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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总结桂花栽培品种分类的基础 上
,

根据桂花的开花季节
、

花色
、

花期
、

子房发育状况 (能否

结实 )及营养器官等性状
,

既考虑品种进化关系和传统分类方法
,

又密切结合生产实际的需要
,

提

出了桂花 品种分类的五级标准
。

并对木犀属的地理分布和种质资源的利用进行了讨论
。

关钮词 桂花 ; 栽培品种 ; 种质资源
;
分类标准

;
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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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桂花品种分类

1
.

桂花品种分类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是木犀属 (口邵椒现之无
初名 L ou r

.

)植物的世界分布中心
,

种质资源十分丰富
,

栽培历史源远

流长
,

特别是桂花 o(
.

介
口

卿二 oL ur
.

)
,

它是兼有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优 良园林

树种之一
。

近年来
,

国家轻工业部在南方 13 省大力推广并发展桂花栽培
,

以 满足 日益增 长的

国内外需要
。

全国已有 14 个省 (区 )
、

市或县把桂花定为省 (区 )花
、

市花或县花
。

桂花由于久经栽

培
,

发生天然杂交和变异
,

以及人类长期选优
,

品种较多
。

而且随着野生桂花资源的发掘 引

种
,

杂交育种工作的普遍开展
,

桂花栽培品种还将大大增加
。

因此
,

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科
·

、

户

分类方法
,

避免混乱
,

是园艺界的当务之急
,

因为同名异物
,

同物异名
,

不利于栽培事业的发

展
。

收稿 日期 1 9 9 3一 0 1一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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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桂花品种分类的现状

长期以来
,

桂花品种的分类有不少 问题没有解决
。

在全国范围内缺乏 系统调查和整理
,

在品种分类上无统一标准
,

比较混乱
; 对木犀属种质资源情况不够了解

,

缺乏足够重视
,

因

而没有发挥其种质资源的优势
,

在桂花新品种选育 上没有明显突破
。

全国各地的桂花产区都有相 当数量的栽培品种
,

由于无统一分类标准
,

出现同名异种
,

同种异名现象
。

目前
,

对桂花品种分类有以下几种
:

( 1) 根据花色和花期分类
。

从宋
、

明
、

清三代的记载来看
,

就是这样来分类的
。

如宋代陈景

忻 《全芳备祖 》以花色来命名丹桂
; 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 目》以花色把 桂花 品种分为银桂 ( 白

色 )
、

金桂 (黄色 )和丹桂 (红色 ) ; 清代陈涅子《花镜 》等以花色
、

花期将桂花分为金桂
、

银桂
、

丹

桂
、

四季桂和月月桂等品种
。

( 2) 有的从花色
、

开花习性
、

花冠分裂形状
、

花期
、

花芽开放 习性
、

叶形
、

叶片质地及有无锯

齿等几方面考虑
,

每一标准中包括多种性状
。

但在实际使用中不易掌握
。

( 3) 有的从
“

三形
”

来分类
,

即树形
、

枝形和叶形等
。

但营养 器官的生长常因环境条件不同

而有很大差异
,

因此
,

仅用
“
三形

”

来分类是不够确切
。

( 4) 有 的以
“

地方
”

来分类命名
。

如某某地桂花
、

某某村桂花等
。

按命名法规
,

如果本地种

确有特殊性状 区别于其他地区物种
,

可以在种或品种前冠以地名
,

但实际上由于缺乏统一分

类标准
,

而且没有对比
,

故往往容易导致 同种异名
,

使名称更加混乱
。

以上几种分类方法
,

其历史局限性均很大
。

由于没有从亲缘关 系和其他观赏特征的共性

上加以归类
,

也没有从全 国范围内进行调查比较
,

必然导致许多相异类型共存于同一个花色

系统中
。

在国外
,

因种类少
、

品种少
,

对桂花品种分类的研究也是各行其事
。

总之
,

对桂花品种

分类的研究
,

从古到今
,

从外到内
,

缺乏沟通和统一
。

3
.

桂花品种分类的原则和标准

桂花是木犀属 中一个物种
,

中国植物志 61 卷提出在种下均不再分等级
,

但这种植物个体

间差异确实存在
。

我们在南京地区观察调查中见到以下几种性状表现
:

开花时不仅色彩不同
,

且雌雄蕊发育程度亦有明显差别
,

有的等长
,

有的雌蕊较雄蕊短
,

无 明显柱头
,

发育不正常
。

花期不同
,

金桂
、

银桂中有开花早的
,

也有开花迟的
,

迟开花的银

桂
,

质量好
,

花量多
,

花易落且落花整齐
,

采收容易
,

生产价值高
。

上述性状的差异在园林生产上是很有意义的
,

在品种分类时应有所反映
。

但各地是否相

同 ?是否稳定 ?是否典型
、

是否代表性 ?这需要有统一的性状选择标准
,

以便进行比较鉴别
。

50 年代
,

英国学者 G r ee n
曾用叶来分类

。

但桂花的叶大小不一
,

同一植株的叶片有的有锯

齿
,

有的则全缘很难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
。

我们认为桂花品种分类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

首先
,

应反映品种的进 化亲缘关系
,

同时应充分考虑传统分类方法和 园林生产上的应

用
。

弄清桂花种质资源进化关系和演化变异途径
,

才能不断发掘和培育新品种
;
其次

,

传统分

类 已长期为人 们普遍承认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桂花品种的主要特征和变异
,

应予重

视 ;
第三

,

品种分类应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

可以发挥不同品种之所长
,

达到物尽其用
,

进而又

可推动和充实品种分类的理论研究
。

根据以上原则
,

作者提出 了桂花品种分类的五级标准 (见图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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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标准

:

按开花季节将桂花分为四季桂和秋桂两大类
;

第二级标准
:

按花色分为银桂类
、

金桂类和丹桂类
;

第三级标准
:

根据花期的早晚分为早花期和晚花期
。

早花期 8月下旬开花
,

晚花期国庆 前

后 (指长江 中下游一带 ) ;

第四级标准
:

根据子房发育程度分为正常发育和不正常发育 (能否结实 )
。

第五级标准
:

按营养器官性状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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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g 1 D i a g r a m

桂花品种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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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木犀属种质资源及其分布

我国是世界木犀属分布中心
,

种质资源丰富
,

具有三大特点
。

L 种类多样性

该属种质资源究竟有多少
,

记载不一
。

据 《中国花经 》记载
,

全世界有 4 0种
,

中国 27 种 ;

《中国十大名花 》记载 33 种
,

中国 28 种 ; 而《中国植物志 》 61 卷记载 30 种
,

中国 25 种
。

根据中国植

物志以及最新资料统计
,

我国木犀属共 26 种
,

占全世界 30 种的86
.

6%
。

可见
,

我国木犀属资源

是很丰富的
,

有许多种 叮加以开发利用
,

也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
。

.2 分布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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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犀属在我国长江流域 以南各省均有分布
,

其中尤以南方和西南诸省种类较多
,

如广东

( 8种 )
,

广西 ( 1 0种 )
,

云南 ( 9种 )
,

贵州 ( 7种 )
,

四川 ( 8种 )等 (见表 1 )
。

有的种如桂花
,

栽培甚

广
,

可至华北
、

西北等地区
。

表 1 木犀一的地理分布
T a b 1 T h e g e o g r a jp h i e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O s

m
a n t人u s

序号 种名

厚边木犀

牛矢呆

小叶月桂

毛柄木犀

红柄木犀

毛木犀

宁波木犀

狭叶木犀

坛花木犀

令冬树

齿叶木犀

蒙自桂花

尾叶桂花

野桂花

短丝 木犀

无脉木犀

细脉木犀

锐叶木犀

网脉 木犀

显脉木犀

桂花

石山桂花

香花木犀

山桂 花

双瓣木犀

总状桂花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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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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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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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4

25

2 6

+ + +

+ + 十

+

关
十 + + + + +

关
+ 十

十

十

+

关
+

+ + +
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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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

+l0
njO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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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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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口000口000000000000000口000

*

栽培

3
.

利用潜力大

除桂花
、

布冬树等早 已广泛栽培外
,

石山桂花
、

宁波木犀等在广西
,

浙江园林中亦开始栽培

利用
。

石山桂花
、

宁波木犀的叶片质地坚挺碧绿
,

全缘
,

花清香
,

是很理想的庭园绿化
、

香化树

种
,

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

木犀属树种
,

多在秋季开花
,

秋季飘香
,

但也有不少种类在春夏之交开花
,

如野桂花
、

短

丝木犀
、

小叶月桂和香花木犀均在 4~ 5月份开花
;
厚边木犀

、

细脉木犀在 5 ~ 6月份开花
。

而怜

树则开花较晚
,

在 11 ~ 12 月
。

可见其花期不一
,

这种特性对园林植物配置
、

延长花期或杂交育

种是很有价值的
。

三
、

木犀属种质资源的深入研究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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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桂花的品种作系统深入的研究

( )l 开展全国性品种调查
,

系统分类
,

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
,

统一品种名称
。

由
一

个权威

性的园艺或植物科研单位负责品种登记工作
,

对新品种必须建立登记制度
,

以免混乱
。

( 2 ) 根据不同的目的
,

选育
、

推广和栽培优良品种
,

如食用 (蜜饯用 )桂花应选高产
、

色浅
、

易采收者
; 香料用桂花应选芳香油含量高

、

香味好的
; 园林绿地布置则 可培养乔木 型

、

灌木

型
、

盆栽型以供选择
。

( 3 ) 建立品种收集圃和繁育中心
,

扩大优良品种
。

2
.

积极开展木犀属野生种质资源的调查
,

建立种质资源收集库
,

既可保 存野生种质资

源
,

又可逐渐选择扩大利用
,

变野生资源为园林栽培种系
,

使园林植物更加丰富多彩
。

开展杂交育种工作
,

增加花色花型
,

延长花期
,

改良品种
。

在秋季花卉中
,

桂花和木芙蓉

都是作专题栽培布置 的好材料
。

但花色
、

花型不够丰富
,

除金桂
、

银桂
、

四 季桂外
,

只有丹桂

(即朱砂桂 )带有红色调
,

这还是南宋时挖掘出来的芽变 品种
。

因此
,

必须针对桂花存在的花

小
、

单一
、

抗逆性不强等问题
,

开展人工杂交
,

培育出花大
、

色彩丰富
、

抗逆性强的桂花新品

种
。

3
.

发展桂花生产
,

巩固建立生产基地
。

主要方向有
:

(1 ) 鲜花生产
。

供食品
、

香料工业用
,

总结各桂花产区的经验
,

提高鲜花生产水平 ; ( 2) 发展盆花生产
。

除四季桂外
,

要多发展丹

桂
,

卞冬树和花叶怜树等优良品种或种系
; ( 3) 发展鲜切花

。

桂花叶色浓
,

花甜香
,

枝细长
, ’

八

作插花
,

自占民间就有
“

折桂
”
之习

,

若能发展
,

定能取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
。

4
.

积极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

如鲜花保质保鲜
、

贮藏
;
桂花加工贮藏

; 香精分析和

加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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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9 0
:

中国花经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上海
.

1 56 一 16 1页
·

4 中科院中国植物志编委会
.

19 92
:

中国植物志 ( 61 卷 )
,

科学 出版社
,

北京
.

85 一 1 11 页
.

5 G r e e n P S
.

19 5 8 : A m o n o g r a Ph i e r e v 一s i o n o f o
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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