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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采自云南西北部的 " 种野生报春（灰岩皱叶报春 !"#$%&’ ()""*+,## &’()*+，海仙花

! , -)#++).## &’()*+，橘红灯台报春 ! , /%&&*0’.’ &-’’ .，偏花报春 ! , +*1%.2#(&)"’ &’()*+ 和钟花报

春 ! , +#33#$*.+#+ /--0，）的引种驯化研究。将采自不同地方，不同气候以及不同生态环境下

的种子，通过在不同控制条件下包括基质、温度、光照等“从种子到种子”整个过程的实验

观察，得出结果如下：（1）虽然每个种的种子在不同的基质中萌发率参差不齐，但所有种子

在昆明栽培条件下都有高的萌发适应性。（$）虽然它们的开花时间不同（海仙花和偏花报春

除外），但所有从播种获得的植株要 1# 2 1! 个月才能开花，与野生报春相比栽培的报春花花

期提前 $ 2 3 个月，灰岩皱叶报春还出现了重瓣花。（3）苗圃的报春花结实率比在野生状态

下的低，人工授粉后座果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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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报春花资源非常丰富，中国境内分布的报春花就有 :;< 种 := 亚种和 => 变种（陈

封怀和胡启明，=;;?），而云南位于报春花属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带上，拥有报春花属植

物 :?? 种和变种，是云南别具特色的天然花卉资源之一（胡启明，=;;;）。盛产于我国云

南的报春花属植物，因其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倍受园艺学家们的青睐，被列于世界三大

园林植物（@+2’(%,-，=;;<）。目前，国内栽培的报春花除了西洋报春外，野生报春花的栽

培利用仅局限于报春花 ! 4 ),+,-#(.%&、藏报春 ! 4 &(/%/&(&、四季报春 ! 4 #0-#/(-, 和多花报春

! 4 1#+2,/’3,（陈俊愉和程续珂，=;;?；幸宏伟和赖力，=;;A）。自 =;;> 年始，我们对 B 种

野生观赏报春进行引种驯化研究，探索其繁育机制和栽培条件下的生长发育规律，为进一

步开发利用报春花资源提供基础资料。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本文选择的种类为报春花属的 B 种植物，灰岩皱叶报春属于皱叶报春组 6$2& . C0!!(&($ D(E. 生长于海

拔 < ??? F < :?? 5 的山坡林下和石灰岩缝中；海仙花、橘红灯台报春和偏花报春属于灯台报春组 6$2& .
D%"!+*$%($ D(E. 生长于海拔 : B?? F G >?? 5 的水沟边H河滩地高山沼泽和湿草地；钟花报春属于钟花报春组

6$2& . 6+II+5$)-+- C(!*4 *，生长于海拔 < :?? F G G?? 5 的高山草甸的潮湿处，沼泽草甸、水沟边和仅有岩石

的草甸（陈封怀和胡启明，=;;?）。B 种报春花的地理分布及引种地点见表 =。

表 ) + 种报春花的地理分布及采种地点

/(J!$ = K+-&%+J0&+") (), +)&%",02&+") !"2(!+&L "* &’$ *+M$ !$()*+,&

种类 海拔H5 分布区域 采种地 海拔H5
/(E") 7!&+&0&$ K+-&%+J0&+") (%$( N)&%",02&+") !"2(!+&L 7!&+&0&$ "* +)&%",02&+") !"2(!+&L
灰岩皱叶报春 <??? F <:?? O"%&’ P$-& Q0))()（R$S+)1. T+U+()1 V()1’$J( "* T+U+()1 <=??
! 4 "#$$%&’(( (), P$+E+）
海仙花 :B?? F <=?? O. P. Q0))()（T+U+()1，W’")1,+()） Q0-’0+8’(+ "* T+U+()1 :A??
! 4 1#(&&#/( 6. P. 6+2’0()
橘红灯台报春 :X?? F <:?? O. P. Q0))()（T+U+()1） R(!+10 "* T+U+()1 <:??
! 4 0*++%2,/, 6. P. 6+2’0()（Q()L0()）

偏花报春 <B?? F G>?? O. P. Q0))()，Y. "* Z+)1’(+， 6’+I(-’() "* W’")1,+() G:??
! 4 &%-*/.("+#$, O. P. 6+2’0()，Y. /+J$&
钟花报春 <:?? F GG?? 6+II+5，O$3(!，O. P. Q0))() 6’+I(-’() $& C(+5(E0$-’() <;?? F G:??
! 4 &(44()%/&(& P. 6+2’0()，/+J$& $&2. "* W’")1,+()

)*, 方法

用于本研究的种类均采用原产地成熟的种子，进行各种萌发实验、幼苗生长的观察以及植株的开花

结实和人工授粉等。

=4:4= 种子萌发实验 野外采集的种子在清洗、湿润后分别按不同的播种基质、不同的播种温度、不同

的低温处理进行萌发实验。

=4:4=4= 不同播种基质的实验 配制土（腐殖土 [泥炭藓 \ : [ =）；培养皿内滤纸 ] 蒸馏水；培养皿内滤

纸 ] R"(1!(),^6)L,$% 溶液（以下简称“R"(1!(),”营养液）（上海植物生理学会，=;>B）。前者在干净、多

孔的播种浅筐中进行，播种后蒙上一层薄膜防止水分蒸发；后二者在直径 X 25 的培养皿内进行，内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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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滤纸以支持萌发后的种子，每皿 !" 粒。

#$%$#$% 不同温度下的播种实验 选择在冬季（#% 月 & 次年 # 月）进行，以钟花报春为例，分别放在低

温条件下（昆明植物园荫棚苗圃）和相对较暖的环境下（塑料温棚）观察统计萌发情况。

#$%$#$’ 低温处理不同时间的种子萌发实验 仅选择原产地海拔较高，冬季低温很低的钟花报春进行实

验，将种子置于冰箱中分别按 ( %)低温处理 #" *，%" *，+" *，," *，然后将种子取出在常温下做种子萌

发实验，未经低温处理的作为对照，实验于培养皿中进行，每皿 !" 粒，统计并比较萌发情况。以上实验

均采用自然散射光，夜晚不加光。发芽测定重复 ’ 次，每次 !" 粒。

#$%$#$+ 不同光照下的种子萌发实验 同样以钟花报春为例，分别在直射光（露天）散射光（荫棚内，

荫棚阳光板的透光率为 !!-）温棚内遮光（用黑色遮光网 +"-用 % 层遮光网遮光，透光率为 %"-）进行

实验，每天照射 . /，每实验 #"" 粒，互为对照。

#$%$% 不同土壤基质对幼苗生长的影响 土壤配比为：01 腐殖土 2泥炭藓 2沙 3 %2#2#；41 腐殖土 2泥炭

藓 3 %2#；51 腐殖土 2泥炭藓 3 #2%。将幼苗盆栽于以上配比的基质中，每盆 #" 株，每个处理重复 ’ 次，

观察并统计幼苗的生长情况。

#$%$’ 人工授粉 该实验以灰岩皱叶报春为实验材料，于 %""" 年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在昆明植物园进

行。分别将长花柱花和短花柱花欲开放花朵，直接套袋以使其进行自花授粉，以及选取长花柱花和短花柱

花进行人工授粉，套袋，每组选 #" 朵花，共 #" 组，于花期结束后取下纸袋，果实成熟后进行统计分析。

! 引种地点

!"# 原产地与栽培地生态因子的比较分析

由于引种实验的种类均采自云南的丽江和中甸（现已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两地，因此

我们首先对引种种类原产地和栽培地（昆明）的主要生态因子进行了比较分析（表 %）。

表 ! 原产地与栽培地主要气候因子比较!

6789: % 5;<=7>?@;A ;B <7?A C9?<7D?C B7CD;>@ 8:DE::A ;>?F?A79 7A* CG9D?H7D:* 7>:7@

地点 日照时数 年均温I) 年均最高温I) 年均最低温I) 年降水量I<< 空气相对湿度I-
J;C79?DK LGA@/?A: 0H:>7F: D:<=:>7DG>: 0H:>7F: <7M?<G< N?A?<G< D:<=:>7DG>: O7?AB799 0?> /G<?*?DK

（/I7） =:> K:7> D:<=:>7DG>: =:> K:7> =:> K:7>
J?P?7AF %!+,$" #%$, %’$’ ( Q$, R,%$’ ,+
S/;AF*?7A %%"’$# !$+ #R$’ ( %!$+ ,%+$. Q"
TGA<?AF %++.$Q #+$! ’#$! ( !$+ #"’!$’ Q+

! 数据来自云南省气象局 #R," & #R."1 U;D:：6/: B?FG>: ?@ B>;< V:7D/:> 4G>:7G ;B WGAA7A X>;H?AC: #R," & #R."1

从表 % 可以看出，引种驯化地昆明的温度较丽江高，降水量也略高于丽江，总体上看

昆明主要气候特征与丽江相差较小，而与中甸相差较大。从气候相似论而言，从丽江引种

到昆明的成功性应该比较大，从中甸引种则相对困难一些。

从原产地的土壤因子来看，除了灰岩皱叶报春是生于石灰岩缝中的沙质土外，其余 +
种报春花均生于高山沼泽草甸和湿草地，其土壤为富含有机质的高原棕色土。

$ 结果与讨论

$"# 种子萌发

’$#$# 不同播种基质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播种基质下的种子萌发实验结果分别如表 ’
所示：（#）直接在蒸馏水和 Y;7F97A* 营养液中的种子其萌发所需时间较配制土中的种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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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时间短，萌发持续的时间也较短。这可能是因为种子直接处于多水条件下，种子吸涨

过程所用时间会较短，故种子萌发时间、持续时间都较配制土中的短，发芽也较整齐。

（!）配制土中的种子萌发率要稍高一些，其发芽率相对其它两种基质要高，可能是由于配

制土中有较多的空气有利于种子的呼吸代谢，因而更有利于种子的萌发。

表 ! 不同播种基质对报春种子萌发的影响

"#$%& ’ "(& &))&*+, -. /-))&0&.+ 1&/-21 3) !"#$%&’ ,&&/ 4&01-.#+-3.

种类 出苗初期5/ 持续时间5/ 萌发率56
"#73. （8&01-.#+-3. /#+&） （93.+-.2& /#:） （8&01-.#+-3. *#;#*-+:）

< = 9 < = 9 < = 9
! > ()""*+,## ?@ A A ?! ?@ ?@ A! BC BB
! > -)++).## ?D C E ?F ?A ?C C@ BC E@
! > /%&&*0’. ?’ ?@ A ?C ?C ?B E! E@ E@
! > +*1%.2#(&)"’ ?? ?@ ?@ A ?@ ?@ CB BC B!
! > +#33#$*.+#+ ?D E B ?? E B A! AD CB

注：?）上述 F 种报春花的播种时间为 ?AAA 年 ?! 月 !D 日，G3+&：+(& F !"#$%&’ ,;&*-&, ,&&/ ,3H-.4 +-1& -, !D，I&*&1&1$&0

?AAA；!）J <J 配制土为腐质土 K红土 K沙（’K? K?）；=J 滤纸 L 蒸馏水；9J 滤纸 L M3#4%#./NO.:/&0 营养液（<J 931;32./

,3-% -, %&#)132./K 0&/ ,3-% K ,#./（’K? K?）J =J P#;&0 L ,+&0%-.4 H#+&0 J 9J P#;&0 L M3#4%#./NO.:/&0 Q-R2-/）

’>?>! 不同温度对报春花种子萌发的影响 不同温度下播种的种子，其发芽率相差不大，

而开始萌发的时间与温度有关。从表 D 可以看出不同温度导致报春花种子萌发所需的时间

不同，高温有利于种子的萌发，实验中置于温棚中的种子较置于敞棚中的萌发的早，这可

能是由于较高的温度适宜于种子内部的生理生化反应的进行，所以发芽率也稍显得高一

些。据文献报道，大多数报春花种子超过 ?F S ?CT时，种子就不萌发。超过 !@T时，许

多种子进入休眠状态，尤其是原产高海拔的种类（幸宏伟和赖力，?AAE）。根据任唯勇

（?ACE）和 UO"<（国际种子检验室工作手册）报春花种子萌发的适宜温度为 ?F S !@T，最

高极限为 !FT。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任唯勇和 UO"< 的报道基本一致。

表 " 不同温度下钟花报春的种子萌发

"#$%& D "(& ,&&/ 4&01-.#+-3. 3) ! > +#33#$*.+#+ -. /-))&0&.+ +&1;&0#+20&

地点 播种日期 出苗初期 日均温5T 最高温5T 最低温5T 持续时间5/ 发芽率56
P%#*& I#+& 3) 8&01-.#+-3. I#: #V&0#4& M&-4(+ %3H 93.+-.2& /#: 8&01-.#+-3.

,3H-.4 /#+& "&1;&0#+20& "&1;&0#+20& "&1;&0#+20& *#;#*-+:
温棚（M3+ ,(&/） ?AAA>?!>!D !@@@>@?>@D !!>C ’’>FT ?!T ?@ A!
荫棚（,(#/: ,(&/） ?AAA>?!>!D !@@@>@?>@E ?? !FT W ’>’T ?’ CB

’>?>’ 低温处理对种子萌发的影响 通过我们近 B 年来对报春花的野外观察，野外的报

春花幼苗多在 B 月份以后出现，此时原产地的温度大多都在 ?F S !@T之间。我们试图通过

实验来验证产于海拔较高地区的报春花种子的萌发是否受低温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不

同时间的低温处理（ W !T）对钟花报春种子萌发的影响不大（表 F）。

’>?>D 不同光照对钟花报春种子萌发的影响 报春花种子萌发的光照条件以散射光透光

率 FF6为佳，在直射光下种子的萌发率和发芽率都很低，是 ’ 种处理中最低的；在遮光

条件下报春花的发芽率虽比直射光下高，但生长的幼苗全部倒伏，因此，报春花在散射光

条件下较适宜于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的生长（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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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时间的低温处理对钟花报春种子萌发的影响

!"#$% & !’% (%%) *%+,-."/-0. 1"2"1-/3 04 ! 5 "#$$#%&’"#" 6.)%+ )-44%+%./ /+%"/,%./ /-,% -. (",% $07 /%,2%+"/6+%

处理天数8) 播种日期 出苗初期 持续时间8) 发芽率89
!+%"/,%./ )"3 :"/% 04 (07-.* ;%+,-."/-0. )"/% ;%+,-."/-0. )"3 ;%+,-."/-0. 2%+1%./"*%

<= >===5=>5<? >===5=>5>@ A B=
>= >===5=>5<? >===5=>5>@ A C=
D= >===5=>5<? >===5=>5>@ A CD
A= >===5=>5<? >===5=>5>D ? C>

对照（E0./+"1/） >===5=>5<? >===5=>5>@ A C>

注：种子经低温处理后，在常温下萌发。F0/%：G4/%+ )-44%+%./ /+%"/,%./ /-,%，H%%) *%+,-."/-0. 6.)%+ .0+,"$ /%,2%+"/%I

表 " 不同光照对钟花报春种子萌发的影响

!"#$% A !’% (%%) *%+,-."/-0. 04 ! 5 "#$$#%&’"#" 6.)%+ )-44%+%./ $-*’/ )6+"/-0.

地点 透光率89 始萌发期8) 持续期8) 发芽率89
J$"1% J%+1%./"*% 04 2%+,%"/-0. ;%+,-."/-0. )"3 E0./-.6% )"3 ;%+,-."/-0. 1"2"1-/3
温棚（K0/ (’%)） 遮光网遮光（L%4+%1/-0.） >= <= <& >&5@
荫棚（H’")3 (’%)） 散射光（H1"//%+） && <= <& D=5C
露地（M6/ (-)%） 直射光（H/+"-*’/ +"3(） <== <> <@ ?5@

注：播种基质为珍珠岩 N腐殖土 N泥炭藓 N红土（<N> N< N<），播种日期：>===5&5<A 每天光照时间 C ’。（B：== O <?：==）

F0/%：(07-.* ,%)-" -( 2%"+$-/% N $%"4,06.)N 2%"/ ,0((N +%) (0-$（< N> N< N<）；C ’06+( $-*’/ 2%+ )"3（B：== O <?：== 4+0, ,0+.-.* /0 "4P

/%+.00.）

#$% 报春花在栽培地的生长发育习性及花、果期

@5>5< 栽培地的生长发育习性 报春花属于多年生草本，种子播种后，<= ) 左右萌发，

萌发后 > Q @ ) 进入萌发盛期。<@ ) 左右子叶出土，经 < 个月左右第一片真叶长出，大约

>= ) 后第二片真叶出现，此时植物的生长进入二叶期。二叶期生长有 D= 多天，植株长到 D
1, 高时进入三叶期，再经过 @ 周左右进入四叶期。一般在四叶期后进行幼苗移栽，此时

进入幼苗的营养生长期，当营养芽具有 C Q <= 片叶时形成莲座叶丛，幼苗进入成年期，同

年 <> 月 Q 次年 < 月份顶芽发育成花芽，通常从显蕾到开花需 @& Q &= )，单个花序开花期

<= Q <& )。下面以钟花报春为例说明报春花的营养生长特性（表 ?）。

表 & 钟花报春的营养生长

!"#$% ? !’% *+07/’ 2’"(% 04 ! 5 "#$$#%&’"#"

真 叶 出 现8)

播种日期 萌发盛期8)
"22%"+".1% 04 %62’3$-( )"3

< 叶期 > 叶期 @ 叶期 D 叶期

莲座

叶期

莲座叶期

持续天数

播种到开花

累计月数

)"/% 04 *%+,-."/-0. )"3 <5 $%"4 >5 $%"R%( @5 $%"R%( D5 $%"R%( 2%+-0) 04 2%+-0) 04 +0(%//% 4+0, (07-.* /0
(07-.* )"3 )"3 )"3 )"3 +0(%//% $%"4 $%"4 )"3 4$07%+-.* ,0./’
<BBC5=&5=? <D @= &= B= <<< <C> AA <=
<BBC5=?5>= << @@ &@ B& <<? <A> A< <<
<BBB5<<5>@ << >B DC BA <<A <A> C= <A

@5>5> 花、果期 物候是植物同生存条件下的周期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野生报春花在

栽培条件下，花期提前，并且花期延长，有的甚至延长 > 个月左右（表 C）。上述 & 种报春

花自 <BBB 年始开花后，已连续 @ 年开花正常，花期均比野外的长 < Q >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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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野生与栽培条件下 " 种报春花的花期及果期

!"#$% & ’()*"+,-,(. (/ /$(0%+,.1 ".2 /+3,4,.1 4,)% #%40%%. 45% 0,$2 ".2 63$4,7"4%2 !"#$%&’

!"8(.
0,$2 6(.2,4,(.

/$(0%+,.1 4,)% /+3,4,.1 4,)%
3.2%+ 63$4,7"4,(.

/$(0%+,.1 4,)% /+3,4,.1 4,)%
! 9 ()""*+,## : ; < 月 = ; & 月 > ; < 月 ? ; = 月

! 9 -)#++).## < ; = 月 @ ; AB 月 : ; & 月 & ; @ 月

! 9 /%&&*0’.’ ? ; = 月 & ; AB 月 : ; = 月 & ; @ 月

! 9 +*1%.2#(&)"’ : ; < 月 = ; & 月 C ; < 月 = ; & 月

! 9 +#33#$*.+#+ ? ; = 月 @ ; AB 月 : ; & 月 & ; AB 月

报春花的主要观赏部位为花部，在栽培条件下除花期提前和延长外，其花的色泽都基

本保持了野生状态下的艳丽如橘红灯台报春，花未开放时深桔红色，开放后深橙黄色，叶

茁壮，具明显的红色中肋，提高了其观赏价值。因此，上述 < 种报春花在栽培条件下都能

正常开花，基本达到了引种观赏的目的，但当我们对这些种类所得果实中的种子进行萌发

实验时，其发芽率均为 B，在进行多次重复实验后，其结果是一致的。野生状态下的种子

如上所示，发芽率都在 =BD ; @BD之间，而在栽培条件下的报春花是能开花、结实、但

种子不能萌发，没有野生状态下的种子饱满，栽培地的种子多为空瘪。为使报春花能够在

栽培地继代培养，解决种子问题是一关键。

#$# 人工授粉

实验得知，花序直接套袋和单花直接套袋的实验均没有结果，长花柱花自花授粉亦没

有结果，短花柱花自花授粉仅有 ABD结果率。报春花为异花授粉植物，这种花的构造特

征阻碍了自花授粉的频率，而保证了异花授粉的高效性（E,65"+2-，A@&:；F(2)%+，A@&:；

G,*% 等，A@&:），从结果可以看出自花授粉也有少量的结实率（表 @）。

表 % 灰岩皱叶报春人工授粉实验结果

!"#$% @ E%-3$4 (/ "+4,/,6,"$ *($$,."4,.1 %8*%+,)%.4- (. ! 9 ()""*+,##

编号 花朵数H朵 结果数H个 结实率HD
I(J I3)#%+ (/ /$(0%+- (+ ,./$(+%-6%.6%- I3)#%+ (/ /+3,4- K+3,4"1% +"4%
长花柱花直接套袋（*,.） AB B B
短花柱花直接套袋（45+3)） AB B B
长花柱花自花授粉（*,.） AB B B
短花柱花自花授粉（45+3)） AB A AB
长花柱花去雄后异花授粉（*,.） AB ? ?B
短花柱花去雄后异花授粉（45+3)） AB = =B
长花柱花与短花柱花（*,. L 45+3)） AB ? ?B
短花柱花与长花柱花（45+3) L *,.） AB ? ?B

经人工授粉所得果实进行的种子萌发实验表明，种子萌发率在 =BD ; &BD之间。报

春花是典型的异花授粉植物，在异地驯化条件下，无人为干预结实率不高，即使结实，其

种子也几乎没有萌发率，而在人为干预下，报春花在异花授粉后结实率以及所得种子的萌

发率都较高。

& 小结

< 种报春花除灰岩皱叶报春生长于林缘岩石缝中外，其余 : 种主要分布于林缘湿地、

沼泽草甸和水沟边，基本属于半荫生植物。在我们苗圃中，这 < 种报春花基本保持了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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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生物学特性，且都表现出了栽培条件下的适应性。具体表现为：（!）钟花报春的播种

及幼苗生长适宜的基质为腐质土 "红土 "沙（# "! "!），播种在昆明基本不受季节的影响，只

要日均温在 !! $ %#&范围内都可以进行。切忌在露地或用遮光网遮荫的条件下播种，因

为强光会导致幼苗灼伤而死亡，过度遮荫则会导致幼苗的倒伏。（%）这几种报春花都能在

昆明的气温下正常生长，即使在连续几日出现 #’&绝对高温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现叶面

焦灼现象，这说明生长在高海拔的这 ’ 种报春花有较好的生态适应性。（#）湿生的种类如

海仙花依然表现出对水分较好的适应性，但在栽培土壤含水量 #() $ *()的情况下依然

生长较好；但若盆土过于干燥，则会导致植物的萎蔫，甚至死亡；耐旱的种类如灰岩皱叶

报春在水肥条件较好的条件下其植株明显比原产地高，叶片肥大，花亭高可达 #( +,。但

注意不要过多浇水，若水分太多同样会导致植物枯黄或死亡。（*）上述 ’ 种报春花在栽培

条件下花期都提前或延长，如灰岩皱叶报春、钟花报春、橘红灯台报春和海仙花的花期甚

至延长 % 个月左右。

基于上述，在栽培中，不但要注意光照对报春花的影响，而且要注意适宜的水肥管

理。因报春花是典型的异花授粉植物，在自然界通过昆虫进行授粉，而在栽培条件下由于

缺乏传粉媒介，影响了报春花的传粉，因此，野生报春在栽培条件下必需进行人工授粉，

以获得成熟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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