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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绒蒿属 (Meconopsis Vig．)植物是著名而有巨大育种潜力的高山野生花卉 。 。由于原产地生境 

特殊，绿绒蒿的引种栽培具有相当的难度，目前国内尚无这方面的报道。欧洲的冷湿气候使一些植物园 

引种了一些绿绒蒿。我国要开发绿绒蒿属植物的观赏资源和药用资源，把绿绒蒿从高山引种刊中低海拔 

地区。并使它们逐步适应温暖气候是关键的一步 为此我们对 3种绿绒蒿进行了引种，取得了初步的成 

功。本文仅就气候条件对绿绒蒿苗期生长做一初步的分析． 

材料与方法 

总状绿绒蒿 (Meconops~ horridula)，全缘叶绿绒蒿 ( mtegrifolia)的种子于 1989年 l1月采自 

云南西北部 3500--4300 in的高山草坡和藏石滩。粗状绿缄蒿 ( robusta)种子引 自荷兰的克利斯植 

物园，原产印度 旺 。种子在实验室发芽后移植到幼苗栽培土中 (草煤 ：腐植土 ：红土，1：1：2)，置 

于 50％荫蔽度的阴棚下。以后每月施加营养液一次，并及时防治病虫害。 

本文中使用的气象资料由附近的气象台提供。 

幼苗生长的观察，每 l0天对幼苗的高，叶片数，叶片长度作一次测量和记录；每次观察选取 l5株 

幼苗作为观察对象，算出平均值后作为记录值。每月选 5株幼苗做鲜重测定，然后算出叶／根比。 

结果与讨论 

昆明市属于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冬暖夏凉，春季干燥多风，夏季多雨湿润。与绿绒蒿的原产地有很 

大差别，主要差别在于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 (图1)． 

3种绿缄蒿幼苗都可以在昆明气候条件下生长，到年底苗高都有 20 cm左右，其中粗壮绿绒蒿已开 

花结籽。但在种问存在明显的适应性差异，粗壮绿绒蒿最能适应昆明的气候，其次是垒缘叶绿缄蓠和总 

状绿绒蒿 (图2)。 

从图2和图 3的生长曲线可以看出，昆孵夏季的多雨高温均不影响粗壮绿绒蒿的生长。它能顺利地 

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生活周期，而且生长旺盛。 

全缘叶绿绒蒿幼苗前期生长基奉上是正常的，但在 6月中旬至 8月上旬幼苗的高生长和叶片长度的 

生长都受到抑制，而幼苗的叶片散则在增加 (图2)，造成这种测量数据上的矛盾现象是由于老叶不断脱 

落，新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通过与气候条件的比较 (图 1和图2)我们可以看出高温会抑制幼 

苗生长，当同时发生多雨情况时，叶片脱落严重。同年十月份也有一次降雨高峰但此时气温下降，因此 

并没有明显抑制绿缄蒿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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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1990年昆明黑龙 潭地区的气温．降水量和 日 

照时敷 l_最高气温；2．平均气温．3．最低气温； 

4．降雨量{mm)；5．日照时数(h) 

Fig．I The air temperature，rainfalt and sunshine 

time of 1990 in H~ilongtan， Kunming 

1 maxim um ternpcratine； 2 average 

ternPCratur~； 3．minim um temPCratur~； 4 rain- 

fall(ram)；5 sunshine time『h1． 

总状绿绒蒿的幼苗初期生长是正常的，至 6月 

中旬一9月中旬，叶片数增加受抑制，甚至出现负 

增长，而苗高与叶片长度仍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 

由于部分 叶脱落，新生叶停止生长，剩余 的叶片在 

此期间仍在生长。造成上述抑制的原 因还是高温和 

多雨的作用。根据我们的引种结果。初步认为，气 

温低于 27℃，高于 1O一15℃，雨量少于 100 mm／ 

甸是绿绒蒿的一个基本条件。 

尽管绿绒蒿幼苗的地上部分生长受气候条件的 

影响较显著，但幼苗的鲜重一直在增加 (图3) 这 

主要是 3种绿缄蒿的根系发育良好。叶 ／根 比从 初 

期 的 1：0．33发展到后期 的 1：0．7。叶 ／根 比的变 

化反映了绿绒蒿幼苗可以在昆明气候条件下完成营 

养积累。 

在昆明，绿绒蒿的生长季节主要是春秋二季， 

对于粗壮绿绒蒿而言，从春季至秋季均是适宜的生 

长季节。 

粗壮绿缄蒿与总状绿缄蒿是多年生草奉，冬季 

均林眠。全缘叶绿缄蒿在昆明并无明显的冬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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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粗状绿缄蒿cA)，垒蟓叶绿绒蒿(B)和总 

状 绿绒蒿{c)的苗期 生长 x：植 株高 

{cm)； 

-—— ：叶敦(片) 0——_o：叶长(皿 ) 

Fig．2 Th ~ growth of ,secdl~ s of 

Meeonopsis robusta(A)， M ．integrlfotla 

03)，M hon'idula{c) 

x。’⋯x： plant height{cm 一 ： hum- 

ber ofleaves；口—一 0：leaf kngth c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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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粗壮绿城蒿cA)，垒蟓叶绿缄蒿 

(B)和总状绿缄蒿{c)幼苗鲜重的增加 

F ．3 Incl~ase of seedling fl瑚 h weight 

inM robusta【A)，M．integr扣tia r 

and M ．horrduta (C) 

来年春天可开花结果。根据野外观察全缘叶绿绒蒿都在夏初开花，从高山地区4个月中旬融雪至开花仅 

有 2个月，是无法完成从种子发芽至开花这一生长过程的，所以推测，在 自然状态下全缘叶绿绒蒿必定 

经过 2年时间才能完成一个生活周期，把全缘叶绿绒蒿看作是二年生草奉植物较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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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植物研究》入选“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研究课题组 最近公布 了使用 引文法 鉴定的 100种 “199o_- 

1991年 中国 自然科学核心期刊 ，《云南植物研究》人选，名列第 77位。这一结果是对 

1990、1991年中国出版的2O种代表性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所引用的各种中文自然科 

学斯刊被引用量进行客观统计后得到的，详尽的评述发表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 
研究会主办的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2年第四期。目前我国每年出版 3000多种科技期 

刊，核心期刊比例仅占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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