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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采的云南花卉资源

冯 国 媚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提 要

作者就云南的地形地势
、

气侯及土壤等为背景
,

阐述了云南省丰富多采的

花卉资源 ; 并就十九世纪末叶至新中国成立期间
,

云南植物资源调查采集情况

作了简述
。

对宋朝以来历史文献中有关云南的花卉资源作了评述 ; 同时统计了有关植

物名录共2 夕0 4 0种
,

隶属于1 1 5科
、

3 8 9属
。

对如何进一步充分开发利用这些著名的云南高山花卉的必要性
,

作者提出

了建议
。

一
、

云南的自然条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
,

地近赤道的北回归线
,

属于亚热带
。

地势西北 高 而 东 南

低
,

中部和东部平均海拔高约在2 , 0 00 米左右
,

与贵州连接组成了著名的 “云贵高原
” ;

西北紧接康藏高原
,

有着终年积雪的高山
,

海拔约在 3
,

00 0米以上
,

最高的可达6 ,

00 0米
,

组成了世界上闻名的横断山脉
。

南连越
、

老
、

缅
,

地势逐渐降低
,

海拔约在 1
, 0 00 米以

下
, ,

最低海拔仅80 米(红河州的河 口 )
,

可见云南地形相对高度的悬殊性以及地势的错综

复杂性
。

云南的气候也异常特殊
,

由于绝大部分地区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西南季风的影响
,

四季温和
,

季节不分
,

而代 以干
、

湿两季
。

从n 月至翌年 4 月
,

俗呼早季
,

特点是晴天

多而西南季风大
,

降水量极少
。

全年降水量(约 1 ,

00 0一 2
,

00 0毫米 )的90 %集中在雨季
,

因此雨量的分布极不均匀
。

至于西北各大高山则终年积雪
,

组成了 现 代 冰 川
,

气候寒

冷多 而南部低平河谷
,

则高温多湿
,

酷暑逼人
。

因此云南各地随着地势高低不 同而明显

的有着寒
、

温
、

热三带气候类型
。

云南植物种类成分更是多种多样
。

据统计
:

云南的高等植物有 1 3
,

00 0~ 1 5
,

00 0种
,

约占我国植物种类的一半(全国估计在2 5
,
0 0 0~ 3 0

, 0 0 0种左右 )
,

真是名副其实的
“
植物

王国
” 。

而野生花卉资源之丰富程度
,

更是全国各地所望尘莫及
。

二
、

云南植物调查采集的历史回顾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直到解放前夕的一百多年间
,

约有七个国家 (法
、

英
、

奥地利
、

美
、

德
、

、

瑞典
、

日本等 ) 20 余人来云南各地搜集调查植物资源
,

采走了数十万份标本
,

记载发现的新种植物数千种
,

其中包括成千种以上的奇花异卉
。

如流传异邦的茶花
、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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鹃
、

报春
、

龙胆等等
,

已成为外国园林建设中不可缺少的财富
。

返观我国
,

很多花卉资

源任其在山野自生自灭
,

殊为可惜
。

辛亥革命后
,

我国植物学工作者有北京大学钟观光教授(19 1 9年 )首先来滇
,

经云南

的河 口来昆明
、

大理
、

漾滇一带采集植物标本
,

在云南骚被盗劫
,

幸所采植 物 标本 无

损
,

带回北京
。

方树梅 (1 9 2 0) 辑 《滇南茶花小志》一书
,

书分三卷
,

卷一志评坞
,

卷二志品类
,

卷

三志题咏
,

为研究云南茶花的重要参考资料
。

蒋英教授(1 9 3。年 )任职前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时
,

来滇在大理
、

蒙自
、

思茅等

地采集植物标本
,

中途遇盗
,

半途而返
。

继后中大陈谋助教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吴中伦 (1 9 3 3一1 9 3 4年 )来滇
,

在大理
、

巍山
,

漾滇
、

宾川
、

勋海
、

班洪等地采集植物标本
,

陈氏于旅途 感 染 疟 瘴
,

病段于墨

江
,

仅采集标本数千份
。

1 9 3 2 ~ 1 9 3 4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派蔡希陶教授来滇
,

由四川经昭通至昆明
,

三年

间共采植物标本万余号
,

都10 万余份
。
1 9 3 7~ 1 9 3 8年又派俞德浚教授在滇西北深入独龙

江一带和四川木里
、

九龙等地大量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等
。

抗 日战争期间
,

许多科研
、

高校相继迁滇从事植物标本的采集和调查等
。

其中刘慎谬

教授(1 9 4 0年 )在 《云南植物地理》一文中
,

对云南的一些名花进行了探讨〔9 〕
。

同年秦仁

昌教授在 《西南边疆》刊登了 《云南三大名花》的论文
,

对杜鹃
、

报春
、

龙胆作了详细

的介绍〔10〕
。

总之
,

我国自1 9 1 9~ 1 9 4 9年30 年间
,

来滇调查植物的
,

仅10 多人
,

采集植物标本约

计10 万余号和种子数百号
。

解放以后
,

各项调查研究工作都开展起来了
。

如云南先后建起了寒
、

温
、

热三带的

三个植物园
,

其中也部分从事园林植物的搜集调查和进行引种驯化栽培
,

对云南特产名

花的云南茶花
、

云南樱花
、

杜鹃
、

兰花和国外引进的球根海棠
、

郁金香⋯ ⋯等进行了试

验研究
,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不幸的是近十多年来遭到林彪和
“四人帮

”
的严重干扰和

破坏
,

园林绿化事业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

特别要指出的是已引种驯化栽培成功
,

广

大人民喜爱的许多观赏植物被毁掉
,

如茶花
、

兰花
、

杜鹃
、

球根海棠
、

茸尾⋯ ⋯等等 ,

就是蕴藏在原始森林中的多种多样的奇花异卉
,

也因滥伐与烧垦
,

毁损程度更是难以统

计
,

观赏植物自然种质基因库更是损失惨重
。

粉碎
“四人帮

”
后

,

园林科研与园林绿化

事业也随着全国大好形势而欣欣向荣
。

我们要大力开发利用丰富多采的云南观赏植物基

因库
,

改变遗传特性
,

创造更多更美的园林新物种
,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

三
、

我国文献记载中的云南花卉资源

云南花卉资源
,

如云南茶花
、

杜鹃⋯ ⋯等
,

早在宋代以前即负盛名
。

诚如明代邓读

(1 5 5 0年前后 )在 《茶花百吟诗》中所说
: “

因考唐人以前
,

此花独不经题咏
,

以僻远故

不通中土
,

遂使奇姿艳质
,

沦落无闻⋯⋯
”
到了宋代

,

有关花卉方面的诗文也就随之多

起来
。

至明代
,

对云南花卉的吟咏就更多起来了
。

特别是兰茂(1 3 9 7~ 1 4 7 6年 )的 《滇南

本草》一书中有许多花卉如
:

云南野 山 茶(C a m
e llia 夕ita rd ii v a r .

夕。n n a n ic a )
、

野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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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A ”
e 0 0 0 e o frff

o lfa )
、

月下参(D
e lp hfn‘u , y “n n a n e n sl’: )

、

重瓣铁线莲(C!
e o a ris fl

o -

r fd a v a r .

p le o a )
、

芍 药(P
a e o n 玄a la c tifl

o r a )
、

牡 丹 (P a e o n ia s u
ff

r u t玄e o sa )
、

玉 兰

(M
a g n o lia d e n u d a ta )

、

木瓜(C h
a e n o 切e le s la g e n a r ia )

、

火 棘(赤 阳子 ) ( P y r a c a , tha

f
o r tu , e a n a )

、

木模(H ib‘s c u s s y r fa c u 。)
、

木芙蓉(H ibis e u s o u ta b ilis )
、

蜀葵 ( 白淑气

花 A lth a e a : o s e a )
、

金丝梅 (芒种花 H y p e ric 。二 p a tu lu 。 )
、

紫薇(L
a g e r str o e而

a in d玄-

c a )
、

佛手 (C it
r u s o e d ic a v a r . s a r c o d a e tyli: )

、

水金凤 (Im 夕a tfe n s u lig fn o sa )
、

桅 子

花 (G a rd e n玄a ja s o io J ￡d e : )
、

滇丁香 (L u e ulia P‘n e e a n a )
、

倒提壶 (C夕。o g lo s s u m a m a b‘-

l‘: )
、

白友 (B le till。 : tr‘。r。)
、

珍珠构兰 (兰花双叶 草 C 夕P r fP e d iu。 。 a r夕a r ita c e u m )
、

长叶兰 (兰花草C 夕m bfd f
u ,n lo n g ff

o lfu 。 )
、

石解(D
e n d r o b了u m o o bile )

、

营草 (漏芦 H
e -

, e r o c a ll‘s f
:‘Io a )

、

Jl{百合 (L iliu o d a o id ii)
、

重楼 (P a r is 夕u n n a o e n s is )等数十百种
。

又如杨慎 (1 4 8 7 ~ 1 5 5 9年 )的 《滇程记 )}
,

王世愚 (1 5 3 6一1 5 8 8年 )的 ((花疏》和 ((闽

部疏》
,

冯时可 (1 5 6 7年 )的 《滇中茶花记》
,

陈仁锡 (1 5 8 1 ~ 1 6 3 6年 )的 《潜确类书》等

都有关于云南茶花的吟咏和记述
。

在李时珍(1 5 7 8年 )的 《本草纲目》 中
,

也收集了很多云

南名花如云南茶花⋯⋯等作为药用
。

著名的地理学家徐宏祖 (1 5 8 6 ~ 1 6 4 1年 )的 《徐霞客

游记》 一书
,

也记述了很多云南特产名花
。

如
:

云南 茶花 (C
a o d l:’a re “。ul of 。 )

、

黄菊

(Chr夕s a耐he ”: u。 。o lif
o l‘u m )

、

大丽花 (西番菊D
a hl‘a P‘n , a ta )

、

山鹃(马缨花 R ho d o -

d e n d r o n d ela o a y f)
、

山玉兰 (优昙花树M
a g n o lia d e la o a y f)

、

春兰(C y o b id i
u o g eo

r i。-

g 玄f)
、

冬兰(C y o bid 了
。。 s p

.

)
、

雪兰 (Cy o b id fuo e bu r 。。u。 )
、

玉兰(C y o bfd ‘u m s p
.

)
、

虎头兰 (Cy ,n b id io m g r a n d ifl
o r u 。 )

、

皮袋香 (十 里 香 M iche lia y u n n a , : e n s了s )
、

龙女花

(M
a g o o l￡a ta lie n s‘s )

、

木 莲(M
a n 夕l‘e t‘a s p

.

)
、

杜 鹃(R h
o d o d e n d r o n s p

.

)
、

鱼 子 兰

(Chlo r a n thu s o
jf‘

c 玄。 a l‘s )
、

滇丁香 ( L u e o lfa P fn c e a n a )
、

灯笼花树(A 夕
a P etes la e e‘

v a r .

to o e n te lla )
、

白茶花 (白玉杯 ilJ 茶C
a m e llia ja p o 爪e a )等等

。

I日 (( 云南通志》对杜

鹃花的记述有
: “

有五色双瓣者
,

永昌(今保山 )
、

蒙化 (今巍山 )多至二十余种
。 ”

清代记载云南花卉的资料就更多了
,

如刘颧等著(1 7 0 8年 )的 (() ‘ 群 芳 谱》
、

张 乱

(十八世纪 )纂 《滇南新语 ))
、

吴其潜著(1 8 4 9年 ) 《植物名实图考》
、

阮元等著
、

王楼等

纂(1 82 7年 ) 《云南通志稿》和 《云南备征志》
、

檀萃著 (1 8 9 6年 ) 《滇海虞衡志》等
,

对

云南茶花
、

兰花
、

杜鹃等均有记载
。

.们门
一

‘
曰匕寸m

J裂乌沙
‘

耘七 林名” 扔份 舀.各 4 祠扩 、r l

醉月
、 石、 I

二

刊 乃龙夕飞门主立, 刃 二9毛似月1 ,机 U L

“没有云南的花
,

不成其为花园
” ,

这是欧西各国的谚语
。

也有人说
: “云南是花

国” 。

事实也的确如此
,

云南一年四季都有鲜花
。

在国外
,

约在十九世纪末叶起就陆续

把云南的杜鹃
、

报春
、

茶花等引种到欧洲栽培
。

特别是英国的傅礼士 (G
.

F or
r e s t)

,

在

云南工作 28 年
,

先后收集了杜鹃
、

报春
、

龙胆
、

绿绒篙
、

百合等花卉千数百种
,

引归英

国种植
。

今日英伦各地庭园
,

尤其是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邱皇家植物园栽培着云南杜鹃

一
、

二百种
。

每当杜鹃盛开
,

吸引了世界各种肤色的千千万万旅游者去参观欣赏
。

云南观赏植物的分布区
,

主要集中在滇西北部的横断山脉的各大高山
,

海拔大都在

2 ,

50 0米以上
,

最高海拔达 5 ,
000 米左右

。

由于分布海拔较高
,

日照充足
,

辐射强烈
,

紫

外线较强
,

气候冷凉
,

湿度较大
,

加上土壤松软
,

含有机质丰富
,

排水 良好
,

保 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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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呈酸性反应
,

因而花大色艳
,

成为观赏植物最为荟萃之区
。

作者在参考有关名录和

调查采集研究的基础上统计云南观赏植物共 2
,

04 0种(亚种
、

变种
、

品种均未计入
,

见表

l )
,

其中裸子植物计 8 种25 属66 种
,

双子叶植物计 78 科 2 48 属 1
,

50 4种 (玄参科
、

苦首苔

科
、

唇形科的种数未计入 )
,

单子叶植物计 8 科73 属29 6种(禾本科的种数未计入 )
,

藏类

植物计22 科 47 属 17 4种 ; 其中以杜鹃花科
、

兰科
、

报春花科
、

龙胆科为最多
,

均超过 1 00

种以上
。

表 1 云 南 观 赏 植 物 统 计 表

种数属数种数属数

一
、

裸子植物

1
。

苏 铁 科

2
。

银 杏 科

3
。

松 科

4 。

杉 科

5
。

柏 科

6
。

罗 汉松科

7
。

三尖杉科

8
。

红豆杉科

二
、

双子叶植物

1
。

木 兰 科
2 ·

八 角 科

3 。

樟 科

4
。

毛 食 科

5
。

睡 莲 科

6
。

小 璧 科

7
。

金粟兰科

8
。

婴 粟 科

9 .

虎耳草科
10

。

石 竹 科

lh 亚 麻 科

12
.

千屈莱科

13
。

柳叶莱科

14
。

瑞 香 科

15
。

紫茉莉科

16
。

山龙眼科

17
。

海 桐 科

18
。

红 木 科

19
。

大风子科

2 0
。

西番莲科

2 1
。

秋海棠科

2 2. 山 茶 科

23
。

金丝桃科

2 4
。

极 树 科
2 5 。

梧 桐 科

26
。

木 棉 科

27
。

锦 葵 科

28
。

大 救 科

29
.

绣球花科
3 0

。

蔷 薇 科

3 1
。

腊 梅 科

Cy ea d ae ea e

G in k go a ee ae

P in a ee a e

T a x o d ia e ea e

C u P r es sa ee ae

Po d o ea rP a e ea e

Ce Pha工o ta x a ee ae

T a x a ee a e

M a g n o lia ee a e

1llie iae ea e

L a u r a ee ae

R a n u n eu la ee a e

N ym p lia e a c e a e

B er be rid a cea e

C五lo r a n tha e ea e

P aP a v er a ee a e

S a x ifr a g a ee a e

Ca r yo P五y lla ee ae

L in a e e ae

Ly t五r a Ce a e

O n ag r a ee ae

T 五y m e lae a c e a e

N ye ta g in a c e a e

Pr o te a ee a e

P认to sPo r a ee a e

Bix a e ea e

Fla e o u r tia ee a e

Pa s siflo r a e e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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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稠: 丰富多采的云南花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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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加速开发利用云南观赏植物

充分发掘云南蕴藏在山林间的野生观赏植物
,

进行引种栽培
,

丰富昆明园林和全国

适宜种植地 区的园林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

云南观赏植物资源虽然异常丰富
,

但是分布零

星而分散
,

产地及其数量的家底还不十分清楚
。

因此需要组织力量
,

进行资源调查
,

摸

清家底
,

并有计划
、

有步骤地进行引种栽培
,

把野生观赏植物变为栽培植物
。

但由于山

林和城市地区的土壤
、

温度
、

湿度
、

光照等环境条件不同
,

特别是从高海拔地区引种到

低海拔地区
,

就要有一个驯化和适应新的风土条件的过程
。

开展观赏植物的科学研究
,

是开发利用云南观赏植物资源的首要任务
。

但昆明的园

林技术力量薄弱
,

为此
,

首先建议要建立和健全研究机构
,

调拨必要的试验场地和研究

设备 ; 要抓紧科研人员的培养
,

扩大专业队伍
,

才能做好开发利用
。

云南传统出口外销香港的名花
,

目前仅有云南茶花一种
,

其他名花如杜鹃
、

报春
、

兰花等都可组织出 口外销
,

换取外汇
,

支援四化建设
。

为此建议大力建立出 口 生 产基

地
,

增加新奇品种
,

提高产品质量
,

同时加强防病检疫制度
。

云南名花的出口外销的前

途是无限光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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