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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高山花卉种质资源及开发利用

张石宝, 胡  虹* , 王  华,许  琨,严  宁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云南西北部的高山区蕴藏着许多极具特色的高山花卉资源, 这部分资

源是云南野生花卉中最具特色和开发潜力的部分。通过多年的野外调查及引种栽培,对一些重要高山花卉的地理

分布、生境、繁殖方法、栽培特性及应用前景已有初步了解 ,并制定出了野生高山花卉资源保护性开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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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special geological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there are a great many of beaut iful orna2

mental plants in high mountain regions of northwest of Yunnan province1The alpine wild ornamental plants ar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and exploitable potential of wild flower resources in Yunnan1Basis on the data of field

investigation, introduct ion and cultivation for several years, this paper discusses geological distribution, habi2

tats, propagation method, cult ivation and utilization prospect of alpine ornamental plants1Meanwhile, we pro2

vide some exploitable advice for wild alpine flower resources1

Key words  Northwest of Yunnan province; Alpine ornamental plant; Germplasm resource; Exploitat ion and u2

tilization

  云南是野生观赏植物的荟萃之区, 而云南的野

生花卉又主要分布于滇西北海拔2 500 m以上的高

山地区,充足的光照、强烈的紫外辐射和冷凉的气候

条件使得这里的高山花卉花型奇特,花大色艳,独具

特色[ 1]。本文在对云南野生高山花卉资源调查和引

种栽培的基础上,结合前人资料,对滇西北地区主要

高山花卉的种质资源状况和栽培特点进行探讨, 以

期为野生高花卉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提供借鉴。

1  云南高山花卉的地理分布与特点

111  地理分布

云南的野生高山花卉主要分布于滇西北的高山

地区,地理位置为东经 98b00c~ 100b30c, 北纬 25b30c

~ 29b00c。该区域位于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

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 拥有 10个植

被型,为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区域。植被类

型包括暖温性常绿针叶林、温性针阔叶混交林、寒温

性常绿针叶林、高山常绿革叶灌丛、高寒草甸、高山

流石滩等132。高山花卉大多作为伴生植物生于林下

或灌丛下, 少数种类成为群落的优势种, 如杜鹃

( Rhododendron) , 也有一些分布于高山草甸或流石

滩。

112  高山花卉的特点

11211  种类丰富而集中  在滇西北分布有维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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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7 000多种, 野生花卉植物有 83科 324属 2206

种,其中草本花卉1 463种, 木本花卉 743 种[5]。杜

鹃( Rhododenron)、报春( Primula )、龙胆( Gentiana )是

举世闻名的三大高山野生花卉, 该区域是许多世界

名花的分布中心。

11212  生态类型属于温带性质  云南高山区的野

生花卉基本属于温带性质, 许多北温带植物在此获

得高度特化, 如杜鹃 ( Rhododendron)、报春 ( Primu2

la)、龙胆 ( Getiana )、马先蒿( Pedicularis)、翠雀( Del2

phimium)等此形成分布中心, 都有其适应高山寒冷

和旱化条件的多种多样类型。

11213  特有种类多  复杂地理环境和古老的地质

历史造就了滇西北地区的花卉植物多样性和特有

性,该区域拥有特有植物种 910多个。

11214  花色艳丽丰富  在滇西北的高山花卉中, 以

观花植物为主, 占总数的 90%左右。高山花卉由于

受强紫外辐射和低温的影响, 含有大量的类胡罗卜

素和花青素, 色彩缤纷艳丽, 其中蓝色花约有 400

种,橙黄色花 230种, 红色花 170种, 白色花 140种,

黑色花6种[5]。

2  主要引种栽培的高山花卉

从 1997 年开始, 笔者在云南省中甸县 (海拔

3 250 m)建立了野生花卉引种试验基地, 目前已经

引种野生高山花卉 108种。主要高山花卉的引种栽

培情况如下。

211  翠雀(Delphinium)

全球约 300种, 分布于北温带。引种的中甸翠

雀( D1yunnanum Chen)生于海拔3 200~ 4 000 m的荒

坡、灌丛, 花如飞鸟展翅, 蓝色。较易实现人工栽培,

播种 2年可以开花, 花期为 7 月底~ 8月, 株高达

80~ 100 cm, 瓶插寿命15 d左右,适宜作为切花开发。

212  绿绒蒿( Meconopsis)

全世界45种, 以中国西南及喜马拉雅为分布中

心,滇西北产 14种以上, 如丽江绿绒蒿(M1forrestii

Prain)、总状绿绒蒿 [ M1horridula Hook f et Thoms

var1racemosa ( Maxim1 ) Prain1 ]、滇 西 绿 绒 蒿

(M1impedita Prain)、全缘叶绿绒蒿 [ M1 integrifolia

(Maxim) Franch1 ]、轮叶 绿 绒 蒿 ( M1 integrifolia

var1uniflora C1Y1Wu et H1Chuang)、长叶绿绒蒿

[M1 lancifolia (Franch1) Franch1]等。绿绒蒿多分布

于海拔3 000 m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或流石滩。对

全缘叶绿绒蒿、总状绿绒蒿进行了引种栽培,从种子

到开花需要2 a时间。适宜的栽培条件是光照为全

光照的 70% ~ 80% , 温度17~ 23 e 。将其块根经

2~ 3 e 处理后, 可以在昆明冬季开花, 但由于紫外

线减弱,颜色变浅,主要用作盆花。

213  报春( Primula )

报春为著名的高山花卉。喜马拉雅西侧至云

南、川西是该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 滇西北产 113

种,大多生长在海拔2 500 m以上的高山灌丛、草甸。

报春花色艳丽, 色彩丰富, 有黄、粉红、紫红等颜色,

是很好的盆栽或花坛植物。我们对锡金报春

( P1 sikkimensis Hook1 )、偏花报春 ( P1 secundiflora

Franch1)、海仙报春 ( P1poissoni Franch1)、高葶雪山

报春(P1 ingensW1W1Smith et Forr1)、桔红灯台报春

(P1 bulleyana Forr1 )、巴塘报春 ( P1 bathangensis Pe2

t itm1)进行了引种栽培。报春人工栽培相对容易,这

7种报春播种仅需要2 a就开花, 其中高葶雪山报春

花期较早, 4月底~ 5月开花, 其它种类的花期为 6

~ 7月,巴塘报春耐高温。

214  龙胆( Gentiana )

龙胆为世界高山名花, 也是中国三大名花之一。

龙胆属植物花大, 颜色艳丽,色彩丰富,有紫、白、蓝、

黄白等多种颜色, 适宜作为花坛、花镜或者盆花。多

生于高山草甸、山坡及疏林下。引种栽培的种类有

大花龙胆( G1szechenyi Kanitz)、华丽龙胆 ( G1 sino-

ornata Balf1f1 )、天 蓝龙胆 [ G1caelestis ( Marq1 )

H1Smith]、阿墩子龙胆 ( G1 atuntsiensis W1W1Smith)

等。相对而言,阿墩子龙胆的栽培要容易一些, 株高

40~ 60 cm,花大,天蓝色,花期 8~ 9月,可作为切花

开发,拼插寿命10 d左右。

215  杜鹃( Rhododendron)

云南八大名花之一。我国 470种, 主要分布于

横断山区海拔2 500~ 4 300 m的高山地带。滇西北

的杜鹃种类繁多, 花色各异, 红、紫、白、黄粉兼备。

在中甸 引种 栽培 了红 棕杜 鹃 ( R1rubiginosum

Franch)、血红杜鹃 ( R1sanguineum Franch1)、亮叶杜

鹃 ( R1vernicosum Franch1 ) 和黄杯杜鹃 ( R1wardii

W1W1Smith)。但杜鹃引种栽培难度较大, 一是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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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二是引种后不开花或开花不好,原因是高山杜

鹃对空气湿度有较高要求,不易控制。

216  豹子花(Nomocharis)

豹子花全属 8个种,云南分布有 7个种 1变种。

豹子花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从百合属新分化出的

1个新家族[6] , 花型奇特, 颜色艳丽, 有极高的园艺

观赏价值, 可用作切花或盆花。对滇蜀豹子花

(N1forrestii Balf1F1)、宽瓣豹子花(N1mairei Levl1)、

多斑豹子花( N1meleagrina Franch1)进行了引种栽

培,播种苗3 a可以开花, 花期 6~ 7月,也可以用鳞

茎繁殖,作为花坛栽培。如果用作切花, 花葶较细,

需要加以改良。

217  角蒿( Incarvillea )

主要分布于西亚和东亚, 中国产 11 种 3变种,

滇西北产 8种。角蒿花大而颜色艳丽,似漏斗状, 多

为红色和黄色, 观赏价值极高。我们引种栽培了中

甸角蒿( Incarvillea zhangdianensis Grey- Wilson)大花

鸡肉参( I1mairei Grierson var1grandiflora )、红菠萝花

( I1 delavayi Bur1et Franch1 )、黄花 角蒿 ( I1lutea

Bur1et Franch1)。人工栽培条件下, 由于水分条件的

改善,这 4种角蒿生长情况好于野外。角蒿的光合

速率高,生长速率非常快, 而且对光照、温度的适应

强,在温度 15~ 26 e 以及全光照下生长良好, 花期

为6月,通过人工成花调控技术可以在上海、昆明实

现周年开花。目前已经实现 4 种角蒿规模化栽培

(超过 10万株) , 并选育出 3个新品种, 形成了系统

的栽培技术规程。角蒿采用种子繁殖, 种子出苗率

达90% ,播种后3 a开花。可以作为盆花、花坛材料

使用, 从参加日本、韩国花展和小批量销售情况看,

市场反应良好, 是目前最先实现商品化生产的高山

花卉。

218  杓兰( Cypripedium)

杓兰是海拔分布最高的 1类兰花。全球 40 余

种,滇西北产 17种。杓兰花大而颜色鲜艳, 花型奇

特。本研究组对黄花杓兰 ( C1flavum P1F1Hunt et

Summerh)、斑叶杓兰 ( C1margaritaceum Franch1)、离

萼杓 兰 ( C1plectrochilon Franch1 )、西 藏 杓 兰

(C1 tibeticum King ex Rolfe)、紫点杓兰 ( C1guttatum

Sw1)、绿花杓兰( C1 henryi Rolfe)等 11种杓兰进行了

引种栽培和组织培养。杓兰园艺化过程中最大的障

碍是种苗繁殖和开花周期长的问题, 我们已成功实

现了紫点杓兰、黄花杓兰种苗人工繁殖,但仍未克服

其生长周期的问题 (从小苗到开花需要6 a时间)。

人工栽培条件下, 杓兰的长势良好,其适宜的光照条

件为1/ 3左右的全光照, 温度17~ 22 e 。目前已在

昆明调控开花。

3  野生高山花卉种质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

植物种质资源是具备一定遗传物质, 表现为一

定遗传性状的植物资源, 为了提高观赏植物生产和

促进园艺植物栽培的现代化, 必须很好的发掘、搜

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这些种质资源[ 7]。没有资源就

不能进行品种创新,也不会有花卉业的发展,各国都

非常重视花卉种质资源的研究, 尤其是商业育种中

的关键资源。目前云南的野生高山花卉资源已基本

清楚[8~ 10] ,下一步重点是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

311  野生花卉开发的方式

野生花卉资源的开发利用大体可分为 3 种形

式,一是直接从原生地采集利用,这种形式对于一些

观赏性状无需太多改良的种类是可行的, 如中甸角

蒿、杓兰等,优点在于见效快,但必须解决栽培和种

苗繁殖上的问题, 否则难于持久,因为野生资源量有

限,难于满足市场化的需求;二是利用人工或自然突

变选择突变品种, 当前的许多商业品种都是通过这

种形式获得的,能较快地利用组培和扦插等方法大

量繁殖这些品种, 但其遗传性较为单一;三是通过育

种创造出新的品种, 可用野生花卉改良现有的栽培

品种,也可以用栽培品种改良野生种,用传统育种往

往周期较长,且效率低,分子生物技术将加快这一过

程。

312  高山花卉开发中的技术问题

31211  品种改良  一些高山花卉种类花大色艳,花

型奇特,可以直接用作商业品种,大多种类则或多或

少存在某些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性状, 需要加以改良,

但高山花卉拥有许多珍贵的基因资源, 对培育新品

种是非常重要的, 如龙胆的蓝色基因。

31212  种苗繁育技术  种苗繁育不但是野生高山

花卉开发利用的前提, 而且对于种质资源保护具有

重要的意义。许多种类自然状态下更新能力差, 人

为过度采挖导致一些种类濒于绝种, 现代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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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生花卉的扩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利用种子

无菌萌发和组织培养技术已获得了黄花杓兰、紫点

杓兰幼苗,实现规模生产,减少了对野生杓兰资源的

破坏。

31213  栽培技术  由于高山花卉生态环境的特殊

性和对其生理生态知识了解的匮乏,高山花卉的人

工栽培一直是难于克服的问题。近年来, 在生理生

态和开花生理研究的基础上, 利用杓兰、角蒿、绿绒

蒿具有休眠根的特性,提出一种新的开发思路,降低

了开发的技术难度, 即在原生地(中甸)完成开花前

的生育过程,获得块根,再经开花处理, 在异地(消费

地)实现开花。形成一套完整的角蒿栽培与成花调

控技术体系,为其它高山花卉的开发提供了一种模

式。

31214  高山花卉与菌根的问题  菌根是陆地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高山花卉的生长发育具

有重要的作用。没有菌根参与, 杓兰生长不良。解

剖大花杓兰、黄花杓兰的根发现有大量菌根真菌存

在,加强菌根与高山花卉共生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

对菌根的分离和接种,制成专用基质,加快高山花卉

的园艺化进程。

313  高山花卉开发建议

( 1)加强高山花卉的遗传背景研究,建立种质资

源评价体系和资源库, 这对传统育种和分子育种都

是必不可少的。

(2)明确育种目标,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选标

准,有重点地开展高山花卉育种,建立高山花卉育种

和实验种植体系。

( 3)处理好品种引进和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品种

的关系。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对发展我国花卉具有

重要的作用, 但是一味依赖于进口将不利于我国花

卉业的长远发展和水平提高,也使本国的野生花卉

资源白白浪费。

( 4)开发与保护并举,野生高山花卉资源的种群

数量是有限的,如果不注意对种质资源进行保护,而

采取掠夺性的、杀鸡取蛋式的开发将影响到花卉业

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冯国楣 1 丰富多彩的云南花卉资源[ J] 1园艺学报, 1981, 8( 1) :

59- 641

[ 2]  苏雪痕 1 英国引种中国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史实及应用概况

[J] .园艺学报, 1987, 15(5) : 133- 1381

[ 3]  罗桂环 1 西方对/ 中国 ) ) ) 园林之母0的认识[ J ]1 自然科学史

研究, 2000, 19( 1) : 72- 781

[ 4]  刘伦辉,余有德,张建华 1 横断山区植被分布规律的探讨[ J ]1

云南植物研究, 1985, 7( 3) :323- 3351

[ 5]  李晓贤, 陈文匀,管开云,等,滇西北野生花卉调查[ J]1 云南植

物研究, 2003, 25( 3) : 435- 4461

[ 6]  虞 泓 1 云南野生花卉拾零[J]1 科技导报, 1999, ( 4) :50- 511

[ 7]  陈俊愉 1 关于我国花卉种质资源问题 [ J ]1 园艺学报, 1980, 7

(3) : 57- 641

[ 8]  武全安 1 中国云南野生花卉 [ M]1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9. 1- 1871

[ 9]  方震东 1 中国云南横断山野生花卉[ M]1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 1993. 1- 2091

[ 10]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1 横断山区维管植物

(下册) [M]1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4. 1365- 26081

(上接第 18页)

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的建设和管

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 除

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外,最主要的因素是资金问题, 目

前已建的大多数原生境保护区的投资均较少, 要达

到十分理想的保护效果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难以

达到的。因此, 各级政府和企业以及对此感兴趣的

人士,应加大对该项任务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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