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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汉中地区野生杜鹃花种质资源调查研究

司国臣! 张延龙! 梁振旭! 赵 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陕西 杨凌
&!'!$$

#

摘要! 通过对南郑黎坪国家森林公园% 宁强毛坝河镇草川子村% 佛坪凉风垭自然保护区和略阳两河口镇的野生杜

鹃资源进行实地调查! 观察记录野生杜鹃资源的分布范围% 生境% 伴生植物! 并对其形态特征进行测量与分析&

结果如下$

!

在汉中地区发现了野生杜鹃
6*"7"7+%7$"% (

个种! 分别是粉白杜鹃
6*"7"7+%7$"% *58".'&#9#:

! 太白杜

鹃
6*"7"7+%7$"% 8#$7":--

! 秀雅杜鹃
6*"7"7+%7$"% 9"%9-%%#:

! 美容杜鹃
6*"7"7+%7$"% 9&'"8*54#:

! 干净杜鹃

6*"7"7+%7$"% 7+4+$-'+

和满山红
6*"7"7+%7$"% :&$-+3--

'

"

花径% 花色% 花冠裂片大小% 叶片等性状在种内与种间存

在着显著差异! 其变异趋势在
(

种野生杜鹃中较一致! 但以花丝长度和叶片变异幅度最大! 子房长度相对稳定变

异幅度较小' 美容杜鹃有
)

种花色! 变异最大! 干净杜鹃有
!

种花色! 变异最少& 最后针对资源现状提出了资源

保护的建议$ 一方面应积极探索杜鹃繁殖方法! 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从居群的水平对整个

杜鹃属植物进行监控和保护&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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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属
6*"7"7+%7$"%

是杜鹃花科
Z9/A5A353

最大的属" 具有种类繁多" 形态多样" 色彩艳丽" 适

应性强等特点'

!

(

* 全世界
-($

余种杜鹃花中" 中国约有
##$

种" 其中约
)$$

种为特有种'

'

(

* 秦岭是中国

南北气候分界线" 植物区系成分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多样性" 也是杜鹃花属种质资源分布丰富的重要区

域之一'

"

(

* 其中" 汉中地区北接秦岭+ 南邻巴山" 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 江河分水岭" 四季分明+ 气

候温润" 造就了物种的多样性" 具有丰富的杜鹃资源* 目前" 从事杜鹃花研究的学者众多" 关于杜鹃资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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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分布地点 经纬度 分布方式 密度
#

!株"
$

!%

# 海拔
#$

生境

粉白杜鹃 南郑黎坪
!%&'""(

$

)"*&*+",

片状分布
"&%) ) +""#) -""

灌丛

宁强毛坝河
!%&*!"(

$

)"*&.!",

点状分布
"&"! ) '""#% )""

林下灌丛

太白杜鹃 佛坪凉风垭
!!&*'"(

$

)"/&'+,

片状分布
"&!' % !""#% /""

山坡林中

美容杜鹃 佛坪凉风垭
!!&*'"(

$

)"/&'*,

片状分布
"&)+ % %+"#% .+"

混交林中

宁强毛坝河
!%&*%(

$

)"*&.%,

点状分布
"&"' ) /+"#% %""

山坡林中

秀雅杜鹃 南郑黎坪
!%&'"(

$

)"*&*+,

点状分布
"&"- ) +%"#) '""

林下灌丛

宁强毛坝河
!%&*!(

$

)"*&.!,

点状分布
"&"+ ) ')"#% )+"

山坡灌丛

干净杜鹃 略阳两河口
!!&.'(

$

)"*&!%,

片状分布
"&%) ) %""#) /""

山坡灌丛

满山红 南郑黎坪
!%&'!(

$

)"*&*/,

片状分布
"&)% ) .""#% )""

山坡林下

佛坪凉风垭
!!&*/(

$

)"/&-/,

点状分布
"&". ) .+"#% %)"

陡坡林下

表
!

野生杜鹃在汉中地区的分布

01234 % 5678962:86;< ;= >63? !"#$#$%&'(#& 6< @1<AB;<C

源的文献甚众% 其中在资源调查方面$ 截至目前$ 除了对杜鹃资源蕴藏量大的西藏& 云南和四川三省的

野生杜鹃资源的详细调查之外$ 国内学者对西南其他省区如重庆& 贵州& 广西的杜鹃种质资源调查也较

为全面与详尽% 另外对湖南& 广东& 江西& 福建& 浙江& 青海& 甘肃& 内蒙古及东北地区都开展了杜鹃植物

资源的调查 '

.!*

(

$ 但秦岭汉中地区尚没有开展对杜鹃属植物种质资源系统性的研究工作% 而且$ 部

分地区的杜鹃花正在遭受破坏$ 存在资源严重流失& 分布不清的问题$ 影响了杜鹃种质资源的合理开发

和应用$ 阻碍了杜鹃育种工作的开展% 为了弄清秦岭汉中地区野生杜鹃种类及状况$ 本研究对汉中地区

野生杜鹃资源进行了系统实地调查$ 为下一步保护该地区杜鹃资源的多样性与合理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

材料与方法

查阅)中国植物志*

'

/

(和)秦岭植物志*

'

'

(等资料$ 确定调查地点$ 制定调查记录表$ 于
%"))

年
.

月下

旬至
+

月上旬$ 杜鹃盛花期$ 对南郑黎坪& 佛坪凉风垭& 宁强毛坝河镇及略阳两河口镇的野生杜鹃花属

种质资源进行分布现状与资源特性的调查记录$ 各调查区的具体概况见表
)

% 同时对每个野生种选择
!"

个植株$ 每个植株上选择不同方位的
%"

片完整& 成熟叶片及
)"

朵盛花期花朵进行测量$ 然后用
DEDD

)/&"

与
,FG43 %""!

进行数据处理%

野外调查线路依据不同地区杜鹃花开花先后不同的特点进行设计$ 经过查询访问各调查地的开花状

况$ 按照黎坪& 毛坝河& 两河口& 佛

坪的先后顺序进行调查% 每到一个调

查地先确定调查区域$ 然后实地调查

野生杜鹃的分布状况并进行数据测

量% 其中资源量评估是统计
)" $ $

)" $

的样方内杜鹃的分布数量$ 然

后以密度的方式描述%

%

结果与分析

!"#

资源分布现状

从表
%

可知+ 在
.

个调查区共发现
*

个杜鹃野生种$ 包括粉白杜鹃
!"#'#'%&'(#& ")*#+,-./.0

$ 太

白杜鹃
!"#'#'%&'(#& *.('#011

$ 美容杜鹃
!"#'#'%&'(#& 2-,#*")3.0

$ 秀雅杜鹃
4"#'#'%&'(#& 2#&21&&.0

$

干净杜鹃
!"#'#'%&'(#& '%3%(1,%

和满山红
!"#'#'%&'(#& 05(1%611

% 因为分布的地理位置不同$ 造成的地理

隔离使各个野生种在不同地区的分布特点与分布状况各不相同$ 凸显了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

花与叶片的可塑性统计

表型可塑性赋予生物个体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通过产生不同表型来维持其适合度的能力$ 不同物种和

地点 海拔
#$

土壤类型 年均气温
#%

年降水量
#$$

植被类型

黎坪
) """&! """

棕壤土
)+&) ) !""&) +""

落叶阔叶林

凉风垭
+)+&% -".

黄棕壤土
))&+ -!'

落叶阔叶林

毛坝河
) """&) '""

黄棕土
).&* ) """&) +""

落叶阔叶林

两河口
!""&) .""

棕壤土
)!&% '*"

落叶阔叶林

表
$

调查区概况

01234 ) D68:186;< ;= 8B4 7:9H4I 19417

司国臣等+ 秦岭汉中地区野生杜鹃花种质资源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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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性状 花径
'((

花冠裂片长度
'((

花冠裂片宽度
'((

花丝长度
'((

子房长度
'((

叶片长度
'((

叶片宽度
'((

变异幅度
!)*+&!,)*&&' !%*&&!$+*&&' -,*%&!!&*.&' #.*&&!!/*&&' .*.&!+*#&' %/*&&!#&.*#' !!*&&!,!*+&'

.&*&&!.!*&& $&*&&!$$*&& #$*&&!#,*&& !!*&&!$#*&& $*&&!,*&& %,*&&!)&*&& $.*&&!$%*&&

平均值
$)*#.'.#*$$ $!*$,'$#*%% #)*%!'#$*$$ !#*..'!%*$$ %*./'$*$$ +%*+&'%%*&& $&*)#'$.*%%

标准差
%*)+'&*%. ,*#)'#*!, !*).'&*,) ,*!/'$*%) #*&$'&*.) +*/)'!*#+ )*./'&*!/

变异系数
&*#+'&*&# &*#$'&*&, &*#%'&*&, &*!&'&*#, &*!/'&*#) &*#&'&*&$ &*!.'&*&&+

相对极差
&*.!'&*&, &*$)'&*&/ &*$,'&*&+ &*%.'&*$, &*$/'&*$& &*,!'&*&/ &*%+'&*&$

表
!

粉白杜鹃与满山红花与叶片的可塑性统计

01234 $ 51671894 :; <=48:>?<4 :; ;3:@46 18A 341B4C 78 !"#$#$%&'(#& ")*#+,-./.0 18A !"#'#'%&'(#& 01(2%322

说明! 数值为粉白杜鹃
'

满山红"

种群对环境变化发生可塑性变异的能力不同" 表型可塑性是表现物种适应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 研

究杜鹃花的可塑性对其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本研究选择植株形态变异比较明显的粉白杜鹃和形态变异

不明显的满山红进行花与叶的可塑性分析"

由表
$

知! 同种杜鹃形态特征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粉白杜鹃的各种性状中$ 除子房长度变异幅

度较小$ 其他指标均有较大的变异幅度& 从相对极差来看$ 变化最大的是叶片宽度$ 变化最小的是花冠

裂片宽度% 说明在粉白杜鹃分布的不同地方$ 植物的可塑性变异是很明显的$ 其生态适应性具有一定差

异% 在满山红的各种性状指标中$ 它们基本上相对稳定$ 变异幅度比较小$ 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除了花

丝长度变化幅度稍大一些$ 其他指标基本不变& 从各性状的相对极差值来看$ 杜鹃野生资源各个性状的

趋势比较一致$ 相对极差变化最大的性状是花丝长度$ 相对极差变化最小的性状是叶片宽度% 说明在满

山红分布的不同地方$ 植物的可塑性变异比较小$ 其生态适应性差异不大%

"#! $

种野生杜鹃与叶的观赏性比较

杜鹃的观赏特性主要在其花器官及叶片上$ 因为花形' 叶形等都直接影响其观赏价值" 本研究对杜

鹃花的花与叶片的观赏性进行比较$ 可以为杜鹃的育种及园林应用提供参考" 通过对杜鹃成熟叶片及盛

花期花朵进行观察测量$ 可得出图
#

结果! 在这
%

种野生杜鹃种中$ 美容杜鹃的花径最大$ 其次是干净

杜鹃和满山红$ 粉白杜鹃的花径最小" 太白杜鹃和满山红的花冠裂片长宽比最大$ 花冠裂片的形状较其

他种细长& 其次是秀雅杜鹃& 美容杜鹃花冠裂片的长宽比最小$ 其形状比其他种较圆" 干净杜鹃的叶片

长宽比最大$ 叶片最狭长& 其次是粉白杜鹃和秀雅杜鹃& 叶片长宽比最小的满山红$ 叶片形状接近圆形"

"#%

花色变异

对杜鹃盛花期的花色进行统计发现!

%

种野生杜鹃的

花色有明显的变异$ 尤其美容杜鹃的变异最多$ 有
,

种

变异花色 (白色' 淡红色' 粉红色和淡紫色)$ 花色最

丰富$ 观赏性极强& 其次$ 太白杜鹃 (白色' 淡红色' 红

色)和秀雅杜鹃 (淡红色' 粉红色和淡紫色)也有比较明

显的变异$ 都有
$

种变异花色& 然后是满山红(淡紫色和

深红色)和粉白杜鹃(白色和白色带粉晕)$ 花色变异较

小$ 有
!

种变异花色& 干净杜鹃的花色没有变异$ 只有

乳白色$ 花色性状比较稳定% 此外$ 太白杜鹃' 美容杜

鹃和满山红的花色明显出现了过渡性花色$ 有由浅变深

的变化趋势%

$

讨论

植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农业得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育种家从事新品种选育的原始材料%

植物资源研究的重点是野生资源的发掘与保护和利用$ 秦岭的杜鹃属种质资源大多是具有重要观赏价值

的园林植物$ 应当特别注重它们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因此$ 深入开展杜鹃属种质资源的种类及其生

图
# %

种野生杜鹃与叶的观赏性比较

D7EF64 - G:(<167C7:8 :8 :681(48>13 81>F64 :; ;3:@46

18A 341B4C 78 C7H C<4974C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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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调查和资源评价工作! 对于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秦岭山区陕西段! 对东亚季风有明显的屏障作用! 是气候上的分界线! 又是黄河支流渭河与长江支

流嘉陵江% 汉江的分水岭! 杜鹃资源种类丰富! 有
$%

种野生杜鹃$ 与秦岭山区其他地方相比! 汉中地

区处在秦岭深处! 既有温带气候又有山地气候! 很适宜杜鹃的生长! 所以分布了丰富的野生杜鹃资源!

虽然分布的种类不是很多! 但分布数量很大! 分布相对集中$ 同时汉中地区又跨越秦岭的南坡和北坡!

在气候与自然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 所以分布在汉中的
&

种野生杜鹃在形态特征和观赏特性上存在明显

差异! 其花色包括白色% 粉白色% 淡红色% 淡紫色% 红色和深红等色! 且具有晕和斑点的变化! 因此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城市的园林色彩$ 其次! 汉中产杜鹃花属植物开花时间跨度较大! 从
!

月开花的美

容杜鹃到
&

月底开花的秀雅杜鹃! 花期跨越
!

个多月$ 这种形态变异的多样性可以为杜鹃花属的育种提

供丰富的材料$

另外! 由于这些野生杜鹃在汉中地区分布范围广泛! 使杜鹃属植物成为了该地区重要的植物资源与

植被! 保护杜鹃属植物资源也成为保护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策略之一$ 但在调查中发现! 人

们对野生杜鹃的滥采滥挖现象随处可见! 造成了杜鹃数量急剧下降! 资源保护的任务极为艰巨$ 一方面

我们应积极探索杜鹃繁殖方法$ 由于保护一个物种并不是随机地采集和保护! 自然地理条件和形态上的

差异并不一定能代表遗传上的变异"

'"

#

! 因此! 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从居群的水平

对整个杜鹃属植物进行监控和保护! 确定哪些物种应该首先被列入重点保育范围! 在哪些地方应该建立

杜鹃花的就地保护基地等! 以实现对整个杜鹃属资源遗传多样性的最大保护! 以实现种质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调查还发现! 秦岭汉中地区的杜鹃花资源的利用基本为空白! 在汉中很少见到杜鹃在公园和庭院中

栽培运用$ 因此! 我们要在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基础上! 加大开发力度! 并结合现代先进的生物技术

&如植物组织培养和转基因等'充分利用野生资源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以培育出更丰富多彩% 新颖奇特的

观赏品种! 为杜鹃实际应用与商品开发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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