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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云南滇西北地区的蔷薇属种质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 , 根据资料整理 ,表明该地区有蔷薇属种质资源32 种5 个变种 , 隶属于6 组
6 系 ; 分析了该属植物在滇西北的垂直分布和水平规律及生境类型 ,对主要种类的观赏性状及利用价值进行了评价 ,为滇西北蔷薇属资
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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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Ger mplasmResources of Rosa L . in Northwest Yunnan
BAI Jin-rong et al  (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Floriculture ,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germplasmresources of Rosa L . in Northwest Yunnan were systemically investigated .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 it was shown that
there were 32 species and 5 varieties of Rosa L . germplasmresources inthis area , belongingto 6 sections , 6 series . The vertical distri bution and the hori-
zontal distributionlaws of this genus of plants i n Northwest Yunnanand its habitat types were analyzed . And the ornamental characters and utilization val-
ues of main species were eval uated . Thi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Rosa L. resources in Northwe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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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蔷薇属( Rosa L .) 隶属于蔷薇科( Rosaceae) 蔷薇亚科

( Rosoideae) , 共有200 多种, 广泛分布于亚、欧、北非、北美各

州寒温带至亚热带地区[ 1] 。蔷薇属分为4 个亚属: Hult he mi a

( Dumort .) Focke 、Pl atyrhodon( Hurst) Rheder 、Hesperhodos Cock-

erell 和 Rosa Focke . 。其中, 蔷薇亚属( Rosa) 对现代月季的育

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包括芹叶组[ Pi mpinellifoli ae ( DC.)

Ser .] 、蔷薇组[ Rosa Ci nna momeae ( DC.) Ser .] 、桂味组[ Cin-

na momeae ( DC.) Ser .] 、月季组[ Chi nensis ( DC.) Ser .] 、合柱组

[ Synst yl ae ( DC.) ] 、木 香 组( Banksi anae Lindl .) 、金 樱 子 组

( Laevi gat ae Thory) 、硕苞组( Bracteatae Thory) 、小叶组( Micro-

phyll ae Crép .) 、狗蔷薇组[ Cani nae ( DC.) Ser .] 、卡罗莱纳组

( Caroli nae Crép .) 共11 组, 但是仅有7 ～10 个种参与了现代

月季的杂交育种[ 2] 。

蔷薇属植物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之一, 庭院栽培普

遍。我国是蔷薇属资源重要的分布中心之一, 共有95 种( 其

中65 种为特有种) [ 3] , 其中云南是其现代分布中心之一[ 4] ,

共有蔷薇属植物41 个种和17 个变种( 型) [ 5] 。现代月季品种

丰富 , 世界各国共有约25 000 个品种[ 6] 。国外对月季的育

种、栽培和应用发展水平很高, 但是, 我国月季育种工作还处

于起步状态 , 对野生蔷薇的园艺开发很少, 生产上主要依靠

从国外引进品种, 而对我国丰富的蔷薇资源尚未有足够的重

视, 大量的野生资源受到人为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不断

遭到破坏。同时 , 国内蔷薇属种质资源的调查多集中于20

世纪30～40 年代 , 后又有些零散补充, 调查区域主要有西北

地区[ 7] 、安徽[ 8 - 9] 、甘肃[ 10] , 尚未有云南滇西北地区蔷薇属资

源调查报道。因此, 研究我国蔷薇属植物的分布和现存状

况, 评价特有种质 , 挖掘其育种潜力, 对提高我国月季育种的

水平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1  调查方法

笔者于2007 年5 ～10 月分别在花期和果期对滇西北蔷

薇属种质资源进行调查, 调查路线的制定主要依据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PE) 及中国数字标本馆( CVH) 中记载

的小地址 , 并做适当补充, 主要包括大理、丽江、宁蒗、中甸、

德钦、维西、弥渡、鹤庆等地120 余个分布点。调查中记录植

物名、植物学名、分布地海拔、经纬度、坡向、生境类型、伴生

植物等环境因子, 以及植株性状、花蕾、花色、花香、花期、枝

条、叶片、皮刺、腺毛、果期和果实等生物学特征[ 11 - 12] ; 采集

每个居群的植物标本 ,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进

行鉴定。

2  调查结果

2 .1  滇西北自然概况与蔷薇属种质资源  云南省地处我国

西南地区, 位于97°39′～106°12′E,21°9′～29°5′N, 境内地势高

耸, 西北高东南低 , 属低纬度高海拔多山地省份, 地貌结构复

杂, 热、水、土等条件的空间差异十分突出, 形成了复杂多样

的自然生态环境。

滇西北为横断山脉纵谷地带, 位于98°07′～101°31′E,24°

40′～29°16′N, 境内最高海拔6 740 m, 最低海拔700 m, 相对高

差约6 000 m[ 13] 。其地貌山川相闯, 处于青藏高原区域、东亚

季风区域、南亚和中南半岛热带季风区域的结合部, 每年均

有西风环流和西南季风进退和更替[ 14] 。受低纬度高海拔的

影响, 该地区山地森林垂直谱带明显, 植被类型多样[ 16] 。10

月～次年5 月为干季,5～10 月为湿季, 日照少、云量多、降水

集中、湿度大, 降雨量占年降雨总量的62 % ～94 % , 成为适于

生长的季节[ 14] 。主要气候类型为寒温带、中温带和暖温带 ,

年均温4 ～11 ℃, ≥10 ℃的活动积温1 300 ～4 000 ℃, 年降雨

范围600 ～1 100 mm。北部和西北部属于温带和寒温带季风

气候, 由于地形高差巨大, 该地区立体气候非常明显。区域

中南部属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区, 四季温差小 , 干湿季分明 ,

水热条件垂直差异明显, 小区气候复杂。降水量由西南向东

北逐渐减少, 较高山地迎风坡为多雨带和多雨中心, 河谷、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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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少雨区[ 15] 。滇西北地区是中国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 是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三大分布中心之一。滇西北

横断山区的高山地带, 是中国南北两大植被区域分界线, 借

助河谷避难保存了许多古老植物群, 同时新生和分化了寒温

带植物带区系成分和植物群落, 汇集了多种古老珍稀植物和

珍贵药用植物, 高山花卉物种丰富, 被中国生物多样性委员

会确认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 滇西北地区分布蔷薇属植物32 种5

个变种 , 隶属于6 组6 系。其中小叶组2 种, 木香组1 种, 芹

叶组6 种, 月季组2 种, 合柱组9 种, 桂味组11 种。

2 .2 蔷薇属种质资源垂直分布 滇西北地区的山地气候复

杂多样, 植被类型丰富。蔷薇属植物性喜阳 , 多见于海拔

1 600 ～4 300 m 的山坡林缘、灌丛旁、路边疏林、林边旷地、沟

边杂木林、溪畔灌木丛中。了解蔷薇属植物分布与海拔高度

变化间的相关性, 分析垂直分布状况和生境条件, 对其保护

和合理开发具有一定的意义。

(1) 海拔1 600 ～2 500 m 为常绿阔叶林和半湿润常绿阔

叶林, 土壤为红壤和红黄壤[ 17] , 主要有木香组、月季组、合柱

组, 分别是木香( R . banksi ae) 、月季( R. chinensis) 、香水月季

( R. ×odorat a) 、野蔷薇( R. multiflora) 、丽江蔷薇( R. lijian-

gensis ) 、腺梗蔷薇( R. filipes) 、卵果蔷薇( R. helence) 、长尖叶

蔷薇( R. longicuspis) 等。伴生种类为云南松( Pinus yunnanen-

sis) 、绣线菊属( Spiraea) 、唐松草属( Thalictrum) 、火棘( Pyra-

cant ha fort uneana) 、素馨( Jasminumpolyanthum) 等。该区域气候

温和湿润 , 自然植被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阔叶林多逐渐演

变为低质杂木林、灌木和人工经济林、耕地。随着农田开垦、

旅游景点的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 植物资源受到严重破

坏, 数量急剧缩减 , 分布区域逐渐缩小, 种类单一化现象明

显, 群落更新能力减弱。一些地区多用人工栽培的野蔷薇作

田埂篱笆。

( 2) 海拔2 600 ～3 200 m 为云南松、杜鹃灌木林, 土壤以

棕红壤为主。该区域主要分布小叶组、合柱组、桂味组、芹叶

组, 分别为中甸刺玫( R . prael ucens) 、缫丝花( R. roxburghii ) 、

复伞房蔷薇( R. brunonii) 、卵果蔷薇( R. helence) 、德钦蔷薇

( R. deqenensis) 、维西蔷薇( R. weisiensis) 、绢毛蔷薇( R. seri-

ca) 、毛叶蔷薇( R. mairie) 、滇边蔷薇( R. forrestiana) 、多苞蔷

薇( R. multibracteata) 、全针蔷薇( R. persetosa) 、西北蔷薇( R.

davi dii ) 。伴生种类乔灌草层次分明, 乔木层有松属( Pinus) 、

栎属( Quercus) 、云南红豆杉( Taxus yunnanensis) 、云杉( Picea

asperat a) 、溲疏( Deuzia scabra) 等; 灌木层有杜鹃属( Rhododen-

dron) 、悬 钩 子 属( Rubus ) 、木旬子 属( Cotoneaster ) 、小 檗 属

( Berberis) 、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 、花楸属( Sorbus) 、锦鸡

儿属( Caragana) 、清香木( Pistacia weinmannifolia) 、木蓝属( In-

di gofera) 、金丝桃( Hypericumchinense) 、酸模属( Rumex) 、黄牡丹

( Paeonia delavayi var . lutea) 、商陆属( Phytolacca) 等; 草本地被

包括鸢尾属( Iris) 、报春属( Pri mula) 、银莲花属( Ane mone) 、狼

毒( Euphorbia fischeriana)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等。由于地

势较为平缓 , 气候温和湿润, 分布种类较多, 生长良好, 多见

实生苗 , 群落更新能力较强。

(3) 海拔3 300 ～4 300 m 为亚高山寒温性针叶林带和高

山杜鹃灌丛草甸带, 土壤以亚高山灌丛草甸土、暗棕壤为主 ,

林下有厚度不等的苦藓层。主要分布有芹叶组、桂味组 , 分

别是峨眉蔷薇( R. omeiensis) 、求江蔷薇( R. taronensis) 、中甸

蔷薇( R. zhongdianensis) 、川西蔷薇( R. sikangensis) 、川滇蔷薇

( R. soulieana) 、钝叶蔷薇( R. sertata) 、尾萼蔷薇( R. cauda-

t a) 、拟木香( R. banksiopsis ) 、刺蔷薇( R. acicularis) 、华西蔷薇

( R. moyesii ) 、大 叶蔷 薇( R. macrophylla) 、西 南蔷 薇( R.

muri elae) , 各个种混杂生长、互为伴生。伴生种类乔木层有松

属( Pinus) 、杨属( Populus) 、柳属( Salix) 、冷杉( Abies fabri) 、花

楸( Sorbus pohuashanensis) 、滇丁香( Luculia inter media) 等; 灌木

有杜鹃属、悬钩子属、小檗属、绣线菊属、忍冬属( Lonicera) 、箭

竹属( Fargesia) 、山梅花( Philadelphus spp .) 、醋栗( Ribes hu-

mile) 、五味子( Schisandra) 、垂序木兰( Indigofera pendula) 等; 草

本植物有报春属、鸢尾属、铁线莲属( Clematis) 、狼毒、鼠尾草

( Salvia) 、耧斗菜属( Aquilegia) 、绿绒蒿属( Meconopsis) 、百合属

( Lilium) 、龙胆属( Gentiana) 、升麻属( Ci micifuga) 、毛蕊花属

( Verbascum) 、翠雀花( Delphinium grandiflora) 、花锚( Halenia

corni cul at a) 等。在海拔3 000 m 以上, 植物种类丰富, 种群结构

较复杂。在海拔3 800 m 以上土壤较为贫瘠, 气候干燥 , 光照

充足, 蔷薇多生于开阔地带, 植株耐干旱瘠薄能力强。但多

数物种的种群数量小, 抵御及应变能力低, 同时, 由于土壤贫

瘠, 植被覆盖率低而恢复困难, 一旦原有的森林植被遭受破

坏, 更新困难, 由此易引发生态系统的退化。

2 .3 蔷薇属种质资源水平分布  滇西北地区气候多样 , 地

形地貌复杂 , 导致了蔷薇属植物种类繁多, 但不同的种在各

县的分布情况有差异( 表1) 。川滇蔷薇、峨眉蔷薇、川西蔷薇

在高山草甸、灌丛下、石灰质山坡沿途百余公里均有分布, 种

群、居群数量多。从种的水平分布和个体数量上看, 以丽江、

中甸和德钦为主要聚散地。同时, 一些水平分布广的种具有

不同的生态类型, 植株生长性状各异。如峨眉蔷薇在皮刺的

色泽、果型、果色、果实大小存在差异; 川滇蔷薇沿河流分布 ,

在各水平分布地点叶片的大小、质地、锯齿、腺毛、果实色泽

均有不同。

2 .4  有开发价值的种类  蔷薇属植物资源丰富 , 分布范围

广。据记载 , 滇西北共有野生蔷薇36 种[ 5] , 此次调查搜集到

32 种。蔷薇资源均有较好的观赏特性, 花、果有较高的观赏

价值, 根、叶可作为药用及制栲胶,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表

2) [ 1 ,5] 。有些种如长尖叶蔷薇、绢毛蔷薇和滇边蔷薇等可作

为园林绿化植物材料, 直接加以利用; 中甸刺玫、缫丝花和腺

梗蔷薇等具有优良的种质, 可作为育种亲本进行杂交, 培育

优良的新类型、新品种。在蔷薇资源的考察中, 还发现了一

些特殊居群及种间过渡类型, 有些很难鉴定其归属, 这为蔷

薇系统发育及演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3  蔷薇属资源的现状与保护策略

调查发现 , 目前野生蔷薇种质资源保护尚未得到重视 ,

与标本馆记录和资料记载相比, 滇西北蔷薇属分布范围缩

小, 种群数量减少 , 部分种濒临灭绝, 个别种类尚未找到生长

居群。中甸县松赞林寺附近有大片峨眉蔷薇野生种分布, 但

由于修建寺庙和民居的原因, 现已全部被挖; 据资料记载维

西县叶枝有多种野生蔷薇分布, 目前低海拔地区( 3 000 m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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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滇西北蔷薇属分布的居群大小

Table 1 Populationsize of Rosa L . distributedin Northwest Yunnan

种名

Species

丽江

Lijiang

宁蒗

Ninglang

中甸

Zhongdian

德钦

Deqi n

大理

Dali

维西

Weixi

种名

Species

丽江

Lijiang

宁蒗

Ninglang

中甸

Zhongdian

德钦

Deqin

大理

Dali

维西

Weixi
中甸刺玫 X 求江蔷薇 X X X

Rosa praelucens Rosa taronensis

缫丝花 X 绢毛蔷薇 XX X XX X

Rosa roxburghii Rosa sericea

木香 X X X 毛叶蔷薇 XX XX X

Rosa banksiae Rosa mairie

古老月季 x 川西蔷薇 X XX

Rosa chinensis Rosa sikangensis

香水月季 X X X X 中甸蔷薇 x

Rosa ×odorata Rosa zhongdianensis

野蔷薇 X X 滇边蔷薇 X XX X

Rosa multiflora DRosa forrestiana

丽江蔷薇 X 多苞蔷薇 XX X

Rosa lijiangensis Rosa multibracteata

卵果蔷薇 XX XX X 钝叶蔷薇 XX X XX

Rosa helenae Rosa sertata

腺梗蔷薇 XX 全针蔷薇 XX X X

Rosa filipes Rosa persetosa

复伞房蔷薇 X XX X XX 尾萼蔷薇 XX X

Rosa brunonii Rosa caudate

长尖叶蔷薇 XX X XX X 西北蔷薇 x

Rosa longicuspis Rosa davidii

川滇蔷薇 X XX XX XX XX 拟木香 XX X x

Rosa soulieana Rosa banksiopsis

德钦蔷薇 X X 刺蔷薇 XX X

Rosa deqenensis Rosa acicularis

维西蔷薇 X X 华西蔷薇 x

Rosa wichuraiana Rosa moyesii

细梗蔷薇 x 大叶蔷薇 X XX XX X X

Rosa graciliflora Rosa macrophylla

峨眉蔷薇 XX XX XX X 西南蔷薇 x

Rosa omeiensis Rosa murielae

 注:XX 表示居群数量多;X 表示居群数量少;x 表示1～2 个分布点。

 Note :XXindicates more population quantity ; Xindicated less population quantity; x stands for 1 - 2 distribution points .

表2 部分蔷薇属重要种的种质特征

Table 2 The germplasmcharacteristics of somei mportant species of Rosa L.

种名

Species name

特有种

Specific species

重要种质

Important germplasm

药用价值

Medicinal value

园林用途

Garden use

食用价值

Edible value

经济价值

Economic use

砧木

Rootstock
中甸刺玫 Rosa praelucens + 大花 +

缫丝花 Rosa roxburghii 大花、果富含 Vc + + + +

木香 Rosa banksiae 香花、常绿、聚花、藤本、大植
株、长花期 + + +

古老月季 Rosa chinensis 香花、早花、重复开花 +

香水月季 Rosa ×odorata 大花、香花、早花、重复开花 + + +

野蔷薇 Rosa multiflora 聚花、藤本、无刺 + + + +

丽江蔷薇 Rosa lijiangensis + 聚花、藤本 +

卵果蔷薇 Rosa helenae 香花、藤本

复伞房蔷薇 Rosa brunonii 聚花、藤本 +

长尖叶蔷薇 Rosa longicuspis 聚花、藤本 +

川滇蔷薇 Rosa soulieana 耐旱、耐寒、抗病、聚花、长花期 + + +

德钦蔷薇 Rosa deqenensis + 抗性强、长花期 +

维西蔷薇 Rosa wichuraiana + 聚花、抗性强 +

峨眉蔷薇 Rosa . omeiensis 抗性强、果用、长花期 + + +

绢毛蔷薇 Rosa sericea 早花、观果、抗性强 + +

毛叶蔷薇 Rosa mairie 早花、观果、抗性强 + +

川西蔷薇 Rosa sikangensis 果型、抗性强 +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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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名
Species name

特有种
Specific species

重要种质
Important germplasm

药用价值
Medicinal value

园林用途
Garden use

食用价值
Edible value

经济价值
Economic use

砧木
Rootstock

中甸蔷薇 Rosa zhongdianensis + 抗性强、观果

滇边蔷薇 Rosa forrestiana +

钝叶蔷薇 Rosa sertata +

尾萼蔷薇 Rosa caudate 新发现种

西北蔷薇 Rosa davidii 新发现种

拟木香 Rosa banksiopsis 新发现种

刺蔷薇 Rosa acicularis 新发现种高大植株种质 适应性强

华西蔷薇 Rosa moyesii 血红花色、倍性遗传

大叶蔷薇 Rosa macrophylla 适应性强 + + +

下) 已改为农田, 不再有蔷薇生长;《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

物志》记载粉蕾木香( R . pseudobanksi a) 标本采自弥渡县武邑

村, 但在调查中实地考察、走访当地农户均未发现有粉蕾木

香分布。一些标本馆记载的采集地如丽江玉龙雪山乌头地、

雪松村, 经实地采查发现植被有所改变 , 受到旅游路线的破

坏, 蔷薇也不复存在, 其他野生蔷薇也面临类似困境。究其原

因, 滇西北地是云南省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之一, 经济发展

主要依靠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该地区相对落后的科技水

平、缺乏有效的管理以及粗放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对脆弱

的高寒生态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 为

维持生计和增加经济收入, 在群众性采集中, 毁灭式开发和

掠夺经营时有发生, 造成了野生资源的严重破坏。旅游景点

开放、公路建设、水电工程和矿产开发等进一步加剧了该区

域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 许多蔷薇野生种及居群数量急剧减

少, 甚至濒临消亡 , 所以, 加强蔷薇属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

护势在必行。

由于蔷薇属植物种类多 , 分布范围广, 野生种群体变异

程度高, 自然状态下发生种间杂交 , 加大了整理、鉴定的难

度。我国的蔷薇属资源对世界月季育种有着重要的作用, 深

入开展蔷薇属资源调查, 摸清家底, 各地方科研院所、大学协

调合作建立完整的蔷薇属种质资源圃, 进行就地保存和迁地

保存, 成立蔷薇属研究基地, 制定完善的资源保护、利用计

划, 进行专门的引种和品种选育研究 , 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

进化、性状遗传特性、细胞学、孢粉学、分子生物学研究, 将极

大程度上推动我国月季科研的进步和育种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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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设体现校园特色的雕塑类景观等措施 , 加强读书公园

的文化氛围 , 拓宽获得知识的途径。③青山忠骨瞻仰区的

景观要体现出庄严神圣的特点 , 继续挖掘其深厚的内涵 , 让

瞻仰者在缅怀逝者的同时, 了解学校的历史和“川农人”甘

于奉献的精神 , 加强信念, 勇往直前。

到目前为止, 老板山读书公园二期工程已投入施工, 围

绕建设“绿色校园、生态校园、人文校园、文明校园”的总目

标, 一些新的景点将被陆续打造出来。相信在以后的岁月

里, 承载了百年川农悠久历史与文化内涵的老板山, 会为师

生们营造出更加舒适的修身怡情的环境。

参考文献

[ 1] 杨鑫.高等院校校园规划与设计理念[J] .现代园林,2006(9) :31- 33.
[2] 程文,赵天宇.校园空间环境特色塑造[J] . 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2001 ,

34(5) :89 - 91 .
[3] 苏雪痕.植物造景[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 :25 .
[4] 陈昌钧.老板山的变迁[ EB/ OL] .(2006-10-05) www.sicau.edu.cn/ xiaokan/

298/ 5- 2 .htm.
[5] 王春霞. 园林小品建筑在山地风景区中的设计[J] . 山西建筑,2007,33

(34) :341 - 342 .
[6] 班固.汉书[ 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656.
[7] 徐庚阳.大学新校园景观的人文性设计[J]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7 ,15(4) :65- 69.

05801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