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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品种分类标准的探讨
.

鲁涤非

( 华中农业大学 )

王其超

(武汉市园林科研所 )

桂花久经栽培后
,

形成了丰富的栽培品种
.

本文在综述前人对桂花品种分类的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

认为仅以花的颜色不同而定为一个种是很不恰当的
,

进而提出了新的分类标准是
.

以金桂
.

丹

桂
.

银桂和四季桂四个组 ( g or u p ) 为桂花分类的第一级标准
,

花的特征为第二级标准
.

p十的特征

为第三级标准
.

花期的迟早为第四级标准
.

关键词 : 桂花
,

品种分类

桂花 ( 0
5琳。 n t几“ 5 f r a 口r a , s L 。 u r

.

) 又称木犀
、

岩桂
、

九里香等
.

我国是桂花的原产地
。

有关桂花的记载
,

最早见于楚
·

屈原 《 楚辞
·

九歌 》
“

援北斗兮酌

酒浆
,

辛夷车兮结桂旗
”

的词句
,

尔后有东汉
·

班固 《 汉书
·

礼乐志 》
“

尊桂酒
,

宾八乡
”

的

记述
,

晋
·

葛洪 《 西京杂记 》
“

初修上林苑
,

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
,

有掏桂十株
” .

这是有

记载的栽培桂花的滥筋
,

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

目前
,

陕西南郑圣水寺内有汉桂一株
,

乡 相传系汉高祖臣肖何手植
, 19 80 年经

皿`
C 测定

,

树龄为 18 4 0 土 3 5。年
,

与传说基本相符 〔 . 〕 ;

而贵州锦屏还有更大的一株
,

岁有华实
,

至今不衰
,

花开季节
,

香飘数里
.

这些都是古代很

早就栽培桂花的活见证
.

明
·

沈周 《 客座新闻 》 载
: “

衡神寺
,

其径锦亘四十余里
,

夹 道 皆

合抱松桂相间
,

连云蔽日
,

人行空翠中
,

秋来香闻十里
,

真神幻佳境
。

计 其 数 云一万七千

株
。 ”

[ , 〕由此可见
,

那时桂花已作行道树种植了
.

桂花在我国不仅栽培历史悠久
,

而且栽培范围也十分广泛
.

我国黄河以 北多行盆植
.

黄

河沿岸
,

尤 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地广为露地栽培
。

近年有些城市将其选为市树市花
,

深为

广大人民群 众所喜爱
.

此外
,

桂花还具有户泛的经济价值
.

国外记载桂花的资料
,

始见于 K
a 吐m p f e’r ( 玉6 9 0一 1 6 9 2 ) 在 日本作为观赏树的记 载

.

十

八世纪七十年代
,

桂花由广州传至英国
,

K e w 园于 1 78 9年开始栽 培
,

L 。
盯 ie r 。

在 《 F lor
a

C oc h in c h i n e n s i s 》 ( 1 7 9。 ) 中
,

对桂花作了植物学描述
.

嗣后有许多学者对桂花也进 行过

研究
.

自 K e w 园栽培后
,

欧洲的许多花园
、

公园相继引种栽培
。

一
、

品种分类的现状和问题

桂花在长期自然杂交
、

人工选择以及环境条件影响下
,

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异
.

形成 了

丰富的栽培品种
。

桂花品种的分类
,

可以追溯到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 目 》 ( 16 0 3 ) 载
“

花有白者名银桂
,

黄者名金桂
,

红者名丹桂
.

有秋花者
,

春花者
,

四季花者
,

逐月花者
”

[ ’ 〕的记述
.

以 后 各

协墓霎豪裂置等
沿袭至今

.

P
.

S
.

G
r e o n

( 1 9 5 8 ) 〔
` 3在描迷桂花的花色时也说桂花有白

、

浅黄
、

,

并将丹桂定名为F o r供 a a u r o n t i a e u s
( M a k

.

) P
.

S
.

G
r e e n .

日本 学者牧 野

.

萦陈使愉教挽斧正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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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太郎 ( M a k i n o
)给金桂定名为 o

.

f
.

v a r .

t人u , b e r g i i M a k
. ,

给丹桂 定 名为 o
.

f
.

v a r
.

-

a u r a n t i a c “ 5 M a k 四季桂早簇还没有给矛充分的横 有人用 。产 f
·

v “ r
·

H “ r ,
·

的变种名
·

日本学者中并狱
.

理娜伙州 )将 为口钾钾场` sQ

s e解 p e r f o r e o s

c u s N a k a i [ ` 〕
,

作为一个种对待
,

主要依据是花 白色
.

日本另一学者大井次三郎 ( O h , i) 在 《日本植物志 》

( l9’ 78 ) 中
,

也认为白花的为银桂
,

学多为 0
5 . 朋 t hu

:
,r 。 g ar sn L

o u r〔`
]

.

总之
,

其 说 不

一
,

莫衷一是
,

情况是 比较紊乱的
.

作者认为无论是从 中国的历史文献
,

或是近年 G
r
ee

n的研究
,

都将不同花色的桂花作为

一个种
,

而具不同花色或花期的类型
,

只能作为栽培变种即品种
,

这在其它许多植物的命名

中是屡见不鲜的
,

也是理应如此遵办的
.

特别是经过长期栽培的桂花
,

随着环境的影响
、

天

然杂交和人工选择
,

产生种内多样性
,

这是很自然的
.

其次
,

从结实的情 况看
,

只有具两性

花的金桂组中有些易于结实
; 四季桂也有结实的

; 丹桂组中虽有的也是两性花
,

但 结实不正

常 ;
而银桂从 已调查到的看

,

雌蕊均巳退化
.

因此
,

不结实的植物能够保存下来
,

只能是人

工选择和栽培的结果
,

而不是一个天然独立的种
.

根据 《 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 ) ( I。 t e r n a t i。 。 a l c
。 d e 。 f 火。 也 e 。 c l a t u

荃
。 。 f e 。 l t i

-

va et d lP an st
,

19 6 9 )和依花色及开花习性这一传统分类方法
,

将桂花分为 金桂
、

银桂
、

丹

桂和四季桂四个组 ( g r o u p )
,

作为桂花品种分类的第一级标准
.

金桂的雅名写成。
.

T h “ 。 -

b er gl’ i
,

包括各种黄色的桂花
,

秋季开花
.

银桂改为口
.

O d o rQ t us
,

包括各种黄白或 淡 黄 色

的桂花
,

秋季开花
.

丹桂改为
c 妙

.

A ur 二 lt’ ac 公
,

包括各种橙红色的桂花
,

秋 季 开花
.

四季桂
。 , .

一 `
, 一 ~ ~

、 .

_ _
一

_
_

_
,

一

几二二_ 二 二
.

_
二

_ .

_ 一
, _

,

_
_

_

.
改为门

.

5姗 , er f lo er 。
,

花色黄
,

每年数次开花
.

在四个组下依花的特征作为第二级标准
,

,

如花色的深浅
、

花芽开放的 习性
、

花冠裂片的形状及花径的 大小 等
,

如
`

橙 黄 金 桂
”

c 公
.

C几口n口几u a n 口 T 几
: ” b e r a i i

. “

锡橙丹桂
. e 公

.

eG
c h e n口 A u r a n r i c : s 、 “

球金 桂
” c 公

.

Q i u T 无
: ·

” b e 护口11
、 “

圆瓣金桂
” c ,

.

Y
u a n b a n T h u ” b e r g i i

、 “

大花金桂
” c 公

.

D a h u a T h u , b e r g i i等
.

第三级标准可以叶的特征
,

如叶的形状
、

质地
、

大小
、

色择以及叶脉叶缘的状 况等
,

如
“

卷

叶金桂
” 。” .

J “ a n p e T h “ ” b e 犷9 5`
、 “

硬叶丹桂
. c 公

.

Y i” g p e A “ ar ” t i a c u s . “

大叶四 季 桂
”

e ”
.

D a

班 S e 协 , e r f lo r e n s 、 “

亮叶金桂
” e公

.

L i a o g p e
T h“ ” b e r g i i

、 “

疏脉金桂
” 。 ,

.

5几u挑 a `

T 入u , b e r g i i
、 “

齿叶金桂
” c 公

.

C h i班 T h o n b e r 口.l`等
.

第四级标准依花期 的迟早
,

如
“

早金

桂
” e 公

.

Z a o T 几u , b e r口11
、 “

晚金桂
” c公

.

牙
a o

T 几
u

动
e r g i i等

.

组内每一个品种 (
c v

.

) 的汉名
,

为了名实相符
,

应保留金桂
、

丹桂等名词词汇
,

而 不

同的金桂或丹桂
,

则在前面加上表示某一品种特征的形容词
,

并采用汉语拼音方式
,

如
.

橙

黄金桂
”

的学名写成 O s m a o t h u s f r a g r a n s c v
.

C h
e n g h u a n g T h

u n
b
e r g i i

.

这样便于从 某

一桂花的名称
,

就得知它是属于哪一组
、

有什么突出特征
.

二
、

讨论

1
.

桂花的花色一般是比较稳定的
,

但是作为品种 (
c v

.

) 分类的依据
,

特别是金桂组 和

银桂组之间
,

有的仅为颜色深浅的区别
,

而非色质的不同
.

因此
,

在没有色谱的情况下
,

鉴

别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

金桂组和丹桂组间也有难以分辨的品种
.

“
.

从桂花的花器看
,

两性花多见于金桂组
,

因此结实也多
: 四季桂也有结实的

; 丹桂组君
中有的品种虽然雌蕊也较发达

,

但未见结实
;
’

银桂组雌蕊多退化或发育不全
,

因之不可能结

实
.

常见栽培的桂花以金桂为多
,

这可能与其结实性强有关
.

桂花作为一个久经栽 培 的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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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

而开黄花的金桂是否更接近于原 始种
,

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

3
.

关于品种分类的意见
,

作者认为文中所提方案既满足了观赏的要求
.

继承
一

r 前人的传

统
.

同时更充分注意纽佗在办类学违丫l勺重要意义几
` ;

落乞1
.

’

二理
· `

: 全

4
.

桂花树干的形态
、

准 下鲜长的再度桥颜色
,

也有不向启!戍到与变化
.

这与 不 }
`

刁品 种有

关
,

也与树龄密切相关
.

5
·

近年各地不少单位开始对桂花品种进行研究
,

为了防止 山于品种命名方法不 同而影响

桂花的推广和普及
,

因此
,

履需对品种命 名和名称的统一 工作进行研究
,

开展 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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