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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对广西及临近省份的唇柱苣苔属 (Chirita) 和小花苣苔属 (Ch iritopsis) 两个近缘属共 60个

种、4个变种进行引种栽培和相关观赏性状观察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 按照观赏特性进行分析和评价 , 初

步筛选出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开发前途的 29个种和 3个变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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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lua tion on O rnam en ta l Characterstics and Selection for Prom ising Spec ies
and Var ieties of C h irita and C h iritopsis Plan ts in Guangx i

W EN Fang, ZHANG Q i2xiang
3

, and WANG Yue
(College of L andscape and A rchitecture, B eijing Forestry U niversity, B 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species in Chirita and Chiritopsis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Guangxi Karst hills and areas in the neighborhood, we had analysed and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ir ornamen2
tal characterstics. Twenty2nine species and three varieties were screened out from 60 species and 4 varieties in

two genuses because of their higher ornamental p rom ising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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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分布的苦苣苔科 ( Gesneriaceae) 植物大部分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 但许多未被开发利用 ,

一些科研院所引种了如唇柱苣苔属 (Chirita)、半蒴苣苔属 ( Hem iboea ) 等属的少数种 , 主要是做科

研和药用栽培 (李振宇和王印政 , 2004)。

广西是我国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中心之一。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于 2003年起开始对分布于广西

及周边地区的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 (Chiritopsis) 植物进行了广泛的野外资源调查和引种及观赏

特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 以期为进一步利用这些适应于石灰岩碱性生长环境的喜钙植物类群 , 开发出适

合北方碱性土壤栽培环境的室内盆花新类群。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及种质资源圃概况

由广西及周边地区引种的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植物均种植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花卉育种

种质资源温室内。此两属植物在广西和邻近地区多生长于海拔为 100～1 000 m的石灰岩山地丘陵北

面阴处石壁缝隙中 , 喜阴湿 , 但对夏季高温和干燥有较强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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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季最低温达 - 18 ℃, 而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植物原产地持续低温时间短 , 多在 4～10

℃之间 , 低于 0 ℃时间少 , 偶尔出现也仅持续数日 (黄嘉宏 等 , 2006)。因此将其栽植于温室内管

理。夏季温室玻璃窗户开启 , 室内外温差不大 , 通风透气性良好 , 正午最强光照强度为 3 035μmol·

m - 2 ·s- 1 , 用遮阳网遮阳后室内光照强度约为 1 700～2 430μmol·m - 2 ·s- 1 , 最高室温 ≤35 ℃, 空

气相对湿度 85% ～100% ; 冬季正午室外光照强度为 804～1 072μmol·m
- 2 · s

- 1
, 室内 450～625

μmol·m
- 2 ·s

- 1
, 最低室温 ≥5 ℃, 空气相对湿度 ≥70%。

112　调查与引种方法

主要从广西喀斯特地区及周边地区引回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植物共计 64个种源 , 不包含未

鉴定种或因栽培未能开花而不能参与观赏性状评价的种。野外资源调查以选点野外考察为主 , 结合标

本查阅和相关资料的查证。引种时记录生境情况 , 使用便携式 pH值试纸记录土壤 pH值。采集活植

株以新鲜湿润苔藓包裹根部 , 尽快运回并种植。

113　种植和管理方法

按运回的活植株大小分别种植于口径为 10～15、15～20和 20～30 cm的瓦盆内。少数喜阳耐强

光的种如牛耳朵 (C. eburnea)、刺齿唇柱苣苔 ( C. spinu losa)、条叶唇柱苣苔 ( C. oph iopogoides)、

文采唇柱苣苔 ( C. w en tsa ii)、肥牛草 ( C. hedyotidea) 和弄岗唇柱苣苔 ( C. longgangensis) 等不遮

荫。栽培基质统一为腐殖质土 3份 +庭院壤土 1份 +草炭 1份 +珍珠岩 1份 +碳酸钙 (石灰石粉 ) 酌

量 , 调节混合土壤 pH值为 710～715。该类植物的需肥量不多 , 基质所含肥量已经足够其换盆前所

需 , 每年花后 (按照不同的种花期而不同 ) 及秋凉后 9—10月追肥。每日浇水 1次以上 , 始终保持

基质湿润。

无专性危害的病虫害 , 如有发生按照常规方法杀灭 , 但易出现药害 , 禁用乐果 (Nasruddin &

Sm itley, 1991; 温放 等 , 2006)。

114　观赏性状评价标准

在引种栽培的基础上建立数据库 , 根据其在北京温室内栽培的适应性 , 结合分布、生境等资料 ,

对 53种、2变种唇柱苣苔属植物和 7种、2变种小花苣苔属植物的观赏性状、适应性以及应用方式进

行对比和评价。选择正常生长 1年以上 , 无病虫害 , 植株大小整齐 , 达到成熟开花时限的盆苗 , 每种

共取 8盆 , 对其进行指标的观察和测定。

(1) 植株形态 : 由于苦苣苔类植物的叶片较脆 , 用力触碰后易折断 , 影响生长和观赏 , 所以以小

型植株 , 适于直径 15 cm以下盆栽的为 “优 ”; 散生 , 零乱或植株大型 , 尽管花朵数量多、花优美 ,

仍应确定为 “一般 ”; 中间类型的为 “中 ”。一些经数年生长后形成粗壮嶙峋的桩景式根状茎 , 极具

培育成盆景的潜质 , 亦划归 “优 ”的范畴。

(2) 叶片 : 叶面有美丽的银白或紫红斑纹 , 或具紫色、白色长柔毛等附属物 , 或叶形奇特优美

者 , 定为 “优 ”, 其他的为 “中 ”。

(3) 花序高度 : 于盛花期测定 , 并与叶丛的平均高度比照。以花序高出叶丛面 2～3倍以上者为

“优 ”; 仅高出叶丛些许 , 或与叶丛面平齐者为 “中 ”; 短小生于叶腋间 , 虽花大仍为 “一般 ”。

(4) 花朵大小 : 花冠长 (不包括花梗 ) 215～310 cm以上为 “优 ”; 115 cm以下为 “一般 ”; 介

于两者之间为 “中 ”, 但亦考虑花的大小与植株之间的关系而定。

(5) 开花繁密度 : 一个花序一次开花 8～10朵以上为 “优 ”; 5～10朵为 “中 ”; 5朵以下为 “一

般 ”。

(6) 花色 : 苦苣苔类植物蓝紫系花朵最常见 , 因此以明亮、艳丽、纯正的天蓝、纯紫、黄、白

以及花朵具有多种分明的颜色相杂者为 “优 ”; 蓝紫、紫红、紫等为 “中 ”; 褐红、暗紫、暗蓝为

“一般 ”。在没有阳光直射的室内采用英国皇家 RHS标准比色卡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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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群体开花延续期 : 整个花期 (观赏期 ) 持续 30 d以上为 “优 ”; 20～30 d为 “中 ”; 少于 20

d为 “一般 ”。

(8) 花期 : 苦苣苔类植物花期主要集中在 3—5月和 10—11月 , 因此 12月、1月和 2月以及 7

月、8月为 “优 ”, 其余为 “中 ”。

(9) 气味 : 有令人愉快的香味为 “优”, 无香味为 “一般 ”。

(10) 附属物 : 唇柱苣苔属部分种类具有特殊观赏价值的器官 , 如巨大的苞片等。有明显硕大、

颜色特殊的观赏器官者为 “优 ”; 无或在花期枯萎者定为 “一般 ”; 不明显者定为 “中 ”。

在上述指标中 , 6项以上为 “优 ”者定为综合评价 “优 ”; 4～5项者为 “中 ”; 其余为 “一般 ”

(高江云 等 , 2002)。

2　结果与分析

211　观赏类群的划分

通过 4年的栽培观察 , 观赏特性综合评价为 “优 ”的唇柱苣苔属植物有 28种 2变种 , 小花苣苔

属有 1种、1变种 ; 为 “中 ”的唇柱苣苔属植物有 10种 , 小花苣苔属植物有 4种 1变种 ; “一般 ”的

唇柱苣苔属植物有 15种 , 小花苣苔属有 2种 (表 1和表 2)。

表 1　唇柱苣苔属植物种源情况和观赏性状评价

Table 1　The pr inc ipa l ornam en ta l character istics eva lua tion and the germ pla sm cond ition in Ch irita

种名
Specific name

株型及
大小
Plant shape
and size

花序叶丛
高度比
Proportion
of inflores2
cence and
leaf clump

花大
小 / cm
Flower
size

朵 /花序 ,
花序 /株
Flower/
inflorescence,
Inflorescence
/p lant

花色
Flower
color

群体花开
延续期 / d
Group
flores2
cence

花期
/M
Flo2
res2
cence

叶片
Leaf

气味
Smell

苞片
B ract

总体评价
Evaluation

钟冠唇柱苣苔
C1 sw inglei

桩景 ,中
Bonsai, m iddling

高
Above

3～5 1～7, 2～5 紫红
Mauve

60～70 5—9 油绿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薄叶唇柱苣苔
C1 tenuifoli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215～
315

1～2, 1～6
浅紫
L ilac

20～25 8 薄 ,绵密
短白毛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Flim sy and
lanate

龙氏唇柱苣苔
C1 longii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平齐
Equal

4～6 1～3, 2～6 粉红至蓝
紫 Pink to
bluish2purp le

30～40 2 短白毛
W ith lanate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舌柱唇柱苣苔
C1 ligu liform is

莲座 ,大
Rosette, big

高
Above

2～4 7～11, 4～8 淡紫
L ilac

40 6—7 大而圆 ,肉质
B ig and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round, fleshy
疏花唇柱苣苔
C1 laxiflora

莲座 ,大
Rosette, big

高
Above

2～4 6～20, 4～5 浅蓝至蓝 ,
喉部黄

40～50 5—8 大而薄 ,草质
B ig lanate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L ight blue to
blue, yellow
throat

药用唇柱苣苔
C1 m edic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115～
215

20～40, 4～12白 ,喉部
黄 W hite,

30～50 4 绵长白毛 ,
叶脉显著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yellow Long lanate,
throat obvious nerve

牛耳朵
C1 eburnea

莲座或桩景 ,中
Rosette or

高
Above

4～6 8～24, 4～10
蓝 ,喉部黄
B lue, yellow

30～35 4—5 肉质 ,厚 ,具
白脉 Fleshy,

无
No

显著
Obvious

优
Excellent

bonsai, m iddling throat thick, with
white nerve

隆林唇柱苣苔
C1 lunglinensis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4 2～10, 2～8 白
W hite

15～30 6 肉质 ,厚
Fleshy, thick

无
No

显著
Obvious

优
Excellent

钝萼唇柱苣苔
C1 lunglinensis

莲座型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4 2～10, 2～8 白
W hite

15～30 6 肉质 ,厚
Fleshy, thick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优
Excellent

var1 am blyosepala sp icuous

紫纹唇柱苣苔
C1 pseudoeburnea

莲座 ,大
Rosette, big

高
Above

3 5～20, 2～10 深紫红
Mauve

20～30 5—6 肉质 ,厚
Fleshy, thick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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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名
Specific name

株型及
大小
Plant shape
and size

花序叶丛
高度比
Proportion
of inflores2
cence and
leaf clump

花大
小 / cm
Flower
size

朵 /花序 ,
花序 /株
Flower/
inflorescence,
Inflorescence
/p lant

花色
Flower
color

群体花开
延续期 / d
Group
flores2
cence

花期
/M
Flo2
res2
cence

叶片
Leaf

气味
Smell

苞片
B ract

总体评价
Evaluation

微斑唇柱苣苔
C1 m inutim acula ta

莲座型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6 5～20, 1～8 深粉红
Deep p ink

20～35 4—5 革质 ,厚 ,鱼骨
状白纹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优
Excellent

Coriaceous, sp icuous
thick, with
white fishbone
veins

钝齿唇柱苣苔
C1 obtusidenta ta

莲座型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15～
4

10～24, 4～12深紫红至蓝
Deep mauve

30～40 6—7 肉质 ,厚 ,黄绿
至深绿 Fleshy,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to blue thick, yello2
wish2green to
deep2green

融安唇柱苣苔
C1 ronganensis

莲座 ,微至小
Rosette,

高
Above

115～
2

4～10, 4～10 天蓝
B lue

20～25 4 绿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subm iniature
to small

九万山唇柱苣苔
C. jiuwanshanenica

莲座型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215～
315

2, 2～3 蓝紫至粉红
Bluish2purple

10～20 6 白网状叶脉
W hite reticulate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一般
General

to p ink nerve sp icuous
粗齿唇柱苣苔
C. m acrodonta

莲座中至大
Rosette, m iddling

低
Below

3～4 2～6, 4～15 白
W hite

20～30 7 草质 ,叶柄长
Long petiolet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一般
General

to big sp icuous
柳江唇柱苣苔
C. liu jiangensis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高
Above

4～5 3～5, 4～9 浅蓝
L ight blue

30～40 2 纤长稀疏白毛 ,
白脉 White long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to m iddling spares villous,
white nerves
style

寿城唇柱苣苔
C. shouchengensis

莲座 ,微至小
Rosette, subm in2

高
Above

3～
415

1～2, 3～10 淡紫到深
紫红 L ilac to

30～45 5—6 线形肉质 ,墨绿
L inear, fleshy,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iature to small deep mauve dark green
尖萼唇柱苣苔
C. pungentisepala

莲座或桩景 ,中
Rosette or

高
Above

3～
315

6～20, 3～20 粉红
Pink

40～50 2—4 革质 ,鱼骨状银
白纹 Coriaceous,

bonsai, m iddling with white
fishbone veins

软叶唇柱苣苔
C. m ollifolia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高
Above

315～
415

1～4, 1～6 深紫红
Mauve

30～40 9—10柔软白绒毛
W hite pubescent

to m iddling
光叶唇柱苣苔
C. leiophyll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15～
5

2～4, 1～4 浅紫
L ilac

20 6 厚 ,光滑
Thick, slick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三苞唇柱苣苔
C. tribractea ta

莲座 ,大
Rosette, big

高
Above

316～
5

8～24, 1～10 紫红
Mauve

30～50 6 大 ,肉质 ,褐绿 ,
白脉 Big, fleshy,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优
Excellent

dark green, sp icuous
white nerves

百寿唇柱苣苔
C. baishouensis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高
Above

4～8 8～20, 1～6 浅紫至粉
红 ,喉部深
紫条纹
Lilac to p ink,
deep purple
streak on throat

20～50 4 厚 ,草质 ,深
绿至黄绿
Thick, dark2
green to
yellowish green

无
No

显著
Obvious

优
Excellent

蚂蟥七
C. fim brisepal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4～7 2～6, 4～8 紫至粉紫 ,
具深紫斑
Purp le to
purp le2p ink,
with deep
purp le spot

30～35 2 - 4 白脉
W hite nerves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齿萼唇柱苣苔
C. verecund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4～5 2～4, 4～10 蓝至紫
B lue to
purp le

15～25 12 草质 ,白脉
W hite nerves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长毛唇柱苣苔
C. villosissim a

莲座 ,中至大
Rosette,
m iddling
to big

平齐
Equal

3～4 2～6, 1～3 紫白
W hite with
lilac

15～20 5 肉质 ,厚 ,柔
软纤长白毛
Fleshy, thick,
wihte villous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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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名
Specific name

株型及
大小
Plant shape
and size

花序叶丛
高度比
Proportion
of inflores2
cence and
leaf clump

花大
小 / cm
Flower
size

朵 /花序 ,
花序 /株
Flower/
inflorescence,
Inflorescence
/p lant

花色
Flower
color

群体花开
延续期 / d
Group
flores2
cence

花期
/M
Flo2
res2
cence

叶片
Leaf

气味
Smell

苞片
B ract

总体评价
Evaluation

桂林唇柱苣苔
C. gueilinensis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5～7 4～8, 1～5 粉紫至紫
Purp le2p ink
to purp le

30～40 3—4 肉质 ,厚
Fleshy, thick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烟叶唇柱苣苔
C. herterotricha

莲座
Rosette

高
Above

3～6 5～20, 4～6 白至淡紫
W hite to
lilac

20～45 5—10厚 ,短柔毛
Thick,
purberulent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中
Secondary

鼎湖山唇柱苣苔
C. forfii var.
dolichotrich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15～4 3～4, 3～4 深紫红至蓝
Mauve to
blue

20～40 8—10深绿
Dark green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优
Excellent

变色唇柱苣苔
C. varicolor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15～5 1～5, 1～4 粉
Pink

20～30 7 油绿
Shining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肉叶唇柱苣苔
C. carnosifoli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3～5 6～10, 4～6 粉紫
Pink2purp le

15～20 4 有绵密短白毛
W ith white
pubescent hairs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翅柄唇柱苣苔
C. petropoda

莲座 ,大
Rosette,
big

高
Above

3～415 2～4, 5～20 白带淡紫
W hite with
lilac

30～40 11 黄绿至绿
Yellowish2green
to green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中
Secondary

硬叶唇柱苣苔
C. sclerophylla

莲座 ,大
Rosette,
big

高
Above

4～6 5～10, 2～6 粉红至淡紫
Pink to
lilac

15～45 4—5 厚 ,肉质 ,绿 ,
白脉 Thick,
flesh, green,
white nerves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优
Excellent

荔波唇柱苣苔
C. liboensis

莲座 ,中至大
Rosette,
m iddling
to big

高
Above

4 - 5 7～12, 2 浅蓝至蓝紫
L ight blue
to bluish2
purp le

20～25 5 大 ,叶脉银色
B ig, argent
nerves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中
Secondary

菱叶唇柱苣苔
C. subrhom boide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415～
515

4～6, 1～3 粉红至紫
Pink to
purp le

25～35 3 革质 ,油亮 ,绿
Coriaceous,
shining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小叶唇柱苣苔
C. parvifolia

匍匐莲座 ,
不停生长延长
根状茎 ,小
Creep ing rizhome
rosette, small

高
Above

2～5 1～2, 2～3 深紫红至
粉红
Mauve to
p ink

40～45 10 心形
Cordate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永福唇柱苣苔
C. yongfuensis

莲座 ,小
Rosette,
small

高
Above

4～6 2～4, 4～10 浅紫至紫
lilac to
purp le

15～30 5 正面具银白或
鲜紫红脉纹 ,
具紫红短毛
A rgent or mauve
nerves, mauve
hisp idulous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弄岗唇柱苣苔
C. longgangensis

莲座或桩景 ,
中至大
Rosette or bonsai,
m iddling to big

高
Above

315～5 2～15, 2～6 粉红
Pink

20～30 11—12黄绿
Yellowish2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线叶唇柱苣苔
C. linearifolia

莲座或桩景 ,中
Rosette or bonsai,
m iddling

高
Above

3～315 3～5, 4～7 白
W hite

15～30 4 墨绿
Dark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羽裂唇柱苣苔
C. pinnatifida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4～6 1～4, 3～5 粉红
Pink

15～30 5—9 边缘不规则羽
状浅裂 Irregular
pinnatifid edge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那坡唇柱苣苔
C. napoensis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215～
315

1～2, 4～6 蓝紫
B luish2
purp le

20～35 4—5 厚 ,肉质 ,
绿 Thick,
fleshy, green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一般
General

河池唇柱苣苔
C. hochiensis

匍匐 ,不停生长
延长根状茎 ,小
Creep ing rizhome
rosette, small

高
Above

2～3 1～4, 1～5 浅紫至紫
L ilac to
purp le

30～35 10 心形 ,嫩绿
Cordate,
tender2
green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优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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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名
Specific name

株型及
大小
Plant shape
and size

花序叶丛
高度比
Proportion
of inflores2
cence and
leaf clump

花大
小 / cm
Flower
size

朵 /花序 ,
花序 /株
Flower/
inflorescence,
Inflorescence
/p lant

花色
Flower
color

群体花开
延续期 / d
Group
flores2
cence

花期
/M
Flo2
res2
cence

叶片
Leaf

气味
Smell

苞片
B ract

总体评价
Evaluation

清镇唇柱苣苔
C. secundiflora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平齐
Equal

2～3 1～6, 5～6 淡紫
L ilac

20～25 5 绿
Green

无
No

显著
Obvious

一般
General

肥牛草
C. hedyotidea

匍匐 ,不停生长
延长根状茎 ,小
Creep ing rizhome
rosette, small

高
Above

018～
112

10～30, 2～3 深紫红至
棕紫 Mauve
to brownish2
purp le

40～45 9—10黄绿
Yellowish2
green

特殊
香气
Fra2
grance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文采唇柱苣苔
C. wentsaii

莲座或桩景 ,小
Rosette or
bonsai, small

高
Above

4～6 2～4, 3～8 深紫
Deep
purp le

15～30 5 肉质似芦荟状
Succulent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条叶唇柱苣苔
C. ophiopogoides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高
Above

2 5～7, 4～8 白带紫
W hite with
lilac

20～30 3—4 肉质似芦荟状
Succulent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中
Secondary

刺齿唇柱苣苔
C. spinulosa

莲座或桩景 ,中
至大 Rosette or
bonsai, m iddling
to big

高
Above

115～2 9～15, 4～6 淡紫红
L ight
mauve

45～60 9—11肉质似芦荟状
Succulent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多痕唇柱苣苔
C. m inutiham ata

匍匐状多年生
草本 ,根状茎
细长超过 20 cm,
中 Creep ing
herb, rizhome
( > 20 cm)

高
Above

415～6 1～5, 2～5 纯正蓝紫
Pure
bluish2
purp le

20～25 10 簇生于根状
茎顶端中
Fasciate at the
top of rhizome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一般
General

圆叶唇柱苣苔
C. dielsii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高
Above

4～7 1～2, 1～6 花二色
B icolor

15～30 6—9 圆且具有白毛
Rotund,
incanous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大叶唇柱苣苔
C. m acrophylla

莲座 ,大
Rosette,
big

高
Above

415～6 1～5, 2～4 黄白至黄
Yellowish2
white to
yellow

30～60 5—9 黄绿
Yellowish2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光萼唇柱苣苔
C. anachoreta

一年生高大
草本 Tall
annual

腋生
Axillary

3～315 3～5, 4～7 白或淡紫
W hite or
lilac

30～90 7—10粗糙
Coarse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斑叶唇柱苣苔
C. pum ila

一年生高大
草本 Tall
annual

腋生
Axillary

215～4 2～7, 5～8 淡紫
L ilac

25～60 7—9 墨紫斑块
Dark purp le
spots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钩序唇柱苣苔
C. ham osa

一年生小草本
Small
annual

腋生
Axillary

1～2 1～10, 1～6 白 ,喉部黄
W hite, with
yellow throat

20～35 7—10心形 ,花簇
生于叶腋间
Cordate,
fasciate
flowers in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一般
General

黄花牛耳朵
C. lu tea

莲座或桩景 ,
小至中 , Rosette
or bonsai, small
to m iddling

高
Above

3～4 2～15, 1～5 黄至深黄
Yellow

30～35 6—7 黄绿
Yellowish2
green

无
No

显著
Obvious

优
Excellent

凤山唇柱苣苔
C. fengshanenica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高
Above

2～3 6～40, 5～6 淡紫至
深紫红
L ilac to
mauve

25～50 10—11圆匙形 ,
水滴状 ,绿
A s a spoon,
green

无
No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莨山唇柱苣苔
C. langshanica

莲座 ,中到大
Rosette,
m iddling
to big

高
Above

4～515 10～30, 2～6 深粉红
Deep p ink

40～45 9—11菱状卵圆形 ,
黄绿
Rhombic oval,
yellowish2green

无
No

不明显
Uncon2
sp icuous

优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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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花苣苔属植物种源情况和观赏性状评价
Table 2　The pr inc ipa l ornam en ta l character istics eva lua tion and the germ pla sm cond ition in Ch iritopsis

种名
Specific name

株型及
大小
Plant shape
and size

花序叶丛
高度比
Proportion
of inflores2
cence and
leaf clump

花大
小 / cm
Flower
size

朵 /花序 ,
花序 /株
Flower/
inflorescence,
Inflorescence
/p lant

花色
Flower
color

群体花开
延续期 / d
Group
florescence

花期
/M
Flo2
res2
cence

叶片
Leaf

气味
Smell

苞片
B ract

总体评价
Evaluation

密毛小花苣苔
C. m ollifolia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平齐
Equal

015～1 7～20, 4～8 浅紫
L ilac

15～30 4 近圆形
Rotund,
special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小花苣苔
C. repanda

莲座 ,小
Rosette,
small

平齐
Equal

015～1 5～7, 4～8 黄白
Yellowish2
white

20～30 7—9 绿
Green

特殊香
气 Fra2
grance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桂林小花苣苔
(小花苣苔变种 )
var. guilinensis

莲座 ,中
Rosette,
m iddling

平齐 ,中
Equal,
secondary

015～1 9～15, 4～6 白
W hite

25～30 8 绿
Green

有蜂蜜
绿茶香
气 Honey
greentea
fragrance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心叶小花苣苔
C. cordifolia

莲座或桩景 ,小
Rosette or
bonsai, small

高
Above

015～
111

8～20, 4～10 白或黄白
W hite or
yellowish2
white

20～25 10 心形 ,具翅
Cordate,
alate

具薄
荷香
气 M int
fragrance

一般
General

优
Excellent

浅裂小花苣苔
C. lobula ta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平齐
Equal

015～1 7～10, 4～8 白或黄白
W hite or
yellowish2
white

45～50 6—9 边缘不规则
羽状浅裂
Irregular
p innatifid
edge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紫腺小花苣苔
C. glandulosa

莲座 ,大
Rosette,
big

平齐
Equal

111～
112

8～12, 2～8 白或黄白
W hite or
yellowish2
white

25～30 5—6 柄具紫腺体 ,
叶裂片宽
卵形 Purp le
gland on the
petiole, broad
oval segment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阳朔小花苣苔
C. glandulosa
var.
yangshuoensis

莲座 ,中至大 ,
一般 Rosette,
m iddling to big

平齐
Equal

111～
112

8～10, 2～8 白或黄白
W hite or
yellowish2
white

20～30 6—8 裂片卵形至
宽卵形 ,银色
脉纹 Oval or
road oval
segment, with
argent nerves

具香
气
Fra2
grance

一般
General

一般
General

羽裂小花苣苔
C. bipinnatif ida

莲座 ,小
Rosette,
small

平齐
Equal

018～
112

6～18, 4～6 白或黄白
W hite or
yellowish2
white

20～30 6 羽状深裂
Pinnatisect

无
No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灵川小花苣苔
C. lingchuanensis

莲座 ,小至中
Rosette, small
to m iddling

高
Above

018～
115

8～20, 6～8 黄白
Yellowish2
white

30～40 10—
11

边缘波状
起伏
Sinuous

具香气
Fra2
grance

一般
General

中
Secondary

21111　按观赏性状划分　

(1) 观花类群 : 全部为唇柱苣苔属植物 , 不同种的花期各不相同 , 全年 12个月都有开花的种。

由于大多茎叶质脆易折 , 不宜作地被、切花等使用 , 宜作为室内盆花。硕大苞片的一类也划归于观花

类群。据此 , 所有参与评价的唇柱苣苔属植物 , 共计 53种 2变种属于观花类群 , 占参评总数的

8519%。

(2) 观叶类群 : 叶片具有银白、紫红的叶脉 , 或墨紫斑块 ; 或绵长的白、紫及红紫色毛状附属

物 ; 或者叶形特殊 , 肉质似芦荟 ; 或叶呈心形 ; 或有异形的变化 ; 在控制水份供给的情况下 , 一些种

往往叶片呈现美丽的粉红至紫红晕。共计 37种 1变种 , 占参评总数的 5914%。

21112　按植株大小划分　

(1) 微型盆栽类群 : 植株体小 , 可栽植于 15 cm以下的盆内 , 既有美观的叶 , 也有硕大的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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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开发成微型盆花的潜质。共计 9种 , 占 1411%。

(2) 一般盆栽类群 : 其余均属于一般盆栽类群。

21113　按照植株香气划分 　

(1) 香型盆花类群 : 叶具有宜人的芬芳气息。如小花苣苔、桂林小花苣苔、阳朔小花苣苔和心

叶小花苣苔在轻微触碰时便能散发出较浓烈的香气 , 而处于较强烈的日照之下 , 香气更可氤氲散发。

肥牛草则具有独特的香气。此类共计 5种 , 占 718%。

(2) 一般盆花类群 : 除上述数种之外其余均属于一般盆花类群。

21114　按株型划分 　

(1) 桩景盆景类群 : 植株经过一定年限生长能够形成桩景式的形态 , 在花期赏花之外 , 经年还

可欣赏茎杆造型 , 总计 10种 , 占 1516%。

(2) 匍匐垂吊类群 : 具有垂吊观赏的特性 , 属于此类的有多痕唇柱苣苔、肥牛草、小叶唇柱苣

苔、河池唇柱苣苔等 4种 , 占 6125%。

(3) 普通型 : 大部分该两属植物均为地上茎短小的莲座型 , 盆栽时颇为美观 , 但属于常见株型 ,

故划入普通型范畴。

212　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应用前景的种类

根据室内盆栽的表现以及综合评价的结果 , 挑选出得分为 “优 ”的 29种 3变种 , 认为它们具有

较高的观赏价值和发展前景。

(1) 钟冠唇柱苣苔 (C. sw ing lei) : 多年生长可形成桩景 , 株形美观 , 花序远较叶丛高 , 花朵较

大 , 深紫红色 , 群体花期长 , 约 30 d, 花期集中在 5—9月 , 为极佳的盆花材料。

(2) 疏花唇柱苣苔 (C. lax iflora) : 大型莲座状植株 , 平铺盆面 , 花序极长 , 分支可达 6回 , 弯

曲有致 , 花朵淡蓝到天蓝 , 花量大 , 单株花期可达 50 d, 5—8月开花 , 为极佳盆花和育种材料。

(3) 药用唇柱苣苔 (C. m edica) : 小到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面密布纤长雪白绵毛 , 花序 , 叶丛似

莲花平铺于盆面 , 花序极长 , 3～5回分支 , 花量巨大 , 每盆可达 200朵以上 , 花为粉白至粉红 , 3—

4月开花 , 为极佳观叶和观花盆花。

(4) 牛耳朵 (C. eburnea) : 中型植株 , 多年生长可形成桩景。有白脉类型可供观叶。叶丛直立 ,

花序高于叶丛。苞片硕大而翠绿 , 初期俯垂合并似双手合十 , 花期张开 , 其间是天蓝至深蓝的花朵。

花期长达 30 d, 为极佳的观花盆花。

(5) 隆林唇柱苣苔 (C. lung linensis) : 中型莲座状植株。花序高于叶丛 , 花朵硕大 , 白色 , 花朵

繁密。6月开花 , 花期长 , 为极佳的观赏盆花。

(6) 钝萼唇柱苣苔 (C. lung linensis var. am blyosea la) : 为隆林唇柱苣苔的变种 , 生物学性状上略

有区别 , 在观赏性状上与隆林唇柱苣苔一致。

(7) 微斑唇柱苣苔 (C. m inu tim acu la ta) : 中型直立莲座状植株 , 叶墨绿 , 革质 , 具银白鱼骨状

主脉纹和次级脉纹。花序纤细高于叶丛。花朵硕大 , 每支花序上具花 5～20朵 , 深粉红色 , 并于花冠

内有紫色脉纹。4—5月开花 , 花期长达 35 d, 耐旱耐荫亦耐日光照射 , 为极佳的盆花材料。

(8) 融安唇柱苣苔 (C. ronganensis) : 微型莲座状植株 , 叶翠绿 , 花序高于叶丛 , 每花序具 4～

10花 , 花碗状或浅钟状 , 不同于一般唇柱苣苔属筒形或狭漏斗形 , 花浅蓝至天蓝色 , 花期 4月 , 群

体花期 25 d, 为极佳的微型盆花和育种材料。

(9) 寿城唇柱苣苔 (C. shouchengensis) : 微型莲座状植株 , 叶墨绿 , 狭长线形 , 叶面密被雪白

贴服短柔毛 , 每花序仅 1～2花 , 但花朵硕大 , 为叶宽的 2～3倍 , 淡紫至深紫红色 , 群体花期长达

45 d, 为极佳的观赏盆花和育种材料。

(10) 尖萼唇柱苣苔 (C. pungen tisepa la) : 中型莲座状植株 , 多年栽培后可形成桩景。叶薄革质 ,

642



　2期 温 　放等 : 广西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植物的观赏性状评价与筛选 　

叶主脉和次级脉均为雪白色 , 叶面疏被雪白贴服短柔毛 , 在控水栽培的条件下 , 叶缘出现粉红至浅紫

红晕染纹。花序高出叶丛面 3～4倍 , 每株具花序 6～20, 每支花序花量多达 20以上 , 花粉白至深粉

红 , 3月左右开花 , 群体花期 35～40 d, 温室栽培可控制在春节期间开花 , 为极佳的盆花材料。

(11) 软叶唇柱苣苔 (C. m ollifolia) : 小型至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面密被纤长雪白绵毛。花序长 ,

花深紫红 , 花期长达 40 d, 为较佳的盆花和育种材料 , 但不易开花。

(12) 柳江唇柱苣苔 ( C. liu jiangensis) : 小型至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柄长 , 叶片呈匙形 , 叶翠

绿 , 叶背及叶片边缘常呈深紫红 , 叶多具紫或紫红毛 , 常有白叶脉类型出现。花浅蓝至浅粉红 , 2月

开花 , 群体花期 30～40 d, 为极佳盆花材料。

(13) 三苞唇柱苣苔 (C. tribractea ta) : 中至大型莲座状植株。叶片边缘常波浪状起伏 , 叶脉间

叶肉部分凸起 , 自然状态下有白叶脉类型。花序密被紫红糙毛 , 每株花序可多达 10, 每支花序花朵

约 8～24, 花为深粉红至紫红。6月开花 , 群体花期 30～50 d, 为极佳的育种材料。

(14) 百寿唇柱苣苔 (C. ba ishouensis) : 小至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片卵形 , 具长柄 , 叶面常具白

贴服短柔毛。花序长 , 每花序 8～20朵花 , 花浅紫至深粉红色 , 喉部具深紫条纹。4月开花 , 群体花

期 20～50 d, 为极佳的盆花材料。

(15) 蚂蟥七 (C. fim brisepa la) : 广布种 , 中型莲座状植株。自然状态下常有白叶脉类型。花序

长 , 每花序 2～6朵花 , 花朵硕大 , 花紫至粉紫色 , 具深紫斑块 , 2—4月开花 , 群体花期 30～35 d,

为极佳盆花材料。

(16) 齿萼唇柱苣苔 (C. verecunda) : 蚂蟥七的近缘种 , 生物学性状很接近 , 仅萼片上具齿 , 12

月开花 , 花为蓝至紫色而有所不同。

(17) 鼎湖唇柱苣苔 (C. forf ii var. dolichotricha) : 为桂粤唇柱苣苔的变种 , 但原变种桂粤唇柱苣

苔未能搜集到。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嫩绿 , 叶面密布白短柔毛。花序高于叶丛 1～2倍 , 每支花序具

花 3～4朵 , 花硕大 , 深紫红至蓝色 , 8—10月开花 , 群体花期 20～40 d, 为优良盆花材料。

(18) 硬叶唇柱苣苔 (C. sclerophylla) : 中至大型莲座状植株。叶片边缘常具圆齿 , 自然状态下

有白叶脉类型的优良株可供选择。花序高出叶丛 1～2倍 , 每株花序 2～6, 每支花序 5～10花 , 花硕

大 , 粉红至淡紫色 , 开花时十分壮观。4—5月开花 , 群体花期长达 45 d, 为极佳的育种材料。

(19) 菱叶唇柱苣苔 (C. subrhom boidea) : 中型莲座型植株 , 叶片革质油绿 , 不对称 , 长似飘带

从盆缘垂下。花序高于叶丛 , 每花序 4～6朵花 , 粉红至紫色 , 3月开花 , 群体花期 25～35 d, 为极佳

观叶和观花的盆花材料。

(20) 小叶唇柱苣苔 (C. parvifolia) : 匍匐莲座小型植株 , 常生出匍匐茎形成小植株 , 叶片心形。

每花序仅 1～2花 , 但每个由匍匐茎生成的植株上均形成花序开花 , 花粉红至深紫红色 , 9—10月开

花 , 群体花期 40～45 d, 为极佳垂吊形观叶和观花盆花及育种材料。

(21) 永福唇柱苣苔 (C. yongfuensis) : 小型莲座状植株 , 叶匙形 , 叶脉为银白或紫色 , 叶面具

紫或紫红毛 , 叶背常呈鲜艳紫红色。每株有花序 4～10, 每花序 2～4花 , 花硕大 , 花浅雪青、浅紫

或紫色。5月开花 , 群体花期 15～30 d, 为优良的微型盆花和育种材料。

(22) 河池唇柱苣苔 (C. hoch iensis) : 匍匐莲座小型植株 , 常生出匍匐茎形成小植株 , 叶片心

形。每株能抽生 1～5支花序 , 每花序 1～4花 , 花浅紫至深紫色 , 9—10月开花 , 群体花期 30～35

d, 为极佳垂吊观叶和观花盆花及育种材料。

(23) 肥牛草 (C. hedyotidea) : 匍匐莲座状中型植株 , 不断生出延长的根状茎 , 在原产地的石灰

岩崖壁常形成 1～115 m ×015 m的巨大悬垂植株。叶歪斜呈镰刀状 , 上具白长柔毛。花形与花色特

殊 , 呈高脚碟状 , 深紫红至棕紫色 , 花多而密 , 9—10月开花 , 群体花期 40～45 d。全株具特殊香气 ,

为极佳的悬垂和香型育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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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采唇柱苣苔 (C. w en tsa ii) : 唇柱苣苔属内肉质叶的 3种苣苔之一 , 小型莲座状植株 , 叶

似百合科观叶植物条纹十二卷 (Haw orth ia fascia ta )。多年栽培可形成桩景。花序远高于叶丛 , 每株

具花序 3～8, 每花序具花 2～4朵 , 花硕大 , 紫红至深紫色。5—7月开花 , 群体花期 15～30 d, 为极

佳的微型肉质盆花和育种材料。

(25) 刺齿唇柱苣苔 (C. spinu losa) : 唇柱苣苔属内肉质叶的 3种苣苔之一 , 中型至大型莲座状

植株 , 叶似条纹十二卷。多年栽培可形成桩景 , 在原产地的石灰岩崖壁能形成 1～2 m ×1 m的巨大悬

垂植株。花序远高于叶丛 , 每株具花序 4～6支 , 每花序具 9～15朵花 , 花较小但繁密 , 常呈细长漏

斗形 , 紫红至深紫色。9—11月开花 , 群体花期 45～60 d, 为极佳的肉质盆花和育种材料。

(26) 圆叶唇柱苣苔 (C. d ielsii) : 小型至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圆形 , 常于叶面出现墨紫斑块 ,

叶面也常具白纤长柔毛。花序 1～6支 , 单花或 2花 , 花多 , 硕大 , 上唇白色 , 下唇蓝紫色 , 极为特

殊。6—9月开花 , 群体花期 15～30 d。但栽培上较为困难 , 需要冷凉的越夏环境 , 为极佳的育种材

料。

(27) 黄花牛耳朵 (C. lu tea) : 中型植株 , 多年生长可形成桩景。叶丛直立 , 花序高于叶丛。苞

片硕大 , 白绿色 , 初期俯垂合并似双手合十 , 花期张开 , 其间是黄色的花朵 , 十分美观。6—7月开

花 , 群体花期 30～35 d, 花为该属内罕见的暖色调花 , 为极佳的观花盆花和育种材料。

(28) 凤山唇柱苣苔 (C. fengshanen ica ) : 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可形成桩景。叶圆匙形 , 似水滴 ,

在控水条件下叶变为紫红。花序极长 , 花繁密 , 每株花序 5～6支 , 花朵数量多达 200以上 , 花浅紫

至深紫红色 , 10—11月开花 , 群体花期 25～50 d。为极佳的盆花和丰花育种材料 , 新种。

(29) 莨山唇柱苣苔 (C. langshan ica) : 中到大型莲座状植株 , 叶菱状卵圆形极为特殊。花序远

高于叶丛 , 每株 2～6支 , 花朵数量可多达 80以上。花朵硕大 , 深粉红至浅蓝紫色 , 9—11月开花 ,

群体花期 40～45 d。为极佳的盆花和育种材料。

(30) 钝齿唇柱苣苔 (C. obtusiden ta ta ) : 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墨绿边缘具波状齿。花序高于叶

丛 , 每株 2～6支 , 每花序具 8～20朵花。花冠筒细长 , 鲜紫红色。5—6月开花 , 群体花期 45～50

d。为极佳的盆花和育种材料。

(31) 桂林小花苣苔 (Cs. R epanda var. gu ilinensis) : 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叶嫩绿 , 叶有浓郁蜂蜜绿

茶气味 , 在阳光下尤其浓烈。花多而繁密 , 但由于花极小 , 观赏价值不是很高。为极佳香型盆花和育

种材料。

(32) 心叶小花苣苔 (Cs. cord ifolia ) : 小至中型莲座状植株 , 可形成桩景 , 叶墨绿 , 心形具翅 ,

边缘具齿。叶具特殊类似薄荷的香气。为极佳的香型盆花和育种材料。

3　讨论

311　观赏性状评价方法的确定

对所搜集的花卉原始材料观赏性状和育种前景的研究和评价是合理选配育种材料的基础和关键环

节 (刘青林 等 , 1994; 陈俊愉 等 , 1995)。一般常用的观赏性状评价方法有模糊数学模型综合评价

法、百分制记分评选法 (陈俊愉和邓朝佐 , 1986; 林绍生等 , 2000) 和灰色关联度评价方法。前两

者对于同一类型的观赏植物 , 譬如用于评价某专一观赏部位和性状的 , 同属观花的芍药类群 , 就比较

合适。后者多应用于某一具体或特定的观赏特性变化复杂的类群 , 如凤仙和石蒜 (李淑顺 等 ,

2004)。

然而 , 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植物均属于狭域性分布的类群 (文和群 等 , 1998)。属间甚至

种间的形态变异都极大 , 其观赏性状难以使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判。

因此使用上述 3种评价方法均有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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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对不同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植物的观赏性状进行 4年观察记录和描述的基础上 , 按照

主要观赏性状的不同划分对其原始观赏性状进行对比和评价 , 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不同应用方向类型的

观赏特性。以此为据 , 按应用类型集中地评鉴某一专类观赏性状 , 将其归纳为不同观赏类群 , 既分别

对单一性状进行了描述和评价 , 最终也对整体观赏性状作出了归纳 , 为将来进一步选择、育种奠定了

基础。

312　小花苣苔属观花类群缺乏

小花苣苔属的种大部分被列入 “中 ”和 “一般 ”的类群 , 主要是因为其花部器官有该属植物的

局限性 ———小花是该属的主要特征 , 因此 , 该属最重要的潜力来源于有特殊香气和淡黄色花的植物。

由于该属和唇柱苣苔属是近缘属 , 而长蒴苣苔族内杂交通常可育 (李振宇 , 1996) , 因此极有可能利

用小花苣苔属和唇柱苣苔属的种进行杂交 , 培育出既有丰富花型变化 , 又具有芬芳气味的观赏品种。

313　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资源的保护

唇柱苣苔属植物的分布中心为东南亚和我国以广西、广东、云南、贵州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 , 小

花苣苔属的分布中心则是我国桂 —粤东一带的喀斯特地区。苦苣苔科的非洲紫罗兰、大岩桐、海角苣

苔 (S1 ×hybridus) 和鲸鱼花等多个类群植物在国际花卉市场上的经多年流行提示我们 : 苦苣苔类植

物在观赏方面的巨大潜在价值越来越被西方园艺界所重视。

我国具有丰富的唇柱苣苔属植物资源 , 而小花苣苔属则是我国的特有属 , 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也引

起了国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 但这两类植物观赏性状的系统研究和观赏新品种的培育工作迄今很

少有国内公司或研究机构涉及。

近年来 , 南方喀斯特地貌地区石漠化日益严重 , 外来入侵植物如紫茎泽兰 ( Eupatorium adenopho2
rum ) 和金钟藤 (M errem ia boisiana) 等疯狂蔓延 , 全球变暖导致很多地区长期干旱 , 洞穴旅游的不合

理开发使得喜阴湿的苦苣苔植物的某些种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日益严重 , 一些局域性种类日益稀少 ,

一些地理分布范围较小的特有种、地方种已处于濒危状态 , 甚至已经灭绝。对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

属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已刻不容缓。

314　唇柱苣苔属和小花苣苔属花卉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

(1) 尽快摸清苦苣苔类植物资源状况 , 建立完善的野生苦苣苔科观赏植物资源圃。

(2) 根据其适应性及分布范围 , 制定详尽的引种计划 , 运用组织培养技术进行扩繁 , 保证原产

地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利用。

(3) 对种及种下变异类型、生态类型进行有目的的选择 , 选育出适应市场要求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品种。

(4) 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 开展杂交育种工作。

(5) 成立专业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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