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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鹃花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是世界级名花。经过数百年的人工选育，全球杜鹃花品种已超过３万个。我国虽
然拥有丰富的杜鹃花资源，但园艺化程度与国外差距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杜鹃花品种分类及品种名称较

为混乱，阻碍了其进一步应用和发展。文中综述了近年来中国杜鹃花品种分类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并展望了研

究方向。分析认为，综合植物系统分类学研究及品种亲本来源信息是建立科学品种分类体系的基础，同时运用分子生

物学技术和形态性状数量分析等方法进行归类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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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鹃 花 是 杜 鹃 花 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杜 鹃 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Ｌ）植物的统称。截至目前，全球共
描述记录了约１０００种。我国拥有丰富的杜鹃花资
源，是世界上杜鹃花种类最多的国家，约有６００种［１］，

在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发布后，仍有许多新的种类被描述
发表［２］。杜鹃花在我国分布广泛，除新疆和宁夏外，

其他省份均有分布。我国西南地区是该属植物多样

化和多度中心，种类极多，约有４１０种［３－５］。

杜鹃花是国际著名花卉，也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花

之一，位列中国３大天然名花之首，被誉为“花中西
施”［６－７］。在国际上杜鹃花也有着重要地位，英国甚

至有“无鹃不成园”的说法［８］。杜鹃花色泽艳丽，姿

态优美，应用观赏价值极高，不仅可用作绿篱、地被、

花境等常规园林绿化形式，还可作专类园和主题花展

的布 置［９］。同 时，许 多 种 类 如 髯 花 杜 鹃 （Ｒ
ａｎｔｈｏｐｏｇｏｎ）、迎红杜鹃（Ｒｍｕｃｒｏｎｕｌａｔｕｍ）、羊踯躅
（Ｒｍｏｌｌｅ）等还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和化工等许多
领域［１０－１２］。近年来，国内时常开展各种杜鹃花主题

花展，年宵花市场杜鹃花销售火爆以及民众对于栽培

杜鹃花的热度不断上升，这些现象都表明杜鹃花受到

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杜鹃花多样的原生种和悠久

的栽培历史造就出繁多的杜鹃花品种，但由于目前国

内现行的杜鹃花品种分类和命名较为混乱，民众对于

繁多的杜鹃花品种分类没有统一的概念，极大地阻碍

了研究和产业的发展，因此亟待建立科学有效的品种

分类体系［１３－１４］。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中国杜鹃花品种

分类的研究成果，指出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部分

建议，为建立合理的分类体系提供参考。

１　国际杜鹃花品种分类概况

１１　系统学分类
１７５３年林奈根据雄蕊数目和植株生长习性在

《植物种志》中建立了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和Ａｚａｌｅａ２个属，
但ＧｅｏｒｇｅＤｏｎ在总结了前人研究后将这２个属归并，
保留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作为属名［１５］。随着 Ｓｌｅｕｍｅｒ建立
现代杜鹃属８个亚属分类系统后［１６］，许多学者都对

其进行过修订，影响较为深远的有 Ｃｕｌｌｅｎ、Ｋｒ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等［１７－１９］。国际杜鹃花园艺品种分类大

量参考系统分类学研究成果，主要结合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的８个亚属分类系统。
１２　品种分类

虽然在系统学研究中Ａｚａｌｅａ属被归并，但很多园
艺学界的人士并不接受这种划分方式，在园艺著作中

仍大量使用这个名称：通常ａｚａｌｅａ指的是映山红亚属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Ｔｓｕｔｓｕｓｉ）和 羊 踯 躅 亚 属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Ｐｅｎｔａｎｔｈｅｒａ）的种和品种，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指的则是该属
中剩下的类群［２０］，但欧美园艺界对于二者的划分也

较为 模 糊，有 时 会 将 马 银 花 亚 属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下的类群归并于 Ａｚａｌｅａ中［２１］，有时则又

将 马 银 花 亚 属 和 异 蕊 杜 鹃 亚 属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Ｍｕｍｅａｚａｌｅａ）、 纯 白 杜 鹃 亚 属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ｓｔｒｕｍ）、叶状苞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ｕｓＴｈｅｒｏｈｏｄｉｏｎ）
下的类群统称为 Ｔｈｅａｚａｌｅ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２２］。在国内
ａｚａｌｅａ常被译作“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则被译作“踯
躅”。日本将杜鹃属分为石楠花（マルバサツキ）和

踯躅（ツツジ）２类：石楠花（マルバサツキ）指的是
常绿杜鹃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ｕｓ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下的种和品
种，即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踯躅（ツツジ）指是常绿杜鹃亚
属以外的种和品种，即 ａｚａｌｅａ，但也可泛指整个杜鹃
属植物，甚至杜鹃花科的一些植物也可冠之以踯躅的

名字，如日本吊钟花（Ｅｎｋｉａｎｔｈｕｓｐｅｒｕｌａｔｕｓ）被称作灯
台踯躅（ドウダンツツジ），当分类界限不明确时常

造成指代混乱［２３］。因此，ａｚａｌｅａ和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２个
词的范围大小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不相同。

作为国际杜鹃花品种登录机构的英国皇家园艺

学会（ＲＨＳ），通过发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ＩＲＲＣ）及每年修订增补版来进
行新品种的登录和发布［２４］。国际杜鹃花注册品种名

录（ＩＲＲＣ）结合生物学分类和形态性状将杜鹃花品种
分成ａｚａｌｅａ、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ｚａｌｅ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和ｖｉｒｅｙａ４大
类；根据生长型将 ａｚａｌｅａ划分为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ａｚａｌｅａ、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ａｚａｌｅａ、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ａｚａｌｅａ；同时依据是
否 具 有 鳞 片 将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划 分 为 Ｌｅｐｉｄｏｔ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Ｅｌｐｉｄｏｔ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Ｅｌｅｐｉｄｏｔｅ／
Ｌｅｐｉｄｏｔｅｃｒｏｓｓ。实际应用较广的主要有以下６类：１）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ａｚａｌｅａ，国内常译为常绿杜鹃，但和分类学
中的常绿杜鹃亚属毫无关系，实则为映山红亚属下的

种和品种；２）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ａｚａｌｅａ，落叶杜鹃，主要为羊踯
躅亚属下的种和品种；３）Ｌｅｐｉｄｏｔｅ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有鳞
杜鹃，为杜鹃亚属下的种和品种，植株具有鳞片；４）
Ｅｌｐｉｄｏｔｅ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无鳞杜鹃，为常绿杜鹃亚属下
的种和品种，植株通常较高，叶片宽大；５）Ｖｉｒｅｙａ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越桔杜鹃，为杜鹃亚属越桔杜鹃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ｒｅｙａ）下的种和品种，花型和习性较为独
特，故单列一类，其分布中心在东南亚地区；６）
ａｚａｌｅｏｄｅｎｄｒｏｎ，通常译作踯躅鹃，为 ａｚａｌｅａ类和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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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类跨亚属杂交的产物，品种相对
较少［１４，２０，２５］。

２　国内杜鹃花品种分类

２１　概况
在我国杜鹃花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唐朝白居

易诗中就有关于杜鹃花引种栽培情况的记载：“忠州

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时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

喜花开依旧数。”虽在栽培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杜鹃

花园艺品种，如唐贞元时期镇江鹤林寺的双季杜鹃、

明万历年间四川和浙江四明山的重瓣杜鹃、清乾隆时

云南的五色双瓣品种等［７］，但这些品种大多已经佚

失。五代时期张翊曾作《花经》一书，书中根据时下

审美对花卉进行品级划分，杜鹃和踯躅分别被列为八

品二命和七品三命［２６］。然而，未曾发现依据植物性

状划分的杜鹃花品种分类体系的记载。

我国现行的杜鹃花品种分类体系源于２０世纪
初，一些杜鹃花爱好者广泛引种栽培杜鹃花，从日本

等国引种大量的杜鹃花品种［６］，其分类依据主要是

形态性状、生长习性以及亲本来源等方面。在黄岳渊

和黄德邻所著的《花经》中对此有详细介绍，将杜鹃

花品种大体分为４类：１）春鹃，春季开花，花先叶而
开的品种，同时又根据叶片和花的大小，将其分为大

叶大花种和小叶小花种２类；２）夏鹃，夏季开花，发
叶后开花的品种；３）春夏鹃，春鹃与夏鹃杂交而得的
品种，花期较长，从春至夏；４）西洋鹃，从西方引入的
一些株型低矮的大花品种的总称。同时还记录了杜

鹃（Ｒｓｉｍｓｉｉ）、羊踯躅以及纱罗鹃的一些栽培情况，
文中虽提到纱罗鹃的学名为 Ｒ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ｉｉ（为 Ｒ
ｄｅｇｒｏｎｉａｎｕｍ的异名，产于日本），但明确指出其分布
于长江以南的深山幽谷中，以浙江雁荡山出产的较

好；又描述其为常绿亚乔木，叶形似杨梅叶，花苞开裂

后其中有五六朵花；并进一步指出纱罗鹃即石楠，由

此推测纱罗鹃指的可能是常绿杜鹃亚属的一些

种类［２７］。

随后一些园艺学者建立的品种分类体系也大都

在这一框架内进行。例如，对春鹃进行二次划分，将

之前的小叶小花种和大叶大花种分别改称为东鹃

（东洋鹃）和毛鹃［２８－３０］；沈渊如等［３１］介绍了一些具有

二次开花现象的春鹃品种，称为春秋二季性杜鹃；林

斌［３２］增加描述了高山杜鹃这一类群：“常绿灌木或小

乔木，生于山野间，叶革质……”，但其所描述的种类

分属于常绿杜鹃亚属、杜鹃亚属和马银花亚属，因此

这一概念较为模糊。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目前习惯

接受且传播较广的是将杜鹃花品种划分为毛鹃、东鹃

（二者合称春鹃）、夏鹃、西鹃和高山杜鹃５大类群。
我国学者也在积极探索品种分类的其他体系：王

丽芸［３３］从花型角度对丹东市栽培的杜鹃花品种进行

了分类初探，划分出类和型２级，但并未形成整体的
分类体系；包成章［３４］根据花心是否变异、花冠大小、

花型、花色等性状建立了３级分类标准，发表了昆明
市栽培映山红品种分类检索表；陈俊愉等［３５］按照“演

化关系为主、形态应用差异为辅”的原则将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ｍｕｍｅ）划分为系统、类、群和型４大类，且
陈俊愉［３６］于１９９８年正式提出并详述中国花卉品种
“二元分类”体系的原理和方法。由于该品种分类原

则在多种名花如牡丹、荷花和菊花中都得到了应用，

因此一些学者也探究该方法在杜鹃花品种分类中应

用的可行性。例如，侯伯鑫等［３７］根据花期、花冠大小

和花型等性状将长沙市露地栽培的３８个杜鹃花品种
划分为类、型和组３级；程淑媛［３８］对８７个品种进行
形态性状分析，从而划分出品种群和品种２个等级。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分子标记技术在杜

鹃花品种划分中也得到应用。肖政等［３９］应用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技术分析３２个杜鹃花品种，并利用ＵＰＧＭＡ
法将这些品种划分为３大类群，基本符合传统东鹃、
夏鹃和西鹃的分类；徐静静［４０］使用 ＡＦＬＰ和 ＩＳＳＲ分
子标记技术对１７个杜鹃花品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一定程度上分子标记结果符合形态学聚类；周

泓［１４］结合形态性状数量分析、ＡＦＬＰ和ＳＳＲ分子标记
等手段，以株型和姿态、瓣类、花型将５８个春鹃品种
划分为２类、６群和１４型。
２２　存在的问题

１）分类阶元混乱。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现行的
分类体系并未着眼于整个杜鹃属栽培品种的发展概

况：毛鹃、东鹃、夏鹃、西鹃实际可视作映山亚属内部

品种的简单划分，而高山杜鹃则涵盖了常绿杜鹃亚

属、杜鹃亚属和马银花亚属等类群的品种。据统计，

全球用于杂交选育的杜鹃花原生种仅占所有种类的

１２％～１５％，资源量最为丰富的常绿杜鹃亚属和杜鹃
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ｕｓ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的亚组级和种级利用
率仅为２７６％和 １２０％ ～１５０％［４１］。国际园艺家

仅依靠已参与杂交选育的种类就使得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类品种约占据了所有杜鹃花品种的２／３，每年仍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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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品种被育出。我国常绿杜鹃亚属和杜鹃亚属等种

类的选育工作开展较晚，但已有一些高校、科研单位

和企业开始重视这些原生杜鹃的种质资源［４２－４４］。可

以设想，假以时日当这些杜鹃花资源参与杂交选育

后，将会产生大量新优品种，其中将不仅会有较多观

赏品种，还可能会有适于化工、医疗等其他领域的品

种。这些品种无论是归入映山红类的春鹃、西鹃之类

的分类体系还是笼统冠以高山杜鹃之名都是不恰

当的。

即使是映山红亚属内部的品种划分，也存在着不

全面的情况。例如，国内体系中的东鹃实际源于日本

的久留米栽培群（ＫｕｒｕｍｅＧｒｏｕｐ），毛鹃大都属于平户
栽培群（ＨｉｒａｄｏＧｒｏｕｐ）的品种，夏鹃中的大多数品种
属于皋月栽培群（ＳａｔｓｕｋｉＧｒｏｕｐ），西鹃则基本为比利
时栽培群（ＢｅｌａｇａｉｎＩｎｄｉａｎＧｒｏｕｐ）的品种［６，１４，２４］。然

而映山红类的杂交品系繁多，据 ＩＲＲＣ（２００４）记载，
仅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ａｚａｌｅａ类非正式分组就有１７个，仅靠上
述几个分类无法涵盖映山红类的所有类群［４５］。例

如，我 国 近 年 来 引 入 ‘蜘 蛛 ’杜 鹃 （Ｒ
‘Ｌｉｎ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ｕｍ’）、九重杜鹃（Ｒ‘Ｋｏｎｏｎｏｅ’）、‘埃尔西
·李’杜鹃（Ｒ‘ＥｌｓｉｅＬｅｅ’）的形态、亲本构成、抗性
都与上述几类很不相同，强行归并较为牵强。

２）进行园艺分类时使用的品种材料过于老旧。
据统计，在２００４年第２版《国际杜鹃花注册品种名
录》（ＩＲＲＣ）中记录在册的杜鹃花品种／品种群已超
过２８万个，在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增补版中又增添２１００
多个品种，目前全球杜鹃花品种已超过３万种［２４，４６］。

而国内现有的品种只有不到１０００个，大多数还是多
年前便已育出的老旧品种：丹东称之为名品老八种中

的‘王冠’杜鹃，为 １９２１年培育出的 Ｒ‘Ａｌｂｅｒｔ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新八种中的‘凤鸣锦’杜鹃，是１８９７年育
出的Ｒ‘Ｔａｌｉｓｍａｎ’；较为常见的‘双季桃雪’杜鹃则
是１９７３年育出的 Ｒ‘Ｉｎｇａ’。许多学者进行品种划
分依据的仍是这些古老品种的一些特征，因此随着国

内引进的品种更新和新品种选育工作的开展，再将分

属于不同类群的新型品种强行套入依据形态、花期和

引入地进行简单划分的现行分类体系，不仅缺乏科学

性也容易引起诸多误解。

３）我国杜鹃花品种名称存在着大量的同物异
名、同名异物及品种译名不当的现象［１６］。造成这些

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在品种传播过程中，当地的花农

和爱好者常进行二次命名。例如，日本的久留米系古

典名种‘麒麟’杜鹃（Ｒ‘Ｋｉｒｉｎ’）在传入中国后，上海
称之为‘粉妆楼’、湖州称之为‘小桃红’、丹东地区则

又改称‘蜡皮’［３８］；‘琉球红’这个名字本是指日本原

产的大红杜鹃（Ｒｓｃａｂｒｕｍ），而现在一些花农将一个
属于久留米栽培群的红色套筒花品种也称之为‘琉

球红’。品种译名出现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一些民国

时期引入的老品种上。从１８９２年起日本开始从西方
引进比利时杜鹃时，原名大多译作日文，在引入我国

的过程中，大多保留了日文名称，如Ｒ‘ＲｏｓｅＢｅｌｌ’日
文译作‘晓山’，但在二次传播过程中又有人改译为

‘玫瑰铃’［６］。另外，中文的谐音也屡屡造成名称混

乱的现象，例如‘西玛’杜鹃（Ｒ‘Ｓｉｍａ’）也被称作
‘西马’、‘富贵集’杜鹃（Ｒ‘ＰｈａｒａｉｌｄｅＭａｔｈｉｄｅ’）也
被称作‘富贵姬’、‘十二一重’杜鹃（Ｒ‘Ｍａｄａｍｅ
ＡｌｆｒｅｄＳａｎｄｅｒ’）也被称作‘十二乙重’等［２３］。这些品

种名称造成的混乱对品种的交流、传播以及研究和产

业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３　研究展望

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也是杜鹃花种类大国，然

而我国的杜鹃花园艺化程度与国外差距极大。纵览

国际杜鹃花栽培历史，引种栽培与杂交选育固然重

要，但科学完备的品种分类体系和登记保存工作对杜

鹃花的园艺发展同样功不可没。我国广为流传的分

类系统在历史上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帮助人们

快速了解杜鹃花的品种特性，加速杜鹃花产业的发

展；但如今随着杜鹃花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体系

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对该产业起到了一定的阻

滞作用。因此，加快科学合理的品种分类体系构建，

将是杜鹃花园艺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技术

的发展，信息的综合，根据研究现状，对杜鹃花品种分

类体系的构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积极吸收系统学研究的成果，明确自然界原
生种的园艺地位。结合园艺学和系统学研究，应用分

子标记、核型分析、生理生化指标、花粉分析等手段，

同时综合历史资料以明确园艺品种的亲本构成和发

展脉络，力求构建科学合理的品种分类体系框架。可

参考已在其他花卉上得到应用的二元分类体系，并使

其符合《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ＩＣＮＣＰ）的
规定［４７］。

２）借鉴最新的国际杜鹃花品种分类研究成果，
扬长避短。进行次级划分时，避免过多使用老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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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使用国内育出的具有清晰谱系的品种。同时应

明确较为关键的质量性状，对数量性状和假质量性状

等不稳定的性状进行数量分类学分析比对，谨慎归

类。同一品种的杜鹃花，在不同栽培条件下表现的特

性并不相同，若只按照花型和花期等易受外界环境影

响的性状进行划分，常常会造成混乱，应特别注意。

３）我国的相关单位和爱好者在引种杜鹃花时，
应当保留其原始信息，在给予译名的同时参考国内现

有的品种名，不应随意进行新名称的拟定，以遏止杜

鹃花一物多名和一名多物的乱象。我国的科研机构

也应建立国内杜鹃花品种的数据库，对国内的杜鹃花

品种进行追本溯源，合理厘定名称。杜鹃花新品种登

陆机构对于新品种的申报也应严格把控，拒绝性状不

够突出的新品种申报，避免大量性状相似品种的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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