有机质，其含量可达 33．85％。土壤含铁量低，仅为 450．45mg／100g， 而蓝 

果杜鹃原产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 27．45％．但土壤含铁量高达 1 161．45mg／100g，致使土壤板结，种子 

成熟后没有适宜的土壤萌发条件。④大树杜鹃和蓝果杜鹃异地种子萌发较易，种子萌发率可达 86％--88％， 

但大树杜鹃年生长量仅为 6．6cm／a，且不耐 一1℃的低温．温度在一1"C时，大树杜鹃叶芽变为棕色，一2"C 

时，植株死亡；蓝果杜鹃虽然种子萌发率高，但成苗率极低，幼苗年生长量仅达 1．5cm，且不耐25"C 上的高 

温，异地保护困难。 

综上所述，大树杜鹃应是一个能自然更新的种，从其种子萌发、原产地的样方分析及土壤分螂 证明了 

这一点，但大树杜鹃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条件，如突然的低温是导致大树杜鹃顿危的主要原因。蓝果杜鹃 

的情况则与大树杜鹃相反，如 25"C以上的高温，蓝果杜鹃幼苗出现萎缩而死亡。因此，就这两类植物的保护 

而言．大树杜鹃应就地和异地保护井用，蓝果杜鹃则采取就地保护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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