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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木兰科植物物种资源及其种质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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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8( & "##7 年期间，在对云南省木兰科植物 调 查 中，发 现 云 南 省 有 木 兰 科 植 物 "" 属 "’( 余 种

并较集中地分布于滇东南，滇西南和滇西北地区。为 了 保 存、发 展 和 利 用 木 兰 科 植 物 资 源，建 立 了 三 个

种质库基地，在 ’% 9:’ 面积内，共保存 "( 属 "’# 种，初步建立起木兰科种质库网络。

关键词 ! 物种多样性，木兰科植物，种质库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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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部，为低纬度地区。由于受新生代以来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这里山

大坡陡谷深、气候类型复杂，保存了许多古热带植物区系成分。木兰科植物（<=>?@AB=C;=;）就是古

热带植物区系的重要成分之一，为原始的被子植物类群［"］。

自 "#8( 年起，我们每年于木兰科植物的花期（% & $ 月）和果期（# & "( 月），在省内 $( 多个地

区进行深入调查和采集种子，木兰科植物的自然分布和调查样点见图 "。

"! ! 木兰科植物的物种资源

木兰科植物全世界共有 "$ 属，云南省则分布 "" 属。历时 "% 年，我们调查了云南省全境，先后

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和中山大学的有关科研人员发表了 ’% 个云南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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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植物新种和新记录种，如：馨 香 木 兰（!"#$%&’" %(%)"*’++）［!］、厚 果 含 笑（!’,-.&’" /",-0,")1"）［"］、

鼠刺含笑（!2 ’*.%1-0&&"）［#］、西畴含笑（!2 3%)’",."）［$］、马关含笑（!2 %1’1")"）［%］、畴阳含笑（!2 $’*’4
("）［$］，卵果木莲（!"$#&’.*’" %5%&(."）［%］和壳叶木莲（!2 &6,’("）［&］等。

云南的木兰科植物常零星生长在原始森林内，尤以海拔 ’"(( ) ’&(( * 的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山

地沟谷雨林中分布最多。根据它们分布地相对较集中和种类分布的丰富程度、划分为三个主要自

然分布区（ 图’）。

滇东南分布区：主要指北纬 !! ) !#+、东经 ’(! ) ’(%+的西畴、马关、麻栗坡、广南、金平、绿春和

屏边等县。该区海拔 %(( ) !!$( *，年均气温为 ’! ) !", ’ - ，"’( - 积温为 #$(( ) &$(( - ，极端

最高气温为 "" ) ". - ，极端最低气温为 / (, # ) / (, & - ，年降雨量在 ’((& ) ’"’. ** 之间，年蒸

发量为 ’#". ) ’$(( **，年平均相对湿度约 .(0 ，为南亚热带东南季风湿润气候。土壤有暗棕壤、

黄壤、黄棕壤和红壤四个类型。该分布区有木兰科植物 1 属、1( 余种，是该科植物在云南分布最集

中的地区，约占全省种数的 %(0 。常见有华盖木（!"$#&’.*’"+*)67 +’$’,67）、云南拟单性木兰（/")"4
87.)’" 06$$"$.$+’+）、香 木 莲（ !2 ")%7"*’,"）和 鹅 掌 楸（ 9’)’%(.$()%$ ,-’$.$+.）。 它 们 与 杪 椤（ :&4
+%1-’&" +1’$6&%+"）、云南金钱槭（;’1*.)%$’" (0.)’"$"）、马蛋果（<0$%,")(’" %(%)"*"）、云南七叶树（:.+4
,6&6+ ="$#’’）、喙核桃（:$$"7%,")0" +’$.$+’+）、木瓜红（>.-(.)%(.$()%$ 7",)%,")167）、香樟（3’$$"7%4
767 ,%71-%)"）和云南樟（32 #&"$(6&’?.)67）等组成亚热带常绿湿润阔叶林。以城子山为例，在面积

约 # 2*! 的林地，生长着云南拟单性木兰、马关木莲（!2 7"#6"$’"）和数株含笑属、木兰属树种；在

大咕噜山面积约 ’ 2*! 的林地，有含笑属树种 ! 种 !( 余株、木莲属 ’ 种。它们树高 ’" ) !( *、胸径

为 &( ) ’"( 3* 不等，最大的一株高 !! *、胸径达 !!( 3*。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4 滇东南自然分布区 4 526 789:;8< 8;68 => ?=:9268@96;7 A:778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4 滇西南自然分布区 4 526 789:;8< 8;68 => ?=:92B6@96;7 A:778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4 滇西北自然分布区 4 526 789:;8< 8;68 => C=;92B6@96;7 A:7787

4 4 4 4 4 图 !" 云南省木兰科植物调查样点及其自然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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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塘子
1./23+ 0455 06 茅草坪

7.#8.# *9/2 0:55 4; 哀牢山
<9+.# =>.’ 0655

: 公莫山
?#/2’# @>./ 0A55 :5 城子山

B>%/239 @>./ 0;C5 4D 大尖山
E.F9./ @>./ 0C55 G :555

4 里拱大山
H92#/2 E.=>./ 0405 :0 岔河山

B>.>% @>./ 0A05 46 小黑山
I9.#>%9 @>./ 0C55 G :A55

A 大咕噜山
E.2&+& @>./ 0J;5 :: 油房坡

K#&L./2 *# 0J55 A5 观音山
?&./M+/ @>./ 0D:5

J 花果大篝
N&.2&# E.2#& 0A55 :4 古林篝

?&+9/ ?#& :055 A0 高黎贡山
?.#+92#/2 @>./ 0;55 G ::J5

C 阿贵山
<2&+ @>./ 0;55 :A 丫口大山

K.O#& E.=>./ 0A;5 A: 山篝
@>./ ?#& 0655

; 铁厂山
19%8>./2 @>./ 0445 :J 薄甲山

P.#F9. @>./ C55 A4 宝台山
P.#$.9 @>./ 0655 G :C55

D 金厂山
Q9/8>./2 @>./ 0J55 :C 大围山

E.R%9 @>./ 0655 AA 志奔山
S>9(%/ @>./ :A55 G 4055

6 大锡山
E.T9 @>./ 04A5 :;

黄连山
N&./2+9./

@>./
0655 AJ 天池

19./8>9 :J55

05 中寨山
S>#/23>.9 @>./ 06J5 :D 分水老林

U%/=>&9 H.#+9/ 06J5 AC 片马大山
*9./’. E.=>./ 0J55 G :555

00 畴阳河
B>#&M./2 N% 0A55 :6 闸门寨

S>.’8/ S>.9 0D55 A; 泸水
H& @>&9 0D55

0: 黄龙山
N&./2+#/2 @>./ 00J5 45 勐脂

7%/2+. 455 AD 碧江
P9 Q9./2 0655

04 青弯山
V9/2R./ @>./ 0J;5 40 勐海

7%/2>.9 0J55 A6 俅江
V9& F9./2 :455

0A 毛河湾
7.#>8R./ 0J55 4: 澜沧

H./8./2 0555 J5 古木篝
?&’& ?#& :J55

0J
文山老君山

W%/=>./ H.#F&/
@>./

::J5 44 勐角大山
7%/2F9.# E.=>./ 04J5 G :555 J0 上帕

@>./2X. :555

0C 大栗树
E.+9=>& 0A55 4A 班洪山

P./>#/2 @>./ 0655 J: 维西
W%9T9 :455

0; 大黑山
E.>%9 @>./ :055 4J 木莲花山

7&+9./>&. @>./ :5D5 J4 普拉河
*&+. N% 0C55

0D 老君山
H.#F&/ @>./ 06J5 4C 大雪山

E.T&8 @>./ :555 G 4055 JA 独龙江
E&+#/2 Q9./2 0:55 G :D55

滇西南分布区：主要指北纬 :0 Y :AZ，东 经 66 Y 05:Z的 临 沧、沦 源、镇 康、景 洪、勐 海 和 勐 腊 等

县。该区海拔 455 Y :A55 ’，年平均气温为 :0 Y :4 [ ，年降雨量在 0D55 Y :A55 ’’ 之间，年均相对

湿度为 D5\ ，属热带湿润气候。土壤为砖红壤和赤红壤。这里的木兰科植物有 C 属 45 余种。常

见的有 思 茅 玉 兰（!"#$%&’" ()$*+’）、香 子 含 笑（!’,()&’" ()-+%./)*$’"）和 合 果 木（0"*"1’,()&’"

A::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4 卷 !



!"#$$%&##）。它们 与 红 椿（’%%&" (#$#")"）、云 南 石 梓（*+,$#&" "-!%-,"）、云 南 翅 子 树（.),-%/0,-+1+
21&&"&,&/,）、五桠果叶木姜子（3#)/," 4#$$,&##5%$#"）和香龙眼（.%+,)#" )%+,&)%/,）组成季雨林（ 又

称沟谷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

滇西北分布区：主要指北纬 !" # !$%，东 经 $& # ’((%的 腾 冲、云 龙、沪 水、福 贡、贡 山 和 维 西 等

县。该区海拔为 ’)"( # *"(( +，年均温为 ’( # ’" , ，最高气温为 *( # *) , ，最低温为 - . # - ’!
, ，年降雨量为 ’’&" # ’.*$ ++，年均相对湿度为 )/ # &!0 ，属亚热带高山温凉气候。土壤为黄棕

壤、黄红壤。这里的木兰科植物有 " 属 .( 余种，常见的有滇藏木兰（6"7&%$#" ("+0!,$##）、长喙厚

朴（68 -%/)-")"）、西 康 玉 兰（68 9#$/%&##）和 绒 叶 含 笑（6#(:,$#" ;,$1)#&"）。它 们 与 秃 杉（’"#9"&#"
5$%1/#"&"）、丽江方杉（.#(," $#<#"&7,&/#/）、高山桦（=,)1$" 4,$";"2#）和模楠（.:%,!, &"&+1）等组成

常绿叶阔叶混交林。

除上述自然分布地区外，木兰科植物在村庄旁、寺庙和风景区也常见到。这些地方，由于人为

保护，它们高大挺拔，繁茂美观，花大色香，不少种类被列为名木古树。如树高 .( +，胸径 ’!( 1+
的华盖木；树 高 *" +，胸 径 !(( 1+ 的 云 南 拟 单 性 木 兰；树 高 *" +，胸 径 !.( 1+ 的 绒 叶 含 笑

（6#(:,$#" ;,)#&"）和树高 !( +，胸径 ’.( 1+ 的麻栗坡含笑（68 (:"-)"(,"）等。

!2 2 建立木兰科植物种质库基地

依据野外调查获得的有关木兰科植物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生物学特性资料，云南省自然分布

的木兰科植物有 ’’ 属 ’!( 多种，并形成了三个自然分布区，它不愧是中国木兰科植物的现代分布

中心（ 图 ’）。但木兰科植物自然繁衍、更新的能力很弱，如华盖木 . 月开花，’( 月种子成熟，开花

结实年复一年，但在其附近却找不到一株实生苗；经过采摘果实进一步观察，每个聚合果其果皮为

!"木质结构，很难自然开裂散出种子，因此每个果内的 " # ’( 粒种子霉烂掉。我们对采回来的

’(( 余种植物的种子进行检测，多数种子均具有休眠期，并且种子不宜曝晒和干藏，需采取必须的

人工措施，打破或缩短休眠期，即使如此，种子的发芽率仍然较低。如华盖木、云南拟单性木兰和大

果木

2 表 ’2 种质库基地的自然条件

2 34567 ’2 387 94:;<46 149=>:>?9@ ?A :8<77 B797 C??6 54@7@D

种质库基地
E797 C??6 54@7@

昆明树木园
F;9+>9B
G<5?<7:;9

香坪山树木园
H>49BC>9B@849
G<5?<7:;+

文山木兰园
I79B@849

J4B9?6>41749
B4<=79

位置 2 K>:7 L!"%()M
N’(!%."M

L!*%!*M
N’(.%.(M

L!*%!*M
N’(.%

海拔（+）2 N67O4:>?9 ’$)( ’*)( ’!./
年平均气温（, ）2 G99;46 +749 :7+C7<4:;<7 ’.D ) ’/D * ’/D (
相对湿度（0 ）2 P764:>O7 8;+>=>:Q )* &* ))

极端最高气 温（, ）2 G5@?6;:7 +4R>+;+ :7+S
C7<4:;<7 *’D " *’D ( *.D .

极端最 低 气 温（, ）2 G5@?6;:7 +>9>+;+ :7+S
C7<4:;<7 - )D / - (D . - *D (

年降雨量（++）2 G99;46 C<71>C>:4:>?9 $&"D ’ ’!)/ ’((( # ’!((
年蒸发量（++）2 G99;46 O4C?<4:>?9 ’"’!D ) ’’$&D " ’.(.D /
土 2 2 壤 2 K?>6 红壤 P7= @?>6 黄壤 T766?I @?>6 黄壤 T766?I @?>6
CU 值 "D ( # "D " )D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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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的发芽势分别为 !"# 、$!# 和 %&#（’()( 年种子发芽试验），成苗率和移栽成活率也还存在尚需

解决的技术问题。这些事实反映出建立种质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特别是木兰科植物的极高园林

观赏价值，使其成为城镇园林建设不可多得的好树种，应大力发挥它们对人类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为此，我们选择昆明树木园、西畴县香坪山树木园和文山州木兰园作为木兰科植物种质库的基

地，其自然条件见表 ’。

’((’ 年，我们选择同龄、生长状况基本一致的 % 个树种，同期分别栽种到三个种质库基地，比

较它们在一年中树高生长的情况（ 图 "）。

* * * * 图 !" # 个同龄树种在不同生境中年生长量的比较

+,-. "* /01 234567,839 3: ;167 -73<=0 >?69=,=; 3: % 8641 6-1 8512,18 ,9 @,::1719= 06A,=69=.

从 % 个树种在不同生境里其生长量所表现出的不同，反映出它们存在着遗传多样性方面的差

异，其差异的原因和实质将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种质库网络的原因之一。

&* * 讨 * * 论

$% &" 通过 ’$ 年的野外调查研究及对周围邻近省份木兰科植物的考察和资料收集，云南省是我国

木兰科植物现代分布中心已置信无疑，它们在古热带植物区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同一种或

同属的木兰科植物能否在同纬度、生境大致相似的地区分布更相对地集中些，将有待于深入研究。

$% ! * 云南省建立的 & 个木兰科植物种质库基地，其树种或种子分别从省内及其周围邻近省区引

入，共 ’B 属 ’"( 种，保存率达 (%# ，其中 !B# 的种类生长良好，有一部分已成林，开花结果，为该科

!"" 生 * 物 * 多 * 样 *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 *



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及开发利用提供了广阔前景。将移地保存和就地保护紧密结合，形成一种保护

物种及遗传多样性网络的新格局，对了解物种遗传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引种木兰科植物，气候条件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昆明冬季曾出现极端低温 " # $ ，% 月又出

现反春寒低温 " &’ ( ) (’ % $ ，冬春干旱达到蒸发量为降雨量的 * 倍，因此应注意防寒和灌溉。其

它地区引种时，一定要借鉴这一经验。

!" # ! 从调查物种的自然分布、生态环境和生物学特性入手，并亲自采种、育苗和栽种，对查清资源

数量、全面掌握其生长习性，因地制宜地选用最佳栽培技术，是一条值得沿用和推广的研究路线，它

将为深入研究和应用某一类植物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

!" $ ! 我们认为昆明、文山和西畴的木兰科植物种质库应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拨款，使之成为深入研

究木兰科植物系统发育和演化及资源开发利用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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