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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山东地区野生蔷薇种质资源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 分析总结了该地区野生蔷薇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及观赏特性 ,
并根据该地区野生蔷薇资源现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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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Wild Rosa multiflora Ger mplasmResource in Shandong Province
TANG Qi-he et al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rt College ,Laiyang Agriculture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109)
Abstract  The germplasmresources of wild Rosa multiflora in Shandong was detailedly studied .Basic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al distri bu-
tion,ornamental valu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wild Rosa multiflora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And some advices were supplied on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ermplasmresources of wil d Rosa multiflora inthis a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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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蔷薇( Rosa multifl ora ) 为蔷薇科( Rosaceae) 蔷薇属( Rosa

L .) 落叶攀援灌木[ 1] , 其色、香、形俱佳, 耐干旱、寒冷、瘠薄 ,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园林应用潜力。山东为我国蔷薇自

然分布较多的省份之一 , 系统调查其野生蔷薇种质资源, 可

为野生蔷薇的引种保护、开发利用、新品种培育提供依据。

1  调查方法

2005 年4 月至2006 年10 月先后对泰山、崂山、昆嵛山、

牙山等野生蔷薇分布区域进行实地调查, 每个区域分别设置

5 ～10 个不同海拔、不同方向、不同生态环境的样方, 进行拉

网式调查。重点对野生蔷薇生态环境、形态特征、分布地点、

观赏特性等进行详细观测记录, 并采集标本, 收集野生蔷薇

种子, 将有代表性的健壮植株引种到莱阳农学院环境艺术学

院校内种质资源圃 , 进行繁殖、驯化栽培, 观察其变化。

2  结果与分析

2 .1 野生分布 山东野生蔷薇主要分布于崂山、昆嵛山、蒙

山、泰山等地, 牙山、大青山、五莲山等山区亦有少量分布。

蔷薇一般生长于海拔500 ～700 m 避风向阳的山沟、林缘、灌

丛中。崂山北九水将军固后山海拔500 m 处发现有较大面

积的野生蔷薇群落, 覆盖地面约300 m2 , 植株最大地径约5

c m, 植物体生长旺盛。蔷薇变种粉团蔷薇( Rosa multifl ora .

var .cathayensis Rehd .et Will) 野生资源主要分布于泰山、蒙山、

昆嵛山。蔷薇变种七姐妹( Rosa multifl ora .var .platyphylla Tho-

ry) 、荷花蔷薇( Rosa multiflora .var .carnea Thory) 未发现有野生

分布。

2 .2 野生类型

2 .2 .1 蔷薇。主要分布于泰山、崂山、昆嵛山、蒙山等地。落

叶灌木攀援或上升状。枝细长具粗短而稍弯曲皮刺。小叶5

～9 枚, 倒卵形或卵形, 长1 .5 ～5 c m, 边缘有尖锐单锯齿, 稀

重锯齿; 正面无毛, 背面有小柔毛; 托叶多贴生于叶柄, 蓖齿

状,10 月开始落叶,11 月全部落完; 花白色单瓣, 雌雄蕊无瓣

化现象, 多朵密集成圆锥状伞房花序, 始花期为5 月下旬, 花

期可持续到7 月; 果近球形 , 直径3 ～5 mm; 幼期青绿色, 后变

为红褐色 , 光亮, 熟时紫褐色; 种子空瘪率高。野生蔷薇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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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耐寒、耐干旱瘠薄, 对土壤要求不严。

2 .2 .2 粉团蔷薇。为野蔷薇变种 , 分布于泰山、蒙山。直立

性较强, 枝干光滑近于无刺。小叶5 ～7 枚, 较大, 长2 ～6 c m,

宽1 .2 ～3 cm; 先端较尖。花粉红或玫瑰红色, 单瓣; 花径3 ～

4 c m; 多花簇生为平顶伞房花序; 花柄有长腺毛。果红色。

2 .2 .3 野蔷薇无刺类型。仅见于崂山北九水, 为野生蔷薇

变异类型。枝干无刺、光滑 , 直立性强 , 高3 m 以上; 多年生

枝灰白色, 新枝碧绿色。小叶5 ～7 枚, 卵形 , 质薄, 边缘有尖

锐单锯齿, 中脉凹陷。

2 .3  伴生植物 通常与野生蔷薇伴生的植物有山合欢( Al-

bizi a kalkora) 、小米空 木( Stephanandra incisa) 、美 丽胡枝 子

( Lespedeza formosa) 、辽东桤木( Alnus sibirica) 、栎属( Quercus

L .) 、菝契( Smil ax china ) 、荻属( Triarrhena L .) 、地榆( San-

guisorba offi cinalis .) 、蛇莓( Herba Duchesneae .) 、求米草( Opli-

menus undul atifoli us ) 、委 陵 菜( Potentilla chinensis ) 、杠 板 归

( Polygonum perfoliatum) 、黄背草( The meda triandra) 、狗 尾草

( Setaria glauca)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l) 、唐松草( Thalietrum

apuilegifoli um)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荨麻( Urtica angus-

tifoli a) 、複草( Humulus scandens) 等。

2 .4  观赏特性  其观赏价值体现在花的数量、色彩、形态、

气味、枝条的舒展及果实的红润娇艳。其株型直立或蔓性藤

本, 偃状悬垂或娇柔多姿, 均洒脱飘逸; 枝条舒展细长, 拱形

下垂或匍匐蔓延 , 萌发力强, 生长快速, 耐修剪, 适合于各种

植物景观造型。蔷薇花属春季早花型, 整体花期为5 ～7 月 ,

常7～10 朵簇生于梢头。盛花期花团锦簇, 如一道道花瀑顺

枝而下, 气势壮观 ; 蔷薇果光亮红润, 可挂果达半年之久。隆

冬飘雪之季, 蔷薇满树红果, 娇艳欲滴 , 光亮诱人。

3  讨论与建议

据记载蔷薇在山东野生分布较为广泛[ 2 - 6] , 但调查发现

目前山东野生蔷薇种质资源破坏严重, 自然分布范围较为狭

窄, 且资源蓄有量极少。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合理

开展引种驯化, 建立种质资源圃, 保护好这些珍贵野生资源。

蔷薇种子具有休眠性 , 要经历长时间的低温层积才能解

除休眠[ 7] 。野生蔷薇成熟落地后, 在野外自然条件下很难达

到其萌发需要的条件 , 因此很少种子能及时萌发, 且野生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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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则大大强化了围护与屏蔽功能[ 7] 。因此 , 在园林中, 障景

还具有风水文化意义。

3  障景应用

3 .1  影壁障  中国古代院落大门的对面或大门内对着门外

的一种屏障, 也称照壁。其建筑材料有砖、木、石和琉璃等类

型。园林中作为障景的影壁 , 古代风水学家讲, 是为了使气

流绕影壁而行, 聚气则不散, 另有《龙经》中记载, 直来直去有

损人丁的说法, 影壁起阻挡并有冲煞杀气的作用。因此影壁

应用较广泛 , 如北京故宫内东西六宫, 每组宫殿院落几乎都

有一座影壁。最精美的影壁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彩色琉璃九

龙壁。建在北京四合院的影壁是为了遮挡大门对面外的杂

乱建筑物, 使人们站在大门前感觉到宽阔、整洁, 同时也表明

了四合院的内、外有别。

3 .2 假山障、土丘障 山石作为造景元素最初来源于人对

自然的崇拜, 风水理论兴起后山石作为屏障“朝山”、“案山”

构成了一个多重围护与屏蔽空间。后来山石障成为园林造

景手法之一。山石障在园林里的应用如《红楼梦》中对大观

园的描述: 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

山, 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 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

中, 则有何趣。”无锡蠡园的四方亭的亭柱上, 挂着一幅对联 :

“为有石栏探看水, 竟无粉壁怕遮山”。上联说桥, 下联说这

亭子没墙壁, 是怕遮掉假山。亭不遮山, 山却挡景, 这假山把

里面的美景给藏了起来。这种障景造园手法, 起着曲径通

幽、峰回路转、引人入胜的作用。这与大观园的大假山有异

曲同工之妙。此外如北京恭王府花园的土山障、拙政园入口

内的黄石假山、上海龙华公园入口正面的黄石大假山、颐和

园仁寿殿后的土石山等, 均是古典园林常用的以小见大的

手法。

3 .3 树丛障、绿篱障 植物材料作为屏障阻挡人们的视线 ,

其景观效果是最丰富的: 使用茂密的植物形成不通透的“绿

墙”, 能够“障丑显美”; 使用不同程度的通透植物, 可起到漏

景的效果; 而中间通透两边屏障的植物设计, 会形成框景或

夹景作用。因此应用植物材料做障景时必须分析观赏者的

位置、被障物的高度、观赏者与被障物的距离以及地形等因

素,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植物屏障的高度、分布及配置。

此外, 组雕障如上海烈士陵园正门入口的组雕; 景墙障

如临海东湖公园的景墙障景等。其实可作为障景材料的远

不止此, 有时也可以几种材料组合使用 , 形式也可以多种多

样。如寄畅园入口的障景, 是一座绵延的假山———八音涧作

为入园前奏, 通过两面如削的峭壁山, 才见到空间开阔, 曲廊

环围, 古木参天, 花木穿插的古典园林。或者像无锡的蠡园

那样进洞门后有墙廊引领到园中 , 廊的一面敞开为了可见太

湖水景, 廊的内面是漏明墙, 墙后又有树丛, 使人们只能从漏

窗中树隙间隐约见园中景物。

4  结语

障景在园林中的应用手法不一, 并非有固定的格式。采

用障景手法时, 应依具体情况而定, 或掇山或列树或曲廊或

置石, 运用不同的题材所达到的效果和作用不一样, 或曲或

直, 或虚或实, 或半隐或半露, 或半透或半闭, 或障远或障近 ,

全应根据主题要求而匠心独运。同时障景手法的运用 , 也不

限于起景部分 , 在整个园林的景观序列中都可尝试 , 灵活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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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种子空瘪率较高。所以野生蔷薇利用种子进行大量繁殖

的可能性较小。

笔者调查时发现, 野生蔷薇繁殖大多由茎延伸入土后

形成新的植株 , 较少发现与其他植株无联系的单独植株 , 说

明野生蔷薇在自然状态下主要以营养繁殖为主。因此受其

繁殖方式限制 , 野生蔷薇自然更新困难, 同时由于野生蔷薇

抗性强, 根系发达 , 是嫁接月季、玫瑰的优良砧木, 野生蔷薇

被大量挖掘, 从而导致野生资源越来越少。

综合分析表明, 山东地区可能是我国蔷薇自然分布的

最北缘, 因此山东地区的野生蔷薇可能具有较强的耐寒力,

且其抗性强 , 具有花量繁多、藤本性特点 , 对育种具有十分

重要意义 , 因此要充分发挥当地野生蔷薇种质资源优势 , 将

传统育种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 , 培育蔷薇新品种。

蔷薇耐干旱、寒冷、瘠薄 , 株型优美, 花絮繁密 , 色彩丰

富, 绚丽多姿, 花期较长 , 香味清雅 ,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非常适宜作垂直绿化材料 , 但目前仍以传统的砧木应用为

主,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园林美化作用 , 需进一步对蔷薇开展

观赏价值评价 , 加大其园林应用研究力度。

研究发现 , 崂山山区只有野生蔷薇原种分布, 在某些风

景点内有蔷薇变种“七姐妹”栽培观赏 , 没有无刺的蔷薇类

型分布记载[ 8] 。笔者在北九水发现的无刺蔷薇类型 , 其生

长区域远离景点并长期处于封山禁区内, 位置相对低洼 , 环

境郁闭, 周围植被茂密 , 少有人至。可以推断该野生蔷薇群

落非人工栽植 , 应为自然变异类型, 其确切来源尚待进一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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