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

"

"

#$

#!$ % #&!

!"#$%&' "( )*+,-&%. /! 0 1%-2+$3-45

#

个牡丹组内亚组间远缘杂交品种在东北地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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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以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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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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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适应性为主的引种栽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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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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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牡丹组内亚组间远缘杂交种在引种地均呈现良好的生态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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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特色花卉" 在种质资源

上占有一定优势" 但远缘杂交领域几乎没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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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引进牡丹部分远缘杂交品

种" 通过栽培试验研究发现" 牡丹组内亚组间远缘杂交种具有极强的杂种优势" 这已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

重视+ 优良远缘杂交特色品种的成功引进" 在丰富中国牡丹和芍药种质资源的同时" 也将为东北地区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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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团状中性黑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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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层深厚! 富含有机质及矿物质元素! 排水良好! 非常适宜植株生长"

!"#

引种可行性分析

#达尔文学说$#气候相似论$#米丘林学说$等著名的引种驯化原理学说认为% 植物引种成功与否! 主

要与原产地和引种地的气候差别& 植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以及人为因素有关'

'

(

! 其中! 气象因子在引种

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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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比较分析了原产地美国密苏里州& 初次引种地中国北京鹫峰森林

公园以及二次引种地中国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的主要气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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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冬季

低温明显低于原产地! 其他气象因子均相似于原产地* 分析认为% 引种地充足的日照时数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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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冬季, 的有效积温能够保证植株正常生长发育所需* 东北地区冬季的低温气候是制约植物引种研

究的重要因素! 正因如此! 相关的防寒技术和低温驯化研究也日渐成熟* 牡丹组内亚组间远缘杂交品种

抗逆性较强! 引种初期采取适当的防寒保护措施! 再进行循序渐进的低温驯化! 目前! 此种驯化方法已

广泛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通过采用填充树叶的纸箱或草片绑缚的简单防寒处理! 实现了引种植株

的安全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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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栽于以沙和腐殖土+体积配置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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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各项栽培管理措施的试验! 了解其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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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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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牡丹组内亚组间远缘杂交品种与中原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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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物候期比较

目前!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内栽植有中原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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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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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株! 芍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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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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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花期也晚于美国密苏里州和北京鹫峰森林公园! 群花花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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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期相对缩短! 落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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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 比中原牡丹和芍药晚
!

周" 进行防寒处理时多数植株并没有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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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杂交品种间比较发现"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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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期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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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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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外"

其他差异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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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牡丹组内亚组间杂交品种在引种地的表现

连续
!

个生长季栽培管理试验证明" 引进的
&

个杂交品种在引种地均正常生长发育& 植株株型饱

满" 花色纯正艳丽" 具香味" 保持了原有的优良特性" 并对每个杂交品种平均萌蘖数' 植株平均高度及

冠幅进行了测量记录(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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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花品种! 株高为
9: ;3

" 冠幅
<" ;3

" 直立! 茎粗

壮" 幼叶与新枝红色" 萌蘖性高" 生长势强! 菊花型中型花" 花色鲜黄" 花头直立! 花瓣斜举" 瓣缘平

滑! 内瓣坚挺层叠" 排列整齐! 基部色斑小" 紫红色" 椭圆形! 成花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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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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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花

品种! 株高为
:$ ;3

" 冠幅
$"" ;3

" 直立! 萌蘖性一般" 生长势强! 单瓣型中型花" 铜红色具光泽" 且

有渐变特性! 花瓣具黄铜色底" 平滑舒展" 轻微褶皱! 基部色斑小" 圆形! 成花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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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花品种! 株高
:" ;3

" 冠幅
=" ;3

" 开张! 茎粗壮" 小叶平展" 排列稀疏"

生长势强" 萌蘖性一般& 花复色" 花瓣乳黄色或亮黄色" 初开时瓣缘紫红色' 红色或粉色" 以后逐渐变

浅! 皇冠型或绣球型中型花" 花梗长
!A ;3

左右" 拱形下垂! 成花率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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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结论

引进的
&

个牡丹组内亚组间杂交品种在引种地粗放的管理条件下适应性良好" 能正常生长发育并且

开花" 保持了原有的优良特性& 冬季简单的防寒处理" 可实现植株安全越冬&

&

个杂交品种花期晚于中

原牡丹和芍药" 延长了芍药属植物的整体观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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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大" 量多" 有时会

降低花的观赏性" 适当修剪" 并通过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处理使花枝挺拔" 可增加其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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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牡丹组内亚组间杂交品种均于
<

月初在当年生枝条上出现二次抽梢现象" 枝条约为
&

个+株!"

"

长度
!"#&A ;3

" 枝条上形成花蕾" 但因二次开花所需的养分积累和有效积温不足等原因" 自然条件下

尚不能实现& 基于牡丹组内亚组间杂交品种具有二次开花的特性,

9

-

" 采用科学的技术手段" 进行人为干

预" 满足其开花所需的条件" 实现二次开花的可行性极高" 这将进一步提高牡丹的观赏性" 丰富东北地

区秋季观花品种& 这也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

品种 萌动期 萌发期 显叶期 张叶期 展叶期 风铃期 露色期 始花期 盛花期 末花期 叶变色期 枯叶期

中原牡丹
"B$"A "B$"< "B$$A "B$$< "B$!! "B$!& "A$!9 "A$!< ":$"$ ":$$! "=$!: $"$$"

芍药
"B$$A "B$$< "B$!" "B$!& "B$!< "B$!< ":$"< ":$$" ":$$! ":$!A "=$!: $"$$!

.

5-67 8((,

%

"B$$< "B$!& "A$$= "A$!" "A$!! "A$!& ":$"! ":$"B ":$"= ":$!$ $"$!! $"$!<

$

?+,(@,

%

"B$$9 "B$!B "A$$< "A$!$ "A$!& "A$!A ":$"A ":$"9 ":$"= ":$!& $"$!$ $"$!<

$

'()*+,-. /+ 012-3+ 4(.,)

%

"B$$9 "B$!B "A$$= "A$!" "A$!! "A$!A ":$$" ":$$! ":$$& ":$!< $"$!! $"$!<

表
$

中原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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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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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牡丹组内亚组间远缘杂交种物候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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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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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花型 花香 花姿 成花率 萌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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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株高
M;3

冠幅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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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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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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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立 鲜黄
#A

重瓣 有 直立 高
B 9: <B % =%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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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牡丹组内亚组间杂交品种主要形态特征及长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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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亚组间远缘杂交后代的早期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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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缘杂交在牡丹新品种选育上的应用现状及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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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芽分化及二次开花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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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汇与全球气候变化学术会议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积极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林业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

>($$

年
A

月
>B!"#

日$ 由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浙江省林业碳

汇与计量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浙江省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固碳减排重点实验室主办$ 浙江农林大学环

境与资源学院承办的 )森林碳汇与全球气候变化学术会议* 在浙江农林大学召开'

周国模校长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 并做了题为)浙江农林大学森林碳汇研究进展*的主题报告' 他指

出#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林业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林

业工作者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他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加强交流( 扩大合作$ 为创建低碳社会$ 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国家气候办常务副主任(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秘书长李怒云副主任$ 浙江省

林业厅副厅长杨幼平分别讲话$ 对浙江农林大学在森林碳汇方面的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 开幕式由浙江

农林大学副校长金佩华主持'

会议代表围绕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 森林碳汇估算方法( 森林固碳减排技术( 碳汇造林与计量

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有关学者在大会上交流了近年来

在森林碳汇方面所做的工作$ 特别是徐秋芳教授)雷竹林集约经营措施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及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的影响*的报告$ 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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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牡丹组内亚组间远缘杂交品种在东北地区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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