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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多 样 性 是 生物 及 其 与 环境 形成 的 生态 复合 体 以 及 与 此 相关 
的 各 种 生态 过 程 的 总 和 ， 包 括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动物 、 植 物 、 微 生物 和 
它们 所 拥有 的 基因 以 及 它们 与 生存 环境 形成 的 复杂 的 生态 系统 ， 是 
生命 系统 的 基本 特征 。 人 类 文化 的 多 样 性 也 可 被 认为 是 生物 多 样 性 
的 一 部 分 。 正 如 遗传 多 样 性 和 物种 多 样 性 一 样 ， 人 类 文化 (如 游牧 生 
活 和 移动 耕作 ) 的 一 些 特征 表现 出 人 们 在 特殊 环境 下 生存 的 策略 。 同 
时 ， 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其 他 方面 一 样 ， 文 化 多 样 性 有 助 于 人 们 适应 不 
断 变化 的 外 界 条 件 。 文 化 多 样 性 表现 在 语言 、 宗 教 信仰 、 土 地 管理 
实践 、 艺 术 、 音 乐 、 社 会 结构 、 作 物 选 择 、 腾 食 以 及 无 数 其 他 的 人 
类 社会 特征 的 多 样 性 上 。 

生物 多 样 性 是 人 类 赖 以 生存 的 物质 基础 ， 具 有 巨大 的 商品 和 公 
益 价值 。 其 价值 主要 体现 在 两 个 方面 : 第 一 ， 直 接 价值 ， 从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野生 和 驯化 的 组 分 中 ， 人 类 得 到 了 所 需 的 全 部 食品 、 许 多 药 
物 和 工业 原料 ， 同 时 ， 它 在 娱乐 和 旅游 业 中 也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第 
二 ， 间 接 价值 ， 间 接 价值 主要 与 生态 系统 的 服务 功能 有 关 ， 通 常 它 
并 不 表现 在 国家 核算 体制 上 ， 但 如 果 计 算出 来 ， 它 的 价值 大 大 超过 
其 消费 和 生产 性 的 直接 价值 。 据 Costanza 等 佑 计 ， 全 球 生物 多 样 性 

每 年 为 人 类 创造 约 33 万 亿美 元 的 价值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间接 价值 主要 
表现 在 固定 太阳 能 、 调 节 水 文学 过 程 、 防 止 水土 流 失 、 调 节气 候 、 
豚 收 和 分 解 污染 物 、 贮 存 营养 元 素 并 促进 养分 循环 和 维持 进化 过 程 
等 方面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最 大 价值 可 能 在 于 为 人 类 
提供 适应 当地 和 全 球 变化 的 机 会 。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未 知 潜力 为 人 类 的 
生存 与 发 展 显示 了 不 可 估量 的 美好 前 景 。 

近年 来 ， 物 种 灭绝 的 加 剧 ，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减少 ， 以 及 生态 系 
统 特 别 是 热带 森林 的 大 规模 破坏 ， 引 起 了 国际 社会 对 生物 多 样 性 问 
题 的 极 大 关注 。 生 物 多 样 性 丧失 的 直接 原因 主要 有 生境 丧失 和 片段 
化 、 外 来 种 的 侵入 、 生 物资 源 的 过 度 开 发 、 环 境 污染 、 全 球 气候 变 
化 和 工业 化 的 农业 及 林业 等 。 但 这 些 还 不 是 问题 的 根本 所 在 。 根 源 
在 于 人 口 的 剧 增 和 自然 资源 消耗 的 高 速度 、 不 断 狭窄 的 农业 、 林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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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渔业 的 贸易 谱 、 经 济 系统 和 政策 未 能 评估 环境 及 其 资源 的 价值 、 
生物 资源 利用 和 保护 产生 的 惠 益 分 配 的 不 均衡 、 知 识 及 其 应 用 的 不 
充分 以 及 法 律 和 制度 的 不 合理 等 。 总 而 言 之 ， 人 类 活动 是 造成 生物 
多 样 性 以 空前 速度 丧失 的 根本 原因 。 据 估计 ， 由 于 人 类 活动 引起 的 
人 为 灭绝 比 自然 灭绝 的 速度 至 少 大 100 倍 。 引 起 了 国际 社会 的 苯 迄 
关注 ， 各 国政 府 纷纷 制订 有 关 生 物 多 样 性 ， 特 别 是 受 威胁 物种 保护 
的 法 规 。 在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进程 中 具有 历史 意义 的 事件 是 1992 年 
在 巴西 首都 里 约 热 内 卢 召 开 的 联合 国 环境 与 发 展 大 会 。 在 这 次 会 议 
上 通过 了 5 个 重要 文件 ， 其 中 之 一 即 《生物 多 样 性 公约 》。 当 时 有 
1S0 多 个 国家 的 首脑 在 《公约 》 上 签字 。《 人 公约》 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 正式 生效 ， 目 前 已 有 188 个 国家 或 地 区 成 为 缔约 方 。 其 宗旨 是 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 持 续 利用 生物 多 样 性 以 及 公平 共享 利用 遗传 资源 所 
取得 的 惠 益 。 

中 国 是 世界 上 少数 几 个 “生物 多 样 性 特别 丰富 的 国家 ”之 一 ， 
现存 物种 总 数 约 占 全 世界 的 10%。 中 国 又 是 世界 上 人 口 最 多 的 国家 ， 
人 均 资源 占有 量 低 。 中 国 比 其 他 国家 更 依赖 于 生物 多 样 性 。 然 而 ， 
巨大 的 人 口 压力 、 高 速 的 经 济 发 展 对 资源 需求 的 日 益 增 加 和 利用 不 
当 ， 使 中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受到 极为 严重 的 威胁 。 据 调查 ， 我 国 的 生态 
系统 有 40% 处 于 退化 甚至 严重 退化 的 状态 ， 生 物 生产 力 水 平 很 低 ， 
已 经 危及 到 社会 和 经 济 的 发 展 ， 中 国有 15% 一 20% 的 物种 受到 严重 威 
胁 ， 遗 传 多 样 性 大 量 背 失 。 中 国 作为 世界 栽培 植物 起 源 中 心 之 一 ， 
有 相当 数量 的 、 携 带 宝贵 种 质 资源 的 野生 近 缘 种 分 布 ， 其 生境 受到 
严重 破坏 ， 形 势 十 分 严峻 。 而 且 中 国 的 保护 区 多 在 经 济 不 发 达 地 
区 ， 用 于 保护 区 的 费用 远 远 低 于 世界 平均 水 平 。 如 果 不 立 即 采取 有 
效 措施 ， 遏 制 这 种 恶化 的 态势 ， 中 国 的 可 持续 发 展 是 很 难 实现 的 。 

为 了 推动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工作 ， 及 时 反映 这 方面 的 研究 成 果 ， 
促进 跨 世 纪 的 人 才 的 培养 ，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曾 组 织 并 
完成 了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丛书 ， 对 于 推动 我 国 的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工作 起 到 了 积极 的 推动 作用 。 随 着 近年 来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知识 的 普及 和 
宣传 ， 我 国 各 级 政府 的 有 关 管 理 人 员 和 决策 者 对 生物 多 样 性 的 重要 
意义 有 所 认识 ， 保 护 意 识 也 有 所 提高 。 但 对 于 保护 和 可 持续 利用 的 
需要 还 有 较 大 差距 。 为 此 ， 中 国 科学 院 生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又 组 织 有 

2 



关 专 家 编写 这 套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护 ”系列 丛书 ， 以 进一步 提高 政府 

部 门 和 公众 对 生物 多 样 性 保护 的 认识 水 平 。 为 实现 《生物 多 样 性 公 

约 》 缔 约 国 大 会 提出 的 在 2010 年 基本 遇 制 生物 多 样 性 丧失 的 态势 提 

供 必要 的 信息 。 

陈 宜 瑜 

f 2005 年 11 月 21 日 于 北京 中 关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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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底 ， 一 个 偶然 的 机 会 我 了 解 到 ， 中 国 科学院 植物 研究 所 
与 四 川 省 都 江 援 市 政府 联合 在 都 江 堰 市 建立 华西 野生 植物 保护 实验 
中 心 ， 即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感 到 非常 高 兴 。 几 个 月 后 我 幸运 地 成 
为 该 植物 园 的 一 名 园丁 ， 从 此 与 杜鹃 花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建 园 主 要 目的 ， 是 对 我 国 杜鹃 花 种 资源 进行 
迁 地 保护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建 园 工作 的 十 几 年 间 ， 我 与 同事 们 
一 起 穿行 于 我 国 杜 静 花 的 主 产 区 一 一 云南 、 四 川 、 西 藏 和 贵州 等 地 
进行 野外 调查 、 生 态 定 位 观察 、 收 集 种 子 。 经 过 20 年 的 发 展 ， 华 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已 经 收集 、 保 存 我 国 杜鹃 花 物 种 资源 近 300 余 种 ， 其 中 
分 布 于 高 山 常 绿 杜 觅 花 类 群 的 大 量 珍稀 物种 ( 即 中 国 特有 种 ) 占 到 
74%， 种 子 繁育 、 栽 培 管理 等 都 取得 了 较 大 成 功 。1995 一 2000 年 以 
种 子 繁殖 的 杜 胸 花 小 昔 有 150 多 种 ， 逝 4 万 株 ， 数 量 之 多 在 我 国 种 子 
育苗 领域 尚 属 首次 ， 且 播种 小 昔 已 部 分 开花 。 华 西亚 高 山 植 物 园 是 
当今 我 国 最 大 的 杜鹃 花 迁 地 保护 专 类 园 ， 也 是 目前 我 国 引种 栽培 杜 
Ba RS 

1994 年 我 得 到 英国 政府 的 达尔 文 基金 资助 ， 到 英国 学 习 了 一 
年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到 以 引种 、 栽 培 中 国 杜鹃 花 而 闻名 于 世 的 英国 爱 
丁 堡 皇家 植物 园 。 在 英 学 习 期 间 ， 项 目 负责 人 为 我 安排 了 40 多 天 的 
“Tour Study”( 参 观 学 习 )， 使 我 有 机 会 走访 了 包括 英国 皇家 植物 园 
印 园 在 内 的 30 多 个 植物 园 ， 它 们 中 除 即 园 外 ， 都 引种 栽培 了 大 量 的 
中 国 杜鹃 花 。 在 这 里 ， 我 不 仅 看 到 了 世界 上 引种 栽培 中 国 杜鹃 花 最 
好 的 一 些 植物 园 ， 同 时 还 在 英国 繁殖 杜鹃 花 最 好 的 苗 团 工 作 学 习 了 1 
个 月 ， 从 他 们 那里 我 学 习 了 杜鹃 花 规范 的 繁殖 技术 和 管理 方法 ， 这 
些 无 疑 对 我 后 来 的 工作 有 很 大 的 影响 和 帮助 。 在 国外 ， 看 到 了 我 国 
杜 鹏 花 资 源 的 丰富 和 美丽 ， 百 感 交织 ， 我 迪 切 地 感受 到 我 们 应 该 尽 
快 将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建 设 成 为 世界 第 一 流 的 杜 鹏 花花 园 ， 结 束 我 
国 杜 鹏 花 墙 内 开花 墙 外 香 的 历史 。 

近 几 年 来 ， 通 过 对 国内 外 杜 静 花 文献 资料 的 研究 学 习 ， 特 别 是 
对 我 国 主要 标本 馆 内 馆藏 标本 的 观察 和 研究 后 ， 我 对 我 国 杜鹃 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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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是 分 布 在 我 国 云南 、 四 川 和 西藏 等 地 的 高 山 常 绿 杜 觅 花 ， 多 数 
种 类 为 我 国 特有 ， 它 们 是 100 多 年 来 西方 园林 的 主要 装饰 种 类 。 中 国 
杜鹃 花 的 丰富 性 和 多 样 性 是 世界 园林 的 宝贵 财富 ， 对 杜鹃 花 资源 的 
保护 是 世界 共同 关注 的 问题 。 我 国 杜 觅 花 研究 领域 还 有 许多 空白 需 
要 更 多 的 人 来 关注 ， 其 研究 还 需要 更 深入 地 开展 。 我 们 期 望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 我 国 能 拥有 世界 上 最 美丽 的 杜 觅 花 迁 地 保护 园 ， 使 这 一 花 
弄 种 类 真正 地 造福 于 我 们 自己 的 国土。 

在 多 次 的 国外 学 习 和 工作 期 间 ， 常 常 有 机 会 接触 一 些 植物 园 的 
志愿 者 。 他 们 中 有 年 过 七 名 的 退休 老人 ， 也 有 在 校 学 习 的 大 学 生 或 研 
究 生 。 这 些 志愿 者 们 对 植物 园 建设 的 关注 和 热爱 ， 令 我 吃惊 和 感动 ， 
藉 此 我 认识 到 欧洲 植物 园 事业 的 什 勃 发 展 其 原因 不 仅仅 是 有 充足 的 经 
费 ， 更 重要 的 是 植物 园 建设 和 发 展 是 一 项 造福 全 民 的 伟大 事业 ， 得 到 
了 全 民 的 关注 。 在 我 国 植物 园 建设 发 展 过 程 中 ， 需 要 借鉴 国外 经 验 ， 
让 更 多 关心 植物 园 公益 事业 的 志愿 者 参加 到 保护 行列 中 来 。 

本 书 只 是 我 在 近 20 年 间 从 事 杜鹃 花 研究 和 学 习 的 一 些 心得 和 
体会 ， 希 望 奉 献 给 大 家 分 享 。 由 于 本 人 水 平 所 限 ， 书 中 存在 许多 问 
题 ， 尽 请 大 家 指正 。 



FF 

前 言 
第 二 章 “” 巡 紫 嫣红 话 杜 鹏 花 err 1 

eee A Ae ee 1 

=! 4484 76% TZ (Rhododendron) 4) wh veers ees 5 

A, 2 CCE eee 5 

Be a EE 705 EBT AFR E ooeweee ene tecseeententaenntandecdecotneaeedes 6 

和 人 16 

SEES COGRAT ESTE AU SSM PISIENE orveeeeeneeeeeeeeeeeeeseeesteeneeneee 22 

元 不 艺 景 人 22 

ne 26 

从 40 

SEES 中 国 杜 鹏 花 对 世界 园林 的 影响 evn evneeveeeeeeeeeeeeeeeeeeeeeeeneee 46 

ee ee a oe ee 47 

Ee Ne db aoe ae ee 52 

re FG PE i wa esns ncn se sna snosnnoncnrsenseennssnnantccrananeny 68 

ES 2 oe ae ACE Se ee eee 78 

五 、 归 去 来 今 我 国 引 种 栽培 的 杜 胸 花 专 类 园 verre 79 

第 四 章 ”杜鹃 花 资 源 的 保护 和 利用 人 sse 83 

用 的 靖 可 2 83 

SE een 96 

= xb Heth 4p 4 EB] FRE SAAR Ro pp 100 

0 127 

和 134 

0 137 



| 



BE eR ALBAAE 

在 我 国富 人 饶 而 美丽 的 土地 上 ， 有 着 丰富 的 自然 资源 ， 不 仅 拥 有 

”世界 上 最 丰富 的 植物 区 系 ， 也 是 世界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最 关键 地 区 之 

一 。 这 里 拥有 最 美的 名 山大 川 ， 最 美的 峡谷 ， 最 美的 草原 和 森林 ， 

绚丽 多 彩 的 杜 静 花 则 是 这 片 土地 上 最 美的 花卉 之 一 。 

这 和 里 提 及 的 杜鹃 花 是 指 杜 鹃 花 科 杜 鹏 花 属 (Rhododendron， 下 

面 均 简 写 为 R.) 的 所 有 种 类 。 

在 被 子 植物 大 家 族 中 ， 杜 网 花 是 一 个 大 属 ， 全 世界 种 类 大 约 

有 960 种 (不 包括 种 下 分 类 等 级 ， 以 下 同 )。 我 国有 大 约 S570 种 ， 除 新 

绪 和 和 守 夏 两 地 至 今 没 有 野生 杜 静 花 分 布 的 记录 外 ， 其 余 各 省 、 区 

都 有 。 种 类 最 多 、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富 的 地 区 是 我 国 云南 、 四 川 和 西 

藏 ， 三 地 分 布 的 杜 人 鹏 花 占 我 国 所 有 种 数 的 80% 左 右 ， 是 世界 杜鹃 花 

分 布 的 中 心 ， 也 是 世界 公认 的 杜 鹏 花王 国 ， 多 年 来 一 直 受 到 国内 外 

有 关 专 家 的 关注 ， 被 誉 为 世界 杜 鹏 花 研 究 和 引种 栽培 的 圣地 。 

杜鹃 花 不 仅 具 有 极 高 的 观赏 价值 ， 许 多 种 类 也 是 重要 的 中 药材 

和 工业 原料 ， 与 我 们 日 常生 活 关系 非常 密切 。 

在 高 山 、 亚 高 山 的 针 叶 林 及 常 绿 阔 叶 林 生态 系统 中 ， 杜 网 花 

是 非常 重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也 是 横断 山区 与 东 喜 马 拉 雅 这 两 个 具有 世 

界 意 义 生物 多 样 性 关键 地 区 的 代表 类 和 群 。 杜 网 花 中 多 数 种 类 是 构成 

当地 高 山 、 亚 高 山 灌 丛生 态 系统 的 关键 种 群 ， 并 为 亚 高 山 针 叶 林 、 

针 阔 混交 林 下 层 优 势 种 或 主要 伴生 种 ， 不 仅 具有 极为 重要 的 生态 价 

值 ， 在 水 土 保持 、 维 护 生 态 系统 稳定 等 方面 也 十 分 重要 。 因 此 了 解 

我 国 杜 静 花 的 丰富 资源 、 生 物 多 样 性 变化 ， 了 解 我 国 杜 岗 花 在 世界 

园林 界 的 地 位 ， 了 解 我 国 杜 鹏 花 开发 利用 的 现状 、 我 国 杜 哆 花 资 源 

保护 和 利用 过 程 中 所 存在 的 一 些 问题 ， 对 于 我 们 今后 更 好 地 保护 、 

研究 和 开发 利用 都 是 非常 有 必要 的 。 

—_ KF 4A 6(B) Fo Hts HH KR, id 46 th, 

在 我 国民 间 ， 多 数 人 所 认识 的 杜鹃 花 主 要 是 指 那些 广泛 分 布 在 
我 国 南方 各 省 区 、 海 拔 较 低 的 映 山 红 亚 属 中 的 少量 种 类 。 对 于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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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RRHA 

FRALAS 1S EEK A A IB] eR 1A 

归纳 起 来 主要 有 : 上 映 山 红 、 艳 山 

红 、 照 山 红 、 病 山 红 、 野 山 红 、 

Lee. Wt. ae Zl. 

化 等 。 无 论 叫 法 有 多 么 不 同 ， 都 

古 根 据 它 们 在 春天 开放 时 请 山 遍 

妓 、 人 花红 似 火 的 特点 而 起 的 (图 

1-1), ABARERS HEP XC A Pie 

样 来 的 呢 ? ELAS TERI HC BRR 

自我 国民 间 传 说 ， 源 于 杜 鹏 岛 。 
杜 鹏 鸟 实际 上 是 几 种 鸟 的 统称 ， 图 1-1 “广泛 分 布 在 我 国 南方 各 省 

(区 ) 的 杜鹃 ， 又 名 映 山 红 
民间 俗称 布谷 鸟 ， 也 叫 子 归 、 子 (R. simsii) 

Ho. MAPA RZ, HASSE 

BEA FE HENS AY, nS EMS ZIT IE ELAS TE (Re taetas, XN 

叫 映 山 红 R. simsii) 鲜红 色 的 人 花 条 盛开 之 际 ， PBCESIEL Ont TE 24 

FALAS 46 SELES S CS 

在 目 然 春 ， 动 、 植 物 同 名 的 种 类 并 不 多 。 除 了 杜 鹏 ， 还 有 关 

a. FU. AAS eye, (AME A ELAS S AAAS Hex RAD 

引发 人 们 的 情感 最 丰富 。 

九江 三 月 杜 鹏 来 ， 一 声 催 得 一 枝 开 。 春天 伊始 ， 灸 米花 开 ， 

这 本 来 只 是 不 同 生物 在 物候 期 上 的 巧合 ， 但 恰巧 杜 鹏 花 开 时 花红 似 

血 ， 而 杜 鹏 鸟 嘴角 有 一 红斑 ， 口 腔 上 皮 和 舌 部 都 为 红色 ， 看 似 鲜 血 ， 

于 是 人 们 有 了 “ 鸟 在 啼 叫 时 流出 鲜血 ”的 说 法 。 并 将 这 两 类 生物 联 

系 在 一 起 ， 想 象 那 满 山 遍 野 的 红色 杜 鹏 花 就 是 由 杜 鹏 鸟 鸣 啼 时 访 下 

的 鲜血 染 红 ， 杜 鹏 伦 的 名 称 便 由 此 而 来 。 

杜 鹏 花 一 名 究竟 起 于 何 时 已 无 从 考证 。 有 许多 传说 与 战国 时 期 

一 位 名 叫 杜 宇 的 哆 王 有 关 。 传 说 杜 字 在 位 时 ， 曾 致力 开山 治水 ， 但 

自 以 为 无 大 德 益 ， 便 将 国事 委托 歼 灵 ， 归 隐 修 道 。 在 庙 中 杜 宇 日 夜 

思念 自己 的 国家 ， 以 致 病死 。 也 有 传说 ， 蜀 王 是 因 悲 亡国 之 痛 而 病 

死 ， 其 魂 化 作 杜 鹏 岛 ， 不 停 地 叫 着 : 不 如 归 去 ， 不 如 归 去 ! ARE 

鸣 ， 口 角 啼 血 ， 鲜 血 镁 入 土 中 ， 染 红 了 满 山 的 墅 化， 后 人 称 为 杜 鹏 

人 花 。 还 有 传说 ， 杜 字 很 爱 他 的 百姓 ， 祥 位 后 隐居 修道 ， 死 后 化 为 子 



归 鸟 (FASS) ， 但 仍然 念念不忘 自己 的 百姓 ， 每 到 春季 ， 便 以 目 

已 高 讽 的 叫 声 唤醒 百姓 : 快 快 布谷 ， 快 快 布谷 ! 日 夜 辛勤 的 鸣 吵 ， 

日 中 鲜血 酒 在 地 上 ， 染 红 了 满 山 的 野花 ， 民 间 称 其 映 山 红 ， 又 叫 杜 

鹏 花 。 为 此 唐 代 诗 人 徐 凝 咏 还 写 下 了 “和 朱 霞 焰 焰 山 枝 动 ， 绿 野 声 声 

杜 宇 来 。 谁 为 蜀 王 身 作 鸟 ， 自 啼 还 自 有 花 开 ”的 诗句 。 

在 四 川西 南部 山区 ， 每 当 杜 鹏 花 盛开 时 ， 老 人 们 总 会 反复 述 

说 一 个 动人 的 故事 : ARERR EAA, MERA, Ea 

思 君 心切 ， 日 夜 以 书 信 寄 托 自 己 的 相思 ， 后 闻 说 帝王 已 战 死 他 乡 ， 

王后 便 将 千 封 纸 书 撒 向 空中 ， 这 些 书信 立刻 变 成 无 数 只 小 乌 飞 回 远 

方 ， 嘴 里 不 停 地 叫 着 : 快 快 寻 去 ， 快 快 寻 去 ! NSA RHE. USF 

不 止 ， 以 致 口中 泣 血 ， 鲜 血 染 红 了 山 间 的 野花 ， 就 是 那 满 山 红 色 杜 

鹏 花 的 来 历 。 

在 贵州 省 的 大 方 和 黔 西 两 县 交界 处 ， 有 一 片 罕 见 的 杜 鹏 花 林 ， 

绵延 50 多 千 米 ， 贯 守 了 两 县 8 乡 的 地 域 ， 总 面积 大 约 有 100 平 方 千 

米 ， 是 该 省 杜 鹏 花 最 集中 分 布 的 一 个 区 域 ， 俗 称 “ 百 里 杜 鹏 ” 。 

从 2004 年 始 ， 这 里 便 有 了 每 年 一 度 的 杜 鹏 花 节 ， 来 自 四 面 八方 的 游 

客 ， 在 这 里 尽 筑 杜 鹏 花 的 美丽 。 传 说 ， 从 前 这 里 没有 杜 鹏 化 ， 有 一 

对 姐妹 日 夜 精心 培育 ， 终 因 艺 累 过 度 ， 年 轻 时 便 双 双 死 去 ， 死 后 化 

作 一 对 杜 鹏 岛 ， 每 当 她 们 飞 到 一 处 就 音 苦 鸭 叫 ， 山 上 的 野草 都 变 

成 杜 鹏 花 竞 相 开放 ， 绵 延 数 百 里 : 血红 的 马 继 杜 鹏 (R. delavayi) 、 

白色 而 芳香 的 大 白 杜 鹏 (R. decorum)、 粉 红 、 痰 黄色 的 露珠 杜 鹏 (R. 

irroratum)、 紫 红色 的 溪 畔 杜 鹏 (R. rivulare) 等 争 相 开放 。 居 住 在 这 里 

的 农民 世 世 代 代 与 这 片 土地 为 伴 ， 他 们 把 这 里 的 杜 鹏 花 视 为 神 树 ， 

尽管 杜 鹏 花 是 一 种 非常 好 的 薪 柴 来 源 ， 但 却 被 完整 地 保存 下 来 。 

团 名 于 世 的 江苏 省 镇 江 市 南郊 的 鹤 林 寺 ， 是 有 文字 记载 以 来 引 

种 栽培 杜 鹏 花 最 早 的 寺庙 之 一 。 杜 鹏 花 开 时 镇 江 人 像 过 节 一 样 纷纷 前 

去 观赏 ， 据 说 在 杜 鹏 花 周围 总 有 一 群 小 鸟 在 飞舞 鸣 唱 。 传 说 ， 寺 内 的 

杜 鹏 花 是 一 位 名 叫 杜 鹏 姑娘 的 化 身 ， 小 鸟 是 她 的 恋人 ， 一 位 喜欢 吹 征 

的 小 伙 子 。 二 人 在 生前 不 能 相爱 ， 死 后 化 作 杜 鹏 花 和 鸟 日 夜 相 随 。 

2006 年 花 开 时 节 ， 作 者 来 到 距 四 川 昭 觉 县 城 60 多 千 米 处 的 杜 鹏 

湖 ， 清 澈 的 湖水 论 养 了 周围 花木 ， 万 密 的 森林 为 林 下 的 杜 鹏 花 提 供 了 

最 佳 的 生存 环境 。 湖 边 ， 粉 紫色 的 腑 花 杜 鹏 (R. racemosum) 热 状 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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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绿色 草地 上 ， 谈 黄色 的 黄花 杜 鹏 (R. Jutescens)、 粉 红色 的 美容 杜 鹏 

(R. caljophytum)、 淡 红 紫 色 的 山 育 杜 鹏 (R. oreotrephes) 等 成 为 林 下 最 

优势 的 灌 从 。 当 地 人 称 杜 鹏 花 为 “ 木 沙 ”， 是 传说 中 一 位 苗族 姑娘 的 

名 字 ， 汉 语 的 意思 是 “人 花 儿 ”。 一 位 放羊 的 葬 族 老人 讲述 这 满 山 “ 花 

JL” 与 一 位 美丽 姑 妨 的 故事 。 虽 然 这 似曾相识 的 传说 已 听 过 许多 ， 但 

老人 动情 的 述说 仍然 让 人 感动 。 透 过 满 坡 开放 的 杜 鹏 花 ， 仿 佛 能 看 见 

那 位 名 叫 木 沙 的 琴 族 姑娘 ， 翻 山越 岭 去 寻找 美丽 的 花 条 ， 终 因 路 途 遥 

i, RIED RAR PEE, REIL” Bal, tee. 

每 年 春 、 夏 之 季 ， 伴 着 五 颜 六 色 杜 鹏 花 开 放 ， 总 是 聚集 许多 小 鸟 在 花 

从 中 飞翔 、 鸣 噶 ， 老 人 说 那 是 木 沙 姑娘 的 化 身 。 

在 我 国 还 有 许多 民间 传说 都 表达 了 这 种 鸟 与 伦 的 相依 存 关 系 ， 

人 们 在 赞美 杜 鹏 伦 美 丽 的 同时 ， 述 说 着 杜 鹏 乌 的 痊 序 和 玄 揭 。 

我 们 已 经 无 法 考证 这 些 传说 的 正 伪 ， 但 这 种 花 与 鸟 相依 相 存 的 

关系 一 直 在 民间 疲 传 ， 杜 鹏 花 的 名 字 也 延 用 至 今 。 民 间 借 花 喻 乌 、 

借 乌 喻 人 的 故事 更 是 枚 不 胜 举 ， 人 们 借 美 丽 的 杜 鹏 花 和 杜 鹏 乌 来 

颂扬 美丽 、 善 良和 对 美好 生活 的 向 往 ， 有 许多 文人 墨客 也 以 书 诗 寄 

情 ， 留 给 后 人 许多 佳 句 。 

白居易 的 “山石 榴 ， 一 名 山 踊 踢 ， 一 名 杜 鹏 花 ， 杜 鹏 啼 时 花 扑 

th” , ROBES A: “PASE SS, ASHP. BREA PI, ak 

me EE” . dtp Asem A “A a, WAAR. he 

口中 血 ， 襟 向 野花 鲜 . RAZA WER EMA SEAS S,, fith 

BET, KERS, SUS “SEP RPIAS, Bo EASE. 

— AW —Bli_Z-B, =SB= AIL=—B” Wey. 

关于 这 些 美丽 的 传说 和 诗作 还 有 许多 ， 但 传说 总 归 是 传说 ， 目 

然 界 中 杜 鹏 花 和 杜 鹏 鸟 毕竟 是 两 类 之 无 相干 的 生物 类 和 群 。 前 任 英 国 

驻 华 大 使 高 德 年 先生 游 黄山 后 曾 讲 起 他 在 那里 的 一 次 经 历 : 一 位 英 

文 讲解 员 满 怀 热情 地 向 游客 介绍 黄山 的 风景 资源 ， 并 多 次 提 及 在 黄 
山 有 一 种 非常 美丽 的 “ Cuckoo Flower”(Cuckoo 是 英文 “ 杜 鹏 乌 - 

之 意 )， 好 奇 之 下 他 很 想 看 到 这 种 花卉 ， 结 果 是 讲解 员 将 其 带 到 一 大 

片 杜 鹏 花 前 骄傲 的 向 他 展示 ， 原 来 是 这 位 讲解 员 将 杜 鹏 鸟 的 英文 名 

直接 套 在 了 杜 鹏 化 上 。 



= 4484 #, & XZ (Rhododendron) & KX 

杜 鹏 花 的 英文 名 是 Rhododendron， 源 于 斋 腊 语 。 据 文献 记载 ， 

“Rhododendron” 一 词 最 早出 自 基督 教 初期 罗马 的 一 位 博物 学 家 。 

在 希腊 语 中 “Rhodo” 意 为 玫瑰 (红色 ) , “dendron” BA, ix 
位 博物 学 家 当初 是 用 这 意 为 “玫瑰 树 ” (红色 之 树 ) 的 斋 腊 语 来 描 

述 一 种 红色 夹 竹 桃 。 
1576 年 ， 一 位 法 国人 也 用 Rhododendron 摘 述 夹 竹 桃 。 

1629 年 ， 另 一 位 法 国人 在 他 的 著作 中 第 一 次 把 Rhododendron 用 

以 描述 杜 鹏 花 ， 并 将 杜 鹏 花 作 为 植物 园 内 的 装饰 种 向 世人 推荐 。 在 

阿尔 卑 斯 山地 区 ， 被 称 作 “阿尔 插 斯 山高 山 玫 瑰 ， 的 植物 种 类 实际 

是 原 产 于 当地 的 高 山 玫 瑰 杜 鹏 : Rhododendron ferrusineum ， 如 今 当 

地 人 仍然 习惯 称 杜 鹏 花 为 “高 山 玫 瑰 ”，Rhododendron 作 为 属 名 也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三 、 杜 胸 花 属 名 使 用 的 讨论 

在 我 国 一 些 地 方 出 版 的 有 关 介 绍 当 地 自然 保护 区 或 森林 公园 的 

图 书 和 野生 花卉 图 谱 中 ， 当 介绍 中 涉及 高 山 杜 鹏 花 资 源 时 ， 经 党 可 

以 看 到 Azaljea 这 一 属 名 ， 有 时 又 用 Rhododendron 。 于 是 有 人 对 Azalea 

和 Rhododendron 的 用 法 产生 了 困惑 ， 要 弄 清 楚 这 两 个 属 名 的 使 用 应 

该 首先 了 解 它 们 的 来 历 : 

在 1753 年 出 版 的 《植物 种 志 》(Species Plantarum) 中 ， 林 奈 曾 建 

WA: 即 Azajea 和 Rhododendron。 后 人 在 研究 中 将 这 两 个 属 的 

种 类 作 了 相应 处 理 ， 并 将 两 属 归 并 ， 保 留 Rhododendron ， 因 此 从 分 

类 学 的 角度 来 说 Azalea 是 一 废弃 名 。 

在 西方 ， 尤 其 是 欧洲 园林 界 ，Azalea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但 与 

Rhododendron 所 指 的 范围 有 所 不 同 ， 归 纳 起 来 二 者 所 包括 的 类 群 有 

下 面 一 些 区 别 : 

Azaleatg bd ZFLAS TEPER , fi Rhododendron {t # ht A Bf A FLAS 

化 种 类 ;以 Azalea 表 示 落 叶 杜 鹏 花 ， 其 余 种 类 归 和 人 Rhododendron， 

有 人 认为 Azalea 仅 指 所 有 常 绿 的 园艺 栽培 种 ， 其 余 应 该 归 入 

Rhododendron; 也 有 一 些 园艺 工作 者 将 Azalea 用 于 特 指 日 本 杜 鹏 花 

种 类 ， 其 他 地 区 的 种 类 作为 Rhododendron;， 也 有 人 将 澳大利亚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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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 日 本 的 映 山 红 类 和 其 余 类 群 的 园艺 栽培 种 作为 Azalea， 将 中 国 

和 喜马拉雅 等 地 的 种 类 归 为 Rhododendron 。 

综合 这 些 使 用 习惯 ， 在 我 国有 分 布 的 映 山 红 亚 属 、 羊 踊 踊 亚 属 

等 类 群 可 以 归属 到 习惯 所 称 的 Azalea 类 ， 但 无 论 如 何 将 分 布 在 我 国 

云南 、 四 川 、 西 藏 等 地 高 山 、 亚 高 山地 区 的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和 杜 鹏 亚 

属 等 类 群 作为 Azajea 是 不 合适 的 。 

四 、 识 别 杜 鸣 花 的 主要 形态 特征 

LAS ER AIP HE ESE, RED eR 

数量 。 不 同 或 相同 的 类 和 群 在 不 同 生境 条 件 ， 形 态 特 征 会 发 生 相 应 变 

化 ， 呈 现 丰富 的 多 样 性 ， 给 鉴别 带 来 一 定 困 难 ， 那 么 我 们 可 以 根据 
什么 性 状 特征 来 进行 杜 竟 花 的 分 类 鉴别 呢 ? 

1. Bre (AT) 戎 生 与 叶 各 部 
(1) 叶 芽 

杜 够 伦 属 中 不 同类 群 叶 芽 的 外 形 和 颜色 等 形态 特征 都 有 明显 区 

图 1-2-3 ¢y2#tA88 R.sinogrande 图 1-2-4 ”朱红 大 杜 鹏 R.griersonianum 

图 1-2 “” 常 绿 杜鹃 亚 属 的 几 种 叶 芽 



别 ， 可 作为 分 类 的 依据 之 一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subg. Hymenanthes 的 叶 芽 多 为 大 型 的 圆 球 或 圆锥 

状 ;， 该 亚 属 中 无 毛 的 种 类 叶 芽 有 谈 绿 、 黄 绿 、 谈 紫色 、 紫 红色 等 ; 

毛 被 的 结构 和 颜色 随 种 类 而 异 ， 由 于 这 一 亚 属 的 叶 芽 大 且 多 被 有 色 

彩 各 异 的 区 片 ， 常 被 游人 误 认 为 是 花蕾 〈 图 1-2) 。 

杜 鹏 亚 属 subg. Rhododendron 类 的 叶 芽 较 小 ， 为 细 长 的 圆锥 形 ， 

芽 径 远 远 小 于 芽 长 ， 多 数 种 类 被 颜色 和 形态 结构 都 有 区 别 的 鳞片 ， 

与 常 绿 杜 驳 亚 属 毛 被 相似 ， 叶 芽 所 被 鳞片 的 特征 、 颜 色 变化 等 也 可 

作为 分 类 时 的 参考 依据 ; 

羊 骂 踊 亚 属 subg. Pentanthera 中 五 花药 组 种 类 的 芽 鳞 细 长 ， 密 被 

灰白 色 的 柔 毛 ; 

映 山 红 亚 属 subg. Tsutsusi 的 多 数 种 类 花 与 叶 出 自 同一 村， 和 革 被 

平 伏 生长 的 烙 毛 ， 与 其 他 类 和 群 有 明显 区 别 。 

(2) 萌生 新 枝 〈 叶 ) 

春天 ， 杜 鹏 花 朝 生 的 新 枝 生 长 是 花期 前 一 道 亮丽 的 风景 。 不 同 

种 类 萌生 新 枝 的 粗细 、 颜 色 都 有 一 定 变化 ， 不 仅 具 有 一 定 的 分 类 意义 

SPORTS 

图 1-3-3 紫 玉 盘 杜 鹏 R.uvariifolium 图 1-3-4  7R%*#+88 A.nuttal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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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1 大 叶 杜 鹏 R.grande 图 1-3-12 ” 原 产 缅甸 的 缅甸 黄花 
(N.Price 摄 ) R.luteiflorum 

1-3 ALAS TERE RETR 



Mm AIDA RE, LESSER Ta TERR, ERE. ET 

叶 状 的 苞 片 ， 或 者 是 在 新 枝 上 被 褐色 、 黄 神色、 白色 或 灰白 色 的 粉 状 

Wy; 被 毛 (BE) 的 类 群 在 新 枝 萌 发 时 则 由 颜色 各 异 的 毛 被 〈 鳝 ) PT 

盖 ， 尤 其 对 无 花 的 季节 也 呈现 出 一 片 五 彩 纺 纷 的 景象 (图 1-3)。 

(3) Mr 
ALAS AEM Hr WIE ASE (toe AS EEC 1-4, 1-5, 1-6), HK 

小 、 颜 色 ( 尤 其 是 新 生 叶 的 颜色 )、 形 态 和 质地 等 在 不 同类 群 都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尤 其 对 无 花 、 无 果 的 标本 ， 是 分 类 鉴定 的 重要 依据 。 

与 叶 芽 特征 相似 ， 常 绿 杜 人 鹏 亚 属 的 叶 多 为 大 型 ， 部 分 种 叶 表 面 

有 具 蜡 质 ， 质 地 较 厚 ， 无 毛 或 被 有 结构 及 颜色 都 多 变 的 毛 被 ， 叶 不 有 具 

芳香 气味 ， 亦 无 鳞 。 其 中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Grandia)、 杯 毛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Falconera) 和 云锦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Fortunea) 等 ， 叶 大 

me; ZEA PAM SRO, AeA, A bt AE 

BORA; Bar PPE aN AK ELAS. SETH ALAS(R.vernicosum) 、 腺 本 杜 

HS(R. davidii) FUL ICRLAS(R. oreodoxa) 等 ， 叶 背面 网 脉 明 显 而 密 ， 在 

标本 的 采集 记录 中 和 常 被 误 记 为 叶 背 被 有 鳞片 (图 1-4);， 银 叶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Argyrophylla) 种 类 叶片 背面 毛 被 极 薄 且 紧 贴 ， 看 似 银白 色 或 

灰白 色 泥 襄 , 与 本 亚 属 中 其 他 类 群 毛 被 有 别 ;， 杯 毛 杜 鹏 亚 组 类 叶片 育 

面 的 毛 被 就 像 是 骨 在 上 面 的 一 个 个 无 脚 大 口 杯 ， 故 而 得 名 ， 大理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Taliensia) 类 的 叶片 毛 被 结构 和 颜色 变化 最 具 多 样 性 ， 

但 多 数 种 类 被 毛 厚 而 疏松 ， 好 像 在 叶 背 铺 上 一 层 厚 厚 的 彩色 毛毯。 

杜 鹏 亚 属 各 种 区 别 于 其 他 类 和 群 的 主要 特征 是 被 有 鳞片 。 该 

亚 属 中 除 有 鳞 大 花 亚 组 (subsect.Maddenia) 和 泡 泡 叶 亚 组 (Subsect. 

图 1-4 山 光 杜 鹏 R.oreodoxa, 图 1-5 ” 泡 泡 叶 杜 骨 R.edgeworthii, 

at ey 示 叶 背 被 厚 毛 

Biodiversity | 9 

opi 
=: 



44 em Ahyh oe onda Woe oy 

i yew," 

BRARRMB 

图 1-6-1 

1-6-3 

图 1-6-5 

10 

问 客 杜 鹏 R.ambiguum, 

叶 背 面 灰 白色 、 被 鳞片 

)0+%#r88 R.davidsonianum, 

mI AR EMS V 型 

泡 泡 叶 杜 鹏 用. edgeworthii, 

示 叶 上 表面 由 于 叶脉 下 四 

而 呈 泡 状 

图 1-6-2 ” 刺 枝 杜 鹏 R.beanianum, 

RHF ARE 

图 1-6-4 7~S*#tB5 R.schlippebachii, 

ARMY FAS I HEE 

‘ AS S 和 ~ \ .) 7 

图 1-6-6 26764504 #8SR. roxieanum 

var. oreonastes, 7K ZRAL 

朋 亚 属 中 最 窄 叶 片 之 一 



图 1-6-7 银 叶 杜鹃 R.argyrophyllum, 1-6-8 #488 R.impeditum, 

示 叶 背 灰 白色 ， 极 薄 示 叶 上 表面 密 被 鲜 

图 1-6 ” 杜 骨 花 属 部 分 种 类 叶 的 形态 变 

Edgeworthia) 的 部 分 种 类 叶 为 大 型 、 较 厚 外 ， 其 余 多 为 小 型 叶 。 男 

外 ， 这 一 亚 属 中 唯一 有 厚 毛 被 的 类 群 是 泡 泡 叶 杜 鹏 亚 组 ， 小 校 和 叶 

背面 都 密 被 松软 的 黄 褐色 厚 绵 毛 ， 鳞 片 为 毛 被 所 覆盖 (图 1-5)， 其 余 

种 类 仅 在 叶片 、 叶 脉 上 具有 了 玻 毛 或 毛 被 完全 销 失 ， 鳞片 的 有 无 或 疏 

密 在 该 亚 属 区 别 也 很 大 ， 多 数 种 类 在 幼年 期 鳞片 密生 ， 但 随 着 物候 

的 变化 有 所 脱落 ， 尤 其 是 在 叶 的 上 表面 ( 近 轴 面 );， 成熟 叶 在 背面 ( 远 

轴 面 ) 都 多 少 被 有 鳞片 。 高 山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Lapponica) 种 类 的 叶 为 

小 型 ， 叶 背面 鳞片 较 密 集 ， 和 常常 连接 或 多 层 堆 积 ， 与 其 他 类 和 群 有 了 明 

显 区 别 ， 另 外 该 亚 属 多 数 种 类 的 叶 具 浓郁 芳香 气味 ， 提 取 芳 香油 的 

原料 。 

症 骂 踊 亚 属 类 为 落叶 灌木 ， 叶 注 、 多 为 纸 质 ， 时 党 3 一 5 枚 聚 于 

枝 顶 成 为 假 轮 生 状 ， 叶 边缘 和 叶 背 都 具 毛 ， 但 叶 背 面 绝对 没有 像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那样 的 厚 毛 被 。 

上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种 类 多 为 落叶 、 半 落叶 ， 少 数 种 为 常 绿 ， 半 落叶 

的 种 类 具 二 型 叶 : 春生 叶 大 而 凋落 ， 夏 生 叶 小 而 宿 存 ， 叶 多 具 平 伏 

生长 的 糙 毛 ， 与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的 毛 被 有 别 。 

一 些 多 年 从 事 杜 锡 花 引 种 栽培 的 园丁 还 从 实践 中 总 结 出 非常 实 

用 的 鉴别 方法 ， 如 在 野外 鉴定 亮 叶 杜 鹏 时 ， 只 需 点 燃 打 火 机 在 叶片 

下 表面 烤 ， 叶 上 表面 立刻 出 现 油 亮 斑 ， 这 种 亮 斑 以 圆圈 状 不 断 向 外 

扩大 ， 以 此 区 别 容 易 与 其 相 混淆 的 其 他 种 类 。 

Biodiversity | 11 



| 

HPA FHF 

达 40 厘米 ， 但 叶柄 有 时 不 及 1 J 

(4) 叶柄 

叶柄 的 特征 也 可 以 作为 鉴别 的 参考 性 状 。 主 要 观 赛 不 同 种 类 

在 叶柄 的 外 形 、 叶 柄 相对 于 叶 卢 长度 的 变化 及 其 所 被 毛 ( 图 1-7， 图 

1-8，1-9)、 被 鳞 的 形态 结构 等 。 在 第 绿 杜 鹏 亚 属 ， 多 数 种 类 叶柄 明 

显 而 粗 壮 ， 部 分 种 类 叶柄 很 长 ， 

稍 短 或 与 叶片 长 度 几 乎 相等 ， 

如 团 时 杜 鹏 (R.orbiculare) (图 

1-10) 。 而 部 分 种 叶柄 很 得 ， 甚 

至 几乎 不 见 叶 柄 BOE AS ELAS 

(R. praestans) 等 ， 叶 片 长 度 可 

米 长 ， 同 时 由 于 叶片 基部 下 延 使 | 
FCI AA ER, AIAN AL 图 1-7“” 芒 刺 杜 鹃 R. strigillosumm, 
(图 1L-1D， 示 叶 柄 被 刺 毛 

图 1-8 ”羊毛 杜鹃 R. mallotum, 图 1-9 ARReBS A.davidii, 示 叶 

示 叶 柄 被 褐色 绒毛 柄 紫红 色 ， 无 外 被 

rr 

图 1-10 [ites R.orbiculare, 图 1-11 ¢¢3$#t85 AR. praestans, 

示 叶 柄 几乎 与 叶片 等 长 示 叶 片 下 延至 叶柄 

es 



2. 花 部 
杜 鹏 花 属 中 不 同类 群 花 各 部 分 的 形态 结构 区 别 很 大 ， 征 鉴别 的 

主要 依据 。 

(1) 花序 

杜 鹏 花 属 中 多 数 种 类 都 有 大 型 而 显著 的 花 。 花 序 通 稼 为 伞 形 、 

伞 形 总 状 或 短 总 状 ， 也 有 少量 种 类 因 花 轴 及 花梗 极度 变 短 成 短 总 

状 ， 使 花序 外 形 近似 头 状 ， 如 照 山 白 (R. micranthum) 及 项 人 花 杜 鹏 

WA (subsect. Pogonanthum) 中 一 些 种 类 。 

花序 中 花 的 数量 不 同类 群 中 也 有 较 大 区 别 ， 可 作为 鉴别 的 参考 

性 状 〈 图 1-12) 。 第 绿 杜 鹏 亚 属 多 数 种 类 伦 大 且 多 ， 少 数 种 化 少 于 

5 东 。 其 中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和 杯 毛 杜 鹏 亚 组 等 类 群 ， 单 个 花序 有 伦 20 

采 左 右 ， 云 锦 杜 鹏 亚 组 和 大 理 杜 鹏 亚 组 的 种 类 化 数量 也 多 在 10 朱 以 

上 。 在 杜 鹏 亚 属 花 的 数量 相对 较 少 ，3 ~ SR BL, ROS IL 

组 (Subsect.Saluenensia)、 草 每 花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Fragariflora) 和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站 

Triflora#, nee ES AN as 

ALAS W#H(subsect. ¢ 和 ”本 

Tephropepla)、 照 

山 白 亚 组 (subsect. 

micrantha) File fE FLAS 

W2H(subsect. Boothia) 

类 有 花 也 在 10 条 磊 

As 单 花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Uniflora) 类 花 

FRILA AE ~ 32K. 

(2) 4638 

ALAS (EBD 4E 5 a TF, TA ADAIR A. Bboy PR TE SE HY A 

并 在 果 期 时 增 大 、 包 果 (图 1-13) ， 而 有 一 些 种 即使 在 果 成 熟 时 也 

不 出 现 明 显 的 花 划 裂片 ， 有 时 花 划 大 小 变化 在 同一 亚 组 中 也 非常 明 

显 ， 大 理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Taliensia) PAY HEEFLAS (R.dignabile ) 

等 ， 花 划 长 仅 有 1 训 米 ， 而 同 亚 组 的 金 顶 杜 鹏 (R. faberi) 88 AK 

达 12 毫 米 ， 与 其 他 类 群 相 比 ， 有 鳞 大 花 杜 鹏 亚 组 的 花 昔 裂 片 相对 较 

be 
=" 
»_y 

’ 

图 1-12 ”强壮 杜 鹏 R.magnificum, 示 花 序 多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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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aw a 

K, MABRAS (CR. 

megacalyx) {EAS AA 

时 查 长 可 达 3 厘米 ， 是 

FLAS (EB PE Se AY 

种 类 之 一 。 除 大 小 、 外 

o>, SN BHA 

无 、 附 属 物 的 形态 结构 

以 及 三 缘 的 特征 、 划 片 

的 颜色 等 在 不 同 种 类 都 

有 很 大 的 区 别 。 图 1-13 ”半圆 叶 杜 鹏 R.thomsonii, 
(3) FES RHESKBAR 

i SRALAS UD Je PPR Eee te BE, S~ 8A. HP KH 

ALAS IL 2A AUPE LAS IL & A832, 2 HARLAS IL ZA7 ~ 8S, FLAS 

属 、 症 踊 踊 亚 属 、 马 银 花 亚 属 等 ， 人 花冠 裂片 较为 稳定 ， 多 为 5 裂 。 与 

花 坦 一样 ， 花 冠 附属 物 的 有 无 和 形态 特征 也 因 类 和 群 而 变化 。 

花冠 颜色 在 多 数 种 类 是 一 稳定 性 状 ， 但 也 有 变化 。 如 不 同 分 

布 区 的 露珠 杜 鹏 有 白色 、 白 带 红 色 、 粉 红色 和 谈 黄色 的 区 别 ; 毛 

肋 杜 鹏 (R. augustini RAKE, PAR, AA&; REA (RK. 

ambiguum) 在 不 同 分 布 区 有 黄 绿色 、 淡 黄色 、 粉 红色 等 。 花 色 的 变 

化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与 分 布 区 和 生境 有 关 ， 也 与 物候 期 有 关 ， 如 岷江 杜 

HS (R. hunnewellianum) ， 初 开 时 为 粉红 色 ， 后 期 变 为 和 白色， 百合 

ALAS (R. liliiflorum) 初 花 时 为 谈 黄色 或 绿 黄色 ， 后 变 为 纯 白 色 ;， 腺 

果 杜 鹏 初 开 时 为 鲜艳 的 紫色 或 紫罗兰 色 ， 后 为 淡 紫 色 或 粉 紫色 等 。 

与 花冠 颜色 变化 相似 ， 花 冠 内 (外 ) 斑 点 的 有 无 、 斑 点 的 颜色 在 

多 数 种 是 一 稳定 性 状 ， 但 光照 过 强 或 生境 过 于 干燥 等 因素 都 会 引起 

花 准 上 斑点 的 暂时 销 失 或 减少 ， 这 种 现象 在 引种 栽培 的 植株 上 时 党 

发 生 ， 如 露珠 杜 胸 、 多 斑 杜 鹏 (R. kendrickii) 等 花冠 内 密布 的 斑点 

会 因 当 年 气候 的 变化 完全 消失 。 

(4) WER. 

HEEB ES PAE, HERES IL RHE Be 

B, 10~22 ANE; THELAS TE AOR YZ EE Be BD BL 

趋 于 稳定 ， 为 5~ 10 枚 ， 羊 踊 踊 亚 属 的 雄 芒 全 部 为 3 枚 。 此 外 ， 雄 鉴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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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EWKRACA TBM), ESD THEATRE, HESS AT Oe RD 

的 特征 等 在 分 类 时 是 鉴别 种 类 的 重要 参考 特征 。 

(5) HESS 

子 房 在 形态 上 没有 太 大 的 区 别 ， 但 子 房 先端 的 形状 、 子 房 附属 

物 的 特征 、 花 柱 的 长 得、 花柱 附 属 物 的 特征 等 可 以 作为 鉴别 时 的 参 

芳 依 据 。 
Pr tins 

3. 果实 (图 1-14，1-15， 

1-10) 

杜 鹏 花 果 实 的 形状 和 大 小 

以 及 所 被 附属 物 也 有 丰富 的 多 样 

性 ， 不 同类 群 区 别 较 大 ， 在 第 绿 

杜 鹏 亚 属 中 更 是 如 此 。 如 该 亚 属 攻 eS 

HA eR ALAS 2H subsect. Fulva 的 ”图 1-14 ” 原 产 马来西亚 的 R.santauli 

果实 极度 弯曲 呈 镰 刀 形 ， 成 熟 时 的 幼 果 

MERMICE;: 大理 杜 和 鹏 亚 相 类 的 

条 实 圆柱 形 ， 被 各 型 毛 被 或 光 洛 

等 。 相 对 于 篆 绿 杜 鹏 亚 属 而 言 杜 

AS RAAB, SR BLE 

ZL PUA EK ELAS IV 28 

朱 实 最 发 达 ， 多 为 短 圆 柱状 ， 有 

时 采 实 直径 大 于 长 度 。 在 马 银 花 

亚 属 Subg. AzaleastrumAy 2324 

sect.Choniastrum 中 ， 部 分 种 果实 

的 长 度 可 达 数 厘米 。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果实 多 被 有 棕色 或 黄 褐色 平 伏 

状 生 长 的 刚毛 或 糙 毛 覆盖 等 。 

和 东 实 中 种 子 的 形态 特征 是 

分 类 故 别 的 参考 依据 之 一 。 

前 绿 杜 鹏 亚 属 种 子 相 对 园 

大 ， 种 子 周 边 具 膜 质 翅 ， 马 银 花 Peas 

亚 属 中 部 分 种 类 的 种 子 两 端 有 短 ETT ERT Creodoxa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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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ERHD 

尾 状 附属 物 ， 而 越 桔 组 的 长 尾 杜 

HS LAA, PR Pin A BRET 

附属 物 区 别 于 其 他 类 和 群 。 

4. 树 皮 (图 1-17) 

RL AS 16 J HP Pat BC BY I SBF 

征 大 概 包 括 下 面 几 种 类 型 : Re 

的 灰 和 神色， 树 皮 一 般 不 脱落 但 具 

TRAIL; BCE HE A Le 

PAY BZ all 7% 1K Wb ee Be Se STE BS IK 

-脱落 。 硬 刺 杜 鹏 亚 组 (subsect. 

Barbata) 、 三 人 花 杜 鹏 亚 组 (如 三 

人 花 杜 鹏 R.triforum) 中 一 些 种 类 的 

PZT, REL MER EL 

Ys, TERE RIFLAS (R.barbatum) 

AEH, Bal eR AZT ME EL 

AS, tek TR Al. 

除 上 述 的 一 些 主要 形态 特征 

Sh, PLAS Teta PRAY re BEL ARTES 

PE(GEAR. KROGER. /) TER ae 

ETRE AR. PET AE BCH AES) oy 

布 区 和 生长 海拔 高 度 等 也 可 作为 

鉴别 时 的 参考 依据 。 除 此 ， 目 前 

对 杜 鹏 花 的 识别 还 应 用 了 形态 解 

襄 学 (如 荟 解 剖 、 叶 表皮 解剖 、 

种 皮 解 剖 等 )、 细 胞 学 、 胞 粉 学 

的 手段 以 及 分 子 生 物 学 方法 等 。 

五 、 杜 胞 花 的 起 源 、 
类 群 和 现代 分 布 

1. 杜鹃 花 起 源 时 间 
古 植 物 学 家 研究 资料 证 

1 “tg =f A ee a eae 8 4 oe Be Se Re 
x “« es ra 3 9 - NTS. 3 

图 1-17-4 {##85 A. praestans 

图 1-17 “ 几 种 杜鹃 花 的 树 皮 



BY, FLAS TEND ka tHE BP ee UR Ae EE eA, 

三 纪 已 遍布 北半球 。 人 们 曾 在 高 加 索 和 意大利 的 第 三 纪 地 层 中 发 现 

过 类 似 现代 长 序 杜 胸 (R. ponticum) 的 叶 化 石 。 在 我 国 珠 称 拉 玛 峰 

山区 也 发 现 了 有 鳞 杜 鹏 的 叶 化 石 。 尽 管 目前 对 杜 锡 花 起 源 中 心 还 有 

和 争议， 但 有 专家 推断 ， 自 中 生 代 以 来 ， 地 史 古 老 而 自然 条 件 优 越 的 

中 国 西南 部 至 中 国 中 部 ， 最 有 可 能 是 杜 鹏 伦 属 植物 的 起 源 地 ， 或 者 

可 能 是 杜 鹏 花 的 起 源 中 心 。 

2. 杜 鹏 花 类 群 一 一 属 下 的 八 个 亚 属 
杜 鹏 花 属 是 一 世界 广 布 类 群 ， 除 在 非 训 和 南美 训 疫 有 发 现 野 

生 的 杜 鹏 花 外 ， 亚 洲 、 欧 洲 和 北美 等 地 都 有 ， 但 主要 分 布地 在 亚洲 
RS 表 11) 。 

植物 分 类 学 家 按 杜 鹏 花 不 同 的 形态 特征 将 杜 鹏 花 属 分 为 8 个 
亚 属 。 我 国有 关 专 家 在 编写 《中 国 植 物 志 》 和 其 英文 版 《Flora of 

China》 时 将 其 分 为 9 个 亚 属 。 本 书 仍然 采纳 8 亚 属 的 分 类 系统 ， 即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 叶 状 苞 杜 鹏 亚 属 subg. Therorhodion、 映 山 红 亚 属 、 羊 

踊 足 亚 属 、 杜 鹏 亚 属 、 马 银 花 亚 属 、 纯 白 杜 鹏 亚 属 subg. mumeazalea 

Fe SEK AS WD subg. Candidastrum， 进 一 步 在 亚 属 下 分 组 和 亚 组 。 

这 里 依据 前 面 提 到 的 一 些 主要 形态 学 特点 ， 对 杜 和 鹏 花 8 个 亚 属 的 

特征 及 在 世界 上 的 分 布 做 一 些 向 要 介绍 。 

表 1-1 杜 鹏 花 属 下 亚 属 及 其 种 类 和 分 布 

| 世 % 和 数 | 亚 洲 | 欧 洲 | 北美 洲 | 大洋 
群 |( 组 / 亚 组 , 种 )| (组 / 亚 组 , 种 )| (组 / 亚 组 , 种 )| (组 / 亚 组 , 种 )| (组 / 亚 组 , 种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24/, 270 24/1, 263 1/1, 4 1/1, 3 

柱 鹏 亚 属 34/3,516 + —«30/3, 508 2/1, 4 2/1.2 1/1,2 
马 银 花 亚 属 2/-, 28 2/-, 28 

映 山 红 亚 属 2/-, 110 2/-, 110 

PIR 4/-,25 3/-, 4 1/-, 1 2/-, 20 

HR aL IR, 1/-, 3 2 1/-, 1 

纯 白 杜 胸 亚 属 1/-,1 a 

RAS IR /-, 1 | 

总 数 58/15,954 54/13, 916 3/3, 9 3/6, 27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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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绿 杜鹃 亚 属 
杜 

ne 
“y. a 人 

HEUER 

图 1-18 HEHE S LENE RA 

(1) Hatta 

该 亚 属 是 杜 鹏 花 属 中 种 类 较 多 的 类 群 之 一 ， 与 杜 鹏 亚 属 共同 

构成 杜 胸 花 属 的 主体 。 仅 有 1 组 (按照 命名 法 规 ， 这 一 组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因 为 亚 属 下 不 能 只 包含 一 个 组 。 之 所 以 仍然 采用 这 样 的 分 类 等 

级 ， 其 原因 是 目前 疝 无 一 个 能 让 多 数 人 接受 更 好 的 分 类 处 理 ， 二 是 

考虑 亚 属 间 的 平衡 关系 )， 组 下 包括 24 亚 组 ， 世 界 约 270 种 。 这 一 亚 

属 中 ， 绝 大 多 数 种 仅 局 限 分 布 于 我 国 西南 部 和 东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 其 

中 有 4 种 分 布 到 欧洲 ，3 种 分 布 至 北美 。 我 国有 259 种 ，192 种 为 我 国 

特有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类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变化 极为 丰富 ， 尤 其 是 毛 被 的 

发 育 。 该 亚 属 是 杜 鹏 花 属 中 较为 原始 的 类 和 群 。 植 株 多 为 乔木 或 大 灌 

木 ， 高 达 数 米 ， 叶 常 绿 ， 厚 革 质 且 大 型 ， 植 株 无 鳞 ;， 幼 叶 背 面 多 为 

紫色 或 紫红 色 ， 成 熟 叶 背 面 光 清 或 被 毛 ， 毛 被 依 不 同 亚 组 而 区 别 ; 

叶柄 明显 ， 被 毛 或 光洁 ， 花序 多 人 花 ， 多 为 顶 生 的 伞 形 花序 ; 花 大 

型 ， 对 称 ， 花 基数 不 定 ， 花 冠 裂 片 5 一 8 不 定 ， 雄 世 10 一 22 枚 ， 子 房 

10 一 20 室 ， 种 子 具 膜 质 狭 码 。 

(2) ALAS ILI 

7 ee ELAS Ea Pe a, 748328340024, S1ORH. PRAY 



分 布 几乎 与 属 的 分 布 区 相同 ， 有 近 500 种 分 布 在 亚洲 ， 尤 其 是 中 南 

半岛 至 东南 亚 。 这 一 亚 属 中 最 大 类 和 群 是 越 桔 组 sect. Vireya， 近 290 

种 中 有 90% 的 种 类 分 布 至 马来西亚 群岛 ， 以 新 几内亚 岛 的 种 类 最 

多 ， 大 约 160 种 ， 加 里 曼 丹 岛 约 有 46 种 ， 其 次 是 欧洲 有 4 和 种， 北美 有 

1 种 ， 大 洋 洲 仅 澳大利亚 有 2 种 。 该 亚 属 在 我 国 分 布 有 184 种 ，114 种 

为 我 国 特有 。 

杜 鹏 亚 属 以 有 “ 鳞 ” 这 一 重要 特征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类 群 ， 但 鳞 

片 的 分 化 却 变 化 多 样 。 多 数 种 类 在 新 生长 时 鳞片 密 而 多 ， 随 着 生长 

成 熟 部 分 鳞片 脱落 ， 在 成 熟 的 枝 和 叶 上 表面 无 或 少 有 鳞片 宿 存 。 该 

亚 属 中 植株 多 为 小 灌木 ， 也 有 极 少 种 类 生长 成 为 高 大 灌木 甚至 小 型 

乔木 状 。 在 高 山上 ， 杜 鹏 亚 属 的 植株 多 为 矮小 灌木 ， 甚 至 成 为 垫 状 

或 铀 外 状 ;是 高 山 草 旬 灌 从 等 生态 系统 组 成 的 主要 植被 类 型 ， 叶 常 

绿 ， 多 具 芳 香 挥发 油 。 

(3) 马 银 花 亚 属 

该 亚 属 种 类 较 少 ， 分 属 2 组 ， 组 下 不 再 分 亚 组 。 世 界 约 28 种 ， 仅 

分 布 于 亚洲 。 我 国有 26 种 ， 其 中 18 种 为 特有 种 。 

这 一 亚 属 的 种 类 多 为 常 绿 灌 木 或 小 乔木 ， 部 分 种 在 幼 生 长 时 有 具 

短 柔 毛 、 腺 状 刚毛 等 ， 成 熟 植株 不 具 毛 ， 叶 无 鳞 ， 有 时 在 叶 缘 具 踊 

毛 ; 花序 生 于 枝 顶 端的 叶腋 ， 花 稍 不 对 称 ， 形 状 多 变 ， 多 为 辐 状 漏 

斗 形 或 狭 漏 斗 形 。 解 剖 学 证 据 证 明 这 一 亚 属 是 较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更 进 

化 的 一 个 类 和 群 。 

(4) Ree 

全 世界 共有 25 种 ， 分 属 4 组 ， 组 下 不 再 进一步 分 亚 组 。 该 亚 属 的 

分 布 中 心 在 北美 ， 大 约 有 20 种 ， 另 有 1 种 分 布 至 欧 训 ，3 种 分 布 于 亚 

洲 ， 我 国有 2 组 、2 种 。 

此 亚 属 的 种 类 全 为 落叶 灌木 ， 叶 多 为 纸 质 ， 幼 枝 被 刚毛 、 柔 毛 

或 无 毛 ， 花序 顶 生 ， 雄 芒 多 为 53 枚 。 解 剖 学 证 据 表 明 这 一 亚 属 是 杜 鹏 

花 属 中 较 进 化 的 一 个 类 群 ， 与 映 山 红 亚 属 有 着 较 近 的 亲缘 关系 。 

(5) 映 山 红 亚 属 

大 约 110 种 ， 分 属 为 2 组 ， 组 下 不 再 分 亚 组 。 

该 亚 属 的 种 类 全 为 亚洲 特有 。 在 我 国 2 组 都 有 分 布 ， 计 81 种 ， 其 

中 75 种 为 我 国 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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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亚 属 的 种 类 多 为 落叶 或 半 落 叶 灌 木 ， 极 少数 为 常 绿 种 ， 幼 

枝 被 红 棕 色 局 平 的 糙 伏 毛 或 腺 头 刚毛 ， 少 数 种 类 也 被 有 柔 毛 ， 成 熟 

后 毛 被 多 数 脱落 ; 叶 部 被 毛 与 幼 枝 相似 ; 花序 与 叶枝 出 自 一 顶 芽 ， 

伞 形 ; 花色 多 变 但 多 为 白色 或 各 种 红色 ， 但 这 一 亚 属 中 几乎 没有 黄 

色 花 的 种 类 ;， 果实 多 密 被 平 伏 生长 的 刚毛 。 

映 山 红 亚 属 与 马 银 花 亚 属 有 相似 的 分 布 ， 分 布 区 内 主要 生长 在 

一 些 低 、 中 山 常 绿 阔 叶 林 带 ， 但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种 类 分 布 区 更 向 北 扩 

展 ， 在 日 本 形成 另 一 个 分 布 中 心 。 

(6) 叶 状 苞 亚 属 

世界 约 3 种 ， 分 布 于 欧洲 、 北 美和 日 本 。 我 国 仅 吉 林 省 有 1 种 。 

该 亚 属 的 种 类 为 矮 生 落叶 小 灌木 ， 植 株 高 度 一 般 不 超过 20 悍 

米 ， 幼 枝 有 玻 生 的 腺 体 ， 叶 为 纸 质 、 小 型 ， 多 呈 匙 状 ， 叶 缘 具 腺 状 

睫毛 ;花序 生 当 年 生 枝 顶 ， 花 序 轴 有 具 叶 状 色 片 ; 花 小 ， 花 冠 辐 状 ， 

化 冠 外 多 被 柔 毛 。 

(7) 纯 白 杜鹃 亚 属 

世界 仅 有 1 种 ， 为 北美 特有 。 沿 西部 落 基 上 由 山脉 分 布 ， 从 加 拿 大 

的 不 列 颠 哥伦比亚 、 阿 尔 伯 达 ， 美 国 西部 华盛顿 州 、 俄 勒 囚 州 、 蒙 

大 拿 州 至 科罗拉多 州 。 

纯 白 杜 鹏 为 小 型 落叶 灌木 ， 花 序 侧 生 ， 花 下 垂 ， 坦 片 叶 状 ， 洛 

边缘 具 腺 体 。 许 多 研究 者 曾 因 该 种 花 位 置 及 形态 特征 ， 将 其 作为 单 

型 属 而 与 杜 鹏 花 属 并 列 。 

(8) Seer a vs 

单 型 亚 属 ， 为 日 本 特有 。 

这 也 是 一 种 小 型 的 落叶 灌木 ， 花 序 侧 生 ， 雄 敬 5 枚 ， 其 中 下 面 3 

枚 较 长 ， 上 面 2 枚 较 短 。 异 芒 杜 鹏 亚 属 雄 营 形 态 特殊 ， 是 杜 鹏 花 属 中 

| 

唯一 在 花丝 具有 不 同类 型 毛 被 的 种 类 : 较 长 的 三 枚 雄 芒 花丝 下 部 被 

柔 毛 ， 较 短 的 两 枚 花丝 下 部 被 密 苦 毛 ， 人 花冠 两 侧 对 称 。 与 纯 白 杜 鹏 

亚 属 一 样 ， 由 于 花序 侧 生 及 雄 营 形态 结构 等 与 杜 鹏 伦 属 中 其 他 类 和 群 

区 别 较 大 ， 该 亚 属 也 稍 被 研究 者 作为 单 型 属 。 

3. 杜 锡 花 分 布 的 主要 格局 和 三 大 分 布 中 心 
纵 观 杜 鹏 花 属 在 世界 的 现代 分 布 状况 ， 依 据 吴 征 镍 的 种 子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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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区 类 型 ， 8 个 亚 属 在 世界 上 的 主要 分 布 格局 是 : Abani Ah: 

fh ALAS WR. ERS AE AR: 马 银 伦 亚 属 和 

上 映 山 红 亚 属 ， 东 亚 一 北美 间断 分 布 : MR EAS Is Abe RRA 

Ai: 纯 白 杜 鹏 亚 属 ， 日 本 特有 分 布 : 异 芝 杜 鹏 亚 属 。 

”8 个 亚 属 中 除 纯 白 杜 鹏 亚 属 和 蜡 党 杜 鹏 亚 属 在 我 国 没 有 分 布 

外 ， 其 余 6 个 亚 属 均 有 。 

另外 ， 也 可 以 将 杜 况 人 花 属 的 现代 分 布 格局 大 体 分 为 三 大 地 区 ， 

或 者 视 为 三 个 分 布 中 心 : 

(1) 喜马拉雅 及 中 国 西南 部 分 布 中 心 

喜马拉雅 地 区 ( 记 指 缅甸 、 印 度 、 不 丹 、 尼 欠 尔 、 锡 金 及 我 国 西 

藏 地 区 ) 和 我 国 云南 、 四 川 等 地 ， 这 有 是 现代 杜 锡 花 的 最 大 分 布 中 心 ， 

集中 分 布 有 世界 杜 鹏 花 种 数 的 60% 以 上 ， 并 以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和 杜 够 

亚 属 类 群 为 主 。 

(2) 马来西亚 分 布 中 心 

越 桔 杜 鹏 组 为 杜 鹏 亚 属 中 最 大 组 ， 有 近 290 种 ， 除 在 我 国 和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有 极 少量 分 布 外 ， 其 余 大 约 280 种 都 分 布 在 马来西亚 、 印 度 

尼 西 亚 和 新 几内亚 等 地 ， 这 是 杜 鹏 花 属 分 布 的 另 一 集中 地 区 。 

(3) 北美 羊 踊 踊 亚 属 分 布 中 心 

壮 踊 踊 亚 属 种 类 多 数 是 一 些 矮 小 的 落叶 或 半 落 叶 种 类 ， 人 花色 鲜 

艳 ， 以 黄色 和 白色 为 主 ， 具 有 极 高 的 观赏 性 ， 世 界 有 25 种 ， 其 中 有 
80% 的 种 仅 分 布 在 北美 ， 使 北美 成 为 该 亚 属 的 分 布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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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NEHAB, HELURA GS. CKRZKR, RRA, ZT 

论 你 是 步 入 四 川西 南 地 区 的 茫茫 林海 ， 或 是 进入 云南 西北 的 深山 峡 

谷 ， 来 到 西藏 东南 个 入 云端 的 高 山 峻 岭 ， 虽 然 高 山上 还 是 击 蝶 白 

雪 ， 但 杜鹃 花 旱 已 和 争先恐后 地 展开 色彩 缤纷 笑 硬 ， 一 直 绽 放 到 盛夏 

SH. So, meek EK, CRBA, 生生 站 让 下 

片 片 坡地 、 一 道 让 河谷 ， 杜 静 花 一 望 无 际 。 开 放 时 节 ， 满 枝 是 花 ， 

繁花 似 锦 ， 娇 艳 如 火 ， 含 苞 似 一 颗 颗 红心 ， 花 开 像 一 条 条 云霞 ， 飘 

舞 胜 一 面 面 彩 族 ， 仿 佛 燃 烧 的 火焰 ， 有 如 距 薄 的 红 霞 。 无 论 你 是 一 

位 杜 静 花 专 业 研究 人 员 ， 还 是 杜 鹏 花 业 余 爱 好 者 ， 甚 至 对 杜 五 花 毫 

无 了 解 的 游客 ， 面 对 这 样 的 壮丽 景观 都 会 为 之 动容 、 为 之 感动 ， 从 

内 心 发 出 感叹 : “ 回 看 桃李 都 无 色 ， 映 得 英 艺 不 是 花 。 ”此 时 此 景 

就 是 搜 尽 世界 上 所 胸 美 的 语言 ， 也 难以 表达 这 种 美丽 带 给 你 的 心 

RAR : 

19814, RE REX -LHey SeRARE ZA Bt 

®, HEE RSW, BS we RMA MER RBAR, 

PR: “ARTY, RHERERHAZ! “ 

FRA, MERE S EM Se BSE | AP Re Be Ze 

2, H-KAA GIN RB, A BAR wy ey AL aS Ae eS A ee PA 

发 出 了 同样 的 感叹 : “太美 了 ， 这 就 是 人 间 的 天 堂 1 

然而 ， 这 两 位 英国 人 所 看 到 的 还 远 不 是 杜 静 花 最 壮丽 的 景观 。 

旱 在 100 多 年 前 ， 那 些 深 藏 在 我 国 西南 山区 的 杜 鹏 花 就 以 她 们 “难以 

言 表 的 美丽 ”， 吸 引 着 无 数 的 西方 植物 猫 集 者 一 次 又 一 次 进入 这 睛 

神奇 的 土地 ， 以 猎 集 杜 鹏 花 度 过 自己 一 生 的 西方 采集 者 不 计 其 数 。 

一 、 中 国 杜 鸣 花 中 的 几 个 之 最 

无 论 是 作为 园林 花卉 种 类 、 还 是 作为 生态 系统 组 成 的 重要 成 

员 ， 我 国 杜 鹏 花 都 占据 着 非常 重要 的 地 位 ， 在 植物 界 它们 有 许多 方 

面 被 冠 以 之 “最 ”是 当之无愧 的 。 如 : 中 国 杜 鹏 花 种 类 在 世界 上 

“最 多 ”， 杜 鹏 花 属 是 中 国 种 子 植 物 “ 最 大 ” 属 ， 杜 鹏 人 花 属 是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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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子 植物 特有 种 “最 多 ”的 一 个 属 。 此 外 ， 杜 鹏 花 还 是 种 子 植物 中 
生物 多 样 性 最 丰富 的 类 群 之 一 。 

1. 杜 鹏 花 种 类 最 多 的 省 (1X) 
“我国 杜 鹏 花 分 布 种 类 最 多 的 省 份 是 具有 植物 王国 美称 的 云南 

省 ， 计 约 有 245 种 ， 占 世界 种 类 的 26% ， 占 我 国 种 类 的 44% ， 是 北美 

地 区 杜 鹏 花 种 类 的 8 倍 ， 是 整个 欧 吝 杜 锡 花 种 类 的 28 倍 。 因 此 ， 这 

里 多 年 来 一 直 吸 引 着 国内 外 杜 竟 花 研究 人 员 和 爱好 者 的 目光 。 在 我 

国 ， 杜 鹏 花 分 布 最少 的 是 山东 省 ， 只 有 1 种 ， 当 然 在 宁夏 和 新 疆 两 地 

尚 无 野生 杜 鹏 人 花 分 布 的 记录 。 

2. 杜 赐 花 中 的 “巨人 ”与 “侏儒 - 
杜 鹏 花 植株 生长 高 度 变化 非常 大 。 若 到 野外 观察 杜 鹏 花 ， 在 

一 个 植被 保存 完好 的 山区 ， 会 发 现 一 个 非常 有 趣 的 现象 : 沿 低 海 拔 

往 高 海拔 不 断 上 行 ， 杜 鹏 花 先 是 高 高 在 上 ， 植 株 远 远 超 过 人 们 的 

身高 ;， 随 着 海拔 高 度 的 上 升 ， 杜 鹏 花 慢 慢 变 狠 ， 观 察 者 的 高 度 与 它 

相近 ， 继 而 是 人 们 的 高 度 超过 了 杜 鹏 花 ， BI TRUS, EKA 

一 些 矮 小 的 “ 侏 侍 ”， 高 度 仅 有 几 十 厘米 ， 有 的 甚至 只 及 人 们 的 脚 

踩 ， 要 看 清 它 们 就 只 能 弯 下 腰 了 。 

在 有 记载 的 标本 中 ， 植 株 生长 最 高 的 种 是 树 形 杜 鹏 〈 尺 . 

arboreum) ， 在 野外 的 高 度 可 达 25 一 30 米 ， 其 次 为 美容 杜 鹏 、 大 树 
FLAS (R. protistum var. giganteum) 、 强 壮 杜 鹏 (R. magnificum), 

植株 高 度 可 达到 12 米 以 上 。 而 杜 鹏 花 中 一 些 矮 小 种 ， 植 株 高 度 不 足 

10 厘 米 ， 如 分 布 在 我 国 西藏 地 区 的 弯 柱 杜 鹏 (R. campylosgynum)， 株 

高 不 足 5 厘 米 ， 矮 小 杜 鹏 (R. pumilum)， 株 高 仅 有 10 厘 米 等 。 

3. 最 大 和 最 小 叶 的 种 
在 我 国 现 有 的 杜 鹏 花 栽培 园 或 花卉 市 场 ， 经 常见 到 的 种 类 叶 

都 属 中 小 型 。 但 野外 杜 鹏 花 叶 的 大 小 变化 很 大 ， 采 集 不 同 种 类 的 叶 

放 在 一 起 观察 比较 ， 很 难 让 人 将 它们 归于 同一 类 (图 2-1) 。 在 有 

记录 的 标本 中 发 现 ， 拥 有 最 大 叶 的 种 是 凸 尖 杜 鹏 (R. sinogrande ) 

等， 叶片 (不 包括 叶柄 ) 长 达 50 厘 米 ， 最 长 可 达 70 厘 米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的 许多 种 叶 长 达 几 十 厘米 很 常见 。 如 大 王 杜 胸 (R. rex) 叶 长 可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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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taste eae Ae bb Be( AA BH) ALL RN. Price#g) 
© SE#HABSR. nivale @ ASR. sinogrande 
@ 2476450 # ASR. roxieanum var. oreonastes 

40H AK, FLVRAMRPIEELHS (R. wolongegse) . RAEAS. PUIAEAS 
(R. sutchuenense) 和 耳 叶 杜 鹏 (R.auriculatum) i++jA20/BRKL 

Lb; 与 党 绿 杜 鹏 亚 属相 比较 ， 杜 艇 亚 属 的 多 数 种 类 具有 小 型 叶 ， 基 

小 时 的 种 叶片 仅 有 5 一 8 毫米 长 ， 如 青海 杜 鹏 〈(R. qinghaiense) 、 隐 

eoktAS(R. intricatum), HSEkLHS(R. compelexum) 等 ， 高 山 杜 锡 亚 组 

(subsect. 工 apponica)、 怒 江 杜 鹏 亚 组 等 类 群 ， 叶 片 长 度 多 数 仅 1 厘米 

左右 ， 广 布 于 我 国 云南 、 西 藏 、 四 川 等 地 的 雪 层 杜 鹏 (R. nivale) 及 

其 变种 ， 最 大 叶 的 长 度 也 仅 有 1 有 厘米 左右 。 

4. 分 布 海拔 最 高 和 最 低 的 种 
在 杜 鹏 花 的 分 布 区 内 ， 海 拔 1700~ 3700 米 是 分 布 的 集中 地 ， 

70% 的 种 分 布 于 这 个 瘤 拔 范围 。 在 有 分 布 海拔 记载 的 标本 中 ， 分 

布 交 拔 最 高 的 种 类 是 雪 层 杜 鹏 ， 达 5500 米 ;而 分 布 最 低 的 种 类 如 

“SH (R.molle) #, MiktK100B KRA HER. Hk, Beit 

南 杜 鹏 (R.hainanense) 4745 2¥#4K300 ~ 500K, WHEREA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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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guiense) 等 仅 分 布 至 海拔 100 一 200 米 的 高 度 。 

5. 最 多 和 最 少 花 的 种 
杜鹃 花 之 所 以 成 为 园林 植物 中 的 佼佼 者 ， 原 因 之 一 是 多 数 种 所 

拥有 的 大 而 艳丽 的 花 条 。 在 杜 鹏 花 属 中 ,单个 花序 中 花 最 多 的 种 是 
大 树 杜 鹏 、 凸 尖 杜 胸 和 强壮 杜 鹏 等 ， 有 花 25 采 左右 ， 花 序 直径 可 达 
40 厘米 ， 单 花 直 径 5 厘米 以 上 ， 照 山 白 (R. micranthum) 单 个 花序 有 花 
ISA, 最 多 可 达 20 一 25 采 ， 而 在 一 个 花序 中 拥有 最 少 花 的 种 类 
A ARYEMAENI APE, A—ZETERLAS (R. monanthum) 和 千里 香 杜 鹏 
(R.thymifolium) 等 。 

评价 花 大 小 有 两 个 标准 : 单 花 直 径 和 单 花 长 度 。 单 花 直 径 
前 段 已 提 过 ， 这 里 只 说 单 花 长 度 。 有 鳞 大 花 杜 鹏 亚 组 的 多 数 种 单 
花 长 度 可 达 I10 厘米 以 上 ， 如 木兰 杜 鹏 (R.nuttaliii) 、 华 木兰 杜 鹏 

_ (R.sinonuttallii) 、 长 药 杜 鹏 (R.dalhousiae) 等 ， 这 一 亚 组 是 杜 鹏 花 

属 中 观赏 性 最 高 的 类 群 之 一 ， 而 高 山 杜 鹏 亚 组 的 种 类 花 相 对 较 小 ， 长 
度 不 足 1 厘米 ， 如 斑 玛 杜 鹏 (R.bamaense) 等 仅 有 4 一 5 BX, 

6. 最 长 和 最 短 果 实 的 种 
OL HetAS(R.kailiense, ELARVS-AR. westandii) 是 现 有 种 类 果实 

最 长 的 种 ， 长 度 达 10 厘米 ， 同 一 组 的 长 藉 杜 鹏 (R.stenauljum)、 毛 
棉 杜 鹏 (R.moulmainense) 、 汗 南 杜 鹏 (R-hancockii) 等 果实 的 

长 度 也 在 5 一 6 厘米 ， 而 果实 最 短 的 种 是 高 山 亚 组 等 类 群 ， 如 千里 
香 杜 鹏 ， 长 度 不 及 3 BK, FRAG (R. dawuense) 、 工 布 杜 鹏 
(R.kongboense) 和 茂 汶 杜 鹏 (R.maowenense) 等 果 长 也 仅 有 3 ~5 

ZKEA » 

7. 生长 发 育 最 快 和 最 慢 的 种 
从 种 子 到 开花 所 需要 时 间 依 种 类 而 变化 ， 在 自然 条 件 下 一 般 需 

要 大 约 5~ 10 年 。 羊 踊 踢 亚 属 和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多 数 种 类 所 需 时 间 为 
3 一 5 年， 高 山 常 绿 杜 鹏 类 所 需 时 间 较 长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播种 

的 结果 表明 : 杜 鹏 亚 属 中 腋 花 杜 鹏 、 秀 雅 杜 鹏 (R. concinnum), [UI 

杜 鹏 (R. davidsonianum) 和 黄花 杜 鹏 等 所 需 时 间 较 短 ， 约 为 3 一 5 年 ; 

背 绿 杜 鹏 亚 属 的 种 类 所 需 时 间 稍 长 ， 如 大 白 杜 鹏 需 5 年 左右 ， 大 叶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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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ra tH 4 

Hk 2A. BLAS eA A PS IPA, Bo PR ae PT Ta] Ze L046 

Fevas KAREHS. CO ECAS SEM AF E12~ 2046, Aid BAA Bl 

伦 经 历时 间 最 长 的 种 是 引种 到 英国 苏格兰 地 区 布 鲁 迪克 城堡 植物 园 

的 一 株 大 树 杜 鹏 ， 在 播种 47 年 后 才 第 一 次 开花 。 

上 面 提 及 的 杜 锡 伦 中 的 7 个 之 最 ， 只 是 笔者 在 观察 研究 过 程 中 的 

一 些 体会 ， 杜 鹏 花 丰 富 的 生物 多 样 性 变化 还 远 远 不 止 这 些 ， 将 在 相 

关内 容 再 作 介绍 。 

=. ARG HK 

前 面 介绍 了 杜 鹏 花 类 和 群 和 种 类 在 世界 各 地 区 的 大 概 分 布 情况 ， 
”我国 杜 鹏 花 种 类 是 世界 上 最 多 的 ， 其 生物 学 特点 的 丰富 性 和 多 样 

表 2-1 我 国 杜 鹏 人 花 属 下 亚 属 及 其 种 类 和 分 布 

-一 一 - 2AI1, 259* 18/1, 131. 16/1, 99= ‘19/9, 1022 saree 4/1, 5 

FLAS VB =. 25/3, 202 20/3, 98 15/3,72  19/3.76 6/2, 12 1/1, 1 

Barbi | 2226. - 2:10. 2 oan aes 8 tbe 
BRUIZTIE © 13,76 ~—Ss~-/1,8 2,8 2,10 13,14 
=e 2,2 Cf .11 dis 

叶 状 存 亚 属 /1, 1 

ee 49/12,566 38/8,248  31/9,180 38/6,181 11/8,58  5/7,22 

eee | |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6/1,24 5/1,18 3/1,19 3/1,7 eee 

杜 鹏 亚 属 5/2, 23 2/2, 8 3/1,8 1/1,3 3/1. 3 3/1, 4 

马 银 花 亚 属 -/1,2 -/2, 15 -/2,8 -/2,8 | 

上 映 山 红 亚 属 -/2, 38 f2245 12,3 FY | 49 

=F By 1 -/1,1 154 -有 | 

叶 状 苑 亚 属 二 二 了 

总 去 计 11/4,49 ”7/8, 80 6/7, 51 4/7, 41 3/3, 5 3/4,7 

*# 亚 组 /组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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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使 得 我 们 骄傲 地 说 : “中 国 是 杜 鹏 花 的 故乡 。” 

关于 我 国 杜 鹏 花 种 类 ，《 中 国 植物 志 》 记 载 有 540 种 〈 收 未 有 

542 种 ， 其 中 2 种 原 产 日 本 等 地 ， 但 在 我 国 已 多 年 栽培 )，2004 年 出 版 
的 植物 志 英 文 版 收录 有 5371 种 ， 其 中 时 月 杜 鹏 (R. indicum) 原 产 日 

本 ， 在 我 国 已 广 为 引 种 栽培 ， 钝 叶 杜 鹏 CR. obtusum) 在 我 国 也 仅 有 

栽培 记录 ， 可 能 是 一 日 本 园艺 杂交 种 ， 锦 绣 杜 胸 (R. pulchrum) 仅 

在 我 国 南方 部 分 省 (市 . 区 ) 有 栽培 ， 有 人 认为 系 园 艺 杂 交 种 ; A 

花 杜 胸 (R. mucronatum ) 在 我 国 南方 许多 城市 有 大 量 栽 培 ， 据 说 原 

产 我 国 ， 但 没有 野外 标本 记录 ， 可 能 也 是 一 园艺 杂交 种 ， 读 越 村 鹏 

(R.rushforthii) 的 模式 标本 采 于 越南 (与 云南 屏 边 县 交界)， 有 人 认 

为 该 种 在 我 国有 分 布 ， 但 没有 标本 记录 。 据 此 在 我 国 记录 的 杜 鹏 花 

为 566 种 。 | 

”由 表 2-1、 图 2-2 可 以 看 到 ， 在 杜 胸 花 属 8 亚 属 的 分 类 系统 ， 有 6 

个 亚 属 在 我 国有 分 布 ， 在 各 省 区 种 类 分 布 的 多 度 依次 为 : 云南 约 245 

种 ， 西 藏 大 约 有 182 和 种， 四川 181 种 ， 分 布 在 这 3 个 省 区 的 种 类 大 约 有 

423 种 ， 占 我 国 所 有 种 类 的 75% ， 其 次 是 广西 60 余 种 ， 贵 州 大 约 60 

种 ， 广 东 和 湖南 有 40 余 种 。 

BSB OEE FLEE PEPE EGF POLK GPK WS SF 

图 2-2 ”杜鹃 花 在 我 国 各 省 区 的 分 布 种 数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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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eb LU He x a ALAS HE 
横断 山地 区 是 研究 我 国 动 植物 分 布 区 系 最 重要 的 地 区 之 一 。 独 

特 的 植物 区 系 和 丰富 的 目 然 资源 ， 注 定 了 这 一 地 区 在 世界 植物 研究 

领域 的 突出 地 位 ， 历 来 为 植物 学 家 所 了 瞩目。 我国 著名 植物 学 家 命 德 

次 院士 曾 将 青藏 高 原 地 区 的 植物 资源 喻 为 植物 王国 里 的 一 顶 桂 玩 ， 

而 横断 山地 区 的 植物 资源 则 是 和 藤 在 这 桂冠 上 的 一 颗 明珠 。 通 过 对 这 

一 地 区 杜 况 花 资源 的 考 守 ， 我 们 有 理由 相信 该 地 区 丰富 的 杜鹃 花 为 

这 颗 明 珠 增 添 了 光彩 。 要 真正 了 解 我 国 杜 鹏 人 花 资 源 ， 首 先 应 该 了 解 

杜 鹏 花 在 横断 山区 分 布 的 大 体 情 况 ， 这 里 作 一 向 要 介绍 。 

这 里 的 横断 山地 理 范 围 征 指 科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青藏 高 原 科 

”学 考察 ”从 书 《横断 山区 维 管束 植物 》 一 书 所 包括 的 范围 ;隶属 于 
云南 、 四 川 和 西藏 自治 区 三 地 的 57 个 县 (市 ) ( 原 书 中 为 60 个 县 ， 
其 中 云南 的 莫 江 县 已 归属 为 涉 水 和 福 贡 县 ， 四 川 的 乾 宁 县 归属 为 道 
FAIL, WHA RAH EERE). BI: 云南 的 永 平 、 注 
濞 、 云 龙 、 泸 水 、 洱 源 、 兰 坪 、 剑 川 、 稚 庆 、 永 胜 、 华 坪 、 丽 江 、 
福 贡 、 维 西 、 宁 藻 、 贡 山 、 中 旬 、 德 钦 ， 四 川 的 攀枝花 ( 原 书 中 为 渡 
Hii), i, KB. BR. BB. KE. SE. BT. Be. G 
bk. ok. IU. PE. AE. EE. A, GE, BB BE. 
EL, FR HEY. Bea IEE. DOI, SI, He, BK. GR 
Be. EE. Mok. PNB. UE. iA, EUR APP), 
西藏 的 察 隅 、 芒 康 、 左 贡 、 贡 觉 、 江 达 等 。 

分 布 在 横断 山地 区 的 杜 鹏 花 大 约 有 259 种 ， 占 我 国 所 有 种 类 的 
46%，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杜 鹏 花 分 布 中 心地 。 最 可 贵 的 是 分 布 于 该 区 的 
杜 鹏 花 以 相对 原始 的 类 群 为 主 ， 也 不 乏 相 对 进化 的 类 群 。 在 我 国有 
分 布 的 6 个 亚 属 中 ， 仅 有 3 个 亚 属 在 此 区 有 分 布 ， 其 中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有 133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51% ， 杜 鹏 亚 属 有 125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62% ， 而 在 我 国有 较 多 分 布 的 映 山 红 亚 属 在 该 地 区 仅 有 4 
种 ， 仅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所 有 种 类 的 0.5% 。 由 于 杜 鹏 花 在 横断 山地 区 分 
布 的 特殊 性 ， 国 内 外 不 少 专家 认为 此 区 是 现代 杜鹃 花 起 源 和 分 化 的 
中 心 。 

横断 山区 丰富 的 杜鹃 花 资 源 ， 是 西方 植物 猎 集 者 最 早 进行 采集 
的 地 区 之 一 ， 在 世界 许多 园林 都 能 见 到 其 踪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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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H SAKHAS EHNA Hla 
(1) 西南 地 区 

西南 地 区 包括 我 国 的 西藏 自治 区 、 云 南 省 、 四 川 省 和 贯 州 省 ， 

是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多 的 区 域 。 西 南 地 区 分 布 的 杜 鹏 伦 占 我 国 所 有 种 类 

的 85% 以 上 ， 是 世界 杜 鹏 花 分 布 中 心 。 

@ 云南 省 。 云 南 是 我 国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多 的 省 ， 有 245 种 ， 占 

我 国 全 部 种 类 的 44% 。 从 现 有 的 标本 记录 统计 ， 除 少数 几 个 县 疫 有 

杜 鹏 花 的 分 布 外 ， 几 乎 遍布 全 省 ， 但 主要 分 布 在 该 省 的 西部 和 西北 

部 。 

在 我 国有 分 布 的 6 个 亚 属 中 ， 除 叶 状 筷 杜 鹏 亚 属 外 其 余 5 个 亚 属 

在 云南 都 有 分 布 。 其 中 杜 鹏 亚 属 98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33%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131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51% ;， 马 银 伦 亚 属 10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56% ;， 映 山 红 亚 属 仅 有 8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1%;， 羊 踊 踊 亚 属 在 云南 省 只 有 1 种 分 布 。 

地 处 云南 西北 地 区 的 德 钦 、 贡 山 ; 中旬 、 维 西 、 丽 江 Sl 

Il, OR, WRT. BR. KEEL Ath Alen Sb Az ra EL 

鹏 花 分 布 的 中 心 区 ， 在 海拔 2500 一 4200 KAY Se Ll , ， 集 中 分 布 

了 云南 省 杜 鹏 花 种 类 的 70% 以 上 。 这 里 还 是 多 种 杜 鹏 人 花 的 模式 产地 

(图 2-3) 。 

德 钦 县 境内 的 和 白马 雪山 、 世 界 轩 名 的 高 黎贡山 、 珀 罗 雪 山 、 哈 

巴 雪 山 等 不 仅 以 其 雄伟 的 高 峰 和 秀丽 的 风景 吸引 世人 ， 也 和 是 我 国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分 布 在 这 一 

区 域 的 高 山 杜 鹏 林 

植株 低 矮 ， 和 群 从 一 

望 无 际 ， 在 春 夏 之 

交 形 成 一 片 片 的 杜 

鹏 花 海 ， 历 史上 这 

里 曾 留 住 了 无 数 人 

的 目光 ， 使 不 少 人 

AE BE SE, AAP FP 

图 2-3 ”云南 杜鹃 RA. yunnanense 治 : 福 雷 斯 特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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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涉 入 此 地 后 ， 就 坚定 了 要 成 为 终身 植物 采集 者 的 目标 ， 也 正 是 在 

这 个 地 区 的 采集 ， 使 他 为 英国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采 集 了 近 4000 份 杜 

Hotei, EP AAUTZ00 PEAS EM, BESS ART ESR 

植物 园 成 为 世界 杜 鹏 花 研 究 中 心 的 地 位 ， 也 正 是 由 于 福 雷 斯 特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采集 ， 导 致 一 批 又 一 批 的 后 继 者 前 来 中 国 对 物种 的 疯狂 猪 

Wo BA, KEE Laws. ESS. BOSSE 

者 及 爱好 者 所 癌 往 的 地 方 ， 而 乔治 - 福 雷 斯 特 本 人 也 在 死 后 藏 于 高 黎 

贡 山 之 下 ， 与 这 块 美丽 的 土地 永远 为 伴 。 

位 于 大 理 县 〈 现 为 大 理 市 ) SAM RE, ee EBS Eo 

布 的 重要 区 域 之 一 ， 也 征 西方 人 最 早 进行 植物 采集 考察 的 地 区 之 

一。 明代 李 元 阳 曾 有 诗 “ 君 不 见 点 苑 山 原 好 风土 ， 杜 鹏 骂 踊 围 花 

Paar MEERA” SAR. MIRE ALA 

Pa RR ETE WET AKA ee, SRS 

今 在 西方 园林 界 占据 着 重要 作用 。 
云南 省 的 丽江 纳西 族 自治 县 ， 以 丰富 、 古 老 的 民族 文化 和 玉龙 

雪山 的 壮丽 风景 轩 名 于 世 ， 而 丰富 的 植物 区 系 更 为 世界 瞩目 。 西 方 

人 在 丽江 的 采集 始 于 20 世 纪 初 期 ， 在 丽江 县 境内 有 分 布 的 40 多 种 高 

山 杜 鹏 伦 ， 在 西方 园林 都 能 见 到 。 

@ 西藏 自治 区 。 西 藏 地 区 有 杜 鹏 花 大 约 182 种 ， 分 属 3 个 亚 属 。 

其 中 杜 竟 亚 属 有 77 种 ， 约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38% ， 负 绿 杜 鹏 亚 属 

有 103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39% ， 而 马 银 花 亚 属 在 西藏 人 人 有 3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12% 。 

位 于 西藏 东南 部 的 察 隅 、 林 芝 、 米 林 、 墨 脱 、 波 密 以 及 亚 东 、 

聂 拉 木 等 地 是 该 地 区 杜 角 花 最 集中 的 分 布 区 。 西 藏 地 区 第 绿 杜 锡 亚 

属 的 种 类 ， 多 长 成 高 大 的 乔木 ， 在 其 分 布 区 形成 主要 群落 或 优势 群 

落 。 林 芝 县 派 区 境内 的 多 雄 拉 山 ， 分 布 有 大 量 的 杜 鹏 化 ， 每 年 初生 

冰雪 消融 时 ， 杜 鹏 花 便 满 山 遍 野 灿 然 开 放 ， 为 这 座 雄 伟 的 高 山 增 生 、 

了 无 尽 的 瑰丽 。 杜 鹏 花 在 这 里 不 仅 分 布 面积 大 ， 而 且 种 类 集中 。 妆 

你 站 在 杜 鹏 花 群 从 中原 地 转 一 周 ， 就 会 找到 20 多 种 杜 鹏 伦 。 

丰富 的 杜 鹏 花 资 源 吸 引 了 西方 早期 采集 者 的 视线 ， 因 此 西藏 地 

区 是 西方 人 最 早 进 行 植物 采集 的 地 区 之 一 。 其 中 不 少 种 类 是 从 这 个 

地 区 采集 的 种 子 在 西方 植物 园 开 花 后 描述 的 新 种 〈 图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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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川 省 。 四 

BRAVA ELAS HE 

181 种 ， 仅 次 于 云南 

省 和 西藏 自治 区 。 与 

分 布 在 云南 省 的 类 

群 相 似 ， 在 我 国有 

分 布 的 6 个 亚 属 中 ， 

RH AR FE AS UD 

外 ， 其 余 5 个 亚 属 在 

四 川 都 有 。 其 中 杜 

鹏 亚 属 有 72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36%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95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37%; 马 继 花 亚 属 有 4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15S% ;， 映 山 红 亚 属 8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11% ;在 四 川 省 羊 骂 踊 亚 属 的 种 类 也 只 有 

羊 踊 踊 1 种 分 布 。 

位 于 该 省 西南 部 的 木 里 、 九 龙 、 冕 宁 、 芦 定 、 康 定 等 地 是 四 川 

省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而 且 也 是 许多 模式 种 的 原 产 地 。100 多 

年 来 ， 这 里 是 西方 采集 者 在 中 国 猪 收 杜 鹏 花 的 主要 区 域 之 一 ， 其 种 

类 已 经 遍布 世界 植物 园 。 

走 进 木 里 县 境内 的 康 乌 山 、 吴 角 山 等 以 及 海拔 4000 米 左 右 的 高 

山 草 地 ， 映 入 眼底 最 多 的 种 类 都 是 杜 鹏 花 ， 分 布 在 木 里 县 的 杜 鹏 花 

有 40 多 种 ， 是 我 国 杜 鹏 花 集 中 分 布 的 地 区 之 一 。 

四 川 会 理 县 龙 肘 山 的 万 亩 杜 鹏 林 ， 从 海拔 2400 一 3400 米 ， 方 圆 

近 30 千 米 的 沌 围 内 ， 几 乎 全 是 杜 鹏 花 纯 林 ， 这 里 是 四 川 省 境内 交通 

最 方便 、 种 类 较为 集中 的 杜 鹏 花 分 布 区 之 一 〈 图 2-5) 。 初 步 观察 大 

约 有 28 种 ， 有 白色 的 大 白 杜 鹏 ， 淡 黄 、 黄 绿色 的 问 客 杜 鹏 、 紫 红色 

的 柳 花 杜 鹏 (R.floribundum) ， 粉 红色 的 凹 叶 杜 鹏 、 锈 红 杜 鹏 (R. 

bureavii) ， 纯 黄色 的 乳 黄 杜 鹏 (R.lacteum) 〈《 中 国 植物 志 》 及 其 

喘 文 版 等 文献 中 ， 几 乎 都 记载 该 种 仅 分 布 于 我 国 云南 省 ， 而 我 们 在 

We. AW. ASR SRK EA) 和 紫 蓝 色 的 毛 

肋 杜 胸 (R. augustinii) 等 等 。 杜 鹏 花 林 下 是 铺 地 的 地 盘 松 和 草本 植 

物 ， 放 眼 望 去 整个 山坡 就 像 是 一 个 人 工 的 大 花园 。 在 海拔 3000 米 左 

X % 5 

四 一 、 
一 局 

-时 
A ee ae nt == 

6 : - 

全 nF oO PR 

图 2-4 西藏 毛 脉 杜 胸 AR. niveum (N. Price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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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SH 4 

Se 5 “四川 会 理 龙 肘 山 福 胸 花 林 ( 赵 志 龙 摄 

右 的 山上 ， 是 大 王 杜 鹏 的 纯 林 ， 和 白色 、 白 色 带 红色 、 粉 红色 的 花 条 

复生 枝 头 ， 加 之 杜 鹏 花 矮 曲 林 形 成 的 千姿百态 的 树冠 ， 身 处 林 下 好 

似 进 入 了 人 为 布置 的 宫殿 。 这 卢 美 丽 的 土地 吸引 我 与 同伴 们 一 次 次 

前 往 ， 如 今 从 这 里 采集 的 种 子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播种 成 功 后 ， 

小 苗 已 陆续 开花 。 不 知道 那些 自称 拥有 世界 著名 杜 鹏 花园 的 西方 人 

看 到 这 里 的 景象 会 有 何 感 想 ， 但 这 里 确实 胜 过 任何 一 个 建 在 西方 的 

中 国 杜 鹏 花园 

位 于 四 川 省 泸 定 、 康 定 和 石棉 县 境内 的 贡 咀 山 ， 最 高 海拔 超过 

7000 米 ， 不 仅 具 有 四 川 第 一 高 峰 的 美称 ， 也 是 四 川 省 植物 区 系 最 直 

富 的 地 域 之 一 ， 境 内 有 杜 鹏 花 约 80 种 ， 多 数 为 四 川 特有 种 ， 是 国内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多 的 地 区 之 一 。 

海拔 高 度 超过 4500 米 的 螺 景 山 ， 是 西昌 及 普 格 县 境内 第 一 高 

峰 ， 也 是 该 地 区 植物 区 系 最 丰富 的 区 域 ， 如 今 已 是 四 川 省 著名 的 风 

景 旅游 区 和 自然 保护 区 。 境 内 分 布 有 30 多 种 杜 鹏 花 ， 其 中 普 格 杜 免 

(R.pugeense) 等 为 四 川 特 有 种 ， 在 螺 侣 山 有 大 量 的 分 布 。 

闻名 于 世 的 峨眉 山 是 我 国 著名 的 佛教 圣地 ， 同 时 也 是 四 川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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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花 种 类 分 布 的 主要 区 域 之 一 。 从 海拔 1500 米 的 九 老 铜 到 3100 米 

的 万 佛 顶 之 间 为 杜 鹏 花 分 布 的 集中 地 带 ， 有 大 约 20 种 杜 鹏 花 ， 其 中 

有 50% 以 上 为 四 川 特 有 种 ， 每 年 初春 到 初夏 ， 花 期 时 节 等 第 绽放 ， 

黄 、 紫 、 白 、 蓝 、 粉 红 、 深 红 、 玫 瑰 红 各 色 争 艳 ， 给 这 座 神秘 的 大 

山 增 添 了 不 少 生气 。 

在 场 眉山 的 雷 洞 坪 ， 紫 红色 的 皱 皮 杜 鹏 (R.wiltonii) 、 鲜 红色 

的 芭 刺 杜 鹏 (R. strigillosum) 、 粉 红色 的 美容 杜 鹏 、 次 紫色 的 大 钟 

FLAS (R.ririei) 、 绒 毛 杜 鹏 (R.pachyphyllum) 和 谈 黄 色 的 黄花 杜 

鹏 、 问 客 杜 鹏 等 是 这 里 的 主要 建 群 种 ， 这 一 区 域 集 中 分 布 了 峨眉 山 

所 有 种 类 的 70% 以 上 ， 是 峨眉 山 杜 鹏 花 分 布 的 最 中 心地 带 。 

同 贵州 省 。 贵 州 省 也 是 我 国 杜 鹏 花 的 主要 分 布 区 之 一 ， 有 杜 鹏 

花 种 类 大 约 60 种 ， 主 要 分 布 于 中 部 山区 及 西部 的 高 寒 地 区 ， 境 内 的 

雷公 山 、 梵 净 山 等 是 省 内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西 方 采集 者 在 
贵州 地 区 的 采集 活动 从 20 世 纪 初 期 开始 ， 这 些 种 类 多 年 来 也 是 装 氮 

西方 园林 的 重要 素材 。 

本 地 区 分 布 的 种 类 多 为 我 国 特有 ， 特 有 种 占 本 地 所 有 种 类 的 

95% 以 上 ， 其 中 有 不 少 为 模式 种 : 如 倒 矛 杜 胸 (R. oblancifolium)、 贵 
PIF AEFRERS(R. masgnigorum)、 雷 山 杜 鹏 (R. Jeishanicum)、 稀 果 杜 鹏 

(R. oligocarpum)、 贵 州 杜 鹏 (R. guizhouense) 等 ， 是 进行 我 国 杜 鹏 花 
研究 的 重要 区 域 之 一 。 

(2) 华南 地 区 

不 仅仅 是 云南 、 四 川 、 西 藏 这 样 的 高 山地 区 拥有 丰富 的 杜 锡 

伦 作 源 ， 南 方 各 省 区 如 广东 、 广 西 等 地 也 是 如 此 。“ 羊 角 花 ， 满 山 

红 ; SAE, Bie. ”是 广 沁 流传 在 我 国 南方 山区 的 民谣 ， 这 里 

的 羊角 花 就 是 指 那些 满 山 开 遍 的 杜 鹏 花 。 

位 于 广西 兴安 县 境内 的 猫 儿 山 是 华南 地 区 的 最 高 峰之 一 ， 不 仅 

风景 秀丽 也 是 杜 鹏 花 分 布 的 主要 地 区 ， 猫 儿 山 杜 鹏 〈(R.maoerense ) 

等 特有 种 在 这 里 处 处 可 见 。 

华南 地 区 包括 广东 、 广 西 和 海南 3 省 (区 ) ， 是 我 国 杜 鹏 花 分 布 

的 重要 地 区 之 一 ， 有 80 余 种 。 在 我 国 分 布 的 6 个 亚 属 中 除了 叶 状 苞 杜 

鹏 亚 属 外 ， 其 余 5 个 亚 属 在 华南 地 区 都 有 分 布 ， 而 且 该 地 区 是 马 银 花 

亚 属 和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主要 分 布 区 ， 两 亚 属 的 种 类 占 本 地 区 所 有 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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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6% ， 其 中 有 不 少 种 类 为 本 地 区 特有 种 。 | 

(3) 华中 和 华东 地 区 

华中 地 区 (包括 讲 北 、 湖 南 、 河 南 ) 和 华东 地 区 (包括 上 海 、 江 

Dy. Ri, WAR, a. ML. We) 的 杜 鹏 花 分 布 类 群 与 华南 地 

区 相似 ， 以 马 银 花 亚 属 和 映 山 红 亚 属 种 类 为 主 ， 仅 在 数量 上 次 于 华 

南 地 区 。 

华中 地 区 有 杜 鹏 花 52 种 ， 占 我 国 所 有 种 类 的 9% ， 其 中 杜 鹏 亚 属 

有 8 种 ， 第 绿 杜 鹏 亚 组 22 种 ， 映 山 红 亚 属 16 种 ， 马 继 花 亚 属 5 种 ， 羊 

中 
国 
4 
#8 
花 
解 
Rm 

SPL RIFE 
华东 地 区 有 杜 鹏 花 48 种 

(图 2-6) ， 占 我 国 种 类 的 
8% ， 分 布 较 多 的 类 群 仍 是 映 
山 红 亚 属 和 马 银 花 亚 属 ， 其 
中 马 银 花 亚 属 7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27% ， 映 山 红 亚 

属 20 种 ， 占 我 国 该 亚 属 种 类 
的 26%np 。 

(4) 西北 地 区 
西北 地 区 包括 宁夏 、 新 

疆 、 青 海 、 陕 西 和 甘肃 等 省 (区 ) ， 除 宁夏 和 新 疆 两 地 没有 野生 桂 
胸 花 分 布 外 ， 其 余 3 省 (RK) 都 有 。 本 地 区 分 布 的 杜 胸 花 类 群 与 西藏 
地 区 相似 ， 包 括 常 绿 杜鹃 亚 属 、 杜 鹏 亚 属 和 马 银 花 亚 属 ， 共 有 杜 鹏 
花 49 种 。 占 我 国 所 有 种 类 的 8% 左 右 。 

(5) 华北 和 东北 地 区 
我 国 华北 地 区 (包括 北京 、 和 天津、 河北 、 内 蒙古 、 山 西 ) 和 东北 地 

区 (包括 辽宁 、 吉 林 和 黑龙 江 ) 分 别 有 杜 鹏 花 5 种 和 7 种 ， 是 全 国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少 的 地 区 。 然 而 位 于 东北 地 区 的 长 白山 区 分 布 有 4 种 ， 是 两 地 
区 杜 鹏 花 分 布 最 多 、 也 是 研究 杜 鹏 花 分 布 区 系 的 一 个 重要 区 域 。 

(6) 台湾 省 
最 后 值得 一 提 的 是 杜鹃 花 在 我 国 台湾 省 的 分 布 情况 。 台 湾 省 共 

有 杜 鹏 花 22 种 ， 其 中 有 20 种 为 该 省 特有 种 〈 图 2-7) 。 并 以 映 山 红 亚 
属 和 马 银 花 亚 属 的 种 类 构成 台湾 杜 鹏 花 的 主体 。 

图 2-6 ”江西 杜 骨 R. kiangsi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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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g et a BRS Be HY Ht 
OTE REI 7 AEM BLA WITS, 
附 图 (图 2-8 至 2-33) 展示 了 我 

国 自然 分 布 的 极 少 部 分 杜 胸 花 图 
谱 ， 供 读者 参阅 。 

图 2-7 ”台湾 特产 的 阿里 山 杜 鹃 
R.pseudochrysanthum(N. Price 摄 ) 

> 
人 

图 2-10 S3%stB85 R.moupinense 图 2-11 sat R.spinuliferum 

图 2-12 “” 毛 肋 杜 鹏 R.augustinii 图 2-13 eR et BS R.barb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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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 纯 红 杜 角 R.sperabile 

(N.Price 摄 ) 

2 =. ie, 

图 2-19 FRI ALAS 
R.jinggangshanicum ( 张 乐 华 摄 ) 

图 2-18 ” 紫 兰 杜 鹏 PR.russ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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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 ss ” 

a hs OO 
2-22 atteteaS R.racemosum 

图 2-24 ” 银 叶 杜 鹏 R.argyrophyllum 

图 2-21 8&1) R.micranthum 

图 2-25 Aes R.mekong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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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fasts R.platypodum 

(刘禅 摄 ) 

图 2-30 “多 鳞 杜 鹏 R.polylepis 图 2-31 ”百合 花 杜 鹃 A. liliiflorum 
( 张 乐 华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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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i 28*LES R.pingianum 图 2-33 zB R.decorum 

3. 我 国 杜鹃 花 的 特有 种 
我 国 地 域 辽 阔 ， 地 形 复杂 ， 即 有 高 山 、 高 原 和 峡谷 ， 也 有 山 

Hh, RAS, VRE CHER Se 瘟 度 与 纬度 变化 、 

大 气 气流 与 海陆 分 布 变化 ， 所 带 来 降雨 量 分 配 状 况 的 差异 ， 使 我 国 

的 生态 类 型 具 丰 富 性 和 多 样 性 的 特点 ， 为 野生 杜 鹏 花 类 群 提 供 了 优 

越 的 生境 条 件 。 

根据 英文 版 《中 国 植 物 志 》 杜 鹏 花 科 的 记载 ， 我 国 自 然 分 布 的 

杜 鹏 花 有 5$66 种 ， 其 中 特有 种 约 419 种 。 这 里 特有 种 概念 ， 仅 指 分 布 

在 我 国境 内 的 种 。 另 有 少数 种 类 的 原 变 OF) 种 分 布 于 我 国 ， 而 变 

( 亚 ) 种 稍 分 布 到 我 国 的 邻 国 。 特 有 种 占 我 国 全 部 种 类 的 74% ， 特 有 

种 在 我 国 各 省 区 的 分 布 见 图 2-34。 

四 川 云南 西藏 广西 贵州 广东 湖南 江西 湖北 福建 陕西 台湾 甘肃 青海 浙江 安徽 河南 江苏 辽宁 海南 河北 山西 

图 2-34 ”特有 种 在 我 国 各 省 区 的 分 布 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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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T ELAS HERI Fic 
我 国 丰富 的 杜 胸 花 资源 ， 造 就 了 丰富 多 彩 的 杜 鹏 花 文化 ， 无 论 

是 作为 观赏 花卉 还 是 作为 药 用 植物 在 民间 都 已 经 有 很 长 的 历史 ， 有 
丰富 的 文字 记载 说 明 。 

关于 杜 鹏 花 的 药 用 文字 记载 距 今 已 有 近 2000 年 的 历史 。 公 
元 220 一 265 年 的 《神农 本 草 经 》 中 对 杜 鹏 花 的 药 用 就 有 过 介绍 : 
Ce DBA, EGU, BE, BRE 
i ” GEEZER, AE BRPRITALESTE, TEA. SRR 
色 ， 广 泛 分 布 在 我 国 长 江 流域 ， 具 有 极 高 的 观赏 价值 。 为 药 用 杜 鹏 
花 种 类 ， 也 是 较 早 进入 庭园 栽培 的 杜 胸 花 种 类 之 一 ，200 多 年 前 就 
被 引入 西方 栽培 ， 并 以 此 为 亲本 培育 了 大 量 的 园艺 品种 ， 但 其 叶 剧 
毒 ， 民 间 称 为 闹 羊 花 。 

公元 492 年 ， 陶 弘 景 撰 写 的 《本 草 经 集注 》 里 也 提 到 了 “ 羊 路 
踊 ”， 写 有 “EP, AHH, POI” . 

宋代 洪 迈 所 著 《 容 斋 随 笔 》 里 关于 杜 鹏 花 的 记载 说 “ 润 州 鹤 
林寺 杜 鹏 ， 又 名 红 蹄 史 者 。…… 稚 林 之 花 ， 至 以 为 外 国 僧 钵 备 中 所 
移 ， 上 玄 命 三 女 下 司 之 ， 已 逾 百 年 ， 终 归 疗 苑 。 是 不 特 土 俗 罕 见 ， 
虽 神 仙 亦 不 识 也 。” 这 里 所 说 的 红 蹄 踊 则 是 指 映 山 红 〈 杜 鹏 ) 和 满 
山 红 (R.mariesii) 等 。 这 几 种 杜鹃 花 在 江南 一 带 满 山 遍 野 都 是 ， 最 
初 是 由 外 国 僧人 从 天 台山 移植 鹤 林 寺内 ， 寺 人 还 以 为 是 什么 仙 花 。 
同时 作者 在 这 里 还 引用 王建 宫 词 中 “ 太 仪 前 日 暖 房 来 ， 嘱 向 昭 阳 乞 
药 栽 。 救 赐 一 案 红 踊 踊 ， 谢 恩 未 了 奏 花 开 ” 的 词句 来 证 明 当 时 连 皇 
宫 中 都 将 这 红色 的 杜 鹏 花 视 为 珍宝 。 关 于 鹤 林寺 栽培 的 杜 鹏 花 ， 在 
《 稚 林 志 》 中 也 有 文字 记载 : “RASTER CA, RAEI, (bie 

1578 年 明代 李时珍 在 《本 草 纲目 》 中 记载 : “ 杜 鹏 花 ， 一 名 
红 踢 (20 PRE) ， 一 名 山石 榴 ， 一 名 映 山 红 ， 一 名 山 骂 足 ， 处 处 山 
谷 有 之 ， 高 者 四 、 五 尺 ， 低 者 一 、 二 尺 ， 春 生 苗 ， 叶 浅 绿 色 ， 枝 
少 而 花 繁 ， 一 支 数 昔 ， 二 月 始 开 。 花 如 羊 踊 踊 ， 而 蒂 如 石榴 花 ， 有 
红 者 、 紫 者 、 五 出 者 、 千 叶 者 ， 小 儿 食 其 花 ， 味 酸 无 毒 ”。 这 里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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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在 我 国 分 布 至 长 江 流域 各 地 的 低 山 、 丘 陵 区 ， 花 可 食用 ， 全 株 
可 入 药 ， 是 最 早 进入 我 国 庭园 栽培 的 杜 胸 花 之 一 。 

另外 ， 在 《本 草 纲目 》 中 李时珍 还 详细 论述 了 羊 踊 踊 的 药性 、 
功效 及 毒性 等 。 

公元 1586 一 1641 年 ， 明 代 伟大 的 地 理学 家 徐 宏 祖 的 《徐霞客 游 
记 》 一 书 ， 在 游 云南 、 浙 江 等 地 时 就 多 处 提 到 马 继 花 、 山 鹏 等 。 书 
中 号 到 杜 鹏 花 的 美 让 人 可 以 忘记 旅途 的 辛劳 ，“ 雨 后 新 雾 睛 ， 泉 声 
es, EOE, BACB, AES 明代 《云南 
通 志 》 对 今天 云南 省 的 保山 县 、 蒙 化 县 (LL) 等 地 的 杜 胸 花 
也 有 描述 。 

1688 年 清 代 陈 溃 子 的 《花镜 》 中 也 记载 了 “ 杜 胸 ， 一 名 红 踊 
蜀 ， 树 不 高 大 ， 重 瓣 红 花 …- 每 于 杜 胸 鸟 啼 时 盛开 ， 故 是 有 名 ”。 

1708 年 ， 清 代 刘 涵 等 编 的 《 广 群芳 谱 》 中 记录 了 一 些 种 类 ， 同 
时 也 将 自 唐 代 以 来 有 关 杜 鹏 花 的 传说 故事 和 吟咏 诗词 收录 其 中 。 

1849 年 宋 人 记 有 : “山坡 坎 侧 之 地 ， 高 不 过 五 七 尺 ， 花 繁 而 
oT, PEWRILK, JERPRLASAAME, A REAGIE. ” 

1896 年 在 《 汗 海 虞 . 衡 志 》 中 有 “ 杜 鹏 花 满 汗 山 ， 当 行 洲 乡 ， 
SB +H, (ERLE, TERA, BAER, GORATH. 
ACE 4E, PULLS, RETR, MR 
H, TAPER, HET BR, (AEH 

以 上 提 到 的 只 是 我 国 早 期 对 杜 鹏 花 记载 的 很 小 一 部 分 内 容 ， 虽 
然 这 些 记载 主要 是 针对 分 布 在 我 国 较 低 海拔 的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一 些 种 
类 ， 但 从 中 仍然 可 以 看 到 我 国 对 杜 鹏 花 有 文字 记载 的 历史 远 远 早 于 
世界 各 地 。 

2. 文人 墨客 对 杜 鹏 花 的 赞颂 
早期 文字 记载 中 多 数 是 描述 了 杜 赐 花 的 药 用 功能 。 在 植物 世界 

里 ， 杜 胸 花 是 以 美 而 著名 的 ， 与 报 春 、 龙 胆 共 享 “ 三 大 野生 花卉 ” 

的 盛誉 。 就 花色 而 言 ， 在 杜 鹏 花红 色 系 中 有 黑 红 、 大 红 、 朱 红 、 紫 

红 、 粉 红 、 肉 红 、 橙 红 等 ， 黄 色 系 中 有 人 金黄、 褐 黄 、 纯 黄 、 米 黄 、 

AL. eR. RRS, SAAR. AAS, RAKE.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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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ACH AY BH Be Re ABE BE, ERE RS HERA eK He, FE 

四 川 大 小 凉山 的 琴 族 称 其 为 索 玛 化 ， 而 藏族 人 称 为 格 桑 伦 ， 它 们 在 

汉语 中 的 意思 都 是 “美丽 的 伦 未 ”。 有 关 杜 鹏 花 的 美 从 古 至 今 不 知 

有 多 少 文人 墨客 直 抒 胸 意 ， 留 下 了 千古 佳 句 。 

宋代 杨万里 有 : “何须 名 和 苑 看 春风 ， 一 路 山花 不 负 依 ， 日 日 锦 

江 至 锦 样 ， 清 痊 倒 中 映 山 红 。 

唐 代 施 肩 吉 有: “CREANMAGRESTZ., HERG ERKA, RAI 

物 堪 相 比 ， 妖 艳 西施 春 又 中 。 ” 又 日 : “ 杜 鹏 花 时 天 艳 然 ， 所 恨 帝 

城 人 不 识 。 丁 宁 莫 遗 春风 吹 ， 留 与 佳人 比 颜 色 。 ” 

Ake ELAS Ee SW ee ERA: PRUE AE, 

MARR ET ATE. KR EIA, Tt A ZT 2D, el EAE ABC 

&, PRRRADR EE. ” “MEMADEY, CHEK A TA. 

但 知 烂 漫 盗 情 开 ， 莫 怕 南 宾 桃 李 妒 。 ”“ 千 房 万 叶 一 时 新 ， 嫩 么 用 

ZT HEP. (A Rie sch, SY AAREL A. AEE, fe 

女 新 嫁 娇 泥 春 。” 还 有 “日 射 血 珠 将 滴 地 ， 风 翻 火 焰 欲 烧 人 。 闲 折 

两 枝 持 在 手 ， 细 看 不 似 人 间 有 。 花 中 此 物 似 西 施 ， 关 鞭 急 药 皆 毁 

fea) 

杜牧 有 : | “ADK LUA, SEPP, AREA EB 

, AgeKAIR AS, ” 

BRA: “一 条 又 一 朱 ， 并 开赛 食 时 。 谁 家 不 茶 火 ， 总 在 此 人 花 

; 

THA: “UE, AEDST. FERRE LU, TELE 

山花 好 时 节 。 压 枝 凝 艳 已 全 开 ， 映 叶 香 包 才 半 裂 。 

李 戌 用 有 : “ 若 比 众 芳 应 有 在 ， 难 同上 品 是 中 春 。 牡 丹 为 性 距 

南国 ， 朱 权 操 心 不 满 旬 。 留 得 却 缘 真 达 者 ， 见 来 宁 作 独 醒 人 。 锥 林 

太 盛 今 空 地 ， 莫 放 枝 条 出 四 邻 。 

ERA: “WAP, SIMA. IDES RR, BS “| 
妍 。 进 火烧 闲 地 ， 红 星 嘻 青 天 。 忽 惊 物 表 物 ， 况 客 为 留连 。 

除 此 而 外 ， 方 千 、 吴 融 、 成 彦 雄 、 辛 弃 疾 等 也 多 有 文字 狗 美 、 

歌颂 杜 静 花 的 美丽 ， 用 杜 鹏 花 来 寄托 自己 的 情思 、 歌 颂 友 谊 。 

当然 对 杜 鹏 花 的 赞美 不 仅仅 是 出 自 文 人 墨客 ， 凡 是 在 野外 或 在 

庭园 中 见 过 杜 鹏 花 的 人 都 会 为 杜 鹏 花 的 美发 出 赞 居 。 一 位 从 事 杜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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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分 类 多 年 的 英国 植物 学 家 曾 写 到 : “ 杜 鹏 花 是 绿色 世界 里 的 贵族 ， 
没有 一 种 开花 植物 能 与 其 媲美 ”“, “也 许 除了 玫瑰 外 ， 再 也 没有 一 种 
植物 能 够 像 杜 鹏 花 那 样 引 起 整个 欧洲 的 友 动 ”， 著 名 的 植物 采集 者 
威尔逊 也 发 出 过 “ 杜 鹏 花 是 植物 园 里 最 美 种 类 ”的 感叹 。 

前 面 提 到 的 在 我 国 早 期 为 民众 所 知 、 古 籍 所 载 、 文 人 所 颂扬 
的 杜 鹏 花 多 是 指 分 布 在 我 国 较 低 海拔 的 映 山 红 、 满 山 红 等 种 类 。 由 
于 其 花色 多 为 粉红 、 红 色 或 线 紫 红色 ， 花 色 似 石榴 花 ， 因 此 在 我 
国 南方 的 诸 省 区 至 今 称 映 山 红 和 满 山 红 为 山石 榴 。 在 四 川 民间 称 这 
些 分 布 在 低 海拔 的 杜 鹏 花 为 映 山 红 、 满 山 红 、 艳 山 红 或 照 山 红 。 我 
国 南方 的 许多 地 区 称 其 为 映 山 红 、 艳 山 红 、 满 山 红 、 山 踊 踢 、 红 踊 
踢 、 山 石榴 、 山 枇杷 。 在 我 国 台湾 地 区 称 其 为 映 山 红 、 应 春花 、 野 
山 红 、 照 山 红 、 山 石榴 、 播 田 花 。 所 有 这 些 民间 称呼 都 描述 了 杜 鹏 
花 开 时 的 壮观 景象 : “青山 红 半 壁 ， 满 目 杜 胸 花 ”, “水 蝶 岩 蜂 俱 不 
知 ， 露 红 凝 艳 数 千 枝 ”。 由 于 这 类 杜 鹏 花 在 我 国 分 布 很 广 : 北 起 河 
南 ， 南 至 福建 、 台 湾 、 云 南 、 贵 州 、 四 川 ， 沿 长 江 流域 均 有 分 布 ， 
在 中 低 山 丘 陵 、 溪 谷山 岩 、 林 缘 灌 从 、 阳 坡 林 下 等 多 种 生态 环境 中 
都 能 生长 ， 开 花 时 满 山 遍野 ， 是 我 国 最 常见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 取 之 容 
易 。 因 此 在 我 国 栽培 历史 悠久 ， 在 许多 人 心目 中 认为 杜 鹏 花 就 是 映 
山 红 ， 杜 鹏 花 就 是 红色 的 。 

杜 鹏 花 盛 开 时 红 艳 壮阔 的 自然 景观 ， 还 是 我 国人 民心 目 中 红 
色 的 象征 。 在 战争 年 代 ， 人 们 以 这 鲜红 的 花 采 来 歌 颁 人 民 战 士 的 英 
勇 、 坚 贞 不 届 、 为 革命 事业 献身 的 英勇 气概 :“ 映 山 红 哟 ， 映 山 红 ， 
烈士 鲜血 染 红 ”, “ 若 要 有 盼 得 红军 来 ， 满 山 开 遍 映 山 红 ”。 

在 茵 族人 心目 中 ， 杜 鹏 花 是 最 美的 。“ 索 玛 花 开 一 有 末末， 红军 
从 咱 家 乡 过 ， 红 军 与 我 们 一 条 心 ， 革 命 的 火种 传 万 代 ” 是 四 川 凉山 
地 区 广 为 流 传 的 一 首 歌颂 红军 的 歌曲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人 们 又 用 美丽 的 杜 鹏 花 来 表达 歌颂 心中 最 美好 
的 事物 。 在 西藏 地 区 人 们 总 是 将 格 桑 花 与 洁白 的 哈达 一 起 用 来 表达 
心中 最 美的 心愿 ，“ 手 捧 格 桑 花 ， 唱 歌 献 哈达 ， 感 谢 共产 党 ， 藏 人 
翻身 当 了 家 ” ， 表 达 了 西藏 解放 初期 ， 西 藏 人 民 欢 天 喜 地 庆祝 解放 
的 喜悦 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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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LA HEA BE 
201208047 (CH, TEP DAA AI IEI PREF aS Sa 

选 国花 的 活动 ， 不 少 的 专家 、 学 者 及 杜 鹏 花 爱 好 者 将 国花 的 一 票 投 

给 了 杜 鹏 花 。 我 国 著名 植物 学 家 冯 国 岂 就 曾 多 次 建议 以 杜 鹏 花 为 国 

46. fib: “SERS AE FFI IE TE A BRIT, ZT RHA AY 1A TB , 

真是 春意 人 释然， 象征 了 一 年 四 季 的 吉祥 ， 因 此 我 建议 将 杜 鹏 花 列 为 

国花 ”。 若 名 园林 学 家 陈 有 民 也 曾 指出 “ 梅 、 兰 、 牡 丹 是 我 国 的 名 

化 ， 但 多 征 中 原 一 带 文人 喜欢 的 人 花卉， 而 杜 鹏 花 却 不 一 样 ， 它 的 平 

民 性 格 和 适应 力 极 强 的 生命 力 ， 受 到 我 国 多 个 民族 的 喜欢 。 ”虽然 

至 今 国花 疝 未 有 定论 ， 但 不 少 省 、 市 却 捷 足 先 登 将 杜 锡 花 作 为 自己 

的 省 化 、 市 人 花 。 

江西 省 的 省 花 是 杜 鹏 花 。 这 得 归功 于 我 国 著名 植物 学 家 俞 德 姿 

院士 ， 他 提出 “我 建议 映 山 红 〈 杜 鹏 ) 作为 江西 省 的 省 花 。 这 和 是 一 

种 落叶 杜 锡 花 ， 在 长 江 下 游 各 省 均 有 分 布 ， 春 夏 之 交 ， 人 花色 鲜红 至 

深 红 ， 绥 满 枝 头 ， 履 盖 大 地 ， 在 井 四 山上 十 分 壮观 。 因 此 选 定 为 省 

化 可 用 以 纪念 我 们 老 单 命根 据 地 的 光 未 历史。 

当年 一 出 京剧 《并 内山 》 唱 遍 了 全 中 国 ,- 井冈山 主峰 的 五 指 峰 

就 是 当年 的 “ 杜 竟 山 ”。1927 年 毛 冬 东 率 领 的 秋收 起 义 部 队 也 路 经 

五 指 峰 ， 来 到 了 井 囚 山 ， 从 此 开始 了 井冈 山 的 斗争 。 在 战火 纷飞 的 

年 代 ， 许 多 杜 鹏 花 的 原始 丛林 都 曾经 掩护 过 单 命 战士 。 今 天 杜 鹏 人 花 

被 井冈 山 人 民选 为 市 花 ， 人 们 赁 员 旧 时 战场 、 缅 怀 昔 命 先 烈 ， 总 会 

对 杜 鹏 花生 出 由 囊 的 敏 意 。 

丹东 市 的 市 花 是 杜 鹏 伦 。 丹 东 是 我 国 大 规模 栽培 杜 胸 花 的 城市 

之 一 ， 也 是 我 国 目前 市 场 上 杜 锡 花 的 主要 供 产 之 一 ， 杜 锡 伦 是 丹东 

市 的 市 花 。 

WAPATO REL, ARR ELAS Eh, BERR “ate 

He, PIT”, AKA — Kap, ATR, Kb A 

FRREKS F 1985 4F ES ALAS HE A TH BY TH HE. 

TA AIL AY EE EASE, BTL Th PRB AY ES RSP eA OC 

ILA 5 | PRT LAS 4E Be LAY SF eZ — 

Dr THAI TELE ALAS TE. SM pe Be El S| PR LS HE Be EY 

城市 之 一 ， 并 且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便 开 始 有 了 一 年 一 度 的 杜 鹏 人 花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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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节 ， 以 此 来 推动 当地 园林 事业 的 发 展 。 

马 组 杜 鹏 是 云南 省 大 理 市 的 市 伦 。 这 是 一 种 大 型 的 币 绿 灌木 或 

小 乔木 ， 花 鲜红 似 火 ， 由 于 其 花束 形状 与 云南 山 间 马帮 领头 马 头 上 

所 系 的 红 继 相 似 而 得 名 ， 民 间 称 其 马 继 花 。 

关于 马 继 杜 鹏 ， 在 云南 有 一 个 美丽 的 传说 。 很 久 以 前 ， 百 花 姐 

妹 约定 春天 在 花 都 大 理 坝子 比美 ， 推 选 化 王 。 杜 舰 伦 家 族 大 ， 姐 妹 

多 ， 只 派出 她 们 中 的 佼佼 者 马 继 杜 鹏 作 代 表 去 参加 莞 选 。 马 继 杜 鹏 

觉得 自己 长 得 课 亮 ， 不 把 众 伦 看 在 眼 里 ， 因 而 姗 姗 来 迟 。 众 伦 姐妹 

等 得 不 耐烦 ， 只 好 开始 选举 。 待 马 继 伦 梳妆 打扮 好 磨 麻 蹦 蹦 到 了 大 

坝 ， 花 王 的 桂冠 时 已 被 山茶 伦 夺 去 了 ， 气 得 马 组 杜 鹏 一 口气 跑 回 山 

上 ， 发 暂 永 远 不 再 下 圾 ， 因 此 多 年 来 人 们 只 有 在 那些 名 山大 川 里 才 

能 欣赏 到 像 马 继 杜 鹏 类 高 山 币 绿 杜 鹏 花 的 美 醒 。 近 年 来 由 于 园丁 们 

的 努力 ， 这 些 美 丽 的 伦 开 才 开 始 出 现在 城市 附近 。 如 在 昆明 市 郊 的 

Ae bd, ， 就 建 有 杜 鹏 伦 专 类 区 ， 栽 培 有 数 十 种 杜 鹏 伦 ， 其 中 有 

大 量 马 继 杜 鹏 和 其 他 引 自 高 山 的 稍 绿 种 类 。 

目前 已 经 将 杜 鹏 人 花 作 为 市 花 的 还 有 台湾 省 的 台北 和 新 竹 市 ， 广 

东 省 的 韶关 和 珠海 市 ， 福 建 省 的 三 明 市 ， 浙 江 省 的 无 锡 和 吉 兴 

以 及 江西 省 的 九江 市 等 。 

4. 杜鹃 花 文化 在 对 我 国 现代 经 济 发 展 中 的 地 位 
随 着 我 国 的 改革 开放 和 旅游 事业 的 发 展 ， 花 开园 艺 事业 日 新 

月 异 ， 杜 鹏 花 文化 又 掀起 新 的 高 关 。 园 乞 界 、 旅 游 界 及 一 些 地 方 政 

府 也 认识 到 了 当地 杜 鹏 花 资 源 的 重要 性 ， 及 其 对 地 方 经 阐发 展 的 价 

值 ， 因 此 不 少 地 区 在 发 展 旅游 事业 的 同时 ， 用 丰富 的 杜 胸 花 资源 打 

造 着 自己 的 品牌 。 不 少 省 市 不 仅 将 杜 鹏 花 选 作 省 花 、 市 花 ， 还 出 现 

了 幸 富 多 彩 的 杜 鹏 花 节 ， 很 多 地 区 建立 了 杜 鹏 花园 、 杜 鹏 花街 ， 以 

杜 鹏 花 命 名 的 各 种 团体 更 是 层出不穷 。 

每 年 的 春 夏 之 交 ， 在 我 国 著名 的 风景 名 胜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和 

名 山大 川 都 先后 有 了 一 年 一 度 的 杜 鹏 花 节 ， 如 西藏 林芝 ， 云 南 的 丽 

江 、 大 理 ， 四 川 的 黄龙 寺 、 九 寨 沟 、 峨 眉山 ， 贵 州 的 楚 净 山 、 百 里 

杜 胸 ， 湖 北 神农 架 等 。 杜 鹏 花 “ 墙 内 开花 墙 外 香 ” 的 历史 已 一 去 不 

复 返 ， 在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中 正在 发 挥 愈 来 愈 重要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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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 在 丽江 高 山 植 物 园 黄 基 仪式 上 ， 时 任 英 国 驻 华 大 使 高 

德 年 (Sir Anthony Galsworthy) 说 : “ 早 在 100 多 年 前 ， 英 国人 就 开始 

了 云南 植物 的 采集 和 引种 活动 ， 他 们 对 这 片 神奇 的 土地 上 拥有 如 此 

丰富 的 植物 种 类 而 感到 惊奇 ……”。 英 国 卸 皇家 植物 园 主 任 约翰 : 西 

门 斯 John Simmons) 也 认为 ， 如 今 欧 洲 的 庭园 ， 几 乎 每 一 座 都 有 来 自 

中 国 的 植物 。 

1995 年 ， 英 国 一 位 从 事 植物 园 引 种 栽培 工作 近 30 年 的 园艺 工作 

者 ， 在 一 次 由 苏格兰 皇家 园艺 协会 举办 的 讲座 上 作 了 题 为 “What do 

we owe to China9? ”的 讲演 。 在 报告 中 他 用 近 200 幅 照片 ， 说 明 一 个 多 

世纪 以 来 占据 欧洲 园林 尤其 是 英国 皇家 植物 园 、 城 市 植物 园 、 乡 镇 植 

物 园 以 及 家 庭 植物 园 的 植物 种 类 ， 绝 大 多 数 是 来 自 于 中 国 、 或 者 是 中 

国 植物 种 类 的 杂交 后 代 。 他 的 照片 中 处 处 可 见 到 杜 骨 花 的 影子 。 

中 国 杜鹃 花 对 西方 园林 的 影响 可 以 说 是 引起 西方 园林 界 一 次 划 

命 性 的 变革 ， 几 乎 没有 任何 一 个 植物 类 群 能 像 杜 岗 花 这 样 ， 引 起 整 

个 欧洲 园林 界 的 又 动 ， 并 因此 影响 和 改变 了 欧洲 园艺 界 的 发 展 和 植 

物 园 引种 栽培 的 方向 。 

“杜鹃 花影 响 、 改 变 了 整个 世界 的 园艺 界 ! ”这 是 一 位 英国 植 

物 学 者 在 100 多 年 前 、 面 对 引种 到 英国 园林 的 中 国 杜鹃 花 而 发 出 的 感 

叹 。 经 过 100 多 年 的 引种 载 培 ， 杜 静 花 在 西方 园林 仍然 充当 着 重要 角 

色 ， 魅 力 不 减 当年 。 今 天 我 们 可 以 从 下 面 的 一 些 数 据 中 看 到 中 国 杜 

鹏 花 对 西方 园林 的 影响 : 在 欧洲 尤其 是 在 英国 ， 如 果 你 进入 100 个 

植物 园 ， 就 有 100 个 植物 园 中 引种 载 培 了 中 国 杜 鹏 花 或 中 国 杜 鹏 花 

的 杂交 后 代 ， 其 中 有 70% 的 植物 园 是 以 杜鹃 花 为 其 主要 的 观赏 花 开 

之 一 ;， 当 你 进入 100 个 苗 园 ， 就 有 100 个 苗 园 出 售 中 国 杜 静 花 的 杂交 

后 代 ， 而 且 杜鹃 花 的 销售 量 占据 主要 部 分 ， 当 你 走 进 100 个 家 庭 植物 

园 ， 至 少 有 90 个 家 庭 会 向 你 展示 他 们 所 栽培 的 中 国 杜鹃 花 或 者 中 国 

杜鹃 花 的 杂交 后 代 。 

自从 100 年 前 西方 人 在 中 国 大 规模 进行 猎 集 、 引 种 以 来 ， 中 国 

杜鹃 花 及 其 杂交 后 代 已 遍布 世界 各 地 的 园林 ， 难 怪 现 任 爱丁堡 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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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园 园艺 部 主任 大 卫 . 帕 得 森 (David Paterson) 多 次 说 道 “ 在 欧洲 ， 

目前 还 没有 一 种 观赏 植物 能 代替 中 国 常 绿 杜 静 花 的 地 位 ”。 由 此 可 

见 ， 我 国 杜 鹏 花 对 于 西方 园林 的 贡献 、 对 西方 园林 界 所 产生 的 影响 

是 不 可 低估 的 ! 

下 面 简 单 介绍 中 国 杜 鹏 花 进 入 西方 园林 的 历史 。 

一 、 中 外 杜 胸 花 主要 研究 者 的 贡献 
杜 鹏 花 研 究 历史 已 有 200 多 年 ， 涉 及 这 一 研究 领域 的 人 很 多 ， 这 

里 主要 介绍 几 位 在 杜鹃 花 区 系 、 分 类 研究 领域 影响 较 大 的 国内 外 主 
要 研究 者 。 

1. 国外 杜鹃 花 主要 研究 者 及 其 主要 贡献 
除 表 3-1 中 所 列 出 的 研究 者 外 ， 涉 及 杜 鹏 花 分 类 和 区 系 研 究 的 国 

外 专家 还 有 曾 任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钦定 主管 的 贝尔 福 (Isaac Bailey 
Balfour, 1853~1922) 等 人 。 由 于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在 当时 的 特殊 地 

位 ， 大 量 引 入 的 杜鹃 花 标 本 (包括 种 子 ) 都 保存 在 这 里 ， 利 用 这 一 优 

表 3-1 国外 主要 杜 鹏 花 研 究 者 

#KZS(Carl Linnaeus) 7 HAS AE: Rhododendron 和 Azalea 属 

(1707 一 1778) 

唐 (George Don) 建立 了 3 个 属 的 分 类 系统 ， 即 : Hymenanthes , 

(1798 ~ 1856) Rhododendron, Vireya, @&+ Azalea 

. RhododendronjA J#,, {#3 Rhododendron}, 

胡 克 (T. D. Hooker) 将 杜 鹏 花 属 下 分 为 9 个 系 ， 而 后 修 定 为 14 个 系 
(1817 一 1911) : 

马克 西 姆 维 效 (C.Jmaximowicz) ”修订 了 唐 的 3 属 分 类 框架 ， 将 其 归并 为 1 属 ， 

(1891 一 1927) 属 下 分 8 个 组 

斯 鲁 梅 (H. Sleumer) 杜 胸 伦 属 下 分 为 8 个 亚 属 ， 将 亚 属 进 一 步 分 组 及 

(1906 ~ 1993) 亚 组 ， 建 立 了 被 多 数 人 采纳 的 杜 胸 花 分 类 系统 

KEG. Cullen) 杜 胸 亚 属 等 的 修订 

(1936 ~) 

章 伯 伦 (D. FE Chamberlain)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等 类 群 的 修订 、8 亚 属 分 类 系 

(1941 ~) 统 的 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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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基础 上 建立 了 以 “ 系 ” 为 基础 的 “ 杜 鹏 花 分 类 系统 ”。 当 然 在 当时 

连 贝 尔 福 本 人 也 认为 这 还 算 不 上 是 一 个 分 类 系统 ， 只 是 用 以 处 理 越 来 

越 多 杜 人 鹏 花 种 类 的 一 个 暂时 措施 。 贝 尔 福 本 人 多 次 表示 ， 待 时 机 成 熟 

时 进行 座 入 的 研究 ， 并 对 杜 静 花 的 分 类 系统 作出 更 合理 的 处 理 。 但 直 

到 1922 年 贝尔 福 去 世 ， 他 的 这 一 计划 也 没有 实现 。 

与 贝尔 福 等 人 同期 或 后 来 的 研究 者 还 有 ， 爱 丁 堡 皇 家 植物 园 的 

他 格 (H.T.Tagg) 主要 研究 对 象 是 无 鳞 类 杜 鹏 ， 印 旺 家 植物 园 的 哈 

钦 松 (J.Hutchinson) 主要 研究 和 修订 有 鳞 类 杜 鹏 人 花 ， 美 国 阿诺德 树 

木 园 的 瑞 德 〈(A.Rehder) 研究 处 理 “Azalea” 类 及 近亲 种 类 。1930 

年 由 英国 星 家 园艺 学 会 组 织 、 史 蒂 文 (J.B.Steven) 主 编 出 版 了 《 杜 鹏 

花 种 志 》 ， 该 书 基本 按照 贝尔 福 分 “ 系 ” 的 观点 将 当时 已 经 定名 的 

850 种 杜 鹏 花 分 在 45 个 “ 系 ”。 虽 然 《 杜 鹏 花 种 志 》 一 书 出 版 后 并 未 

被 大 多 数 杜 鹏 花 研 究 者 接受 ， 书 中 所 收录 的 种 类 有 一 部 分 在 后 来 的 

研究 中 也 被 归并 ， 但 它 却 成 为 欧洲 园林 工作 者 手中 的 “圣经 ”， 至 

今 ， 在 欧洲 许多 园林 工作 者 使 用 的 仍 是 《 杜 鹏 花 种 志 》 一 书 的 分 类 

命名 。 

2. 我 国 主要 研究 者 
我 国 植物 学 家 对 杜 鹏 花 的 研究 始 于 20 世 纪 30 年 代 ， 涉 及 的 主要 

研究 领域 在 分 类 、 区 系 等 方面 ， 发 表 了 大 量 的 研究 论文 ， 为 后 人 的 

研究 打下 了 重要 基础 。 

在 我 国 ， 对 杜 鹏 花 标 本 的 采集 始 于 20 世 纪 和 初 ，20 一 30 年 代 和 70 

年 代 都 有 过 大 量 采 集 。 杜 鹏 花 标本 在 我 国 主要 标本 馆 中 都 占有 非常 

@. =e Bo | 
图 3-1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馆 (PE) 馆 藏 的 杜鹃 花 标本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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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的 地 位 :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馆 (PE) 保 存 了 我 国 400 多 种 

杜 鹏 花 标 本 ， 包 括 大 量 的 模式 标本 ， 近 20 000 份 ; 中 国 科 学 院 昆明 

植物 所 标本 馆 K 区 UN) 除了 保存 主要 产 于 云南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外 ， 还 收 

集 保 存 了 大 量 其 他 省 区 的 标本 及 100 多 种 模式 标本 。 另 外 ， 在 PE 和 

KUN 的 馆藏 中 ， 除 了 我 国 植物 学 者 采集 的 杜 鹏 人 花 标 本 外 ， 还 保存 了 

通过 国际 交换 及 国外 有 关 研 究 机 构 赠 送 的 部 分 标本 ， 这 些 标本 中 包 

括 威 尔 带 、 福 雷 斯 特 、 治 克 等 人 早期 在 我 国 的 采集 材料 。 四 川 大 学 

生物 系 植物 标本 馆 (SZ) 主 要 保存 了 原 产 四 川 及 少量 其 他 省 区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 包 括 70 多 种 模式 标本 ;中 国 科 学 院 华南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标 

本 馆 GBSC)、 广 西 植物 研究 所 植物 标本 馆 (IBK) 等 都 有 大 量 的 杜 鹏 人 花 

标本 保存 。 这 些 标本 是 进一步 凌 入 研究 我 国 杜 鹏 花 最 重要 的 基础 。 

1931 年 胡 先 吴 以 秦 仁 昌 采 于 广西 罗 城 的 标本 ， 摘 述 了 小 花 杜 鹏 

(R. minutiflorum) ， 并 与 陈 焕 铺 合 作 发 表 ， 这 是 由 中 国 植物 学 家 发 

表 的 第 一 个 中 国 杜 鹏 花 新 种 ，1934 年 ， 陈 焕 久 根 据 高 锡 朋 采 于 广东 

言 宜 的 标本 发 表 了 大 云锦 杜 鹏 (又 名 信和 宜 杜 鹏 ，R.faithae) ， 这 些 

成 果 是 我 国学 者 研究 杜 鹏 花 分 类 的 开始 。 

下 面 介绍 几 位 在 我 国 从 事 杜 人 鹏 花 研 究 的 主要 植物 学 家 。 

(1) 秦 仁 昌 (C.R. Ching, 1898 ~ 1986) 

虽然 人 们 对 秦 仁 昌 的 认识 是 由 于 他 对 我 国 蕨 类 植物 研究 做 出 的 

时 越 贡 献 ， 但 是 他 对 杜 人 鹏 花 的 研究 也 值得 一 提 。1929~ 1935 年 ， 秦 

仁 昌 去 云南 及 其 他 地 区 进行 野外 考察 时 ， 就 采集 了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 并 在 1940 年 发 表 的 Flora of 工 太 ang 和 《云南 三 大 名 花 》 等 文中 ， 

详细 介绍 了 分 布 在 云南 地 区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1970 一 1972 年 ， 秦 仁 昌 
对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馆 馆藏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进行 了 全 面 的 整 

理 和 和 鸡 定 ， 并 在 1975 年 出 版 的 《中 国 高 等 植物 图 鉴 》 第 3 册 中 描述 了 

我 国 杜 人 鹏 花 属 植物 280 种 。 

凡 经 秦 仁 昌 查 看 过 的 疑问 标本 ， 他 都 写 下 了 供 研 究 参 考 的 建 

议 ， 后 人 根据 其 批 广 发 表 了 近 20 个 新 种 ， 如 细 瘦 杜 鹏 (R.tenue) 、 

齐 尼 杜 鹏 (R.joniense) 、 茂 汶 杜 胸 和 长 管 杜 胸 (R.tubulosum) 等 。 

(2) 方 文 培 (W.P Fang, 1900~ 1983) 

1926 年 方 文 培 毕业 于 南京 东南 大 学 生物 系 ， 并 进入 南京 的 中 国 

科学 社 生 物 研 究 所 ， 在 钱 崇 涡 等 植物 学 家 的 指导 下 从 事 植物 分 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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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一 1931 年 ， 先 后 在 四 川 的 南川 县 ( 今 归 南 川 市 ， 归 属 重庆 )、 趾 

县 、 灌 县 ( 今 都 江 堰 市 )、 峨 眉 县 ( 今 峨眉 山 市 )、 雅 安 、 荣 经 、 汉 源 、 

Re. HU. BW. AHL Ra SIOST AHA, KREA 

约 1 万 多 号 ， 其 中 有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标本 。 

1934 年 方 文 培 获得 奖学金 赴 爱 丁 堡 大 学 次 造 ， 其 导师 正好 是 植 

物 系 主任 并 兼任 爱 丁 您 旺 家 植物 园 主任 ， 对 杜 鹏 花 有 较 次 的 研究 ， 

爱 丁 你 旺 家 植物 园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和 活 植物 为 他 的 研究 疯 定 了 基 

础 。 在 英国 学 习 期 间 ， 他 还 去 了 巴黎 、 柏 林 、 有 罗马 和 维也纳 等 地 的 

标本 馆 ， 收 集 了 大 量 的 资料 和 模式 标本 照片 ， 其 中 仅 杜 鹏 人 花 文献 卡 

片 和 模式 标本 照片 就 有 近 万 张 ， 这 部 分 资料 主要 保存 在 四 川 大 学 生 

物 系 植物 标本 馆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华 南 植物 所 标本 人 馆 。 

1935 年 方 文 培 发 表 了 《中 国 落叶 杜 鹏 花 》 一 文 ， 对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32 种 杜 鹏 花 的 形态 特征 、 生 长 习性 及 引种 栽培 技术 等 进行 了 较为 

详细 的 摘 述 。1937 年 ， 在 获得 博士 学 位 后 ， 他 回国 被 聘 为 四 川 大 学 

生物 系 教 授 ， 在 教学 的 同时 ， 继 续 进行 植物 采集 和 植物 分 类 (尤其 

是 杜 鹏 花 分 类 ) 研究 。1939 年 ， 他 又 根据 20 世 纪 20 一 30 年 代 在 我 国 

所 采集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 发 表 了 《 近 时 所 采 之 中 国 杜 鹏 花 》， 文 中 收 

录 了 分 布 于 我 国 的 120 多 种 杜 鹏 花 和 一 些 新 种 的 描述 。1942 年 在 《 哦 

眉山 图 志 》 第 一 卷 里 ， 方 文 培 收集 了 分 布 于 峨眉 山 的 20 种 杜 鹏 从 ; 

195746, 5 RRR DE 

合作 在 《华南 植物 

资料 一 一 广西 植物 

新 种 》 一 文中 ， 描 

述 了 分 布 于 广西 

的 7 个 新 种 。 在 以 

后 的 研究 中 先后 

发 表 了 6 篇 有 关 杜 

鹏 花 的 论文 。 至 

20 世 纪 80 年 代 ， 

Fa MC SH FE fa KK 

Hit 804 4 FL AS 图 3-2 ” 巴 郎 杜 鹏 R. balangense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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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新 种 :如 西康 杜 鹏 (R.sikangense) 、 河 南 杜 鹏 (R-henanense) , 

多 毛 杜 鹏 (R.polytrichum) 、 厚 叶 杜 鹏 (R.pachyphyllum) 、 武 
鸣 杜 鹏 (R. wumingense) , Het FLAS (R.sparsifolium) , ELEBFL 

fS(R.balangense) , FAT A CHE ALAS EMA em, PUNKS 

生物 系 曾 是 我 国 杜 鹏 花 研 究 的 中 心 之 一 ， 有 大 量 的 论文 和 专车 发 

表 ， 如 胡 琳 贞 等 人 的 《峨眉 山 杜 鹏 花 》、 方 文 培 主编 的 《中 国 四 

川 杜 鹏 花 》( 图 册 )。 方 明 渊 和 胡 文 光 等 人 先后 对 杜 鹏 花 的 一 些 主 

要 类 和 群 ( 亚 组 ) 进 行 修订 。 由 四 川 大 学 生物 系 描述 发 表 过 的 杜 鹏 花 新 

种 达 150 多 种 ， 如 胡 琳 贞 的 鲁 浪 杜 鹏 (R.Julangense) . GEM ELAS 
(R.punctifolium) 、 理 县 杜 鹏 (R.trichogynum) 、 普 格 杜 鹏 等 ， 

AAC FEN br IN AC ERE AS (R.griffithianum), BAERS, BEEP ELAS 

(R. nymphaeoides)*, Fy; HAVAHY IA #89 (R.oblancifolium), ii 

#+-AS(R.ebianense) FF HAFLAS(R. brevipetiolatum)=|, PRB RE 

#LAS(R.gologense) 和 玉树 杜 胸 (R.yushuense) 等 ， 何 明 友 的 粗 柱 杜 鹏 

(R.crassistyljum) 和 腺 花 杜 鹏 (Radenanthum) 等 。 四 川 大 学 生物 系 也 是 

《中 国 植物 志 》 及 其 英文 版 、《 四 川 植物 志 》 杜 鹏 花 科 的 主要 编写 
单位 。 

(3) “GEI#8 (K. M. Feng, 1917~  ) 

70, FEL HH LBL BE A dS HEEL. HH IAEA TE DSS 
( 现 中 国花 卉 协会 杜 鹏 花 分 会 ) 的 发 起 人 和 首 任 理事 长 。 原 籍 江 苏 
宜兴 。1934 年 他 作为 研习 生 参 与 了 由 著名 植物 学 家 胡 先 双 、 秦 仁 旧 
和 陈 封 怀 等 创办 的 中 国 第 一 个 植物 园 一 江西 庐山 植物 园 的 建设 。 
1938 年 冯 国 岂 到 了 云南 ， 此 后 60 多 年 间 他 踏 遍 了 这 里 的 山 山水 水 ， 
采集 植物 标本 近 万 号 ， 其 中 有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标本 。 汉 国 棚 十 分 关注 
我 国 杜 鹏 花 资 源 的 保护 和 研究 ， 并 多 次 建议 将 我 国 的 国花 选 为 杜 鹏 
花 。1981 年 他 在 野外 考察 中 重新 发 现 了 我 国 大 树 杜 鹏 的 分 布 区 ， 这 
种 稀有 的 杜 鹏 花 自 20 世 纪 初 被 西方 人 在 我 国 云南 发 现 并 引种 后 ， 已 
多 年 不 再 有 采集 记录 。 再 次 的 意外 发 现 ， 欣 喜之 余 是 这 位 老 植物 学 
家 多 次 呼吁 将 大 树 杜 胸 等 列 为 国家 重点 保护 植物 。1988 年 他 建议 成 
立 了 中 国 杜 鹏 花 协会 ， 冯 国 桶 任 第 一 届 会 长 。 在 1991 年 杜 鹏 花 协会 
年 会 上 ， 冯 国 凯 又 倡议 在 四 川 场 眉山 建立 “中 国 杜 鹏 花 种 资源 保存 
园 ”。 他 主编 了 《中 国 杜 鹏 花 》1 至 3 册 ( 图 册 )、 中 日 版 的 《云南 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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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花 》( 图 册 ) 等 专著 ， 并 描述 发 表 了 十 余 种 杜 鹏 花 新 ( 变 ) 种 ， 如 南 润 
‘LAS (R.nanjianense) 和 马 关 杜 鹏 (R.maguanense) 等 。 

由 于 云南 省 杜 鹏 花 资 源 的 重要 地 位 ，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植 物 研究 

所 方 瑞 征 (R.，C. Fang) 和 内 天 要 (TIT. L. Ming) 等 人 对 杜 鹏 花 区 系 、 分 

类 等 方面 都 有 较 次 入 的 研究 ， 并 有 大 量 的 文章 发 表 。 二 人 合作 发 表 

了 《 杜 鹏 属 的 地 理 分 布 及 其 起 产 问 题 的 探讨 》、《 喜 马 拉 雅 山脉 的 

隆起 对 杜 鹏 属 区 系 形成 的 影响 》、《 云 南 杜 鹏 属 的 分 类 及 其 区 系 特 

KA) Fl CHAS RM ARK A SHL) SHACK, UR SH. 

Tit FENG ERA ST CEASE Ne, HELA Awe 

研究 》， 并 发 表 了 近 50 个 杜 鹏 花 新 ( 亚 、 变 ) 种 ， 如 方 瑞 征 的 广 南 杜 

HS (R.guangnanense) 和 菱形 时 杜 胸 (R. rhombifolium) ， 闵 天 禄 的 

_ 毛 脉 杜 鹏 (R.pubicostatum) 和 山地 杜 鹏 (R. montigenum) 等 ， 同 时 

还 对 一 些 类 群 作 了 修订 研究 。 

此 外 ， 中 国 科学 院 华南 研究 所 的 谭 访 祥 也 于 20 世 纪 70 一 80 年 代 
对 我 国 华南 地 区 的 杜 鹏 花 ， 尤 其 是 映 山 红 类 群 进行 了 分 类 研究 ， 并 
于 80 年 代 初 发表 了 近 60 个 新 种 。 这 些 种 都 收集 在 1983 年 出 版 、 由 他 
主编 的 《华南 杜 鹏 花 志 》 一 书 中 。 其 次 广西 植物 研究 所 的 李 光 照 等 
对 我 国 三 西 及 华南 地 区 的 杜 鹏 花 区 系 、 分 类 进行 了 较为 详细 研究 ， 
并 发 表 了 有 关 的 研究 论文 ， 描 述 发 表 了 十 余 个 新 种 。 

二 、 中 国 杜 胸 花 进 入 西方 园林 简 史 

1. 西方 对 中 国 杜鹃 花 的 采集 
西方 对 杜 鹏 花 标本 的 采集 可 以 追溯 到 林 奈 以 前 ， 主 要 是 针对 原 

产 于 欧洲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 而 后 扩大 到 高 加 素 、 北 美 、 东 南亚 及 喜 马 
拉 雅 等 地 区 。 大 约 在 19 世 纪 初 期 ， 便 开始 有 人 到 亚洲 包括 日 本 、 朝 
鲜 和 中 国 进行 杜 鹏 花 标 本 的 采集 。 

时期， 来 我 国 采 集 的 法 国 传教 士 所 采集 的 标本 多 保存 在 巴黎 的 
日 然 历史 博物 馆 (P) 。 福 雷 斯 特等 人 在 中 国 的 大 量 采 集 使 爱 丁 保 
至 家 植物 园 标本 馆 (E) 保存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占据 世界 重要 地 位 ， 随 
忆 六 量 的 标本 也 由 其 他 采集 人 寄 回 。 由 此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标 未 馆 
不仅 收集 了 大 里 的 杜 鹏 花 标本 ， 还 有 数 百 号 、 上 百 种 杜 鹏 花 模式 村 
本 ， 成 为 世界 杜 鹏 花 研 究 者 向 往 的 中 心 ， 其 次 是 英国 邱 皇 家 植物 园 



(K) 、 大 英 博 物 馆 (BM) 也 由 于 自己 派出 的 采集 者 的 大 量 采 集 或 

通过 标本 交换 保存 了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 同 样 由 于 威 尔 带 和 阁 殉 等 

人 在 中 国 的 采集 活动 ， 美 国 哈佛 大 学 植物 标本 馆 (A) 也 保存 了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及 模式 标本 ， 是 杜 鹏 花 研 究 的 重要 机 构 之 一 。 

20 世纪 初期 汉 德 : 马 提 (Heinrich Handel-mazzetti, 1882 ~ 1940) 

在 我 国 云南 等 地 采集 的 标本 ， 主 要 保存 于 奥地利 的 维也纳 大 学 

(WU) 和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W) ， 其 中 也 包括 一 些 模 式 标本 ， 这 也 

是 研究 中 国 杜 鹏 花 的 一 批 重要 材料 。 

西方 园艺 学 者 对 高 山 常 绿 杜 人 鹏 花 的 引种 栽培 始 于 17 世 纪 。 同 标 

本 的 采集 一 样 ， 最 初 引种 仅 限 于 欧 训 ， 当 那些 早期 来 自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的 杜 人 鹏 花 在 西方 园林 开花 后 ， 美 丽 的 伦 闵 和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癌 西 

方 园 林 界 展示 了 一 个 新 的 世界 ， 吸 引 大 量 的 植物 采集 者 将 注意 力 转 

OH, B19 世纪 中 期 引种 杜 鹏 人 花 成 为 欧美 植物 园 的 热点 。 伴 随 

着 杜 鹏 花 栽 培 的 热 鲁 ， 西 方 人 对 东亚 尤其 是 对 中 国 植物 区 系 表 现 了 

极 大 的 关注 。19 世 纪 中 期 到 20 世 纪 初 ， 众 多 西方 人 进入 中 国 进 行 

物 考 察 和 采集 活动 ， 丰 富 的 中 国 植物 资源 经 他 们 之 手 成 为 装点 西方 

园林 的 重要 素材 。 这 期 间 欧 美 一 些 植物 园 和 植物 (dS) 协会 选派 

了 专业 采集 员 ， 也 有 一 些 纯 属 业余 的 植物 爱好 者 ， 他 们 的 采集 对 中 

国 杜 人 鹏 花 进 入 西方 园林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 

(1) 在 中 国 采集 的 第 一 人 

据 记 载 在 中 国 进行 采集 的 第 一 位 西方 人 是 英国 的 詹 姆 士 . 坎 宁 安 

(James Cunningham)。18 世 纪 人 筷 期 ， 和 詹 姆 士 在 印度 任职 期 间作 为 一 名 

军医 曾 被 派 往 我 国 厦 门 ， 并 于 1701 年 到 了 中 山 市 。 在 此 停留 的 2 年 多 

时 间 里 ， 他 在 当地 及 其 相 邻 地 区 进行 了 植物 考察 和 采集 ， 共 寄 回 大 

约 600 号 标本 ， 其 中 包括 了 部 分 分 布 在 浙江 省 的 杜 鹏 花 标 本 。 詹 姆 士 

也 曾 试图 对 杜 艇 花 进行 引种 栽培 ， 但 疫 有 成 功 。 

(2) 最 早 进 入 西方 园林 的 中 国 杜 鹏 花 

最 时 引进 西方 园林 的 中 国 杜 鹏 花 是 羊 骂 踊 〈 图 3-3) ， 时 间 大 约 

是 1823 年 。 

虽然 这 种 被 欧洲 园林 界 视 为 最 美 “中 国 Azalea” 的 杂交 蝇 种 已 

志 布 西方 园林 ， 但 具体 的 采集 人 已 无 从 考证 。 在 中 国有 分 布 的 硬 刺 

ALAS FUSE ALAS (R.campanulatum) (图 3-4) 也 分 别 于 1825 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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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年 从 喜马拉雅 地 

区 引 走 ， 但 引种 者 也 

有 争议 5 AimH. 

较 早 从 中 国 引 入 西方 

园林 是 分 布 在 我 国 华 

南 地 区 的 刺 毛 杜 鹏 (R. 

championae) ， 大 约 是 

在 1847 一 1850 年 ， 由 

英国 人 约翰 : 章 姆 (John 

Champion) 从 我 国 广东 

引进 。 如 今 这 种 杜 鹏 伦 

已 被 西方 人 培育 成 多 代 

杂交 种 ， 在 许多 栽培 园 

里 可 见 其 踩 迹 。 

(3) 重要 的 西方 

采集 者 
在 19 世 纪 中 期 以 

前 ， 虽 然 西 方 人 对 我 国 

植物 区 系 有 一 些 雯 星 的 

图 3-4 sheet 8 R.campylocarpum VR, fT — BOT e 
的 杂交 种 之 一 方 实行 关闭 ， 他 们 不 可 

能 在 我 国 进行 大 规模 的 

采集 ， 因 此 在 1840 年 前 中 国 丰 富 的 植物 区 系 对 西方 人 来 说 还 几乎 是 

张 白 纸 ， 被 了 解 得 很 少 。 

西方 人 对 中 国 植物 的 大 量 采 集 是 在 19 世 纪 中 期 以 后 ， 这 里 主要 

介绍 西方 几 位 与 杜 鹏 花 引 种 有 关 的 采集 者 ， 可 以 说 是 他 们 的 采集 活动 

-中国 杜 鹏 花 进 入 西方 园林 的 历史 。 也 正 是 由 于 他 们 在 中 国 的 采 
， 中 国 杜 鹏 花 才 能 如 此 辉煌 地 在 西方 园林 占据 最 重要 的 地 位 。 

U 罗伯特 : 福 琼 (Robert Fortune, 1812~1880) 。 英 国 园艺 学 

家 得 球 出 生 于 苏格兰 贝 里 克 都 的 凯 治 。 他 在 当地 的 教堂 接受 早期 的 

本 也 中 有 关 采 集 者 的 照片 ， 全 部 引 自 英 特 网 。 



aaa, RAFAT 

堡 城 附 近 的 一 家 私人 

植物 园 。1840 年 经 过 

严格 的 测试 ， 进 入 爱 

Te2 Repaid s 

HB LE. 在 这 里 他 受 

到 严格 的 园艺 技能 培 

训 。 供 职 2 年 半 后 被 推 

荐 为 皇家 园艺 协会 植 “ 量 关 | 

物 园 的 温室 负责 人 ， 图 3-5 R. ‘Loderi Venus ,云锦 杜 鹏 R.fortuneri 

很 快 又 被 协会 指派 到 的 杂交 后 代 之 一 〈N. Price 摄 ) 
中 国 进行 植物 引种 采 

集 工 作 。 福 琼 在 中 国 的 活动 集中 在 1843~ 186246, thi ATES WA 

切 地 说 是 勘查 中 国 茶 叶 的 分 布 情况 ， 当 然 也 带 有 寻找 能 够 开 出 祁 亮 

花 条 (包括 杜 鹏 花 、 百 合 和 黄色 山茶 花 等 ) 的 园 乞 植物 的 任务 。 在 19 年 

间 的 四 次 考察 中 ， 福 琼 在 中 国 发 现 了 约 300 多 个 植物 新 种 ， 运 回 英 国 

20 箱 引种 材料 ， 其 中 有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种 子 。1855 年 ， 他 的 第 二 次 芳 

察 中 国之 行 ， 在 浙江 发 现 、 并 辐 西 方 引 进 了 云锦 杜 鹏 (R. fortunei), ix 

是 他 在 中 国 的 重大 发 现 之 一 ， 也 是 他 对 西方 园林 做 出 的 最 重大 页 献 

之 一 。 这 种 美丽 的 杜 鹏 花 成 为 西方 园林 栽培 和 杂交 种 最 重要 的 杀 本 

之 一 ， 由 其 为 亲本 的 多 代 杂 交 系 已 无 可 计数 ， 在 今天 的 欧洲 园林 几 

乎 处 处 可 见 (713-5). 

| 
| 

USSOMELARAGS MHI 
Ss 

QABKA:- Hs (J. D. 

Hooker, 1817~1911) (13-6) 。 

tH HE CA He, TE 

RK ET EY FR Bld AAV AC Ca BE 

克 (William Jackson Hooker, 

1785~ 1865, RE SANT 

“PR, FEL St Act bd  fE25 

年 ) 的 指导 下 ， 青 少年 时 就 在 分 类 

学 、 生 态 学 和 地 理学 方面 受到 了 

图 3-6 约瑟夫. 胡 克 (1817 ~ 1911) ， 民 好 的 训练 ， 并 十 分 注重 野外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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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 的 理论 准备 ， 而 且 在 考察 中 重视 物种 的 变异 及 其 与 生境 等 条 件 的 

关系 。 这 方面 往往 被 后 来 的 许多 采集 者 所 忽视 。 

胡 克 与 杜 鹏 花 的 不 解 之 缘 主 要 与 他 1847 一 1851 年 对 喜马拉雅 地 

区 的 考察 有 关 。 所 到 地 区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次 闪 吸 ?| 了 他 。 四 年 间 ， 

共 采 集 了 6 万 多 份 植物 标本 ， 包 括 许 多 杜 鹏 花 新 种 的 模式 标本 。 由 

他 描述 的 30 多 种 杜 鹏 花 新 种 收集 在 其 编写 的 《锡金 一 喜马拉雅 杜 鹏 
花 》 (Rhododendrons of Sikkim—Hima-—laya) 。 胡 克 疝 西方 园林 首 

次 引种 的 43 种 杜 鹏 花 中 ， 多 为 观赏 价值 极 高 的 有 鳞 大 型 花 种 类 ， 包 

括 泡 泡 叶 杜 鹏 (R.edgeworthii) 、 隐 脉 杜 鹏 (R.maddenii) 、 大 要 村 

鹏 、 多 裂 杜 胸 (R.hodgsonii) 、 

西藏 毛 脉 杜 鹏 (R.mveum) 及 被 

胡 克 描述 为 “最 杰出 ” 杜 鹏 花 的 

长 药 杜 鹏 等 ， 至 今 园 丁 们 对 这 些 

种 类 的 热情 不 减 。 由 于 其 父 的 关 

系 ， 胡 克 的 采集 主要 是 寄 回 英国 
印 皇 家 植物 园 ， 再 由 此 向 其 他 植 
物 园 分 寄 ， 因 而 他 采集 的 杜 静 花 

允 布 英国 园林 〈 图 3-7) 。 

@ KHERALK L (Pere 
Armand David, 1826~ 1900) 

和 德 拉 瓦 伊 (PierreJean-marie 

yeas, Delavay，1834 一 1895$)。 法 国 传 

图 3-7 4% 2#tB88 R. hodgsonii 教士 在 中 国 近 代 的 植物 采集 中 扮 

演 过 重要 角色 。 他 们 在 我 国 西藏 
东 丙 部 、 四 川西 部 、 西 南部 及 云南 西北 部 等 我 国 植物 区 系 最 丰富 的 
地 区 进行 植物 采集 。 

大 量 的 采集 材料 被 寄 回 法 国 巴黎 自然 历史 博物 馆 和 其 他 重要 研 
究 机 构 ， 在 此 由 有 关 植 物 分 类 学 者 对 其 进行 研究 并 定名 ， 如 腺 果 杜 
HS (213-8) 、 马 继 杜 胸 、 粉 红 杜 胸 (R. oreodoxa var. fargesii) FU 
WiktA® (R.souliei) = 

大 卫 是 训练 有 素 的 博物 学 者 ， 他 对 中 国 动物 区 系 的 研究 被 认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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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姓氏 至 今 仍 为 人 们 所 乐 

道 。 他 在 大 约 40 年 中 数 次 

来 华 ， 共 采 得 数 以 万 计 的 

标本 ， 有 300 多 个 新 种 ，9 

个 新 属 。 他 第 一 次 来 华 是 

在 1862 年 ， 其 间 主 要 是 对 

北京 的 植物 区 系 进 行 了 考 

#2, 1868 ~ 18704F ERE 

西部 进行 了 大 量 的 采集 ， 

特别 是 1869 年 他 在 四 川 称 平 ( 今 宝 兴 ) 采 集 了 大 量 的 标本 并 发 现 大 量 

杜 鹏 花 新 种 。 美 容 杜 胸 、 大 白 杜 鹏 、 宝 兴 杜 鹏 (R. moupinense) 和 

臣 刺 杜 鹏 等 就 是 他 的 重大 发 现 。 产 于 四 川西 部 的 腺 有 果 杜 鹏 也 是 大 卫 

采集 的 新 种 ， 由 法 国 植物 学 家 弗兰克 (A. Francheb 研 究 并 取 大 卫 名 发 

本 a 

物 猎 收 的 缘由 之 一 。 继 他 之 后 最 成 功 的 采集 者 之 一 是 福 雷 斯 特 ， 

来 中 国 采集 前 就 与 其 赞助 人 多 次 研究 过 大 卫 在 中 Dene 

域 ， 福 雷 斯 特 本 人 也 一 直 以 超过 大 卫 的 采集 成 果 为 否 斗 目标 。 

德 拉 瓦 伊 也 是 一 位 非常 优秀 的 植物 采集 者 ， 他 在 中 国 采集 植物 

12 年 ， 共 获 标本 20 多 万 份 。 德 拉 瓦 伊 首 次 到 中 国 是 1867 年 ， 在 广东 

开始 了 他 的 传教 活动 ， 后 来 到 了 云南 大 理 ， 在 那里 度 过 10 年 时 光 。 

10 年 间 他 在 大 理 和 丽江 之 间 进 行 植物 采集 ， 为 巴黎 博物 馆 采 集 了 大 

量 的 标本 和 植物 种 子 。 由 他 发 现 和 引种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有 100 多 个 ， 

如 睫毛 杜 鹏 (R.ciliicalyx) 、 密 枝 杜 鹏 (R.fastigiatum) 、 露 珠 杜 

和 鹏 、 腋 花 杜 鹏 、 红 马 银 花 (R.vialii) 和 云南 杜 鹏 (R. yunnanense ) 

等 。 虽 然 这 些 种 类 及 其 杂交 后 代 如 今 已 遍布 西方 园林 ， 但 是 由 于 当 

时 的 西方 园丁 对 杜 锡 花生 境 缺 乏 了 解 ， 德 拉 瓦 伊 采 集 的 种 子 在 寄 回 

西方 后 ， 被 园丁 们 一 直 放 在 刘 室 里 培育 ， 因 此 由 他 引种 的 活 植株 几 

乎 股 有 园林 成 功 的 记录 。 但 由 德 拉 瓦 伊 采 集 的 标本 大 量 保存 在 巴黎 

历史 博物 馆 ， 其 中 的 杜 人 鹏 花 标 本 主要 经 弗兰克 进行 了 细致 的 研究 、 

有 大 量 文 献 和 新 种 发 表 。 

SRSIOMERABIHH WM 

图 3-8 ARR etES A. davidii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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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 是 与 德 拉 瓦 伊 同期 的 

法 国 传教 士 Rev.Pere P.G.Farges 

(1814~1912) 和 Jean André 

Soulié (1858~1905) 等 在 中 

国 也 有 大 量 的 采集 活动 。 前 

者 于 1867 年 来 到 中 国 ， 并 于 

1892 一 1903 年 在 四 川 的 东北 部 进 

行 植物 采集 ， 寄 回 大量 的 杜 锡 人 花 

标本 和 种 子 ， 其 对 西方 园林 的 

重要 贡献 之 一 就 是 发 现 并 引种 

了 喇叭 杜 鹏 (R.discolor) (图 

_ 3-9) 、 粉 红 杜 鹏 和 四 川 杜鹃 图 3-9 ”喇叭 杜 鹏 A.discolor 

后 者 于 1886 年 来 到 中 国 ， 在 四 川 

康定 等 地 从 事 采 集 活 动 ， 为 巴黎 博物 馆 采 集 大 约 7000 号 标本 ， 并 发 

现 和 引进 了 白 碗 杜 鹏 (R. souliei) AIS RFLAS (R.ramosissium, GALE 

为 R.nivale) 等 。 

奥古斯丁 . 享 利 (Augustine Henry, 18$7 一 1930) (图 3-10) oir 

为 瑞 国 海运 官员 ， 享 利 在 青年 时 期 这 被 派 往 我 国 南昌 。 他 自 幼 喜爱 冒 

六 的 目 然 孝 察 。 尽 管 野 外 采集 对 他 来 说 只 是 一 种 业余 爱好 ， 但 他 的 成 

功 仍 是 令 人 瞩目 。 在 中 国 的 八 年 间 ， 一 旦 有 机 会 他 便 与 一 些 专业 采集 

者 合作 ， 深 入 到 那些 令 人 神往 的 植物 王国 ， 如 在 我 国 四 川 和 湖北 进行 

植物 采集 ， 由 于 他 了 解 中 国 植物 区 系 ， 对 

一 些 急 次 涉足 的 考察 者 总 会 给 予 一 定 的 帮 

助 和 有 利 的 建议 ， 如 威尔逊 在 中 国 的 采集 

RS Fy Ell ch AA BY 

享 利 为 西方 园林 增加 了 许多 植物 素 

材 ， 采 集 了 大 约 5000 号 标本 ， 毛 肋 杜 鹏 

怠 是 由 他 发 现 并 引种 。 这 种 杜 鹏 花 由 于 

具有 罕见 的 监 紫色 花 条 而 倍 受 园 丁 们 的 

Ss ee 喜 受 ， 并 以 它 作为 亲本 产生 了 大 量 的 杂 

图 3-10 ”奥古斯丁 . 享 利 att. HAAS beh SIAR 

(1857 ~ 1930) 北 地 区 .发现 并 采集 了 标本 ， 后 来 由 威 尔 



逊 引入 西方 园林 栽培 。 

@ 部 利 : 威 尔 还 (Ernest H 
Wilson, 1876~ 1930) (图 3-11 ) 

被 人 们 称 作 “Chinese Wilson” 

的 威 尔 带 ， 出 生 在 英国 的 格 洛斯 

特 郡 。 在 西方 人 眼中 ， 他 是 一 位 

非常 成 功 的 植物 采集 家 ， 并 因此 

获得 女王 勋章 。 为 纪念 其 对 英国 

园林 界 的 贡献 ， 在 他 去 世 半 个 多 

世纪 后 ， 于 1984 年 在 其 出 生地 建 

国 昌 成 尔 进 纪念 植物 园 ， 其 中 条 

TARAS uA, FAST PRL BURIR(1876 ~ 1930) 
AtEAR A? BIALAS TE. 

作为 卸 园 的 一 名 园丁 ， 威 尔 了 还 23 岁 时 就 被 印 园 主任 选中 派 往 中 

国 ， 主 要 任务 是 寻找 并 引种 瑞 桐 ， 同 时 寻 砚 适合 在 英国 栽培 的 园林 

观赏 植物 。 威 尔 还 的 首次 中 国之 行 非常 成 功 ， 他 不 仅 采 集 到 13 000 

粒 瑞 桐 种 子 ， 而 且 获 得 了 大 量 其 他 植物 种 类 的 标本 和 活 材 料 ， 有 50 

多 种 杜 鹏 花 新 种 。 第 一 次 的 成 功 促成 他 1903 年 的 第 二 次 中 国之 行 。 

以 后 ， 威 尔 逊 又 受 美国 阿诺德 树木 园 (Arnold Arboretum) 派 遗 两 次 来 

中 国 大 陆 ， 一 次 去 人 台 沪 考察 采 

集 ， 他 为 该 园 一 共 引 回 了 100 多 

种 杜 鹏 花 ， 特 产 于 四 川 的 波 叶 杜 

#8 (R.hemsleyanum) 、 反 边 杜 

A& (R.thayerianum) 、 岷 江 杜 

H& (R.hunnewellianum) , 4k 

ALAS AA TERLAS (R.amesiae ) 

等 都 是 由 威尔逊 采集 种 子 在 西 

方 培育 后 ， 被 描述 为 新 种 的 。 

回 客 杜 鹏 〈 图 3-12) 和 秀 雅 杜 鹏 

(R.concinnum) 等 也 是 由 威 尔 | 

wh AIRSET] PET ST EM tah 

图 3-12 ” 问 客 杜鹃 A. ambiguum 引种 了 大 量 的 百合 鳞 蔡 等 和 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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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种 子 ， 以 及 数 以 万 计 的 植物 标本 。 

威尔逊 在 中 国 大 陆 的 采集 活动 从 1899 年 开始 至 1912 年 ， 前 后 历 

时 12 年 。 其 中 1899 一 1905 年 两 次 来 中 国 是 由 于 英国 印 星 家 植物 园 主 

任 的 推荐 、 伦 敦 的 威 企 园艺 园 (Messrs Veitch Nurseries) 资 助 ， 因 此 他 

采集 的 活 材 料 主 要 是 寄 回 威 企 园艺 园 和 印 皇 家 植物 园 ， 标 本 则 主要 

保存 在 印 皇 家 植物 园 标 本 馆 。1905 一 1911 年 他 的 另外 两 次 中 国之 行 

是 由 美国 哈佛 大 学 的 阿诺德 树木 园 赞 助 ， 所 得 植物 都 寄 到 美国 。 这 

些 植物 经 过 不 断 的 栽培 选 育 ， 成 为 欧美 植物 园 中 不 可 缺少 的 内 容 。 

威尔逊 在 中 国 的 四 次 考察 主要 集中 在 湖北 西部 、 四 川 东部 和 西部 及 

周边 的 云南 、 甘 肃 、 陕 西 等 地 ， 他 的 野外 工作 非常 细致 、 全 面 ， 

即使 今天 的 植物 学 者 沿 着 他 当年 的 考 赛 路 线 行 进 ， 也 很 难 发 现 被 他 

漏 采 的 植物 种 类 。 威 尔 逊 定居 美国 后 ， 与 著名 分 类 学 者 伦 德尔 (A. 

Rehden) 等 对 其 采集 的 植物 进行 了 研究 ， 由 此 发 表 了 许多 新 的 种 、 

属 和 研究 论著 ， 为 后 人 留 下 了 宝贵 的 科学 财富 。1929 年 出 版 的 他 的 

《中 国 ， 园 林 之 母 》 (China, Mothers of Garden) 至 今 仍 为 许多 园林 

工作 者 所 推崇 。 

© 乔治 . 福 雷 斯 特 (George Forrest，1873 一 1932) (图 3-13) 。 由 

于 对 事业 的 执着 和 具有 不 屈 不 挠 的 意志 品质 ， 福 雷 斯 特 在 中 国 的 植 

WG ERR, MASE, 187346 

出 生 于 办 格 兰 的 福 雷 斯 特 ， 从 小 

BES MAI, EES RH 

物 园 标本 室 工 作 期 间 常 常 是 步行 

回 家 ， 以 便 有 机 会 对 附近 乡村 里 

有 限 的 植物 种 类 进行 观察 。1904 

年 ，31 图 的 福 雷 斯 特 第 一 次 被 派 

往 中 国 ， 开 始 了 他 历时 28 年 的 植 

物 考 察 生 涯 。 其 间 他 7 次 来 华 ， 

足迹 几乎 志 及 中 国 西南 地 区 ， 采 

集约 30 000 多 份 干 制 标本 ， 为 爱 

ae, ae T 8 44% Ed 5| le] 1000 4 FTE ta 

B18 Hisense «MD FRAO MOREA TER 
(1873 ~ 1932) 种 。 他 的 成 功 对 这 座位 于 苏 格 



兰 首府 的 皇家 植物 园 成 为 世界 杜 鹏 花 研 究 中 心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 他 

的 贡献 还 在 于 对 云南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及 采集 了 大 量 的 哺乳 动物 、 乌 

类 和 昆虫 标本 。 福 雷 斯 特工 作 非 常 严 说 ， 他 采集 植物 标本 的 地 点 从 

峭壁 悬崖 至 茂密 的 森林 、 从 岩石 的 裂 颖 到 沼泽 、 刘 地 ， 每 一 种 植物 

他 总 是 亲自 查阅 、 登 记 、 编 号 ， 并 详细 记录 下 有 关 的 生态 环境 、 土 

壤 、 地 理 等 方面 的 数据 。 

福 雷 斯 特 在 中 国 的 采集 曾 在 几 十 年 间 影响 和 改变 了 英国 园林 

界 的 发 展 ， 他 所 引种 的 杜 鹏 花 开 花 后 ， 目 第 一 次 出 现在 伦敦 园 忆 大 

厅 的 展厅 后 ， 接 下 来 的 数 十 年 间 一 直 是 展厅 中 最 重要 的 展品 。 人 们 

从 遥远 的 地 方 前 来 观看 福 雷 斯 特 以 生命 冒险 为 代价 采集 到 的 这 些 美 

丽 的 花卉 。 由 他 采集 的 杜 鹏 花 在 展 评 中 多 次 获得 一 级 奖章 ， 参 展 的 

种 类 总 是 被 销售 一 空 。 福 雷 斯 特 的 采集 向 英国 展示 了 一 个 全 新 的 园 

林 世 界 ， 同 时 也 影响 和 改变 着 英国 植物 园 和 园林 界 的 发 展 方向 。 福 

雷 斯 特 死 于 他 在 云南 的 最 后 的 一 次 考察 途中 ， 被 荆 在 云南 古城 腾冲 

郊外 的 来 凤 山 下 ， 永 远 与 其 所 热爱 的 中 国 草木 相伴 。 如 今 ， 钟 花 杜 

HS (R.campanulatum) 、 腺 房 杜 鹏 (R.adenogynum) 、 凸 尖 杜 鹏 、 

硫磺 杜 鹏 (R.sulfureum) 、 宽 钟 杜 鹏 (R.beesianum) 、 大 树 杜 鹏 

等 许多 福 雷 斯 特 当 年 引 自 中 国 西南 的 杜 鹏 花 ， 在 英国 的 许多 植物 园 

中 已 经 生长 了 90 多 年 。 紫 背 杜 鹏 (R-forrestii) (图 3-14) 48! 

特 20 世 纪 初 在 云南 德 钦 发 现 的 新 种 ，1912 年 由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的 

贝尔 福 和 德国 植物 学 家 代 和 尔 斯 

(Diels, Friedrich Ludwig Emil, 

1874 一 1945) 定 名 发 表 ， 种 加 词 

即 为 他 的 姓氏 。 该 种 花冠 深 红 

色 ， 分 布 于 云南 西北 部 和 西藏 东 

南部 ， 盗 拔 3300 一 4100 米 高 山 

上 ， 如 今 也 是 遍布 在 欧洲 园林 。 

在 福 雷 斯 特 采 集 的 标本 中 ， 被 陆 

续 作 为 新 种 描述 发 表 的 达 400 多 

个 ， 虽 然 在 后 人 的 研究 中 有 一 些 

已 经 归并 ， 但 迄今 仍 保留 有 200 

多 种 。《 中 国 植物 志 》 的 编写 过 图 3-14 4€254t88 R.forres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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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 ， 有 些 杜 鹏 花 种 类 在 野外 已 难 寻 其 踪迹 ， 只 能 依照 福 雷 斯 特 当 

年 的 采集 记录 进行 摘 述 。 

QD 雷 爹 纳 德 .法 勒 (Reginald Farrer，1880 一 1920)。 他 最 早 进 入 

人 们 的 视线 是 由 于 对 欧洲 高 山 植 物 的 研究 ， 在 加 入 到 中 国 植物 采集 

者 的 行列 前 ， 法 勒 已 具有 在 欧 训 采集 和 栽培 高 山 植 物 的 经 验 ， 并 在 

1907 年 出 版 了 《我 的 岩石 园 》 (My Rocky Garden) 一 书 。 法 勒 是 

一 位 和 艺术家， 由 于 身体 状况 不 好 ， 使 他 无 法 选择 自己 理想 的 专业 学 

习 ， 而 进入 了 牛 理 的 贝多 列 尔 学 院 ， 后 来 他 把 兴趣 放 在 了 政 治 和 写 

小 说 上 。 对 锡 兰 〈 斯 里 兰 卡 ) 和 日 本 的 旅行 考察 后 ， 兴 趣 又 转向 对 

佛教 的 研究 ， 但 是 在 高 山花 卉 和 植物 方面 的 兴趣 伴 其 终身 。 由 于 自 

家 拥有 占 地 近 300 多 公顷 的 土地 ， 他 依 自己 的 爱好 建立 起 以 欧洲 植 

_ 物 为 主 的 大 石 园 。 法 勒 是 当时 公认 的 欧洲 原 产 报 春花 专家 ， 在 园 内 
有 大 量 引 种 栽培 。1913 年 法 勒 终于 如 愿 ， 第 一 次 来 到 中 国 进 行 植物 

采集 。 在 考察 中 ， 他 那 双 敏锐 的 眼睛 总 能 发 现 最 好 的 植物 种 类 。 
1913 一 1924 年 ， 法 勒 通过 对 中 国 湖 北 、 甘 肃 及 缅甸 的 考察 ， 为 西方 
园林 增加 了 许多 植物 新 种 ， 其 中 不 乏 美丽 的 杜 鹏 花 。 法 勒 死 于 在 缅 
多 的 考察 途中 ， 为 纪念 他 的 贡献 有 30 多 种 植物 以 他 的 名 字 命 名 。 出 

于 对 园艺 事业 的 爱好 ， HHH 

国 园 忆 协 会 捐赠 了 两 只 银 杯 ， 其 

中 一 只 用 于 奖励 杰出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100 多 年 过 去 了 ， 法 勒 捐赠 

的 奖杯 现在 还 用 在 一 年 一 度 的 杜 

AS EJAY PELE R 

Ib ES -TK fH (Frank 
Kingdon-Ward, 1885~ 1958) 

(图 3-15) 是 西方 同行 推崇 的 对 

象 ， 他 几乎 是 一 个 人 完成 了 他 的 

每 一 次 考察 。 金 登 - 沃 德 的 父亲 

是 一 位 著名 的 植物 学 教授 ， 在 父 

亲 的 影响 和 和 票 陶 下 ， 他 极 喜 欢 读 
图 3-15 BMG oe ree 书 ， 尤 其 是 探险 类 的 书籍 。 时 任 

(1885 ~ 1958) Be) 8 St ete Wy Ged = FEN 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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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1910 年 ， 任 职 于 上 海 某 中 学 的 沃 德 参加 了 由 美国 动物 苍 察 队 组 

组 的 中 国 动物 考察 。 我 国 丰富 的 动 植物 资源 在 他 面前 展开 了 一 个 新 

的 世界 ， 在 给 母亲 的 信 中 他 曾 写 到 : “去 野外 考察 的 愿望 已 经 次 这 

地 走 进 我 的 灵魂 ”。 于 是 当 爱 丁 堡 旺 家 植物 园 主任 推荐 他 作为 一 位 

植物 采集 者 时 ， 他 立刻 辞去 了 中 学 的 工作 ， 开 始 了 他 的 植物 采集 生 

涯 。 从 1911 年 2 月 开始 ， 在 跨越 45 年 、22 次 的 采集 探险 旅行 中 ， 他 

所 涉足 的 地 区 从 缅甸 北部 到 我 国 云南 的 西北 部 和 西藏 东部 。 在 这 

些 杜 鹏 花 分 布 的 宝地 里 ， 金 登 - 沃 德 在 高 山 、 座 谷 、 草 甸 、 丛 林 中 

都 是 独 来 独 往 。 与 许多 优秀 的 采集 者 一 样 ， 他 也 有 一 双人 敏 锐 的 眼 

睛 和 极 好 的 记忆 力 。 在 某 地 见 到 一 种 开 着 美丽 花 采 的 植物 后 ， 他 不 

仅 及 时 采 下 花枝 标本 ， 而 且 秋 后 还 要 再 去 采集 果实 标本 和 种 子 。 即 

(EKG Bi 了 路 线 ， 他 也 能 依 徘 春 天 的 印 家 ， 和 凭借 着 丰富 的 经 验 在 

深山 中 穿行 ， 准 确 无 误 地 到 达 目 的 地 。 产 于 西藏 东南 部 交 拔 3000 米 

以 上 的 朱砂 杜 鹏 (R.cinnabarinum) 和 毛 喉 杜 鹏 (R.cephalanthum) 

等 ， 都 是 他 路 雪 回 采 ， 和 获得 丰硕 的 末 实 而 引种 成 功 。 黄 杯 杜 鹏 

(R.wardii) (13-16) 也 是 他 1912 年 在 云南 考察 采集 到 的 杜 鹏 花 之 

一 ， 这 种 黄色 的 花 条 为 西方 园林 作 了 很 大 的 贡献 ， 以 其 为 亲本 的 后 

代 处 处 可 见 。 金 登 - 沃 德 引 种 的 

活 材 料 现 分 布 在 欧洲 许多 植物 

园 ， 收 集 的 标本 多 保存 在 英国 自 

然 博物 馆 ， 最 后 一 次 采集 的 材料 

则 部 分 保存 在 美国 阿诺德 树木 

园 。 沃 德 的 成 功 为 自己 得 到 了 园 

忆 界 的 最 高 奖 : 女王 园艺 奖章 ， 

他 去 世 后 《植物 》 杂 志 发 表 了 纪 

念 他 的 专辑 。 

@ 约瑟夫 :洛克 (Joseph 

Rock, 1884~ 1962) (图 3-17) 是 

西方 植物 采集 者 中 一 个 颇具 传奇 图 3-16 。” 黄 杯 杜 鹏 月 wardii 

色彩 的 人 物 。 他 不 仅 在 植物 考察 ( 张 宪 春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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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领域 成 绩 斐 然 ， 而 且 作 为 探 

险 家 、 人 类 学 家 和 语言 学 家 至 今 

仍 为 人 们 所 称道 。 

洛克 出 生 在 维也纳 一 位 仆 

ARE, APH, 165 brie 

OFA EA RAE, SER 

学 教授 拉丁 文 和 目 然 史 ， 后 又 

从 事 植物 采集 工作 。1922 年 ， 

洛克 受 美国 农业 部 派 遗 ， 来 中 

国 进 行 农业 项 目 考 察 并 到 达 云 

南 ， 从 此 与 中 国 西南 部 的 植物 | - 

及 民族 文化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图 3-17 ”约瑟夫 .洛克 

HRMS HA 

(1922~ 1949 年 ， 洛 克 的 绝 大 部 (1884 一 1962) 
分 时 间 是 在 中 国度 过 。 其 间 ， 
他 曾 担任 美国 国家 地 理学 会 组 织 的 云南 、 西 藏 探险 队 队 长 ， 为 美国 
《国家 地 理 》 杂 志 的 撰 稿 人 和 摄影 记者 ， 先 后 为 美国 农业 部 和 阿 诺 
德 树木 园 采集 植物 标本 及 引种 活 植物 。 洛 克 的 植物 采集 很 有 特色 ， 
为 了 表现 同一 种 类 在 不 同 生活 环境 中 的 变化 ， 他 往往 针对 一 个 物种 
采集 极 多 的 连 号 标本 ， 活 植物 的 引种 也 是 如 此 。 例 如 产 于 云南 西部 
和 西藏 东南 部 的 长 粗毛 杜 胸 (R. crinigerum) ， 洛 克 在 一 处 就 采集 
了 30 号 种 子 ， 并 用 14 个 编号 显示 不 同 的 种 群 。 虽 然 洛 克 的 植物 采集 
活动 主要 集中 在 他 来 中 国 的 前 十 余年 ， 但 成 就 斐然 ， 其 中 仅 引种 的 
杜 胸 花 就 有 250 多 种 。 

罗兰 ' 库 珀 (Roland Edgar Cooper, 1890 一 1962)。 库 珀 在 3 岁 
时 成 为 孤儿 ， 其 权 叔 兼 监 护 人 是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栽培 园区 的 负责 
和 人 。1907 年 随 叔 权 到 印度 ， 并 在 印度 和 锡金 进行 了 大 量 的 植物 采 
雪 ，1910 年 ， 由 爱丁堡 植物 园 主任 推荐 开始 了 他 以 后 的 植物 采集 生 
硅 。 从 1912 年 开始 ， 库 珀 数 次 到 锡金 、 我 国 西藏 地 区 及 不 丹 进行 杆 
物 采 集 ， 是 欧洲 第 一 位 到 不 丹 进行 植物 考察 采集 的 人 。 他 在 海拔 
1200 一 4500 米 之 间 进行 植物 猎 收 ， 采 集约 6000 号 植物 标本 。 这 些 标 
本 多 保存 在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和 印 皇家 植物 园 ， 在 采集 期 间 共 寄 回 
0 多 种 杜 鹏 花 种 子 和 其 他 花卉 种 子 ， 这 部 分 活 材料 主要 栽培 在 爱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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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 bd 

@ #5~* 78H) fa74 (Frank Ludlow, 1885~ 1972 ) 和 乔治 ` 谢 里 夫 

(George Sherriff, 1898~ 1967)。 在 20 世 纪 初 来 华 的 西方 采集 者 中 ， 

勒 德 洛 和 谢里夫 的 结伴 考察 ， 将 他 们 的 名 字 紧 密 联系 在 一 起 ， 成 为 

植物 学 史上 相提并论 的 人 物 。 勒 德 洛 是 植物 学 教授 马 鞭 尔 ' 沃 德 (ML 

Ward， 金 登 - 沃 德 的 父亲 ) 的 学 生 ， 离 开 大 学 后 前 往 亚 洲 任 教 ， 几 年 

间 工 作 多 变 ， 壮 志 未 酬 。 在 中 国 新 疆 西 部 的 喀什 ， 勒 德 治 与 英国 军 

官 谢里夫 偶然 相遇 。 这 两 位 职业 相 异 、 但 志趣 相投 的 人 一 见 如 故 ， 

做 出 了 共同 前 往 世 界 屋 状 喜 马 拉 雅 地 区 考察 的 决定 。 他 们 的 考察 一 

直 得 到 即 园 主任 乔治 .泰勒 (G.TaylopD 的 支持 和 策划 ， 因 此 有 明确 的 科 

学 目标 。 

1930 一 1949 年 ， 二 人 7 次 进入 西藏 ， 对 其 南部 和 东南 部 进行 了 详 

细 的 考察 ， 采 集 植 物 标 本 21 000 号 及 大 量 苗 木 和 种 子 。 仅 1936 年 他 

们 就 运 回 5 个 集装箱 的 活 材 料 。1949 年 当 他 们 最 终 离 开 西藏 时 ， 共 运 

回 了 大 约 20 000 份 种 子 标本 ， 其 中 有 100 多 种 杜 鹏 花 。 他 们 采集 的 大 

量 植物 标本 主要 由 泰勒 等 植物 学 家 进行 分 类 研究 ， 厌 此 发 表 了 一 个 

新 属 和 不 少 新 种 。 这 些 来 自 雪 域 高 原 的 蜡 叶 标本 ， 大 多 保存 在 大 英 

博物 馆 中 ， 成 为 宝贵 的 收藏 。 而 那些 由 勒 德 阁 和 谢里夫 引种 的 美丽 

的 高 山 杜 鹏 和 其 他 喜马拉雅 山区 的 奇 花 异 木 ， 在 英国 的 许多 植物 园 

中 都 不 难 见 到 。 

为 了 纪念 勒 德 洛 和 谢里夫 ， 由 他 们 发 现 的 西藏 高 山 杜 鹏 : 产 

于 西藏 墨 脱 的 广 口 杜 鹏 〈《R.iudiow) 和 产 于 西藏 隆子 的 红 钟 杜 鹏 

(R.sherriffii) 等 被 分 别 以 他 们 的 姓氏 命名 。 

USIIVELABAH MIM 
一 => 

3. 早期 西方 采集 者 的 主要 资助 人 

通过 前 面 对 部 分 西方 主要 采集 者 在 中 国 及 其 邻 国 的 植物 采集 活 
动 的 介绍 ， 可 以 大 概 了 解 我 国 杜 鹏 花 进入 西方 园林 界 的 简要 历史 。 
在 这 些 采 集 者 的 活动 中 ， 有 两 个 非常 重要 的 人 物 在 这 里 值得 提 及 ， 
这 就 是 时 任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Regius Keeper) 主 任 的 贝尔 福 (Isaac 
Bailey Balfour) (图 3-18) 和 几 位 植物 考察 者 的 主要 资助 人 阿尔 图 | 
斯 (Arthur K Bulley, 1861~1942) (图 3-19) 。 他 们 延续 20 多 年 

的 合作 是 中 国 丰富 的 植物 资源 (大 量 的 杜 鹏 花 ) 进 入 英国 的 最 重要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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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贝尔 福 (1853 ~ 1922) 图 3-19 ”阿尔 图 斯 (1861 ~ 1942) 

础 ， 也 是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成 为 世界 杜 鹏 花 研究 中 心 最 主要 的 原因 
a, 

Bry 77s Pel Ep ot AE Ze Be Be Tk, CAE eR AK FB ML A) Fi HE 

贸易 商 ， 但 对 植物 园 事 业 情 有 独 钟 。1896 年 他 在 利物浦 附近 的 伯 顿 

镇 购买 了 300 多 公顷 土地 ， 建 立 自 己 的 植物 园 ， 取 名 为 里 斯 植物 园 

(Ness Botanic Garden)。 建 园 初 期 ， 植 物 园 只 是 从 欧 训 一 些 自 围 和 

园林 引进 、 交 换 物 种 进行 栽培 。1899 年 ， 由 俄国 帝国 地 理 协 会 派出 

芳 察 队 赴 西藏 东南 部 进行 考察 ， 阿 尔 图 斯 将 这 一 次 机 会 视 为 里 斯 园 

增加 新 种 的 最 好 时 机 ， 于 是 他 与 考察 队 的 领队 联系 希望 进行 种 子 交 

换 。1901 年 尧 察 队 返 回 后 ， 阿 尔 图 斯 收 到 了 由 彼得 堡 皇 家 植物 园 寄 

来 种 子 ， 其 中 包括 了 美丽 的 绿 绕 芒 等 高 山花 卉 ， 不 仅 量 大 而 且 大 部 

分 种 类 在 英国 园林 界 是 首次 亮相 。 

20 世 纪 包 期 ， 威 尔 逊 的 中 国之 行 取 得 巨大 成 就 。 在 西方 园艺 界 
产生 很 大 反响 。 作 为 阿尔 图 斯 的 朋友 以 及 有 过 在 中 国 考察 的 经 历 ， 奥 
右 斯 玉 享 利 建议 阿尔 图 斯 也 走 威 企 园 的 道路 ， 派 出 自己 的 专业 采集 
者 到 东方 。2 年 后 阿尔 图 斯 建立 了 比 斯 苗 围 (Bees Ltd) ， 从 事 新 种 的 
参 殖 和 出 售 ， 以 此 筹集 经 费 资助 野外 采集 。 考 虑 到 采集 者 专业 知识 能 
重要 性 ， 他 便 请 求 贝 尔 福 的 帮助 。 此 时 正 值 贝 尔 福 急 于 派 人 到 东方 进 
傈 植物 考察 之 际 ， 二 人 出 于 同一 目的 走 到 一 起 。1904 年 福 雷 斯 特 作 为 
人 不 往 薛 阿尔 图 斯 选 定 的 第 一 位 植物 采集 者 被 派 往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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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福 雷 斯 特 的 7 次 考察 中 ， 最 初 的 3 次 都 是 由 阿尔 图 斯 单独 次 

助 ， 所 得 植物 标本 全 部 保存 在 爱 丁 您 呈 家 植物 园 标 本 馆 ， 种 子 则 由 

里 斯 植物 园 和 爱 丁 代 旺 家 植物 园 分 享 。 以 后 的 4 次 考 侍 虽然 阿尔 图 斯 

不 再 是 主要 资助 者 ， 但 仍然 为 他 提供 部 分 经 费 。 从 1904 年 资助 往 雷 

斯 特 在 中 国 考察 开始 ， 到 1924 年 专 为 珠穆朗玛 地 区 的 考察 者 提供 部 

分 经 费 ， 阿 尔 图 斯 为 植物 采集 资助 达 二 十 余年 近 30 次 ， 经 他 资助 的 

植物 采集 者 有 数 十 人 。 采 集 者 中 几 成 就 较 大 者 多 数 曾 得 花 阿尔 图 斯 

”的 资助 或 部 分 资助 ， 如 我 们 前 面 介 绍 过 的 沃 德 、 库 珀 和 法 勒 等 人 。 

另外 他 还 两 次 资助 了 珠穆朗玛 的 考 祭 ， 并 与 他 人 合作 资助 了 对 中 国 

邻近 国家 的 一 些 考察 。 

像 威 企 园艺 园 与 印 星 家 植物 园 的 关系 一 样 ， 里 斯 植物 园 与 爱 丁 

你 星 家 植物 园 的 关系 也 非常 紧密 。 从 第 一 次 派出 福 雷 斯 特 开 始 ， 阿 

尔 图 斯 每 一 次 资助 的 采集 者 都 是 经 贝尔 福 推 荐 。 也 正 是 从 福 雷 斯 特 

的 采集 开始 ， 爱 丁 堡 植物 园 的 植物 学 家 们 研究 了 里 斯 植物 园 所 拥有 

的 所 有 植物 种 类 ;阿尔 图 斯 还 作为 主要 出 和 资 人 购 严 其 他 人 的 采集 材 

料 供 爱 丁 堡 呈 家 植物 园 有 关 人 员 进 行 研究 。 

一 方面 ， 阿 尔 图 斯 通过 对 采集 者 的 赞助 大 量 收集 物种 资源 ， 另 

一 方面 通过 上 自己 的 苗 围 癌 世 界 各 地 介绍 来 自 于 中 国 及 东亚 地 区 新 的 

植物 种 类 、 介 绍 中国 杜 鹏 伦 ， 使 西方 人 为 “ 杜 鹏 花 的 美丽 ”而 感到 

震惊 ，1922 年 为 了 表彰 他 对 园林 界 的 贡献 ， 曾 被 授予 女王 奖章 〈 由 

于 本 人 的 原因 而 放弃 ) ， 由 里 斯 植物 园 和 比 斯 苗 转 培 育 的 中 国 杜 鹏 

伦 新 种 或 杂交 种 ， 曾 数 十 次 获得 英国 园艺 界 的 最 高 奖 ， 以 阿尔 图 斯 

及 其 植物 园 、 酝 围 命 名 的 植物 新 种 达 40 余 个 ， 包 括 3 个 新 属 ， 其 中 就 

有 由 福 备 斯 特 采 集 的 宽 钟 杜 鹏 等 。 

连续 几 十 年 ， 比 斯 苗 转 和 里 斯 植物 园 引 种 栽培 的 中 国 植物 名 录 

一 直 在 英国 占据 榜首 。 负 责 为 美国 政府 引种 的 一 位 官员 到 里 斯 植物 

园 考察 后 曾 说 过 : “在 英国 ， 这 里 是 中 国 植物 最 多 、 最 好 的 收集 地 

Beats 

1948 年 ， 在 阿尔 图 斯 去 世 后 的 第 六 年 ， 其 夫人 将 时 值 75 00058 

磅 的 里 斯 植物 园 ， 赠 送 给 利物浦 大 学 作为 教学 基地 ， 同 时 约定 植物 

园 将 永远 为 公众 免费 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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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 国 杜 胸 花 的 世界 踪 还 

在 此 介绍 国外 引种 栽培 中 国 杜 鹏 花 的 一 些 主要 植物 园 。 

1. 英国 

(1) A= Hx 

虽然 在 英格兰 地 区 没有 出 现 像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那 样 以 引种 

栽培 中 国 杜 鹏 花 而 世界 闻名 的 植物 园 ， 但 我 国 杜 鹏 花 在 英格兰 的 许 

多 植物 园 仍 然 占据 着 主要 地 位 ， 部 分 类 群 的 引种 栽培 并 不 比 苏格兰 

HK RRR TESA Whe, He fr RAH (Falmouth) 
的 Glendurgan Garden, ， 位 于 德 文 郡 首府 埃 克 塞 特 城 的 Killerton 植 物 

bd, # CHATKnightshayes Court 植物 园 和 位 于 苏 塞 克 斯 郡 的 Nyman's 
Garden 等 是 英国 园林 中 引 栽 培 中 国 杜 更 花 的 佼佼 者 。 

1919 年 由 莱 昂 内 尔 (Lionel Nathan de Rothschild) 建 立 的 Exbery 植 

物 园 (Exbury Garden)， 被 公认 是 英国 最 好 的 树木 园 。 建 园 初期 正好 
征 金 登 - 沃 德 、 乔 治 ̀  福 雷 斯 特 、 约 瑟 夫 .洛克 和 罗兰 : 库 伯 等 人 从 中 国 
及 周边 国家 进行 大 量 植物 采集 之 时 。 出 于 对 来 自 东 方 杜 鹏 花 种 类 的 
侦 受 ， 莱 昂 内 尔 从 建 园 开始 就 将 收集 中 国 杜 鹏 花 作为 主要 目标 ， 经 
过 多 年 的 收集 ， 如 今 已 成 为 英格兰 地 区 最 好 的 杜鹃 花园 。 

(2) 苏格兰 地 区 

DQ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 位 

于 苏格兰 首府 爱丁堡 市 的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始 建 于 17 世 纪 中 期 (1670 
年 )， 是 英国 建 园 最 早 的 植物 园 之 一 ( 仅 次 于 1621 年 建造 的 牛津 大 学 
值 物 园 ， 早 于 1759 年 建造 的 印 皇 家 植物 园 )， 也 是 英国 现 有 的 两 个 皇 
家 植物 园 之 一 。 

该 园 引 种 栽培 亚洲 杜 鹏 花 是 从 19 世 纪 开 始 。 最 初 的 少量 引种 是 
企 印 度 等 地 ， 到 20 世 纪 初 ， 尤 其 是 福 雷 斯 特 到 的 中 国 采 集 是 爱丁堡 
至 家 植物 园 杜 鹏 花 收集 的 黄金 时 代 ， 大 量 标本 和 活 材料 的 引进 确立 
PRT 您 旦 家 植物 园 杜 鹏 花 研 究 中 心地 位 。 该 园 引 种 栽培 杜 鹏 花 约 
450 种 ， 其 中 有 360 多 种 引 自 中 国 ， RAFAT A SALAS TERRA HE, (HE 
DARA A 400 Z P12 5E, 征 目前 世界 上 保存 杜鹃 花 标本 ( 活 材 料 和 
F 标 本 ) 最 多 的 植 迪 13-20, 3-21, 3-22, 3-23, 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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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 旺 家 植物 园 有 3 

个 下 属 分 园 : 道 伊 死 植物 园 

(Dawyck Botanic Garedn) (图 

3-24) 、 杨 格 植 物 园 (Younger 

Botanic Garden，Benmore) 和 

洛 根 植物 园 (Logan Botanic 

Garden) (图 3-23) ， 其 中 道 

伊 克 和 杨 格 植物 园 也 是 苏 格 

兰 地 区 著名 的 杜 鹏 花 引 种 栽 

培 园 ， 分 别 引 种 栽培 我 国 杜 

鹏 化 有 200 多 种 ， 福 雷 斯 特等 

人 早期 引种 的 杜 鹏 花 在 这 里 

也 多 有 保存 。 

He eS Ry 

研究 和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的 中 

心地 位 ， 在 办 格 兰 地 区 拥有 

许多 以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而 著 

图 3-20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的 “中 

图 3-21 

: 
me 

nen 

> "a ee oe 
ee 

这 : 

Bla” ARTS AY ALAS 

爱丁堡 植物 园 引 种 栽培 的 中 国 
ALAS HE 

中 国 杜 鹏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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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a 但 这 些 植物 园 多 

数 原 属 于 私人 园林 ， 有 近 200 年 

Se alee 

th—LeH LET EE. 2020) 

期 ， 英 国 开始 设立 非 政 府 资金 

(该 项 资金 在 四 个 地 区 都 有 分 文 

管理 机 构 ， 如 苏格兰 的 管理 机 

构 英 文 为 : The National Trust for 

Scotland, 简称 为 NTS)， 用 于 管 

理 和 保护 国内 重要 目 然 资 产 、 重 

BEMIS, rer Kit 

的 自然 和 非 自 然 物 质 文 化 遗产 。 

_NTS 对 植物 园 的 管理 是 在 20 世 纪 

40 年 代 开 始 ， 现 已 有 40 多 个 植 

物 园 归于 其 管理 之 下 ， 其 中 就 有 

不 少 以 引种 中 国 杜 锡 花 而 著名 的 

园林 。 

Q) 布 鲁 迪 克 城 堡 园 (Brodick 

Castle Garden) (图 3-2$，3-250 ) 

于 办 格 兰 的 艾 伦 岛 ， 是 英国 一 

水 和 园 为 一 体 的 著名 风景 

。 植 物 园 建 于 18 世 纪 70 年 代 ， 

关 国 惟一 一 座位 于 岛 上 的 国 

家 公园 ， 现 由 NTS 管理 。 城 堡 

FD ed vee FEB] S| BPA LAS TE 

好 的 园林 之 一 ， 引 种 栽培 我 国 杜 

胆 化 250 多 种 ， 大 叶 杜 鹏 类 、 有 

鲜 大 化 类 、 三 花 亚 组 、 大 理 亚 组 

夺 在 这 里 都 有 大 量 的 引种 栽培 ， 

ix BRS Ae a, pK ee 

iis cai ala 
Bl HAAR Hr Ad 多 引种 和 Zi fi j 鲁 迪克 

图 3-23 

图 3-24 

洛 根植 物 园 一 株 引 种 栽培 
902 FAAS te 

道 伊 克 植 物 园 的 杜鹃 花道 

鲁 迪克 城堡 园 栽培 的 部 
ot FAL AS 



Si a el AY (5 YR AE AR 8 to 

该 园 园 长 曾 告诉 作者 : 每 

年 布 鲁 迪 克 城 堡 都 要 迎接 

百 万 游客 ， 除 了 美丽 的 岛 

屿 风光 外 ，4 一 6 月 盛开 的 

中 国 杜 鹏 人 花 则 是 吸引 人 们 

前 来 的 最 主要 原因 。 

@ 克 瑞 园 (Crarae 

Garden) (43-27, 

3-28) 。 该 园 是 建 于 18 世 

纪 后 期 的 一 座 私 人 园林 ， 

2003 年 后 交 由 NTS 管 理 。 

在 英国 人 心目 中 殉 

瑞 园 就 是 欧 训 的 喜 马 拉 

雅 。 园 内 引种 栽培 了 大 量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梨子 植物 

和 杜 鹏 化 ， 由 于 其 气候 条 

件 (年 降水 量 、 副 度 等 ) 与 

喜马拉雅 地 区 极为 相似 ， 

所 以 这 里 引种 栽培 了 大 量 

的 中 国 及 喜马拉雅 地 区 的 

杜 鹏 伦 和 其 他 物种 。 该 园 

引种 保存 了 我 国 杜 鹏 伦 

有 220 多 种 及 200 多 个 杂 

enn FH HK ZT AS IL 2A 

(subsect. Neriiflora) 、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 大 理 杜 鹏 

亚 组 、 云 锦 杜 鹏 亚 组 和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硬 刺 杜 鹏 亚 组 

等 类 群 在 这 里 生长 良好 。 

从 每 年 的 1 月 底 到 7 月 ， 

不 同 种 类 (杂交 种 ) 的 杜 鹏 

Se 
KS 

图 3-26 ， 布 鲁 迪克 城堡 园 ， 无 处 
鹏 花 

pe 

图 3-28 “ 克 瑞 园 引 种 栽培 的 Azalea 类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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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 克 瑞 园 中 初春 开放 的 中 国 杜 鹏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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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地 区 著名 的 杜 鹏 花 引 种 栽培 

花 依 次 开放 ， 给 这 座 远 离 城镇 的 

园林 增添 了 的 无 限 生 机 。 众 多 植 

物 园 爱好 者 远道 而 来 ， 呼 吸着 来 

自 东 方 、 来 自 喜 马 拉 雅 山区 的 气 

息 。 更 有 无 数 的 志愿 者 ， 他 们 或 

十 余人 一 团 ，5 人 成 组 ， 或 是 带 

上 全 家 ， 利 用 假期 ， 到 植物 园 做 

一 些 义 务工 作 ， 以 帮助 植物 园 的 

建设 。 

4) =k bel (Inverewe Garden) 

(13-29, 3-30) 。 该 园 也 古 归 

属 NTS 管 理 的 园林 之 一 ， 是 苏 格 

BOG a 
图 3-29 RE (苏格兰 ) 高 山 植物 

园 栽 培 的 杜鹃 花 

园 。 引 种 栽培 我 国 杜 鹏 花 250 多 

种 ， 引 种 规模 和 种 类 仅 次 于 爱 丁 

fe bd. Be AE Wy beh 

BRON Fe LAL AS {EARS ARI ER TERR 

FH, He apes EY Hie 

i ioe 

© 格林 道 伊 克 苗 围 (Glend- 
oick Nursery) (图 3-31，3-32) 位 于 

办 格 兰 的 帕 斯 (Perth) wi, A 

(Kis 7 ye i(Peter Cox) 家 庭 管 
娃 。 直 围 由 考 克 斯 的 祖父 开始 经 营 ， 其 父 E. H. M. Cox) 于 20 世 纪 20 
年 代 来 到 中 国 进 行 采集 ， 并 写 有 《在 中 国 的 植物 猎奇 》， 以 此 在 西 
方 享有 声誉 。 苗 围 引 种 栽培 中 国 杜 鹏 花 始 于 20 世 纪 初 ，20 世 纪 80 年 
代 以 后 考 殉 斯 多 次 来 中 国 进行 植物 采集 ， 其 苗 围 每 年 都 繁殖 大 量 的 
性 鹏 化 ， 是 世界 最 成 功 的 苗 转 之 一 ， 多 年 来 是 英国 杜鹃 花 苗 木 主 要 
供 兰 之 一 。 考 克 斯 也 因为 多 年 的 栽培 、 引 种 、 繁 殖 杜 鹏 花 和 野外 工 
人 上 经 历 成 为 英国 公认 的 杜 鹏 花 栽培 专家 ， 并 有 数 部 专著 出 版 。 

© 格林 兰 园 (Glenarn) 是 一 个 小 型 植物 园 ， 但 它 却 以 引种 栽培 
化 的 壮丽 景观 引起 世人 瞩目 。 该 园 建 于 1840 年 ， 距 离 苏格兰 的 

图 3-30 ”中 国 杜 赐 花 在 英 威 园 



13-31 

杜鹃 花 1 年 生 播种 
HH (N.Price 摄 ) 

图 3-32 See 
SO SAHA Be 
苗床 

哥 拉 斯 哥 市 大 约 有 20 千 米 。 来 自 海 详 的 寡 刘 空 气 和 周围 小 山坡 的 地 

理 环 境 ， 为 这 个 占 地 仅 有 10 公 顷 的 园林 提供 了 和 栽培 杜 鹏 人 花 的 最 好 条 

件 。19 世 纪 初 至 20 世 纪 30 年 代 ， 来自 喜马拉雅 地 区 和 中 国 的 杜 鹏 花 

在 这 里 汇集 成 园 ， 如 胡 克 1848 一 1851 年 在 印度 和 其 子 后 来 在 锡金 等 

地 的 采集 以 及 福 雷 斯 特 在 中 国 采集 的 种 类 。 这 里 引种 栽培 的 不 丹 杜 

HS (R. griffithianum) 被 认为 是 当今 欧洲 植物 园 内 最 大 株 杜 鹏 化 ， 栽 

培 在 园 内 的 小 河 边 ， 株 高 达 20 米 以 上 上， 花束 直 径 约 60 厘米 左右 ， 难 

怪 园 主人 骄傲 地 介绍 : “ 园 内 所 有 引种 的 杜 鹏 花 都 超过 它们 在 野外 

的 生长 ”。 和 栽培 于 园 中 心 的 一 株 杯 毛 杜 鹏 (R-falconeri) 至 今 仍 保持 

着 引种 栽培 杜 锡 花 中 单 株 最 大 、 生 长 年 限 最 长 的 世界 记录 ， 它 已 经 

生长 了 150 多 年 。 

也 许 是 植物 园 面积 有 限 的 原因 ， 这 块 土地 最 大 限度 地 栽培 了 各 

种 杜 鹏 化， 除了 小 道 和 少量 的 草坪 ， 几 乎 没有 空地 。 春 天 伊始 不 同 

颜色 的 杜 鹏 花 一 直 绽 放 到 6 月 中 旬 ， 深 红 至 粉红 色 的 团 叶 杜 鹏 、 金 

黄色 的 钟 花 杜 鹏 及 其 变种 (R.campylocarpum var.caloxanthum) 、 红 

色 的 树 形 杜 鹏 ， 芒 刺 杜 鹏 ， 蓝 紫色 的 毛 肋 杜 鹏 ， 纯 白色 的 不 丹 杜 鹏 

等 ， 由 沃 德 、 勒 德 洛 和 谢里夫 采集 的 种 类 更 是 成 为 这 座 园林 向 世人 

展示 的 珍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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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介绍 

苏格兰 地 区 除了 以 上 提 

及 的 植物 园 外 ， 还 有 许多 园林 ， 

ty. Arduaine 园 (3-33) 

Stonefield Castle 园 (图 3-34 ) 

等 ， 都 是 以 引种 栽培 中 国 杜 竟 

伦 在 当地 引起 人 们 的 关 往 。 此 

外 ， 爱 尔 兰 地 区 的 Mount Stewart 

植物 园 ， 威 尔 士 地 区 的 Bodnant 

植物 园 和 Powis Castle 植物 园 等 

等 ， 都 是 当地 引种 栽培 中 国 杜 鹏 

花 最 好 园林 的 代表 。 这 里 不 册 

“4K, FEC UN ELAS ERR T 

在 植物 园 内 占据 着 非常 重要 的 地 

fr, FEET AEN EGC, the 

人 们 首选 的 伦 天 之 一 。 可 以 说 只 

要 有 人 为 栽培 化 天 的 地 方 ， 就 有 
图 3-34 Stonefield Castle Garden 

杜 鹏 花 的 绽放 〈 图 3-35，3-36，3-37) 。 

SS ne 

林 中 栽培 的 中 国 杜 鹏 花 及 其 杂交 后 代 



5 phage? BEWARE BASS Aes oe ss 2 SR 1 AT ES, SNS OL ake Ge ; ie AS"y, oS PRT 人 5 
人 二 < St 

“图 3-36 RE ARH MM KAM H—A ARIAS 

13-37 
”苏格兰 山 间 林 地 栽培 
的 中 国 杜 网 花 

2. 美国 

(1) 阿诺德 树木 园 (The Arnold Arboret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该 园 始 建 于 1872 年 ， 位 于 美国 马 了 萨 诸 塞 州 首 府 波士顿 南郊 ， 面 

积 约 107 公 顷 。 这 里 不 仅 是 著名 的 哈佛 大 学 研究 机 构 ,同时 也 是 世界 

上 和 潜 名 的 东亚 植物 研究 中 心 。 该 园 的 第 一 位 主要 资助 者 詹 姆 士 : 阿 

诺 德 (James Arnold，1781 一 1868) 是 马 了 诸 塞 州 的 一 位 商人 ， 他 留 下 

遗嘱 ， 转 让 自己 的 部 分 财产 给 当时 的 哈佛 大 学 董事 会 。 在 校方 和 短 

姆 士 财产 保管 人 的 契约 中 明确 规定 : 遗产 用 于 建立 、 资 助 一 个 树木 

园 ， 以 引种 栽培 所 有 适应 在 当地 生长 的 木 本 植物 。 为 了 纪念 这 位 赞 

助人 ， 树 木 园 取 名 为 阿诺德 树木 园 。 并 依从 赞助 者 的 遗愿 ， 从 建 园 

开始 就 有 一 个 从 世界 各 地 收集 木 本 植物 进行 栽培 试验 的 长 期 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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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 年 过 去 ， 树 木 园 从 许多 植物 区 系 丰 富 的 地 区 收集 引种 了 大 量 的 

木 本 植物 ， 它 们 主要 来 自 : 高加索， 中国、 日本、 朝鲜 、 欧 洲 和 北 

并 以 及 北美 区 内 ， 树 木 园 现 有 大 约 15 300 份 记录 (种 、 变 种 、 亚 种 和 

杂交 种 )、 近 4500 种 植物 ， 是 目前 公认 收集 木 本 植物 最 多 、 节 好 的 一 

个 树木 园 。 

阿诺德 树木 园 引 种 中 国 杜 鹏 花 是 从 19 世 纪 末 期 开始 ， 主 要 是 

通过 种 子 交 换 从 欧洲 人 手 里 获得 他 们 在 中 国 零星 采集 的 部 分 种 类 ， 

而 大 规模 地 对 中 国 杜 鹏 花 的 引种 是 从 20 世 纪 初 的 威尔逊 中 国之 行 开 

台 。 阿 诺 德 树木 园 共 引种 了 100 多 种 杜 鹏 伦 ， 其 中 有 50 多 个 新 种 ， 其 

中 部 分 新 种 就 是 由 威尔逊 采集 的 种 子 在 阿诺德 树木 园 开 人 花 后 作为 模 

式 而 描述 发 表 。 

图 3-38 国家 树木 园 内 引种 的 杜 
胸 花 ( 马 金 双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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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 树木 园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boretum) (图 

3-38) 
位 于 首都 华盛顿 东 郊 的 美国 国家 树木 园 建 于 1927 年 ， 隶 属于 美 

国 农业 部 农 务 局 ， 占 地 约 230 公 顷 。 标 本 馆 收藏 有 大 约 65 万 号 标本 ， 

活 植物 种 类 的 收藏 以 木 本 植物 为 主 ， 其 中 包括 很 多 中 国 物 种 ， 而 杜 

鹏 花 又 是 该 园 极 具 特 色 的 收藏 之 一 。 以 收集 中 国 等 地 的 杜 鹏 花 杂 交 

种 为 主 ， 每 年 春天 ， 欣 赏 杜 鹏 花 是 美国 首都 华盛顿 的 一 大 盛事 。 美 

国 国 家 树木 园 收藏 如 此 多 的 杜 鹏 花 品 种 要 感谢 他 们 的 第 一 任 主任 莫 

里 森 (Benjamin Y. morrison)。20 世 纪 20 年 代 在 负责 农业 部 植物 ?5 种 工 

作 期 间 ， 他 就 对 引入 的 杜 鹏 花 进行 过 大 规模 的 杂交 试验 ， 并 获得 极 
大 成 功 。50 年 代 已 达 数 千 个 品种 ， 这 就 是 今天 美国 国家 树木 园 收藏 

的 基础 。 

现任 美国 国家 树木 园 主任 伊利 亚 斯 博士 (Dr Thomas S. Elias) 是 

著名 的 树木 学 家 ， 同 时 也 是 中 国 非常 友好 的 朋友 。 他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美国 首 批 植 物 学 家 代表 团 1978 年 访问 中 国 的 十 位 专家 之 一 ， 同 时 

也 是 回国 后 握 写 《中 国 植物 分 类 学 现状 介绍 》 一 文 的 三 位 作者 之 

一 。 近 年 来 他 积极 推动 在 国家 树木 园 内 建 中国 经 典 园 林 ， 以 此 获得 

我 国 的 多 方面 合作 。 如 2005 年 春 国家 树木 园 与 中 国 林业 代表 团 签 订 

了 合作 意 问 。 不 和 久 的 将 来 ， 东 方 园林 就 会 像 杜 鹏 花 一 样 能 给 美国 国 

FOR AR bd 54 78 24) AW 

(3) #tA5 4649 FPA 4 bd (Rhododendron Species Foundation and 

Botanical Garden) 

位 于 美国 西海 尾 华 盛 顿 州 的 杜 鹏 花 物 种 植物 园 ， 与 大 多 数 树 木 

园 或 植物 园 收集 的 目的 不 同 ， 它 更 多 地 关注 杜 鹏 花 种 质 资源 收集 、 

保存 。 植 物 园 隶属 于 美国 杜 鹏 花 协 会 ， 于 1964 年 建立 ， 最 初 的 主 

要 任务 以 规范 种 名 为 目的 。 到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末 开始 注重 引种 和 保存 

野生 杜 鹏 花 种 质 资 源 ， 通 过 从 野外 和 世界 各 地 一 些 主 要 杜 鹏 花园 引 

种 ， 现 在 已 保存 杜 鹏 花 300 多 种 ,其 中 有 200 多 种 原 产 我 国 。 

实际 上 在 美国 的 许多 树木 园 和 植物 园 都 引种 栽培 了 大 量 杜 鹏 

伦 ， 但 与 欧洲 的 园林 相 比 ， 它 们 栽培 更 多 的 是 以 我 国 杜 鹏 花 为 亲本 

的 园艺 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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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大利亚 

位 于 墨尔本 市 附近 的 澳大利亚 国家 杜 鹏 人 花园 (National 

Rhododendron Gardens) 栽培 了 大 量 的 开花 植物 ， 但 以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为 主 。 这 是 澳大利亚 地 区 杜 锡 花 引 种 最 多 、 最 好 的 一 个 植物 园 。 

每 年 春 夏 之 交 都 会 吸引 大 量 游 客 前 往 。 杜 鹏 花园 建 于 20 世 纪 60 年 

代 ， 由 澳大利亚 杜 鹏 花 协会 提议 建成 。 建 园 初 期 植物 园 占 地 仅 有 20 

公顷 ，1975 年 扩大 至 40 公 顷 。1995 年 杜 鹏 花园 归 墨 尔 本 公园 和 维 多 

利 亚 公园 管理 。 现 已 引种 栽培 有 300 多 个 园 乞 栽培 品种 ， 以 我 国 杜 鹏 

花 为 亲本 的 杂交 后 代 在 国家 杜 鹏 花园 有 大 量 的 引种 栽培 。 

4. 日 本 
就 杜 鹏 花 的 引种 栽培 而 言 ， 日 本 引种 栽培 杜 锡 花 的 历史 仅 次 

于 我 国 ， 已 有 1000 多 年 的 栽培 历史 。 据 资料 记载 ，18 世 纪 上 日 本 就 开 
始 从 我 国 引 种 分 布 于 低 山 地 区 的 映 山 红 类 杜 鹏 花 ， 并 与 本 地 种 进行 

杂交 ， 由 此 培育 了 大 量 的 杂交 蝇 种 ， 在 日 本 庭园 几乎 处 处 可 见 。 习 

惯 上 人 们 将 来 自 于 日 本 的 栽培 品种 称 为 东洋 鹏 ， 其 实 这 类 东洋 鹏 的 

“血脉 ”中 有 大 量 的 中 国 种 源 。 

福 国 学 的 久 留 米 市 是 日 本 杜 鹏 花 最 集中 上 且 丰富 的 栽培 Re A 58 He 

XX, AR RELAS TE EME bd ht Ee Ei, MSR Li 

TA ARLAS (EC AA zaleaJk FLAS TE Ail, FLASTETEFT HD bk 

为 久 留 米 市 最 重要 的 经 济 来 源 之 一 ， 难 怪 在 久 留 米 市 建 市 100 周 年 的 

纪念 会 上 ， 时 任 日 本 杜 鹏 花 协会 的 会 长 曾 意味 深长 地 说 过 : “eas 

化 引导 了 久 留 米 市 的 经 济 发 展 ， 可 以 说 是 杜 鹏 花 拯 救 了 久 留 米 ” 

上 面 提 及 的 杜 鹏 花园 ， 仅 仅 是 世界 上 无 数 引种 栽培 园 的 小 小 的 

第 影 ， 实 际 上 在 世界 上 许多 国家 ， 如 在 整个 欧洲 (法 国 、 德 国 、 丹 麦 

和 和 谷 兰 等 地 )、 北 美 地 区 (加 拿 大 等 地 ) 和 亚洲 (朝鲜 、 马 来 西亚 、 新 西 
三 村 地 )， 类 似 这 样 的 杜鹃 花园 随处 可 见 ， 这 里 不 再 乾 述 。 

四、 以 杜 哆 花 为 国花 、 州 花 的 国家 

年 来 柱 鹏 花 以 其 丰富 的 多 样 性 成 为 园林 界 最 重要 的 观赏 花 
i= bi 化 文化 。 这 不 仅 是 在 我 国 ， 凡 是 有 杜 鹏 花 分 

， 信 们 部 会 用 最 美的 语言 赞美 它 的 美丽 ， 有 很 多 国家 将 杜 

后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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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花 作为 国花 ， 以 表达 国人 对 它们 的 喜爱 。 

金 达 莱 为 朝鲜 国花 ， 它 就 是 我 国 北 方 尤其 是 东北 地 区 广泛 分 

布 的 迎 红 杜 鹏 (R.mucronulatum) ， 其 朝 语 之 意 是 “长 久 开 放 的 

花 ”， 朝 鲜 人 民 以 它 象 征 长 久 的 繁 数 、 吉 祥 ， 以 及 对 美好 生活 的 辣 

往 。“ 金 达 莱 ， 金 达 莱 ， 满 山 遍 野 开 不 败 ， 季 福生 活 万 万 代 ” 就 是 

20 世 纪 60 年 代 在 朝鲜 广 为 六 传 的 一 首 歌曲 。 

树 形 杜 鹏 是 尼泊尔 的 国花 ， 这 是 杜 鹏 花 属 中 开花 较 早 的 种 类 之 

一 。 每 年 的 2 月 ， 当 高 山上 还 是 一 片 甩 甩 白 雪 ， 树 形 杜 鹏 就 绽开 了 它 

那 火 红 的 花 条 。 树 形 杜 鹏 是 引入 欧洲 园林 最 早 的 高 山 常 绿 杜 鹏 花 种 

类 之 一 。 从 19 世 纪 中 期 被 引入 西方 园林 后 ， 引 起 西方 人 对 亚洲 植物 
资源 的 疯狂 猎 集 ， 从 而 导致 中 国 杜 鹏 花 大 量 在 西方 园林 中 出 现 。 以 
树 形 杜 静 为 母 本 的 杂交 种 出 现在 20 世 纪 初 ， 现 在 它 的 杂交 后 代 早 已 
经 遍及 欧洲 园林 。 

锈 色 杜 胸 (又 称 为 高 山 玫瑰 杜 鹏 ) 为 瑞士 的 国花 ， 是 原 产 于 阿尔 
插 斯 山 的 一 种 有 鳞 类 杜 鹏 花 。1753 年 林 奈 建立 的 杜鹃 花 属 就 是 以 此 
种 为 模式 。 该 种 于 1740 年 被 引入 栽培 。 

由 于 地 处 喜马拉雅 地 区 ， 印 度 、 锡 金 也 具有 丰富 的 杜 鹏 花 资 
源 ， 国 人 因为 杜 鹏 花 种 类 的 丰富 和 美丽 将 其 选 作 国花 。 事 实 上 西方 
人 在 印度 、 锡 金 的 大 量 采 集 甚 至 早 于 在 中 国 的 活动 ， 因 此 在 如 今 西 
方 的 园林 ， 原 产 两 地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也 是 处 处 可 见 。 

AREAS (R.maximum) 是 美国 西 弗 吉 尼 亚 州 的 州 花 。 原 产地 

在 北美 东部 ， 从 北美 的 佐治 亚 州 到 加 拿 大 的 新 斯 科 舍 省 都 有 分 布 。 
1763 年 引入 欧洲 园林 ， 是 最 早 作为 园林 杂交 杜 鹏 花 的 亲本 之 一 。 但 
由 于 这 个 种 花 相 对 较 小 ， 在 园林 的 栽培 并 不 普遍 。 

加 州 杜 鹏 (R.macrophyllum) 是 华盛顿 市 的 市 花 ， 其 原 产 地 在 
北美 西部 的 西海 岸 ，1850 年 引入 欧洲 栽培 ， 也 是 杜 人 鹏 花 较 早 的 杂交 
亲本 之 一 。 

五 、 归 去 来 分 一 一 我 国 引 种 栽培 的 杜 胸 花 专 类 贺 

近 几 十 年 来 ， 杜 鹏 花 的 迁 地 保护 在 我 国 受到 各 界 的 广泛 关注 ， 

很 多 地 区 、 植 物 园 、 公 园 及 保护 区 都 先后 建立 了 不 同 规模 的 杜 鹏 花 

园 ， 这 里 介绍 在 我 国 最 具 规 模 的 几 个 专 类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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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 国 科 学 院 昆 明 植物 园 

中 国 科学 院 昆明 植物 园 位 于 我 国 杜 鹏 花 资源 最 丰富 的 云南 省 的 

首府 昆明 市 。 由 于 :; 文 一 得 天 独 厚 的 优势 ， 该 园 是 我 国 引 种 栽培 杜 鹏 

伦 最 早 的 植物 园 之 之 一 ， 已 经 有 30 多 年 的 引种 栽培 历史 。 植 物 园 建 有 

占 地 约 2 公 顷 的 杜 鹏 花 专 类 园 ， 主 要 引种 栽培 云南 中 、 高 山地 区 的 党 

aHLAGA ERMALASTE RC ineP, GARAS. AA RASS EEA te 

HAG AK BY 5 PRS, TAD ELAS 4 EE N28 te BDA SSE 5 

栽培 和 繁殖 研究 ， 并 培育 出 了 部 分 栽培 品种 ， 现 已 引种 栽培 我 国 第 

绿 杜 鹏 花 100 多 种 及 部 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杜 鹏 花园 乞 品 种 ， 是 我 国 引 

种 栽培 杜 鹏 花 最 多 的 植物 园 之 一 。 

2. 江西 省 庐山 植物 园 (413-39, 3-40) 
庐山 植物 园 建 在 我 国 闭 名 风景 名 胜 区 庐山 ， 征 我 国 建 园 最 早 的 

植物 园 ， 亦 是 我 国 引 种 栽培 杜 鹏 花 较 早 的 植物 园 之 一 。 植 物 园 上 所 地 

近 20 公顷 ， 四 周 环 山 、 地 形 起 伏 、 水 产 充 讳 ， 有 民 好 的 土壤 条 件 ， 

为 引种 栽培 杜 锡 伦 葛 定 了 民 好 的 基础 。 

该 园 大 规模 引种 栽 塔 我 国 稼 绿 杜 鹏 化 是 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开 始 

图 3-39 _ 疡 山 植物 园 的 杜鹃 花 引 种 区 GloreRD 



图 3-40 ”庐山 植物 园 引种 栽培 的 日 
本 Azalea 类 

以 引种 栽培 分 布 于 我 国 华 南 地 

区 的 杜 鹏 花 为 主 ， 从 云南 、 四 

川 也 有 部 分 引种 。 庐 山 植 物 园 

引种 栽培 的 杜 鹏 花 多 为 我 国 特 

有 种 ， 如 特产 于 我 国 的 耳 叶 杜 

AS. A AtERLAS. 2 HAELAS. 

有 鳞 大 花 杜 鹏 亚 组 的 部 分 种 

类 ， 还 有 广泛 分 布 于 华南 地 区 

MRE (R.ovatum) 等 ， 及 

特产 于 我 国 台湾 的 部 分 种 类 ， 

如 砖 红 杜 鹏 (R.oldhamii) 等 ， 

在 从 我 国 各 地 广泛 引种 的 同 

时 ， 访 山 植物 园 还 特别 注重 对 乡土 种 类 的 引种 ， 如 特产 于 我 国 南方 

的 红 滩 杜 胸 (R.chihsinianum) 、 以 江西 省 为 模式 产地 的 江西 杜 毅 

(R. kiangsiense) 、 棒 柱 杜 鹏 (R.crassimedium) 、 井 办 山 杜 鹏 (R. 

Jingsgangshanicum) 等 ， 它 们 中 多 数 在 国内 是 首次 引种 成 功 。 

3. 中 国 科 学 院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图 3-41，3-42，3-43) 
20 世 纪 80 年 代 前 ， 虽 然 我 国定 世界 上 拥有 最 多 杜 鹏 化 资源 的 王 

国 ， 却 没 一 个 与 之 相称 的 杜 鹏 伦 专 类 园 。1986 年 中 国 科学 院 植 物 研 

FE FI EY J Ae ABH hs ST LL 

KARR, re TE PY eh LAE 

物 园 ， 这 和 古 我 国 第 一 个 杜 鹏 伦 专 

类 园 ， 专 门 从 事 我 国 高 山 、 亚 高 

LL sth x. is SR ALAS HER SA. Bed 

和 生物 多 样 性 研究 。1987 年 开始 

引种 ， 现 在 已 经 从 四 川西 南 和 西 

北部 、 云 南西 部 和 西北 部 、 西 关 

东南 部 、 贯 州 及 华南 等 地 的 杜 角 

化 主要 分 布 区 ， 引 种 栽培 300 多 

种 、 大 约 15 万 株 ， 对 我 国 的 特有 

种 、 首 危 种 类 等 都 有 重点 的 引种 
图 3-41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杜 人 鹏 花 

栽培 区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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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大 量 的 繁殖 ， 是 目前 我 国 乃 至 
亚洲 最 大 的 一 个 杜 鹏 花 引 种 栽培 
专 类 园 ， 为 世界 同行 所 关注 。 从 
某 种 程度 上 来 说 ， 华 西亚 高 山 植 
物 园 的 建立 填补 了 我 国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历 史上 的 一 个 空白 。 

1995 年 秋 ， 英 国 爱丁堡 皇 
图 3-42 See VALS TE ee 家 植物 园 将 从 中 国 引 走 的 部 分 种 

类 返 归 至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十 多 年 过 去 ，70 多 种 杜鹃 花 在 这 里 健壮 生长 ， 周 游 欧 洲 100 多 年 的 杜 
胸 花 终于 回 到 自己 的 故乡 。 我 国 藏 区 流传 着 一 首 古 老 的 歌 证 : “我 
远离 故土 ， 走 遍 了 世界 ， 多 少 莱 华 富贵 吸引 我 ， 可 那 不 是 我 心灵 的 

- 归宿。 外面 的 世界 再 好 ， 却 不 是 着 念 的 家 园 我 ， 我 祖先 怨 笋 的 土 

地 ， 那 才 是 蒙 怀 永 和 久 的 故乡 ”。 外 面 的 世界 再 好 ， 必 竟 不 是 自己 的 

故土 ， 惟 有 在 自己 的 土地 上 ， 中 国 杜 鹏 花 才 可 能 展示 它们 更 大 的 辉 

烛 。 相 信和 在 我 国 植物 学 家 的 努力 下 ， 在 我 们 自己 的 国土 上 一 定 会 出 

Wit RET SSR yd Ae ATA ALAS TE Dd. ELAS 

H—-EATEA Cit LA Enea Ze AES. 

图 3-43 §LBS TERE Ap Se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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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少数 民族 地 区 FR EE) PG et Hh BR IA) A EA A, UA 

— RALAS (R.populare) 、 半 圆 叶 杜 鹏 (R.thomsonii) 和 樱花 杜 鹏 

(R.cerasinum) 等 种 类 的 花蜜 有 健身 和 治疗 气管 炎 等 功效 ， 长 期 饮 

用 ， 可 以 健身 ， 这 种 习俗 在 尼泊尔 、 印 度 等 地 也 较 稼 见 ， 喇 嘛 们 用 

黄 钟 杜 鹏 (Rlanatum) 等 叶 背 的 厚 毛 捡 成 蜡烛 芯 ， 在 夏季 使 用 认为 
有 驱 虫 之 效 ， 在 我 国 西南 部 分 山区 ， 有 以 杜 鹏 花 代 茶 的 习俗 ， 认 为 

长 期 饮用 有 健身 、 防 病 之 功效 ， 杜 鹏 花 的 食用 、 药 用 等 在 我 国民 间 

都 有 较 广 沁 利 用 。 然 而 ， 与 其 丰富 的 资源 相 比 ， 杜 鹏 花 并 没有 在 我 

国 园 林 建 设 和 经 济 发 展 中 起 到 应 有 的 作用 。100 多 年 来 它们 只 是 在 扮 

种 着 墙 内 开花 墙 外 香 的 角色 ， 为 西方 装点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堪 称 世界 一 

流 的 园林 。 长 期 以 来 中 国人 只 有 在 西方 园林 才能 欣赏 到 祖国 杜 鹏 花 

的 美丽 和 人 芬芳。 现在 占据 我 国 杜 鹏 花花 卉 市 场 的 资源 ， 除 了 少量 原 

产 于 我 国 的 映 山 红 类 及 其 园艺 品种 外 ， 大 部 分 还 是 由 西方 人 多 年 前 

从 我 国 猫 收 的 种 类 、 经 他 们 之 手 的 多 代 杂 交 后 代 ， 又 被 我 国 园林 界 

作为 至 宝 引 回 。 如 近年 大 量 引 回 的 比利时 杜 鹏 等 ， 其 亲本 就 是 我 国 

的 映 山 红 与 日 本 、 印 度 一 些 种 类 的 多 代 杂 交 后 代 ， 这 不 能 不 说 是 我 

们 最 大 的 遗憾 ! 当然 随 着 我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 近 二 十 多 年 园林 事业 也 

时 见 变 迁 ， 杜 锡 花 的 利用 和 引种 栽培 已 经 为 更 多 的 人 所 重视 。 这 里 

对 杜 艇 花 在 园林 上 的 应 用 作 简 单 介绍 ， 目 的 是 抛砖引玉 ， 让 这 一 美 

丽 伦 并 更 多 、 更 好 地 为 国人 所 用 ， 使 这 一 园林 瑰宝 为 我 国 园 林 事 业 

的 发 展 作 出 应 有 的 贡献 。 

1. 园林 应 用 
杜 鹏 从 种 类 和 生长 习性 丰富 的 多 样 性 ， 及 所 具备 的 极 高 观赏 

性 ， 使 它们 成 为 最 佳 园林 装饰 材料 之 一 ， 其 园林 利用 价值 前 景 

量 。 

多 数 杜 况 伦 种 类 枝 楷 叶 友 、 生 长 紧凑 、 树 冠 整洁 美观 ， 花 繁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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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不 少 种 类 既 可 盆栽 作 盆 景 ， 

也 可 地 植 ， 布 置 岩石 园 ， 更 可 从 
慎 或 成 片 栽培 呈 林 ， 建 成 杜 鹏 花 
园 ， 或 作 乔木 林 下 的 配 景 灌木 ， 
是 庭园 中 不 可 缺少 的 园林 种 类 ， 
可 以 依据 不 同 目的 规划 选择 栽 
培 。 

(1) 园林 栽培 的 种 类 
就 杜鹃 花 的 花期 而 言 ， 开 

花 较 早 的 种 类 有 了 映 山 红 亚 属 中 一 
些 常 绿 种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中 云图 41 IAP REE R.arboreum 
锦 杜 胸 亚 组 、 露 珠 杜 鹏 亚 组 、 

-火红 杜 鹏 亚 组 等 。 树 型 杜 鹏 亚 组 的 树 形 杜 鹏 等 在 其 分 布 区 伦 期 从 1 月 

开始 。 海 拔 较 低 的 分 布 区 花色 为 鲜红 色 (图 4-1) ， 较 高 海拔 的 分 布 
区 花色 为 玫瑰 红色 ， 经 由 粉红 色 过 渡 到 本 种 最 高 分 布 区 时 花色 为 白 
色 。 树 形 杜 鹏 较 耐 寒 ， 枝 条 萌发 力 较 强 ， 被 砍伐 后 的 老 枝 上 能 够 生 
长 出 新 枝条 ， 这 是 最 早 被 引入 至 西方 园林 的 常 绿 杜 鹏 之 一 ， 在 低 海 
拔 地 区 栽种 时 有 一 定 的 耐 热 性 ， 日 本 沼 海 栽培 的 树 生 杜 鹏 能 够 正常 
生长 。 | 

OSL AS 5) Hi ERG HK. CEA A AES Ae 
3 月 中 旬 。 该 种 适应 性 较 强 、 粗 放 ， 具 有 一 定 的 耐 干 热 和 抗 寒 性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昆 明 植物 园 和 贵阳 市 区 都 已 经 成 功 引种 栽培 。 

耳 叶 杜 鹏 、 喇 叭 杜鹃 等 是 花期 相对 较 迟 的 种 类 ， 在 其 分 布 区 花 
期 是 6 月 底 至 7 月 中 旬 。 这 几 种 杜 鹏 花 都 是 大 型 灌木 或 小 乔木 型 的 常 
绿 种 ， 花 大 、 花 色 纯 白 或 稍 带 粉红 色 ， 具 有 较 强 的 耐寒 性 ， 在 全 光 
照 和 干燥 的 引种 地 ， 也 能 较 好 生长 。 植 株 生 长 较 快 ， 年 生长 量 可 达 
30 厘米 左右 ， 是 一 类 优秀 的 园林 植物 。 

特产 于 四 川中 部 和 西北 部 的 卧龙 杜 胸 也 是 花期 较 迟 的 种 类 ，7 月 
初 开放 ， 植 株 生 长 为 中 型 或 大 型 灌木 ， 花 大 而 纯 白 ， 单 花 直 径 可 达 9 
厘米 ， 芳 香 ， 其 分 布 海拔 在 1500~ 1700 米 ， 种 子 容易 萌发 、 年 生长 量 
可 运 40 一 50 厘米 ， 适 应 性 较 强 ， 是 一 种 极 有 开发 价值 的 园林 种 类 。 

大 白 杜 胸 因 其 分 布 区 广 、 种 子 和 枝条 萌发 力 强 、 生 长 粗放 上 且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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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 LE1S00~3700 米 之 间 ， 枝 叶 获 并、 植株 生长 紧凑 :人 花 大 、 纯 白色 

或 白带 粉红 色 。 分 布 于 四 川西 南 地 区 干 热 地 区 的 大 白 杜 鹏 ， 化 大 而 

芳香 ， 在 人 工 砍伐 后 的 荒 坡 ， 很 多 原 有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都 由 于 生境 的 

变化 兽 潮 死亡 消失 ， 但 大 白 杜 鹏 仍 能 从 树桩 长 出 新 枝 并 健壮 生长 。 

在 我 国 大 白 杜 鹏 已 经 在 部 分 植物 园 成 功 ?| 种 栽 培 ， 如 华西 亚 高 山 植 

。 物 园 、 昆 明 植物 园 、 贵 阳 和 广东 部 分 植物 园 。 由 种 子 明 发 的 植株 5 年 

左右 开花 ;插播 3 年 的 开花 植株 ， 株 高 可 达 50 厘 米 左 右 ， 每 一 化 序 有 

花 大 约 10 一 12 杀 ， 花 序 直径 可 达 30 厘 米 ， 是 值得 在 我 国 园 林 开 发 利 

用 的 种 类 之 一 。 
以 毛 肋 杜 鹏 及 其 为 亲本 的 杂交 后 代 ， 在 西方 园林 占据 了 非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原 因 之 一 是 该 种 的 花色 为 淡 或 深 紫 蓝 色 ， 有 时 几乎 为 蓝 
色 。 毛 肋 杜 鹏 为 我 国 特有 种 ， 主 要 分 布 于 四 川 、 湖 北 和 陕西 等 地 ， 
生长 海拔 在 1000 ~2000 米 之 间 ， 引 种 栽培 适应 性 强 ， 种 子 容 易 萌 
发 ， 是 一 种 极 有 前 途 的 园林 种 类 。 

主要 分 布 在 我 国 北方 地 区 的 照 山 白 和 迎 红 杜 胸 ， 是 一 类 小 型 至 
中 等 大 小 的 灌木 种 ， 在 北京 植物 园 引种 栽培 成 功 并 连续 多 年 开花 。 

羊 骂 踊 亚 属 、 马 银 花 亚 属 和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多 数 种 类 在 我 国 部 分 
地 区 的 园林 能 良好 生长 ， 是 园林 观赏 花卉 种 类 的 最 大 潜在 资源 ， 各 
地 园林 可 以 根据 自己 的 实际 情况 进行 选择 引种 。 

(2) 观 叶 树种 
作为 园林 观赏 植物 ， 除 了 

选择 其 花 的 观赏 性 外 ， 植 株 在 营 
养 期 的 装饰 效果 也 很 重要 。 村 
胸 花 中 多 数 种 类 为 常 绿 灌木 ， 
植株 生长 紧凑 、 枝 条 紧密 ， 树 
冠 整洁 ， 外 形 美观 ， 植 株 本 身 
就 具有 观赏 性 ， 另 外 叶片 的 质 
地 、 颜 色 、 新 叶 和 枝条 颜色 、 外 
被 ( 毛 和 鳞片 等 ) (图 4-3) 的 5 
多 样 性 变化 也 是 园林 中 不 可 少 a : 
有 的 点 饰 。 仅 杜 鹏 花 的 时 色 就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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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 巴 郎 杜 鹏 R.balangense, 图 4-4 ”灰白 杜鹃 R.genestierianum, 

示 幼 叶 被 灰白 色 绒 毛 示 芽 萌动 初期 ， 芽 鳞 紫 红色 

Aik. RR ABE, BARB. METAS REAR 

BRAT Ay ERAN SE oR , FERALAS LAA, A aS ACETAL 

| ASL ZA A ARZT ALAS AY BT Ee OD RE Ik AEP Ae, BAER 

变 为 灰白 色 ， 叶 片 下 面 有 银白 色 或 灰白 色 的 绒毛 。 被 毛 的 种 类 在 幼 

mK (H) 时 毛 被 常见 的 颜色 有 : 纯 白 色 、 灰 白色 、 黄 绿色 、 黄 色 、 

栖 黄 色 、 红 褐色 、 黄 褐色 、 棕 褐色 等 。 黄 花 杜 鹏 、 管 花 杜 鹏 (RK. 

keiskei) 和 木兰 杜 鹏 的 新 叶 呈 现 黄 褐色 或 铀 紫色。 圆 叶 杜 鹏 (R. 

williamsianum) 有 小 而 圆 形 的 紫 蓝 色 幼 叶 等 。 无 毛 的 种 类 ， 芽 鳞片 

的 颜色 丰富 多 变 ， 有 紫色 、 红 紫色 (图 4-4) 、 黄 绿色 等 。 杜 鹏 亚 属 

部 分 种 类 的 叶 在 春天 生长 时 为 紫红 色 或 淡 紫 红色 ， 羊 踊 踊 亚 属 叶 的 

秋色 〈 图 4-2) 等 都 是 杜 鹏 花 在 花期 外 的 园林 观赏 性 ， 引 种 栽培 时 值 

得 考虑 选择 。 

(3) E/N FEA BK BK 

AEBS Th POCA es LULA AR, PRR, RAE 

Rie, KAA bee (4-5, 4-6) 。 

可 作为 铝 石 园 选 择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很 多 ， 如 昭通 杜 鹏 (R.tsaii) 、 

光亮 杜 鹏 (R.intricatum) 、 环 绕 杜 胸 和 密 枝 杜 鹏 (R.fastigiatum) 

竹 ， 它 们 在 分 布 区 的 生长 高 度 多 在 30~70 厘 米 ， 在 园林 进行 丛 植 

asia ee 

noe 

WRU ZT I. ELAS I aR BAY = FE LAS 28 We RAS 

ZT RAE 亚 组 等 部 分 种 类 ， 出 枝 较 低 、 枝 叶 友 密 、 生 长 较 快 、 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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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 
引种 栽培 的 矮小 灌 车 
木 状 的 中 国 杜 裔 花 

图 4-6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的 岩石 园 内 引种 栽 
培 的 高 山 杜 鹃 亚 组 
的 部 分 种 类 

性 强 ， 枝 条 便于 修剪 ， 是 植物 园 内 绿篱 的 最 佳 选择 之 一 。 在 西方 园 

林 篆 作为 绿 篇 选择 的 杜 鹏 花 有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的 秀 雅 杜 胸 、 火 红 杜 鹏 

亚 组 的 火红 杜 鹏 (R.neriiflorum) 、 云 锦 杜 鹏 亚 组 、 大 理 杜 鹏 亚 组 的 

多 种 园艺 品种 及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部 分 种 类 。 

(S) 盆景 材料 

作为 盆景 被 利用 的 杜 鹏 花 ， 在 人 为 控制 下 有 植株 造型 美观 、 

化 楷 、 色 彩 鲜 艳 、 株 小 便于 摆 放 ， 也 因为 用 作 盆景 的 种 类 多 是 选用 

经 多 代 杂 交 的 园艺 品种 后 代 ， 有 适应 性 强 、 容 易 成 活 等 优点 ， 因 此 

在 花卉 市 场 颇 受 宠爱 。 利 用 杜 鹏 花 作 为 盆景 在 日 本 已 有 数 百 年 的 历 

史 ， 经 稼 出 现在 各 类 花 展 、 园 林 及 大 型 宾馆 〈 图 4-7，4-8) 。 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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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tte PHBA 图 4-8 ”以 映 山 红 的 多 代 杂 交 后 代 培 
( 马 金 双 摄 ) 育 的 杜鹃 花 盆 景 ( 马 金 双 摄 ) 

为 绿 管 的 材料 相似 ， 盆 景 选 择 也 要 求 植株 出 枝 低 、 枝 叶 生 长 皮 密 、 

枝条 萌发 力 强 、 生 长 速度 快 且 容易 修 彰 ， 便 于 人 为 造型 控制 等 习 

性 ， 因 此 这 类 素材 主要 选择 杜 鹏 亚 属 中 三 花 杜 锡 亚 组 和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部 分 种 类 。 

(6) FBS AEE PORE AS TE FEE 
杜 鹏 花 的 美 首先 在 于 花 。 前 面 章节 已 经 介绍 杜 鹏 花 的 花色 非常 

丰富 ， 如 果 再 将 其 园艺 杂交 品种 一 起 考虑 ， 花 色 真是 要 有 尽 有 。 从 
每 年 1 月 始 花 到 7 月 花期 结束 ， 五 彩 续 纷 的 杜鹃 花 是 园林 中 最 美的 景 
观 。 而 世界 各 地 的 杜鹃 花 展 更 是 它们 尽 现 斑 凋 色彩 、 万 千 姿 态 的 大 
好 时 机 。 花 展 是 花卉 市 场 的 前 奏 曲 ， 其 成 交 量 的 高 低 反 映 了 花卉 生 
产 的 发 展 程度 和 开发 利用 的 前 景 ， 既 是 园艺 工作 者 辛勤 劳动 成 果 的 
一 次 展示 ， 也 是 人 们 博览 杜 胸 花 争奇斗艳 的 良好 时 机 ， 因 此 各 地 都 

图 4-9 
英国 苏格兰 地 区 每 
年 一 度 的 杜鹃 花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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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1 R. ‘Avalanche’ 

ee Hardy 
vec =, 

图 4-10 #ArrhiA SALAS 

图 4-12-2 ，” 弯 柱 杜 鹏 R. campylogy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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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3 ，” 原 产 欧洲 等 地 的 欧洲 黄 

te #t88 R.luteum 

l4-12-7 灰 背 杜鹃 图 4-12-8 ” 原 产 马来西亚 的 
R.tephropeplum R.macgregorica 

| R.falconeri 图 4-12-10 4X27 #85 R.neriiflorum 



| ay | 

图 4-12-11 ， 原 产 土 耳 其 的 图 4-12-12 ” 树 枫 杜 鹏 R.changii 

R.smirnowil ( 刘 祥 摄 ) 

图 4-12-13 R. ‘Sarled’ 图 4-12-14 R. ‘Rosa Stevenson’ 

4-12-15 JAP +e aA 4-12-16 ” 原 产 北美 的 
R.yakushimanum R. occidentale 

图 4-12-17. R. ‘Second Honeymoon’ 图 4-12-18 RA.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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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19 R. ‘Cinnkeys’ 4-12-20 JR AABY R.stenopetalum 

图 4-12-23 R. ‘Alison Johnstone’ 

R.brachyanthum var. 

D0lepidotum (N. Price #) 

4-12-24 原 产 于 马来西亚 的 
R.santapaui 

图 4-12-26 46488 R. wiltonii 

(PRM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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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图 4-12-27 ”强壮 杜 骨 R. magnificum 图 4-12-28 原 产 北美 的 及 austnnum 5 

(N. Price#) ( 张 完 春 摄 ) 

a 2 i ef ae 本 

图 4-12-29 R. ‘Cilpinense’ 图 4-12-30 A. ‘Loderi’ 

图 4-12 ” 杜 赐 花 种 类 一 览 

非常 重视 。 如 在 欧洲 、 美 国 和 日 本 等 地 每 年 都 进行 数 次 不 同 规格 的 

杜 鹏 伦 展 〈 图 4-9) 。 这 里 仅 以 部 分 图 片 向 读者 展示 在 花卉 市 场 出 售 

的 杜 够 伦 (图 4-10， 图 4-11) 及 园林 中 杜 鹏 花 的 绚丽 多 彩 (4-12) 。 

2. AAAS eA 
杜 鹏 人 花 的 药 用 研究 在 我 国 已 有 很 长 的 历史 。 据 文字 记载 ， 在 

2000 多 年 前 我 国民 间 就 有 用 杜 鹏 花 治疗 疾病 的 习俗 ， 尤 其 是 我 国 云 

南 、 西 藏 、 贵 州 和 四 川 等 地 的 少数 民族 历来 有 用 杜 胸 花 治疗 病症 的 

传统 。 

杜 鹏 花 的 叶 、 花 和 根 都 能 人 药 ， 较 多 地 用 以 治疗 妇科 病 、 心 

血管 病 及 呼吸 系统 的 病变 ， 有 和 血 调经 、 消 肿 止 血 、 止 咳 、 祛 痰 和 

PAA. FEAT ODA ABA. SE. REE EE 

mA Ke PAE, BEAM, ABE. BZA, APB 

TT RUB SE. Ab, WPA WALA EM IAT EER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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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 病 以 及 治疗 风 温 关节 炎 、 跌 打 损 伤 、 降 压 、 降 胆固醇 、 利 

尿 、 抗 菌 的 主要 用 药 。 目 前 头 花 杜 鹏 (R.capitatum) 、 湛 出 红 和 烈 

香 杜 鹏 (R.anthopogonoides) 等 已 制 成 多 种 剂型 药品 ， 用 于 治疗 支 

气管 炎 。 
常见 用 于 药 用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有 : 
白花 杜 鹏 ， 花 、 叶 和 根 都 可 入 药 。 晚 春 和 初夏 采 叶 ， 全 年 采 

根 。 花 叶 治疗 毒 疮 、 病 疡 ;根治 跌 打 损伤 、 风 齐 关 节 炎 、 胃 痛 、 月 

经 不 调 、 咳 嗽 哮喘 等 。 

头 花 杜 鹏 ， aes 全 年 可 采摘 ， 但 4 月 采集 最 佳 。 鲜 时 

用 以 治疗 老年 慢性 支气管 炎 。 

列 香 杜 胸 ， 入 药 部 位 以 叶 为 主 ， 春 季 采 集 最 佳 。 以 水 颜 服 ， 治 

老年 慢性 支气管 炎 。 

兴安 杜 鹏 (R.dahuricum) ， 药 用 部 位 以 叶 为 主 ， 秋 季 采 集 后 晒 

干 。 主 治 慢 性 支气管 炎 和 咳嗽 。 

照 山 白 的 枝 、 叶 都 可 入 药 ，4~5 月 采集 ， 晒 千 。 以 水 前 服 ， 主 
治 周 身 疼痛 。 

tee ON AE, a 

. Kis, Yuk, KR VERE, 

蜀 陇 杜 胸 (R. przewalskii) SUM A, REREBE. EG 
老年 性 气管 炎 、 痰 喘 等 。 

太白 杜 鹏 (R. purdomii)， 全 株 均 可 入 药 ， 叶 以 4 月 采集 最 佳 。 
主治 老年 性 气管 炎 、 痰 喘 ， 民 间 用 花 5~ 10 克 ， 加 白糖 作 煎 剂 ， 治 久 
啊 ， 又 有 健明 顺 气 和 调经 之 功效 。 

手 踊 鸣 的 全 株 都 可 入 药 ， 春 季 采 花 ， 四 季 都 可 采 枝 叶 ， 主 治 风 
温 关 下 炎 、 跌 打 损伤 、 半 身 不 遂 、 平 喘 止 洽 等 ， 该 种 常 被 用 作 麻 醇 
约 。 另 外 还 利用 该 种 剧 毒 特性 ， 民 间 还 用 作 杀 虫 剂 、 防 腐 剂 等 。 

稍 作 药 用 的 还 有 岷江 杜 胸 、 牛 皮 茶 ( 牛 皮 杜 胸 ，R. aureum) 等 。 
在 四 川西 南部 山区 ， 民 间 用 鲜 杜 鹏 花 ( 主 要 是 花 为 白色 的 种 类 ) 

获 澳 ， 认 为 长 期 食用 可 治 产后 出 血 ， 鲜 花 的 烂 外 敷 可 治 恶 性 阁 肿 ， 
桩 肥 花 、 月 季 花 和 益母草 等 一 起 煎 服 治 妇女 月 经 不 调 ， 映 山 红 水 
旺 ， 长 期 饮用 可 治 妇科 病 ， 杜 鹏 花 、 仙 锥 草 和 和 白 苞 加 干草 水 前 服 治 
葡 气 管 扩张 性 出 血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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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 ;， 而 在 苏格兰 与 罗马 的 战争 中 ， 共 格 兰 人 用 剧 毒 的 欧 训 黄花 杜 鹏 

(R.luteum) 制 成 的 蜂蜜 ， 毒 杀 罗 马 士 兵 ， 在 保卫 家 园 、 抗 击 侵略 

者 的 战斗 中 起 了 独特 的 作用 。 

杜 
88 
人 花 
资 
源 
的 
保 
护 
和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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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 原料 用 类 群 
杜 鹏 亚 属 中 多 数 种 的 叶 具 浓烈 的 芳香 气味 ， 是 提取 香精 油 的 优 

良 原料 ， 现 已 广泛 在 使 用 在 化 妆 品 和 一 些 工业 原料 中 ， 由 这 一 类 杜 

鹏 花 叶 提取 的 芳香 油 已 作为 治疗 气管 炎 等 症 的 临床 用 药 。 

映 山 红 亚 属 和 马 疆 花 亚 属 中 部 分 种 类 ， 以 及 分 布 在 我 国 东北 

Hh ASAE RAS 〈 牛 皮 茶 ) 、 迎 红 杜 鹏 等 ， 树 皮 和 叶 都 含 冰 质 ， 是 

提 制 柳 胶 的 原料 ， 后 者 是 制 革 、 癣 网 、 墨 水、 纺织 印染、 化 工 、 石 

油 、 医 药 等 工业 的 常用 原料 。 

4. 食用 杜 鹏 人 花 
杜 锡 花 味 甜 、 性 温 ， 能 降 血 脂 、 降 胆固醇 和 诬 调养 颜 。 民 间 认 

为 长 期 饮用 ， 可 令 皮 肤 细嫩 ， 面 色 红 润 ， 有 治 病 、 健 身 、 抗 衰老 之 

功效 ， 因 此 在 我 国 一 些 少数 民族 地 区 有 以 杜 鹏 伦 的 化 、 叶 代 茶 饮用 

的 习俗 。 在 四 川西 南 的 凉山 地 区 ， 也 有 这 样 的 习俗 。 方 法 是 : 每 年 

急 春 或 急 化 期 将 杜 鹏 伦 的 叶 或 伦 摘 下 洗 净 、 汽 共 、 阴 干 后 作 茶 用 。 

云南 昆明 及 四 川西 昌 地 区 的 少数 民族 在 每 年 的 4 一 5 月 间 ， 摘 

FAA RERSAIHEIE, AGRA, WES SARK AA, FRAO kine 

Be, PRATER RAM, Rb aR RIA, BAR, BRIER 

在 集 市 有 出 售 ， 尤 其 在 乡镇 的 集 市 上 常见 。 在 这 些 地 区 常用 作 蔬 菜 

害 食用 的 杜 鹏 伦 有 大 白 杜 鹏 、 无 柄 杜 鹏 和 映 山 红 亚 属 的 部 分 种 类 ， 

但 在 食用 杜 鹏 花 时 要 特别 注意 部 分 杜 鹏 花 的 毒性 。 有 食用 杜 鹏 花 习 

俗 的 少数 民族 地 区 普遍 认为 : 黄色 的 杜 鹏 花 多 剧 毒 不 能 食用 。 

5. 工艺 制品 

杜 锡 花 属 中 的 乔木 或 大 型 灌木 种 类 ， 如 美容 杜 租 、 耳 叶 杜 鹏 、 

大 王 杜 鹏 、 魁 斗 杜 鹏 (R.grande) 、 墨 脱 杜 鹏 (R.montroseanum)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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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刺 杜 鹏 等 ， 芭 干 粗壮 、 纹 理 细 匀 ， 容 易 刨 前 光滑 ， 是 工艺 品 的 优良 
原材料 。 我 国民 间 早 有 利用 杜 鹏 花茎 雕刻 工艺 品 的 历史 。 在 日本 市 场 
上 可 见 到 源 自 杜 鹏 花茎 干 的 木 碗 、 木 盆 、 烟 斗 及 装饰 用 具 出 售 。 

在 = oe IZ A a 日 =< ste OZ 34 (Z~~ 3 cr,» 1s ty a | fi 
(< YL wd 429) ia 49) | ~ 元 人 

由 于 长 期 人 为 活动 的 影响 和 森林 的 破坏 ， 我 国 丰 富 的 杜 鹏 花 次 
源 也 面临 较 大 的 生存 威胁 (图 4-13 至 图 4-16) 。 归 纳 起 来 杜 鹏 花 所 
面临 的 问题 主要 有 : 

1. 低 海 拔 地 区 资源 大 量 流 失 
由 于 分 布 区 海拔 比较 低 ， 原 生境 已 由 农田 或 人 工 林 取 代 ， 

分 布 区 大 大 缩小 或 已 经 消 失 。 如 原 产 于 江西 井冈 山 的 小 诅 洞 杜 鹏 

_ (R.xiaoxidongense) ， 原 分 布 区 现 已 作为 人 工种 植 地 ，20 世 纪 80 年 

代 还 有 采集 记录 ， 以 后 的 二 十 多 年 没有 野外 记录 。2003 年 作者 曾 与 

图 4-13 四川 昭 觉 县 的 解放 沟 ， 曾 有 着 丰富 的 杜鹃 花 分 布 ， 现 在 除了 还 有 
“AUS CME, 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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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被 开垦 

原 模 式 标 本 的 采集 者 、 江 西 井 内 

山 目 然 保护 区 的 刘 仁 林 赴 原 产地 

AGH, {A—FCHR. 

RaAAALAS (R. platypodum) 

Fe ee El AY — PO 5 A 

高 的 杜 鹏 伦 ， 仅 分 布 于 重庆 的 南 

川 等 地 。 从 标本 采集 记录 可 知 ， 

该 种 在 南川 的 小 河 区 曾 有 过 较 大 

面积 的 分 布 ， 由 于 上 述 原 因 ， 现 

在 也 仅 局 限 分 布 金 佛 山 山顶 的 狭 

小 邯 围 内 。 与 此 相似 的 原因 也 导 

致 仅 产 于 四 川 古 商 县 的 睡 过 叶 杜 

鹏 除了 极 少 量 标本 的 记录 外 ， 近 

三 十 多 年 没有 采集 记录 的 原因 。 

~ “ 
aa + 

i=} 

图 4-14 四川 盐 源 百 灵 在 20 世 纪 50 年 代 有 大 量 杜鹃 花 采 集 记 录 ， 这 里 早已 

2005 年 峨眉 山大 坪 被 砍伐 
的 杜 鹏 花 植株 的 残 遗 树桩 

图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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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四 川 省 会 东 县 堵 格 乡 ， 海 拔 2300 米 的 小 南山 1998 年 还 是 成 片 分 布 
的 映 山 红 ， 如 今 (2006 年 ) 零 星 点 缀 在 梯田 和 采 石 场 间 

2. 缺乏 保护 意识 的 地 方 工业 和 交通 发 展 造成 物种 面临 头 
危 

杜 鹏 花 所 面临 的 另 一 类 问题 是 由 于 当地 经 济 发 展 、 修 建 公路 和 

水 库 等 基础 建设 需要 ， 导 致 一 些 狭 域 分 布 种 类 面临 濒危 。 如 特产 于 

我 国 台 洲 的 台北 杜 鹏 (R. kanchirae) ， 原 产地 仅 为 台北 新 店 诅 上 游 

的 较 小 区 域 ， 因 当地 在 修建 翡翠 水 库 时 将 其 分 布 区 全 部 德 没 ， 有 关 

单位 经 过 10 多 年 的 野外 考察 ， 确 证 该 种 在 原 产地 已 经 消失 。 但 值得 

欣 奈 的 是 从 1981 年 起 台湾 有 关 研 究 机 构 便 开始 进行 人 工 繁殖 研究 ， 

并 成 功 培育 大 量 种 苗 ， 现 已 着 手 进行 野外 回归 栽培 。 然 而 ， 原 产 于 

四 川 东 部 三 峡 库 区 的 巫山 杜 鹏 (R.roxieanum ) 却 没 有 如 此 的 幸运 ， 
虽然 在 相近 的 生境 条 件 还 有 可 能 找到 此 种 的 野外 群落 ， 但 在 库 区 境 
内 杜 鹏 花 类 和 群 已 被 漠 没 。 

在 我 国 现 有 的 杜 胸 花 种 质 资源 名 录 中 ， 还 有 一 些 种 类 是 仅 有 极 
少量 标本 被 保存 在 国外 标本 馆 或 仅 在 西方 园林 有 引种 栽培 的 记录 。 

f 

如 分 布 于 我 国 四 川 省 森 里 县 的 枯 鲁 杜 鹏 (R.adenosum)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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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代 由 洛克 发 现 并 引种 在 爱丁堡 旺 家 植物 园 栽 培 ， 在 我 国 没 有 标 

本 保存 ， 且 近 90 年 没有 野外 采集 记录 ， 类 似 这 样 的 种 类 还 有 ， 如 原 

产 四 川 省 康定 县 的 大 炮 山 杜 鹏 (R. nigroglandulosum) 等 ， 也 是 在 20 

世纪 初 由 西方 人 采集 、 引 种 ， 在 我 国 各 标本 馆 设 有 材料 保存 ， 这 类 

资源 在 我 国 分 布 的 现状 还 有 待 进一步 考察 。 

3. 乱 挖 采 状 况 严 重 
近年 来 随 着 我 国 园林 花卉 事业 的 发 展 ， 人 们 对 杜 鹏 伦 在 园林 

价值 方面 的 认识 也 从 知之 甚 少 到 十 分 热 囊 、 从 单纯 开发 一 些 已 成 熟 

的 园林 栽培 品种 ， 转 到 辐 当 地 野生 种 大 举 进 军 。 一 些 伦 农 出 于 经 六 

利益 的 考虑 ， 直 接 到 野外 挖 采 杜 况 伦 进入 市 场 ， 使 当地 的 资源 受到 

极 大 的 破坏 。 在 2000 一 2005 年 ， 我 国 一 些 由 地 方 举 办 的 人 花卉 博览 会 

或 杜 鹏 花花 展 中 ， 都 有 大 量 参展 作品 是 直接 从 野外 挖 采 ， 其 中 包括 

几 十 年 株 龄 的 杜 鹏 伦 。 从 近 几 年 的 调查 发 现 ， 这 样 直接 从 野外 采 挖 

杜 够 伦 进入 市 场 的 现象 不 只 是 发 生 在 一 个 地 区 ， 而 是 普 志 存在 的 一 

种 现象 ， 在 江西 、 广 西 、 广 东 、 新 江 、 四 川 、 贵 州 和 福建 等 地 都 

有 。 上 映 山 红 是 我 国 长 江 中 下 游 较为 广 布 的 杜 鹏 伦 种 类 ， 由 于 该 种 分 

布 海拔 较 低 ， 适 应 性 强 ， 花 大 而 密集 ， 人 花色 鲜红 ， 人 花期 相对 较 长 ， 

校 条 易于 修剪 等 特征 ， 不 仅 具 有 较 高 的 观 贷 性 而 且 也 是 一 种 良好 的 

盆景 资源 ， 在 我 国民 间 对 其 利用 已 有 近 2000 年 的 历史 ， 因 此 它 也 成 

为 近年 来 化 农 较 多 挖 采 的 杜 鹏 伦 资源 之 一 。 最 终 导致 映 山 红 资 源 大 

量 六 失 ， 部 分 分 布 区 已 经 难 见 踪影 。2004 年 作者 曾 有 意识 地 到 标本 

上 所 提供 的 位 于 四 川 盆地 周边 的 11 个 分 布 区 进行 基 察 ， 结 果 仅 在 彭 

州 市 、 王 江 县 和 巴 峡 县 看 到 了 小 规模 的 成 片 分 布 区 ， 其 余 8 个 记录 

扣 的 原始 分 布 区 已 经 消失 。 其 实 不 止 是 映 山 红 ， 那 些 分 布 在 我 国 南 

方 、 西 南 各 省 的 羊蹄 踢 、 满 山 红 等 种 类 的 命运 也 是 如 此 。 作 者 曾 在 

福建 、 江 西 和 贯 州 等 地 一 些 花农 的 栽培 园 里 ， 看 到 过 大 量 直接 从 野 

外 采 控 的 杜 鹏 花 暂 植 在 园 内 等 竺 出售， 它们 中 有 不 少 是 当地 的 特有 

种 。 

在 一 些 旅游 区 和 和 森林 公园 的 饭店 、 宾 馆 及 游客 中 心 ， 这 种 采 

挖 现象 也 很 严重 。 为 了 “美化 ”自己 周围 的 环境 ， 他 们 毫 不 音 音 地 

从 野外 大 量 采 挖 杜 鹏 伦 ， 而 且 多 数 因 栽培 和 管理 不 当 ， 导 致 植株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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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给 我 国 杜 鹏 花 野 生 资 源 带 来 一 次 大 灾难 。 

三 、 迁 地 保护 杜 哆 花 引 种 栽培 、 繁 殖 技 本 

历史 上 我 国 是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最 早 的 国家 。 据 记载 ， 在 唐 代 前 

就 已 经 开始 将 杜 鹏 花 引 入 庭园 或 寺庙 栽培 。 诗 人 上 居 易 (772 一 846 

年 ) 除 了 写 有 大 量 的 诗句 赞赏 杜 和 鹏 花 美丽 外 ， 还 杀手 种 植 。 在 江西 

九江 时 面 对 庐 山 那 布 满 山 册 的 野生 杜 鹏 人 花 ( 主 要 为 映 山 红 类 ) 其 是 喜 

爱 ， 多 次 移植 到 自己 的 居所 。 后 来 白居易 赴 忠 州 ( 今 四 川 忠 县 ) 任 

职 ， 宁 可 少 带 衣 物 和 家 什 ， 却 带 上 了 从 庐山 挖 下 的 杜 鹏 伦 ， 千 里 也 

退 ， 把 杜 胸 花 移 栽 到 忠 州 大 地 上 。 有 年 春天 ， 当 看 到 自己 栽培 成 锋 

的 杜 锡 花 开 花 时 ， 昌 居 易 写 下 一 首 七 律 《 喜 山 石榴 伦 开 》: “Ed 

州 里 今日 花 ， 庐 山 山 头 去 年 树 。 已 怜 根 损 斩 新 栽 ， 还 喜 花 开 依旧 
数 baftate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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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的 记载 。 最 初 是 由 外 国 传教 士 从 天 台山 引入 寺 栽 培 ， 后 因 兵 火 焚 

寺 ， 和 栽培 的 杜 鹏 花 被 毁 ， 到 了 大 约 1272 年 鹤 林 寺 僧 人 也 开始 移 移 栽 

浙江 野生 的 映 山 红 类 。 

1688 年 清 代 陈 混 子 在 《花镜 》 中 除了 对 杜 鹏 花 的 形态 特征 有 较 

为 详尽 的 描述 外 ， 也 介绍 了 有 关 杜 鹏 花 的 栽培 环境 、 施 肥 和 嫁接 繁 

殖 等 方面 的 技术 。 仅 就 有 文字 记载 的 栽培 历史 而 言 ， 我 国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比 欧 训 要 早 1000 多 年 。 

20 世 纪 20 年 代 开 始 ， 我 国 上 海 、 苏 州 等 地 开始 从 国外 引入 杜 鹏 

化 的 一 些 园 艺 品种 进行 栽培 。 近 年 来 ， 从 西方 引入 的 栽培 品种 占据 
了 我 国 杜 鹏 花花 卉 的 主要 市 场 。 但 是 这 些 引 进 的 栽培 品种 ， 多 数 是 
原 产 于 我 国 的 种 类 ， 如 杜 胸 、 羊 踊 踊 等 ， 经 过 西方 园艺 工作 者 杂交 
培育 后 ， 如 今 又 被 我 国 园艺 界 视 为 瑰宝 引入 栽培 。 

由 于 交通 和 历史 条 件 的 限制 ， 多 年 来 我 国 原 产 种 进入 国内 庭院 
栽培 的 种 类 只 是 分 布 在 长 江 下 游 各 地 的 映 山 红 类 ， 引 种 栽培 的 种 类 
也 不 多 。 而 对 于 我 国 西南 山区 的 常 绿 杜 鹏 种 类 ， 至 少 在 20 世 纪 60 年 
代 前 这 类 杜 鹏 花 极 少 有 人 问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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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 庆幸 的 是 ， 近 年 来 随 着 我 国 园林 事业 的 大 规模 发 展 ， 园 
艺 工作 者 已 经 不 再 满足 于 从 国外 引种 栽培 那些 原 产 于 我 国 的 栽培 种 

| 类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把 目光 投向 国内 的 自然 资源 ， 着 手 引 种 栽培 我 国 
自然 分 布 的 高 山 常 绿 类 ， 并 试图 进行 培育 、 驯 化 ， 推 向 花卉 销售 市 
场 。 

就 常 绿 杜 鹏 花 的 引种 栽培 而 言 ， 我 们 的 发 展 落 后 于 西方 一 些 国 
| 家， 栽培 方法 和 技术 都 还 处 于 摸索 阶段 。 对 于 每 一 个 引种 园 而 言 ， 
| 任何 一 个 野生 种 的 引种 栽培 ， 都 没有 一 种 方法 是 可 以 直接 利用 的 ， 

需要 根据 自己 的 具体 情况 不 断 实 践 和 总 结 。 正 如 在 英国 多 年 从 事 杜 
胸 花 引种 栽培 的 彼得 . 考 克 斯 所 言 : “ 虽 从 事 杜 鹏 花 栽 培 几 十 年 , 租 
还 不 能 说 已 经 掌握 了 杜 鹏 花 的 栽培 技术 ， 杜 鹏 花 尤 其 是 高 山 常 绿 杜 
胸 花 的 引种 栽培 是 一 项 长 期 而 艰巨 的 工作 ， 有 时 一 个 野生 种 必须 花 
费 近 百年 的 栽培 管理 ， 方 能 真正 适应 新 的 栽培 环境 ”。 在 中 国 科学 
院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通 过 近 20 年 的 努力 ， 在 对 我 国 高 山 常 好 杜 赐 
花 的 引种 栽培 、 繁 殖 (尤其 是 种 子 繁 殖 ) 以 及 栽培 管理 等 方面 积累 了 
一 定 经 验 。 常 绿 杜 鹏 花 的 引种 栽培 需要 专门 的 著作 讨论 ， 这 里 只 是 
作者 在 实际 工作 中 的 部 分 积累 ， 结 合 国外 一 些 杜鹃 花园 的 工作 ， 作 
单 要 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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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涉及 的 是 那些 主要 分 布 在 我 国 西南 等 地 的 高 山 常 绿 杜 鹏 
花 ， 它 们 对 生存 环境 有 严格 的 要 求 ， 特 别 是 对 湿度 和 温度 的 要 求 较 
高 。 不 是 说 藏 在 深山 里 的 每 一 种 杜 胸 花 都 能 从 野外 引入 庭园 栽培 ， 
也 不 是 说 在 北京 、 上 海 都 能 建立 一 个 像 中 国 科学 院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爱 丁 堡 皇 家 植物 园 那样 能 够 拥有 引种 栽培 数量 达 数 百 种 的 常 绿 
杜 鹏 花花 园 。 受 生长 环境 所 限 ， 在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时 ， 首 先 在 地 域 
上 要 有 所 考虑 ， 在 计划 引种 栽培 前 ， 了 解 杜 鹏 花 的 野外 生长 环境 、 
知晓 其 生长 习性 、 正 视 引种 栽培 园 与 原生 境 之 间 所 存在 的 差别 ， 如 
果 二 者 环境 条 件 相差 太 大 、 或 者 说 根本 就 没有 适应 杜 胸 花 生长 的 条 
件 ， 园 林 工 作者 再 努力 也 只 能 是 徒劳 无 功 。 近 年 来 ， 先 后 有 上 海 、 
北京 和 杭州 等 地 的 植物 园 或 苗 围 ， 从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多 次 引种 以 
种 子 繁殖 成 功 的 杜 鹏 花 小 昔 ， 几 乎 都 是 在 引入 栽培 2 一 3 年 后 就 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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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大 理 1990 1060 10.5 

云南 苍山 花 旬 2940 1851 a5. 

ARRAS 1630 1059 10.9 

云南 丽江 老 君山 3090 1192, 1.2 

四 川 九 龙 县 2900 897 S02 

Br TBs 2500 902 | O50. § 

云南 维 西 县 2700 958 9.0 

云南 兰 坪 县 2650 1002 ee 

四 川 会 理 龙 舟山 2400 一 3500 1500 一 2000 15~95 

- 死亡。 事实 告诉 我 们 : 了 解 杜 鹏 花 的 生长 习性 、 选 择 合 适 的 种 类 和 

拥有 相宜 的 引种 园 征 成 功 的 前 提 。 

首先 介绍 我 国 几 个 主要 杜 鹏 花 分 布 区 的 相关 信息 ， 供 园林 工作 

者 在 工作 中 参考 ( 表 4-1)。 

高 山 稼 绿 杜 鹏 花 的 生长 习性 具有 丰富 的 多 样 性 : 从 小 型 或 大 

型 的 乔木 到 各 种 类 型 的 黎 木 都 有 ， 在 野外 它们 多 与 杜 鹏 花 科 的 其 



他 成 员 为 伴 ， 好 凉爽 、 潮 温 ， 
喜 排水 性 好 、 保 温 能 力 强 、 富 
含有 机 质 的 偏 酸性 土壤 (pH 为 
5.4 一 6.7) 。 在 我 国 西南 部 的 
中 、 高 山地 区 ， 杜 鹏 花 种 类 丰富 
的 原因 是 与 这 些 地 区 特殊 的 地 
理 、 环 境 因素 相关 的 。 冬 天 和 春 

= 村 帮手 相对 干燥 、 夏 天 和 初秋 多 两， 
a, So 。 两 季 一 般 是 从 每 年 的 7 月 初 到 9 月 

图 4-18 。 积 雪 黎 盖 下 的 杜鹃 花 仍然 KR. TK. Ee Rew AIS 
生机 容 然 开始 降雪 ， 有 的 地 区 积 雪 长 达 

3 一 5 个 月 ;山地 的 地 势 复杂 ， 相 
对 隔离 的 环境 有 利于 获得 温暖 和 
潮湿 的 气流 ， 以 及 阻挡 大 风 和 严 
寒 的 侵袭 ， 为 杜 鹏 花 的 生长 提供 
了 良好 的 条 件 (图 4-17，4-18， 
4-19) 。 

在 植物 园 内 选择 引种 栽培 
杜 胸 花 的 理想 场地 是 ， 具有 一定 

— FeAH IHL, LIA BITEO0% Ze 
sith le 有 ， 乔 本 树种 最 好 是 针 、 冰 时 

(以 落叶 树种 较 好 ) 种 类 混 栽 ， 
每 年 地 上 部 分 有 一 定 的 枯 叶 补充 ， 以 增加 土壤 有 机 质 ， 引 种 园 的 年 
降水 量 在 800 一 1000 毫米 左右 (以 上 )、 降 水 主要 分 布 在 晚 春 、 夏 天 及 
初秋 ， 最 高 气温 不 超过 28 C ， 少 风 。 这 样 的 气候 条 件 可 以 满足 杜 鹏 
花 属 多 数 种 类 的 正常 生长 发 育 ， 像 图 4-17、4-19 中 ， 云 雾 统 绕 的 山地 
是 杜 鹏 花生 长 最 理想 的 环境 。 当 然 不 同 的 类 群 所 需要 的 生长 条 件 有 
很 大 区 别 ， 在 降水 量 高 于 1600~ 1800 毫米 的 地 区 ， 引 种 栽培 高 山 有 
鳞 类 的 杜 胸 种 类 ， 其 生长 和 开花 都 会 受到 影响 。 

介绍 几 个 在 引种 栽培 我 国 杜 胸 花 在 250 种 以 上 的 植物 园 的 相关 信 
息 ， 为 有 关 工作 者 在 引种 栽培 柱 鹏 花 时 的 参考 ( 表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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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引种 栽培 我 国 杜 鹏 花 250 种 以 上 植物 园 的 相关 信息 

海拔 高 度 ( 米 ) | 年 降雨 量 (SA) | 年 最 高 温 (C )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1700 ~ 1780 1600 ~ 1800 27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 英 ) 20 一 40 625 一 640 27 

道 伊 克 植物 园 (CB) 180 一 260 780 ~ 1100 27 

洛 根植 物 园 ( 英 ) 25 一 65 830 一 1120 27 

杨 格 植物 园 (3) 15457 2000 ~ 2200 25 

克 瑞 园 〈 英 ) 2 一 50 2000 ~ 2400 25 

布 鲁 迪 克 城 堡 园 〈 英 ) 1 一 50 1800 一 2000 ， 26 
英 威 园 ( 英 ) 1 一 45 1800 一 2100 25 

2. 杜鹃 花 的 适应 性 
无 论 对 任何 一 类 植物 进行 引种 栽培 ， 都 会 或 多 或 少 地 引起 植物 

本 身 为 适应 新 环境 而 产生 一 些 相 应 的 变异 。 一 般 来 说 ， 越 粗放 、 适 

应 性 越 强 的 种 类 ， 当 环境 条 件 变化 较 大 时 ， 产 生变 异 的 机 会 越 大 ， 
因此 也 就 越 容易 适应 新 的 环境 。 

不 同 种 类 适应 性 不 同 ， 有 时 将 同一 种 杜 鹏 花 引 种 栽培 在 相同 
条 件 下 ， 适 应 性 也 表现 出 较 大 的 区 别 ， 这 是 由 个 体 差异 决定 ,尤其 
是 当 气 个 出 现 极端 变化 时 ， 个 体 差异 表现 会 更 明显 。1992 年 的 3 月 
底 一 4 月 初 ， 四 川 部 分 地 区 遭受 了 罕见 的 早春 寒 ， 华 西亚 高 山 植物 园 
所 在 地 自然 分 布 的 几 种 竹 类 普遍 冻 死 干枯 ， 引 种 到 园 内 的 几 种 杜 网 
花 对 这 次 冻害 却 表 现 出 极 大 的 差异 : 美容 杜 鹏 、 银 时 杜 胸 、 岷 江 杜 
AS (汶川 杜 胸 ) 、 多 鳞 杜 鹏 (R.polylepis) 、 问 客 杜 胸 和 黄花 杜 鹏 
等 ， 安 然 无 羡 ， 毫 无 冻害 之 症 ， 腺 果 杜 鹏 虽然 总 的 是 受 冻害 严重 ， 
但 个 体 间 差 异 很 大 : 有 的 植株 表现 冻害 症状 非常 严重 ， 叶 片 姜 闵 ， 
长 势 很 差 ， 少 数 植株 逐渐 和 干枯、 死亡 ， 有 的 植株 却 枝 时 茂 盛 ， 生 长 
正常 。 

对 于 热 、 干 的 适应 性 ， 不 同 种 类 也 有 区 别 。 高 山 常 绿 杜 鹏 花 
的 耐寒 性 较 其 耐 热 性 更 强 。 将 原生 境 有 差别 的 种 类 引种 到 相同 生境 
条 件 的 栽培 园 ， 除 了 作 好 栽培 管理 外 ， 尽 量 提供 与 原生 境 相似 的 栽 
增 条 件 是 成 功 的 重要 保证 ， 至 少 应 该 从 温度 、 光 照 和 土壤 等 方面 考 
rt 
Le 



(1) 温度 要 求 
温度 是 影响 杜 鹏 花生 长 的 重要 因素 之 一 ， 杜 鹏 花 不 耐 高 温 ， 夏 

天 最 高 温 以 22 一 28Y 为 宜 。 当 高 温 在 短期 内 (1 周 左右 ) 超过 32TC 
时 ， 部 分 高 山 常 绿 种 能 够 正常 生长 ， 但 不 能 在 长 期 高 温 环境 下 存 
Hh, 冬季 当 杜 鹏 花 的 地 上 部 分 停止 生长 、 春 季 在 杜 鹏 花 的 新 根 开始 
萌动 时 ， 以 及 在 杜 鹏 花 繁殖 季节 ， 都 要 注意 观察 土壤 温度 及 土壤 温 
度 的 变化 。 温 度 过 低 植株 生长 缓慢 ， 过 高 又 容易 引起 病菌 繁殖 。 那 
么 怎样 的 温度 对 杜 鹏 花 的 生长 有 利 呢 ? 通过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的 
多 年 观察 ， 冬 天 当地 面 温度 低 于 0C 时 ， 土 壤 温度 以 稍 高 于 地 面 温度 
为 好 ， 而 在 杜 鹏 花生 长 季节 土壤 温度 以 18 一 22 为 最 佳 。 常 绿 杜 鹏 
亚 属 中 的 云锦 杜 胸 、 喇 叭 杜 胸 、 大 白 杜 胸 、 美 容 杜 胸 ， 有 鳞 大 花村 
鹏 亚 组 中 的 多 数 种 类 ， 杜 鹏 亚 属 的 爆 会 花 (R.spinuliferum) , Belt 
LAS (R.hanceanum) 、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的 云南 杜 胸 、 毛 肋 杜 胸 花 和 凹 
叶 杜 鹏 花 等 ， 都 能 在 相对 温暖 、 干 燥 的 条 件 下 良好 生长 。 

(2) 光照 要 求 
杜 鹏 花 所 需 光 照 的 多 少 与 具体 的 种 类 有 关 ， 这 方面 可 以 参考 它 

们 野外 的 自然 分 布 区 的 情况 。 分 布 在 海拔 1700 一 3800 米 之 间 的 杜 鹏 
| 花 种 类 ， 正 是 我 国 西南 山区 森林 履 盖 较 好 的 区 域 ， 上 层 有 大 量 的 乔 

木 或 高 大 的 灌木 种 类 ， 杜 鹏 花 可 充分 利用 林 窗 透 入 的 阳光 ， 以 避免 
强 光 的 灼伤 或 强风 的 袭击 。 

在 植物 园 内 进行 引种 栽培 时 ， 要 首先 选 定 那些 已 经 定植 了 乔 
木 或 大 灌木 的 栽培 区 ， 没 有 现成 的 上 层 保护 树种 可 以 被 利用 的 植物 
园 ， 在 计划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的 同时 ， 要 首先 栽培 一 些 乔 木 或 高 大 灌 
木 ， 待 杜 鹏 花 定植 就 可 以 起 到 一 定 的 保护 作用 。 上 层 树种 的 类 型 和 
多 少 ， 由 林 下 栽培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而 定 : 分 布 在 高 山 的 矮小 有 鳞 类 杜 
鹏 花 ， 几 乎 不 需要 上 层林 木 ， 云 锦 杜 胸 亚 组 、 大 理 杜 鹏 亚 组 、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和 杯 毛 杜 鹏 亚 组 等 则 需要 较 多 的 上 层 树 种 ， 三 花 杜 胸 亚 组 
的 多 数 种 类 是 分 布 在 林 缘 和 朴 林 中 的 ， 所 需 上 层 的 保护 相应 较 少 。 
光照 的 过 多 或 过 少 都 会 影响 植株 的 正常 发 育 ， 太 多 的 遮 荫 导致 植株 
生长 速度 缓慢 ， 发 育 推迟 、 枝 条 纤细 ， 影 响 正常 开花 ， 甚 至 导致 引 
种 栽培 几 十 年 都 不 会 开花 的 结果 。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曾 将 少量 峨眉 银 叶 杜 鹏 〈R. argyrophyllum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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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生长 非常 松散 ， 枝 条 四 处 伸展 ， 移 栽 后 近 20 年 不 再 开化 。 在 过 于 

暴露 或 全 光照 的 栽培 区 ， 杜 鹏 花 发 育 也 会 受到 影响 ， 表 现 是 : 植株 

生长 缓慢 ， 叶 面 呈 现 灼伤 斑 ， 花 色 变 瑟 ， 花 期 相应 缩短 等 。 

成 熟 杜 鹏 花 植 株 ， 需 要 上 层林 木 透 光 在 40% ~ 60% sin tee 

的 萌 蔽 较 成 熟 植株 稍 多 。 人 缺乏 上 层林 木 的 引种 园 ， 可 以 利用 人 工 条 

式 架 棚 、 网 式 大 棚 等 ， 遮 挡 部 分 阳光 ， 尤 其 对 保证 小 苗 的 正常 生长 

是 心 要 的 。 

(3) 对 土壤 要 求 

杜 鹏 花 喜 疏松 、 寡 刘 和 排 水 性 展 好 的 土壤 。Pp 互 值 大 约 在 

5.0~6.5 之 间 。 在 野外 不 难 观察 到 : 杜 鹏 花 类 和 群 分 布 最 多 的 地 区 ， 多 

是 森林 覆盖 较 好 、 地 面 有 丰富 的 枯 枝 落叶 层 。 这 样 的 土壤 既 轻 且 松 

软 ， 富 含 杜 鹏 花生 长 所 需 的 有 机 元 素 ， 同 时 还 具有 良好 的 通 透 性 。 

在 英国 ， 早 期 的 栽培 者 曾经 做 过 这 样 的 试验 : 把 一 株 发 育 良 好 的 杜 

鹏 花 根系 全 部 浸 在 水 里 ， 在 通气 良好 的 情况 下 ，50 个 小 时 后 仅 有 大 

约 三 分 之 一 的 根 死亡 ， 如 果 浸 在 完全 排除 了 空气 的 水 中 ，24 小 时 后 

根 几 乎 全 部 死亡 ， 即 使 有 部 分 根 还 存活 ， 也 已 经 受到 严重 的 伤害 或 

者 基本 失去 了 吸收 能 力 。 这 个 试验 多 少 能 够 说 明 杜 鹏 花 根 系 对 土壤 

通 透 性 有 很 高 的 要 求 。 

砂 质 的 酸性 土壤 是 较 好 的 栽培 土 ， 但 如 果 含 砂 质 过 多 ， 土 壤 

保 齐 性 能 相应 较 差 ， 含 砂 量 太 重 的 黏 质 士 壤 又 会 影响 根 吸 收 能 力 ， 

同样 也 不 利于 杜 鹏 花 的 生长 。 因 此 无 论 是 重 砂 质 土壤 还 是 黏 质 士 壤 

在 栽培 杜 鹏 花 前 都 要 进行 土壤 的 改良 。 对 于 砂 质 士 壤 的 改良 可 以 参 

考 下 面 的 方法 。 

@ 起 挖 厚 30 厘米 的 表土 ， 填 入 10 厘米 厚 的 熟化 十 (用 各 种 枯 枝 
洛 叶 、 泥 痰 、 动 物 娄 便 等 堆放 发 酵 ) 与 下 面 的 母 土 混合 ， 然 后 盖 上 10 
厘米 厚 的 表土 ， 在 表土 上 面 再 盖 上 10 厘米 厚 的 表土 与 熟化 土 的 混合 
上 ， 二 者 按 1 : 1 比例 混合 均匀 ; 

2D 用 50% 的 自制 土 ( 用 各 种 枯 枝 落叶 、 泥 炭 、 动 物 姜 便 等 堆放 
用 睛 )，30% 的 母 士 ( 取 自 园 内 的 本 土 ) 和 20% 的 泥炭 混合 使 用 ， 

QD 50% 的 枯 枝 落叶 (经 堆放 发 酵 后 使 用 、15% 的 动物 凑 便 、 



图 4-20 对 枯 梳 落叶 等 进行 处 理 、 
堆放 是 杜 鹏 花 最 好 的 栽 
培土 《爱丁堡 植物 园 ) 

这 tee ae 

i Ree 

ZESERTFAA ATA RK 
培土 

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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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加 入 少量 砂 ， 充 分 混合 堆 

放 发 酵 ， 熟 化 后 使 用 。 

多 数 建 在 城市 的 植物 园 , 

土壤 都 不 太 适 宜 栽培 杜 竟 伦 ， 

需要 进行 改良 。 可 以 利用 园 内 

的 大 量 落叶 、 枯 校 ， 与 适量 的 

动物 粪便 和 园 内 收集 的 杂 草 等 

一 起 堆放 ， 待 1~ 2 年 熟化 后 使 
用 (图 4-20，4-21) 。 

黏土 最 不 适合 栽培 杜 鹏 
伦 。 华 西亚 高 山 植 物 园 的 新 官 

山 种 植 区 ， 本 土 就 是 重 黏土 。 

1991 年 曾 从 四 川 石棉 县 引种 20 

多 株 冠 径 在 2 米 以 上 的 大 昌 杜 

胸 ， 和 栽培 时 将 其 分 别处 理 : 一 

半 植 株 栽植 在 大 小 几乎 与 植株 

冠 径 相 等 的 坑内 ， 和 栽培 前 在 坑 

半 植 株 也 挖 了 相似 大 小 的 坑 ， 

但 在 坑 中 直接 回填 本 土 。 最 初 

的 2 年 里 ， 经 2 种 方法 处 理 栽 培 

的 植株 生长 都 非常 皮 盛 ， 到 了 

第 3 年 后 ， 栽 培 坑内 填充 本 土 的 那 部 分 植株 开始 出 现 叶 枯黄 、 逐 潮 死 

亡 。 经 检查 ， 这 部 分 植株 的 根系 一 直 在 原来 的 土 团 内 生长 、 吸 收 诛 

土 的 养分 ， 纤 维 状 的 须根 无 法 罕 进 邻近 的 黏 质 土 层 。 而 在 坑内 填 入 

Cb+ JS Jt EAT AB EB 27 ERE REHEAT. IETS FFE. 

如 采 引 种 园 的 土壤 为 黏土 ， 引 种 栽培 杜 鹏 人 花 前 也 要 进行 改 展 。 

可 采用 控 大 坑 、 回 填 土 的 方法 。 回 填 土 的 配备 可 以 参考 砂 质 土壤 改 

民 的 做 法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在 1991 一 1992 年 间 对 新 官 山 的 本 

土 进行 部 分 改 民 ， 方 法 是 : 秋季 收集 枯 梳 落叶 并 将 大 的 枝条 碎 压 ， 

与 杂 草 、 动 物 装 便 一 起 堆放 ，1~ 2 年 后 待 完 全 腐烂 ， 与 砂 土 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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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入 到 母 土 ， 三 者 的 比例 大 约 为 : 腐 们 的 枯 叶 : 砂 士 : B+ =30: 

350 : 20。 注 意 栽 培 前 充分 混合 。 在 土壤 黏 质 、 多 雨 的 引种 区 ， 除 了 

进行 土壤 改良 外 ， 还 应 注意 深 控 排水 沟 (图 4-22) ， 确 保 土 壤 没有 
Hk eB 

3. 种 类 选择 与 配置 
没有 一 个 植物 园 能 够 引种 栽培 所 有 的 杜 鹏 花 类 群 ， 因 此 引种 栽 

培 时 要 首先 选择 适宜 在 当地 生长 的 种 类 。 对 于 大 部 分 植物 园 来 说 ，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的 主要 目的 是 供 观 赏 ， 因 此 应 该 把 观赏 性 较 强 的 种 
类 作为 首选 。 与 常规 栽培 花卉 相 比 ， 高 山 常 绿 杜 静 花 的 花期 相对 较 
短 ， 多 数 种 类 盛 花期 只 有 10~ 15 天 左右 。 因 此 从 植物 园 的 观赏 效果 
角度 ， 要 埃 虑 选择 那些 在 营养 期 也 有 观赏 性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 除 此 而 
外 ， 还 应 选择 其 他 科 属 中 与 杜 鹏 花花 期 不 同 的 种 类 与 杜 鹏 花 伴 植 。 
如 山茶 科 、 木 兰 科 、 蓄 薇 科 、 虎 耳 草 科 等 类 群 。 杜 鹏 林 下 ， 选 择 栽 
车 绿 绒 葛 、 报 春花 科 、 百 合 科 和 龙 胆 等 草本 花卉 ， 裸 子 植物 等 种 类 
用 作 周 围 的 遮 荫 树种 。 这 样 选择 种 类 配置 栽培 的 效果 是 : 初春， 花 
期 时 于 杜 鹏 花 的 木兰 等 首先 绽放 ， 接 着 是 陆续 开放 的 杜鹃 花 ， 在 杜 
蚂 化 开放 的 后 期 ， 花 期 较 晚 的 其 他 木 本 类 群 和 林 下 的 草本 类 陆续 绽 
i, PKK, MMP ELAS TE. PCH, BURRIS REHM, SEALY 
AS SERIE) AE An, EL, EASE, BE ARE DERE TE ZEN, 

司 山 杜 鹏 亚 组 类 的 矮小 种 ， 不 适 于 在 降水 量 多 的 植物 园 引种 



栽培 ， 但 却 是 岩石 园 的 最 佳 选择 之 一 。 将 它们 数 株 成 团 或 者 成 万 栽 

培 ， 热 状 覆 盖 整 个 栽培 小 区 ， 其 间 揪 种 着 绿色 草坪 和 其 他 高 山 草 多 

花卉 ， 可 以 增添 园林 的 观 货 效果 。 

杜 鹏 花 喜 群生 。 在 野外 ， 它 们 总 是 与 其 他 种 类 相伴 而 生 。 当 

进行 引种 栽培 时 ， 有 意识 地 丛 植 或 密植 杜 鹏 花 浇 丛 尤其 是 中 小 型 灌 

木 ， 生 长 发 育 更 好 。 因 此 在 选择 引种 栽培 杜 鹏 花 种 类 的 同时 ， 还 要 

考虑 适宜 与 之 相伴 栽培 的 植物 种 类 。 

在 杜 鹏 花 主 要 分 布 区 ， 党 向 能 看 到 密集 的 杜 鹏 人 花 溜 丛 或 纯 林 ， 

有 时 连绵 数 十 千 米 。 所 以 选择 杜 鹏 花 的 伴生 种 首先 应 该 选择 相应 的 

杜 鹏 花 种 类 ， 其 次 像 标 类 、 梨 子 植物 、 要 树 、 木 兰 、 伦 橄 、 山 茶 和 

蔷薇 等 类 群 ， 在 野外 都 是 常见 的 杜 鹏 花 伴 生 种 ， 栽 培 时 应 该 芬 虑 选 

择 。 

4. #tAS 4 AY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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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需 要 ， 会 采用 压条 、 退 接 或 组 织 培养 等 手段 。 

(1) 压条 

杜 鹏 花 属 中 部 分 种 类 容易 晴 生 新 根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经 

常 观察 到 ， 引 种 栽培 在 密林 下 的 植株 由 于 多 年 的 光照 不 足 ， 下 层 一 

些 枢 条 在 接触 地 面 后 便 目 然 生 根 。 野 外 这 种 情况 也 非 稼 普 届 。 这 说 

明 对 于 部 分 杜 鹏 花 压 条 黎 殖 容易 成 功 。 但 由 于 压条 双 殖 需要 时 间 较 

长 、 而 且 产量 低 (为 了 不 破坏 树冠 的 外 形 ， 可 供 利用 的 枝条 有 限 )， 

因此 这 种 双 殖 方式 对 于 那些 以 出 售 苗木 为 主要 目的 植物 园 或 兰 围 是 

不 合适 的 。 但 对 于 一 些 生 根 缓慢 、 植 株 老 化 没有 必要 再 保留 母 株 、 

园 内 引种 量 很 少 想 扩 大 栽培 量 的 种 类 而 言 ， 采 用 压条 繁殖 仍 是 一 种 

最 好 选择 。 

第 规 的 压条 芍 殖 包括 高 空 压条 、 人 简单 压条 和 整 株 压 条 ， 读 者 可 

以 从 有 关 众 料 碍 疯 更 详细 的 信息 ， 这 里 只 对 整 株 压 条 和 简单 压条 作 

il AIT ZA 

中 整 株 压条 。 主 要 针对 植株 老化 、 长 势 较 差 的 种 类 。 由 于 多 数 
枝条 已 经 死亡， 存活 的 枝条 无 法 接触 地 面 ， 为 了 保留 种 类 只 能 采用 

整 株 压 条 。 方 法 是 : 将 植株 平 放 ， 根 部 用 土 包 埋 ， 选 择 存活 的 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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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压 埋 。 枝 条 接触 苗床 的 部 分 用 刀 削 去 部 分 树 皮 〈 至 形成 层 ) ， 上 

面 盖 上 土 后 再 压 上 石 块 或 用 木 桩 固定 ， 适 当 举 水 。 在 爱 丁 集 旺 家 植 

物 园 ， 有 少量 引种 于 20 世 纪 初 期 的 植株 ， 长 势 已 经 很 差 ， 为 了 保存 

资源 就 是 采取 的 整 株 压 条 双 殖 。 

@ 简单 压条 。 对 于 需要 增加 资源 的 植株 进行 测 单 讨 条 获 殖 时 ， 

首先 选择 合适 的 枝条 。 枝 条 离 地 面 的 距离 以 弯曲 时 容易 接近 土壤 为 

宜 ， 另 外 还 要 注意 选择 较 隐 蔽 的 枝条 ， 这 样 不 致 影响 植株 的 外 形 。 

用 作 简 单 压条 繁殖 的 枝条 要 生长 健壮 ， 叶 、 枝 没有 病 斑 ， 压 条 后 枝 

条 露出 的 长 度 在 20~30 厘米 。 压 条 繁殖 最 好 的 时 间 是 在 初秋 进行 。 

将 枝条 下 压 接 触 地 面 (为 了 枝条 较 快 生根 ， 可 将 接触 地 面 的 部 分 用 

刀 肖 去 部 分 树 皮 ) ， 上 面 盖 上 士 后 再 压 上 石 块 国定 。 注 意 经 汕 清 理 

枝条 周围 的 杂 草 并 保持 土壤 的 一 定 湿 度 ， 同 时 还 要 你 证 枝条 有 足 饮 

的 光照 又 不 过 于 暴露 。 不 同 的 种 类 ， 压 条 生根 所 需要 的 时 间 不 同 ， 

在 生境 良好 的 植物 园 内 ， 云 锦 杜 鹏 亚 组 、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和 映 山 红 类 
需要 一 年 左右 ，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和 银 叶 杜 鹏 亚 组 、 大 理 杜 静 亚 组 的 种 
类 等 则 需要 更 长 的 时 间 ， 大 约 1~ 3 年 。 对 压条 进行 移植 前 要 保证 
新 根 已 经 成 活 ， 方 法 是 : 首先 剪断 压条 茎 的 一 部 分 ( 茎 粗 的 1/3 左 
右 ) ， 生 长 3 个 月 左右 再 完全 剪断 与 母 株 的 联系 ， 保 留 新 枝 在 原 地 生 
长 4 一 6 个 月 后 再 进行 移植 。 

(2) 插 插 
就 繁殖 的 速度 和 产量 而 言 ， 托 插 仍 是 进行 杜 鹏 花 繁殖 的 最 好 方 

法 。 近 年 来 园林 界 用 作 托 插 繁 殖 的 设备 已 经 达到 非常 先进 的 水 平 ， 
对 温度 、 湿 度 和 光照 等 生长 条 件 都 能 很 好 控制 ， 如 果 有 条 件 拥有 这 
样 的 设备 杜鹃 花 的 托 插 繁 殖 很 容易 进行 。 但 对 多 数 植物 园 而 言 ， 目 
前 还 只 能 采用 常规 插 插 方法 。 

进行 杜鹃 花 插 插 繁 殖 首先 要 选择 插 插 基 质 。 目 前 在 许多 花卉 市 场 
都 有 供 各 类 植物 择 插 所 用 的 基质 出 售 ， 可 根据 需要 进行 选择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曾 试验 用 : +e, ABSA, Wht EAL. ata 
十 等 不 同 的 原料 作 托 插 基质 ， 结 果 以 砂 + 腐 质 士 和 砂 二 泥炭 十 农耕 土 
镑 好 。 用 作 插 插 基 质 的 砂砾 要 求 粗 糙 ， 砂 质 太 细 含 记 量 偏 多 ， 会 影响 
插 插 基 质 的 透气 性 。 

插 插 时 间 因 种 类 而 异 ， 映 山 红 类 、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和 云锦 杜 鹏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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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取 条 更 好 。 插 播 时 最 好 利用 当年 生 的 新 枝 ， 木 质 部 基本 成 熟 ， 这 

样 的 枝条 更 容易 生根 。 

熟悉 进行 植物 繁殖 的 主要 技术 ， 是 一 位 园艺 工作 者 应 该 具备 的 

最 起 码 的 工作 基础 。 前 面 叙 及 的 Glendoick 苗 围 〈 图 4-23) ， 以 出 售 

杜 鹏 花 小 苗 为 主 ， 因 此 插播 杜 鹏 花 是 经 党 性 工作 。 作 者 曾 在 该 苗 转 

有 过 3 周 专门 学 习 杜 鹏 花 插 播 的 机 会 。 体 会 和 收益 颇 多 。 杜 鹏 花 的 插 

揪 繁 殖 与 多 数 木 本 植物 一 样 ， 其 主要 程序 是 : 

取 播 条。 时 间 最 好 是 选 在 阴 天 或 阴雨 天 气 ， 选 择 生长 健 

壮 、 枝 叶 无 病 斑 的 枝条 ， 从 母 株 上 剪 下 来 的 枝条 最 好 用 黑色 塑料 袋 

包装 。 枝 条 的 长 度 根据 不 同类 群 而 定 ， 小 型 有 鳞 类 ， 取 枝条 长 度 约 

3~4 厘米 ，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和 稍 大 型 种 类 ， 取 枝条 长 度 4~5 厘米 ， 更 

大 型 的 种 类 如 云锦 杜 鹏 亚 组 、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 杯 毛 杜 鹏 亚 组 等 种 类 

的 播 条 长 度 在 5 一 8& 厘米 。 所 取 枝 条 上 保留 叶片 的 多 少 也 依 不 同 种 类 

而 异 ， 高 山 杜 鹏 亚 组 可 以 保留 播 条 上 所 带 的 全 部 叶片 ， 其 余 类 和 群 则 

保留 3 一 4 叶 为 好 ;大 型 叶 应 该 将 保留 的 每 一 叶片 剪 反 1/3 或 112， 以 减 

少 播 条 生根 前 由 于 叶 的 蒸腾 而 引起 的 大 量 冰 耗 。 

@ 插 插 。 最 好 是 在 插播 苗床 进行 ， 依 择 条 的 大 小 准备 基质 的 

厚度 。 基 质 厚 度 至 少 要 超过 揪 条 播 入 部 分 的 2 厘米 左右 。 将 基质 平 

铺 在 自 床 后 ， 用 手 或 小 木板 轻 压 平整 ， 再 用 喷 水 绒 慢 慢 癌 基质 喷 透 

水 后 ， 方 可 进行 择 插 。 播 条播 入 的 次 度 至 少 要 少 于 自身 长 度 的 1/3， 

Ses, Glendoick 苗 围 的 持 
HER (N. Pri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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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过 深 的 结果 与 栽培 过 深 的 效果 要 样 ， 将 导致 揪 条 基部 腐烂 、 死 

亡 ， 另 外 还 要 防止 插 条 过 次 以 致 接触 苗床 底部 ， 这 样 也 会 影响 播 条 

HEAR 

为 了 防止 切口 处 的 损伤 ， 插 播 时 用 一 根 细 竹 签 先 将 基质 播 一 个 

小 洞 ， 将 播 条 插入 后 再 用 手指 轻 轻 压 紧 。 播 条 间 的 距离 ， 以 叶片 相 

互 不 拥挤 、 叶 片 间 不 重 亚 为 好 ， 播 好 后 用 小 型 喷雾 侨 对 叶 面 和 播 条 

基部 喷洒 保持 谢 剖 。 

@ 生长 素 的 使 用 。 杜 鹏 花 插播 时 需要 使 用 生长 素 ， 市 场 出 售 的 

生长 素 需要 根据 不 同 需要 进行 重新 配制 ， 揪 条 在 生长 素 内 刘 匈 后 再 

进行 插 插 。 不 同 种 类 对 生长 素 的 需求 有 所 不 同 。 映 山 红 类 、 三 化 杜 

鹏 亚 组 和 腋 花 杜 鹏 亚 组 等 类 群 的 部 分 种 ， 生 长 素 的 有 无 对 生根 几乎 

设 有 影响 ， 而 难 生根 的 种 类 ， 像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 银 叶 杜 鹏 亚 组 、 云 

锦 杜 鹏 亚 组 中 部 分 种 ， 则 需要 生长 素 促 进 生 根 。 

® 管理 。 揪 条 在 生根 过 程 中 的 管理 很 重要 。 重 点 是 控制 基质 的 
温度 和 水 分 。 在 揪 条 生根 前 ， 基 质 的 温度 应 该 保持 在 18-22C， 基 

质 表 面 温度 应 稍 低 于 基质 内 部 的 移 度 ， 1 ~ 2 GETK— ie, ET 

湿度 在 60% 左 右 ， 保 证 插播 鱼 床 的 空气 流通 ， 同 时 还 要 尽量 避免 苗 

床 直 接 暴 露 在 光照 下 。 高 温 、 高 湿 会 导致 病菌 生长 、 揪 条 腐烂 。. 

不 同 种 插 条 生根 的 速度 不 同 。 一 需 般 要 20~35 天 ， 人 少数 种 类 生 

根 较 慢 需要 更 长 时 间 。 当 揪 条 生长 开始 出 现 拥挤 时 ， 要 进行 分 株 移 

植 ， 将 其 分 别 移 栽 于 苗床 或 盆 植 ， 继 续 在 棚 内 保存 至 生长 到 可 以 在 

大 田 栽培 的 植株 大 小 。 

插播 苗 移植 到 大 田 栽培 时 ， 要 注意 定期 清理 杂 草 ， 因 为 这 时 的 

值 株 还 较 小 ， 很 容易 在 与 杂 草 的 竞争 中 受到 伤害 。 对 于 大 量 插播 小 

直 的 杂 和 草 清理 ， 西 方 园 林 多 数 是 使 用 黑色 地 膜 ， 方 法 是 将 地 膜 铺 盖 

在 苗床 上 ， 仅 让 杜 鹏 小 苗 露 出 膜 外 ， 这 样 在 防止 杂 草 生长 的 同时 也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保持 了 土壤 湿度 ， 对 杜 锡 花 小 苗 生 长 有 利 。 在 华西 亚 

局 山 植物 园 ， 大 田 栽 培 杜 鹏 小 苗 时 也 采用 了 这 种 方法 ， 对 防止 杂 

的 生长 、 保 湿 效 果 极 好 。 

(3) 种 子 繁殖 
仁 鹏 花 用 种 子 进行 繁殖 是 最 方便 、 产 量 最 高 的 繁殖 方式 之 一 。 

由 于 从 种 子 到 植株 开花 需要 一 定 的 年 度 ， 这 对 于 远 距 离 引 种 的 柱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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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来 说 ， 也 是 对 新 环境 的 一 个 适应 过 程 ， 因 此 种 子 繁殖 应 该 是 植物 
园 引 种 栽培 采用 的 主要 方法 。 

杜 鹏 花 种 子 小 且 轻 ， 在 野外 自然 条 件 下 容易 传播 并 发 芽 成 活 。 
在 华西 植物 园 播种 的 经 验 表 明 : 凉爽 、 潮 温 的 小 气候 是 生长 发 芽 必 
需 的 条 件 ， 在 盖 有 蔡 侮 的 基质 杜 鹏 花 种 子 发 芽 生 长 效果 更 好 。 

© 采集 。 在 植物 界 杜 胸 花 是 一 类 高 产 种 ， 野 外 它们 能 够 大 量 繁 
衍生 长 与 其 种 子 产量 大 有 着 密切 关系 。 

杜 鹏 花 果实 成 熟 时 间 因 种 类 而 异 ， 一 般 是 在 (9)10 月 中 旬 至 11 月 
初 ， 当 果皮 变 为 褐色 或 黄 褐色 时 便 可 进行 采集 。 成 熟 较 早 的 种 类 如 
腺 果 杜 鹏 等 ， 采 种 的 最 好 时 间 是 在 7 月 底 或 8 月 中 名 ;卧龙 杜 鹏 、 耳 
叶 杜 鹏 等 由 于 花期 较 迟 ， 果 实 成 熟 也 相应 推迟 ， 采 集 的 最 好 时 间 是 
在 11 月 底 至 12 月 中 旬 。 

在 野外 ， 采 集 后 的 果实 最 好 保存 在 通 透 性 能 良好 的 纸袋 内 。 带 
回 室 内 将 其 晾 在 干燥 、 通 气 良好 、 阳 光 不 会 直 照 的 房间 ， 任 其 自然 
风 王 ， 待 果皮 开裂 抖 出 种 子 可 准备 播种 。 

@ 播种 。 播 种 时 间 依 当地 气候 条 件 而 定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多 在 4 月 中 旬 以 后 开始 。 播 种 基质 的 配制 需要 根据 不 同 种 类 而 选择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也 使 用 过 不 同 的 基质 试验 对 照 ， 结 果 是 以 腐 殖 
土 + 泥炭 + 砂 配 制 而 成 的 基质 效果 最 好 。 

播种 床 基质 的 厚度 大 约 需要 50 厘米 左右 ， 均 匀 地 将 种 子 播 上 
后 ， 为 了 避免 将 水 时 冲刷 从 而 影响 种 子 生 根 ， 可 以 在 上 面 盖 上 一 蒲 
ADM See, HALE LR LBL, ERE 
切忌 过 厚 。 种 子 发 芽 前 ， 土 壤 温度 应 保持 在 15 一 20C ， 如 果 温 度 大 
低 ， 发 芽 速 度 过 于 缓慢 ， 温 度 过 高 又 会 引起 病菌 繁 生 。 种 子 萌发 前 
如 果 温 度 较 低 ， 可 以 用 塑料 薄膜 覆盖 基质 以 增加 地 温和 保持 土壤 温 
度 ， 但 要 随时 注意 观察 温度 的 变化 。 

@ 小 苗 培 育 。 杜 鹏 花 种 子 经 10 一 15 天 开始 发 芽 、 长 出 子叶 ， 
从 播种 至 第 一 片 真 叶 长 出 大 约 需要 20 一 35 天 ， 这 一 阶段 是 种 子 繁殖 
管理 的 最 关键 时 期 ， 切 忌 高 温 、 高 温 。 如 果 温 度 过 高 ， 加 上 高 温 将 
导致 幼苗 立 枯 病 (又 称 幼 苗 冶 倒 病 ) 而 大 量 死亡 。 这 一 阶段 的 管理 要 
点 是 : 适当 控制 基质 温度 、 宁 干 莫 湿 ， 保 持 空 气温 度 60% ~ 70% Fe 
右 ， 将 基质 温度 控制 在 18C 左右 ， 自 测 基质 温度 的 方法 是 ， 基 质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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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播种 苗床 的 良好 透气 和 适当 的 光照 ， 切 总 强 光 直接 曝晒 。 

小 苗 过 于 拥挤 加 上 高 温 、 高 刘 也 是 引起 立 枯 病 的 一 个 重要 原 

因 ， 因 此 在 小 苗 的 大 小 达到 能 进行 分 植 以 前 ， 要 控制 小 苗 的 数量 。 

幼苗 长 到 2 一 4 片 小 时 时 ， 可 进行 分 植 ， 不 同 种 类 小 苗 生 长 的 速度 不 

同 ，1 年 生 幼苗 高 度 大 约 在 1.5~ 10 厘米 ， 但 一 年 后 的 生长 速度 普 j 

加 快 ，2 年 生 小 苗 最 高 可 达 20~30 厘 米 ， 部 分 种 类 二 年 生 小 苗 甚 至 

可 以 达到 50 厘 米 左右 。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的 种 类 生长 较 快 ， 大 叶 杜 静 亚 

组 、 大 理 杜 人 鹏 亚 组 和 杯 毛 杜 鹏 亚 组 的 多 数 种 类 生长 较 缓 慢 。 播 种 2 年 
生 的 凹 叶 杜 鹏 〈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 小 苗 株 高 在 25~30 厘 米 间 ， 最 高 可 达 
50 厘 米 ， 而 播种 5 年 的 卷 叶 杜 鹏 (R.roxieanum) (大 理 杜 鹏 亚 组 ) 株 
高 公有 20 一 40 厘 米 。 

从 播种 到 开花 所 需 时 间 也 随 种 类 而 异 。 株 龄 最 短 的 是 羊 踊 踊 亚 
属 部 分 种 类 ， 其 次 是 杜鹃 亚 属 的 部 分 种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观察 
表明 : 从 种 子 到 开花 所 需 时 间 最 短 的 是 腋 花 杜 鹏 (AERC) , 29 
为 3 一 4 年 ，1997 年 秋季 播种 ，2001 年 春 始 花 ， 其 次 是 三 花 杜 鹏 亚 组 
的 部 分 种 类 ， 如 秀 雅 杜 鹏 、 黄 花 杜 鹏 等 开花 时 间 需 要 4 一 6 年 ， 高 山 
杜 锡 亚 组 的 种 类 需要 6~ 8 年 ， 而 大 理 杜 鹏 亚 组 、 大 叶 杜 鹏 亚 组 等 部 
分 种 类 从 种 子 到 开花 需要 12 年 以 上 。 

{t 

Ed 

5. 杜鹃 花 的 栽培 管理 
(1) 杜 鹏 花 的 移植 

在 植 物 园 里 进行 杜 鹏 花 移 植 栽培 是 园丁 们 经 常 要 从 事 的 工作 之 
一 。 如 : 从 苗 围 到 大 田 、 由 于 植物 园 规划 或 植株 相互 间 过 于 拥挤 需 
归 调 整 栽培 、 作 为 物种 交换 从 别 的 植物 园 或 苗 转 引入 苗木 等 。 在 条 
件 适 宜 栽培 杜 鹏 花 的 植物 园 ， 只 要 采取 的 方法 得 当 ， 移 植 对 杜 鹏 花 
的 生长 发 育 不 存在 任何 影响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20 年 来 已 经 从 
园 由 、 外 移植 栽培 了 数 万 株 成 熟 的 植株 ， 其 中 有 大 量 株 龄 在 30 年 以 
上 的 大 灌木 或 小 乔木 ， 除 个 别 植株 由 于 起 苗 时 根 损伤 过 重 死 亡 外 ， 
几乎 役 有 过 死亡 的 记录 ， 1985 一 1993 年 间 ， 爱 丁 堡 皇家 植物 园 对 其 
加 由 历 年 引种 栽培 的 杜 鹏 花 进 行 了 全 部 移植 调整 ， 其 中 有 的 植株 已 
二 城 才 了 近 100 年 ， 移 植 后 仍 生长 正常 ， 至 今 没 有 出 现 因 移植 而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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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记录 。 这 就 说 明 杜 鹏 花 的 移植 非常 容易 进行 ， 英 至 没有 植株 大 小 

和 株 龄 的 限制 。 但 是 在 国内 ， 经 常 听 到 有 同行 谈论 稍 绿 高 山 杜 鹏 花 

难以 栽培 ， 抱 怨 说 : 栽 了 3~5 年 的 杜 鹏 伦 ， 仍 然 逐 潮 死 亡 。 其 中 引 

种 园 的 条 件 不 适宜 杜 和 鹏 花生 长 是 原因 之 一 ， 而 栽培 和 后 期 管理 的 方 

法 不 得 当 是 更 重要 的 原因 。 

© 移植 时 间 。 选 择 移 植 杜 鹏 伦 的 时 间 最 好 是 在 初秋 或 在 早春 进 

行 ， 当 植株 停止 了 生长 或 地 面 不 冻结 时 进行 ， 早 春 进行 移植 时 要 注 

意 霜 害 。 

@ 移植 方法 。 杜 鹏 花 征 一 类 浅 根 系 植物 ， 没 有 明显 的 主根 。 其 
根系 的 扩展 面积 要 和 还 迁 地 大 于 根 所 能 达到 的 次 度 ， 因 此 起 苦 时 要 广 

意 不 能 伤 根 ， 尽 量 保证 所 带 土 团 足够 保护 根系 : 土 团 直径 与 植株 冠 

径 大 小 之 比 至 少 应 该 是 树冠 的 1/3 或 112。 在 搬运 时 用 麻袋 或 编织 袋 包 

Be, WES 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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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高 ， 但 根系 的 长 度 多 与 植株 的 高 度 相 近 ， 有 的 根系 长 达 30 一 40 厘 

米 以 上 ， 而 且 地 下 部 分 明显 比 地 上 部 分 的 生长 更 皮 盛 ， 这 样 的 根系 

几乎 很 难 在 新 土 内 再 分 裂 长 出 新 根 ， 结 果 在 贵州 省 植物 园 的 64 种 全 

部 死亡 ，1 年 后 观察 ， 回 归 到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的 种 类 也 有 少量 死 

尼 ， 它 们 无 一 例外 地 是 : 根 全 部 死亡 ， 自 栽培 后 没有 新 根 长 出 。 

SLES RR. RAT, FORA. FEBS 

坑 ， 玻 松 表 土 面积 至 少 较 根 径 大 2 倍 左右 。 栽 培 坑 的 深度 依 植株 的 

大 小 而 定 ， 以 植株 放 入 后 所 带 土 团 与 地 面 基本 平行 为 宜 。 将 植株 放 

好 后 ， 周 围 填 土 。 方 法 是 : 用 手指 将 土壤 轻 轻 填 人 根 与 坑 间 的 空隙 

内 ， 并 用 手轻 压 保 证 根 与 土壤 充分 接触 ， 适 当 尖 水 。 如 果树 冠 太 

大 ， 地 上 部 分 可 以 用 一 些 木 桩 等 材料 支撑 帮助 固定 ， 在 有 风 害 的 地 

区 ， 对 新 移 栽 的 植株 采取 地 上 固定 保护 ， 是 保证 植株 成 活 的 重要 管 

理 措施 之 一 。 

在 国内 一 些 植物 园 观 察 ， 园 丁 们 在 栽培 杜 鹏 花 时 为 了 防止 倒 

伏 ， 挖 这 坑 ， 和 栽培 后 还 要 用 铀 头 或 其 他 工具 用 力 击 压 或 用 脚 踏 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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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的 土壤 ， 这 样 做 可 能 严重 损伤 根系 ， 同 时 也 导致 士 壤 过 于 板结 

而 减弱 其 通 透 性 ， 根 的 伸展 、 呼 吸 均 会 受到 严重 影响 ， 植 株 很 难 成 
活 ， 这 可 能 是 一 些 同行 抱怨 杜 鹏 花 难 以 引种 的 原因 之 一 。 

(2) 控制 开花 和 蒸腾 
正确 的 栽培 方法 是 杜 鹏 花 引种 成 功 的 最 起 码 保证 ， 而 后 期 管理 

是 保证 成 功 的 重要 基础 。 能 够 进行 移植 的 杜 鹏 花 多 数 是 开花 植株 或 
接近 开花 的 植株 ， 因 此 在 移植 后 的 最 初 1 一 3 年， 要 控制 杜 鹏 花 的 开 
花 数 量 和 蒸腾 对 水 分 的 消 耗 。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园 址 有 自然 分 布 的 杜 胸 花 。 在 建 园 初期 由 于 
规划 需要 对 园 内 及 附近 约 4 万 株 杜 鹏 花 进行 调整 、 移 植 栽培 ， 有 的 株 
龄 已 经 超过 40 年 。 树 冠 过 大 、 树 龄 偏 老 ， 加 上 这 样 大 规模 的 移植 工 
作 量 ， 工 人 们 的 耐心 是 有 限 的 ， 移 植 过 程 中 根 损伤 非常 严重 。 和 栽培 
后 部 分 植株 地 上 部 分 长 势 极 差 。 英 国 著名 的 杜 鹏 花 栽 培 专家 彼得 . 考 
克 斯 在 园 内 进行 大 规模 移植 栽培 后 的 3 个 月 来 到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进行 
考察 ， 回 国 后 他 断言 : 华西 植物 园 移植 的 杜 鹏 花 有 80% 的 植株 会 在 3 
年 内 死亡 。 但 在 移植 后 的 最 初 3 年 ， 华 西亚 高 山 植物 园 采 取 了 特殊 的 
管理 ， 方 法 是 : 摘除 全 部 花蕾 ， 控 制 开花 对 营养 的 消耗 ， 将 植株 的 
全 部 叶片 剪 去 1/3 以 控制 蒸腾 ， 尤 其 是 对 根 损伤 较 严重 的 植株 作 了 重 
点 管理 ， 另 外 还 对 一 些 漏 摘 花芽 的 植株 摘 掉 幼 果 ， 防 止 植株 由 于 过 
度 的 生殖 生长 而 消耗 营养 。 这 些 措施 实施 后 ， 移 植 的 近 4 万 株 杜 鹏 花 
基本 成 活 并 在 几 年 后 全 部 恢复 正常 生长 ， 如 今 近 20 年 过 去 ， 并 没有 
出 现 考 克 斯 所 预言 的 惨状 ， 而 是 生长 更 加 繁茂 。 

(3) 防风 
对 于 新 移植 的 杜 鹏 花 除 了 控制 其 生殖 生长 外 ， 还 要 注意 防风 。 

由 于 杜 鹏 花 浅 根系 的 特点 ， 地 上 部 分 枝条 生长 相对 茂密 发 过 ， 所 以 
遇 强 风 袭 击 时 ， 根 系 基本 没有 能 力 支撑 沉重 的 树冠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非 常 幸运 的 是 基本 没有 发 生 过 能 引起 破坏 性 的 大 风 。 但 在 
有 风 害 的 地 区 ， 在 植物 园 内 生长 几 十 年 的 杜 鹏 花 被 连 根 拔 起 的 惨 象 
时 常 都 会 出 现 ， 因 此 防风 是 杜鹃 花 后 期 管理 最 关键 措施 之 一 。 

在 有 风 害 的 地 区 引种 栽培 杜 胸 花 ， 要 首先 栽培 或 考虑 与 杜 鹏 花 
伴生 的 高 大 乔木 树种 或 绿 篇 。 杜 鹏 花 小 苗 应 在 苗 围 或 有 保护 的 区 域 
Mie B50 ~ 60 厘米 高 后 再 移植 到 大 田 栽 培 。 在 英国 的 苏格兰 地 区 ， 

1 Rg 

a 



+ 
区 
多 

é 
L 

图 4-24 
克 瑞 植物 园 的 护 风 林 

许多 植物 园 中 都 是 当地 著名 的 杜 鹏 花 栽 培 园 ， 引 种 栽培 中 国 杜 鹏 人 花 

多 在 200 种 以 上 ， 这 些 植物 园 所 面临 的 最 大 的 问题 是 风 害 。 一 些 园 林 

在 当 风 的 一 面 密 植 数 10 米 宽 的 梨子 植物 的 条 珊 ， 对 于 防止 杜 鹏 化 风 

害 非 常 有 利 〈 图 4-24) ， 也 有 植物 园 利 用 人 工棚 架 房 栽培 杜 鹏 小 盏 

(图 4-25) ， 以 防风 害 或 冻害 。 

关于 风 害 ， 有 多 年 杜 鹏 伦 引 种 栽培 经 验 的 彼得 : 考 死 斯 就 多 次 踢 

== es — > ss SN 

SA ew 

图 4-25 ”爱丁堡 植物 园 的 条 形 棚 房 ， 小 苗 越 冬 、 防 风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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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冻 害 的 山 育 杜鹃 
有 .oreotrephes 的 叶 

Val: 在 负 国 ， 和 干旱、 霜冻 仅仅 是 在 一 定 程度 上 造成 杜鹃 花 的 伤害 ， 
但 大 风 可 能 将 几 代 人 经 营 的 杜鹃 花园 毁 于 一 旦 。 因 此 要 保证 成 功 引 
种 栽培 杜 鹏 花 ， 防 风 是 非常 重要 的 。 在 Glendoick Hal, Yea FFARR 
ARENT, MW A2~3 米 厚 修剪 整齐 的 裸子 植物 (多 为 柏 科 的 种 
类 ) 作 绿篱， 将 低 于 1 米 高 的 杜 鹏 花 小 苗 种 于 其 间 ， 对 于 防风 起 了 -一 
定 的 作用 (图 3-32) 。 

(4) 防寒 (图 4-26) 

在 许多 人 看 来 杜 鹏 花 是 一 类 特别 耐寒 的 物种 ， 因 此 谈 诊 杜鹃 花 
ees ee aint 是 所 在 地 的 高 温 对 杜 鹏 花生 长 可 能 
ie KAT RM], SEC REAL, 高 山 常 绿 杜 鹏 花 的 原 分 布 区 多 数 都 有 寒冷 
的 冬天 ， 大 雪 履 盖 地 面 数 月 ， 但 是 厚 厚 的 积 雪 长 时 间 覆 盖 对 杜 鹏 花 
实际 上 是 一 种 保护 ， 好 像 给 杜鹃 花 根 周围 盖 上 了 一 层 棉 被 ， 虽然 空 
气温 度 很 低 但 土壤 温度 仍然 较 高 。 华 西亚 高 山 植 物 园 曾 在 3 年 间 对 积 
ib i830 厘米 厚 的 土壤 表面 进行 过 测试 ， 土壤 表面 下 10 厘米 处 的 
dim RE (SR LEO CLE, 这 种 地 面 温度 低 于 土壤 表面 下 温度 的 好 处 是 ， 
当 植 株 地 上 部 分 生长 基本 停止 ， 根 部 仍 有 -一定 的 吸收 能 力 ， 其 结果 
征 不 会 由 于 地 上 部 分 过 度 生 长 、 根 吸 收 停止 引起 大 量 营养 消耗 ， 从 
而 保证 杜 鹏 花 的 正常 生长 。 防止 杜 鹏 花 冻 害 的 方法 有 很 多 ， 在 原 产 
地 杜 鹏 花 上 层 乔 木 或 高 大 的 灌木 都 是 杜 鹏 花 的 保护 企 。 林 下 生长 的 
ALAS TE A] DA Siti $8 2 

任 欧 洲 许 多 植物 园 ， 入 冬 前 会 将 一 些 保存 数量 很 少 . 而 又 不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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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再 栽 到 园 内 。 或 和 人 冬 前 在 杜 鹏 花 的 根 周 围 盖 上 20 厘 米 厚 的 枯 叶 、 

粗 木 屑 等 对 杜 鹏 花 的 抗 塞 也 有 一 定 的 作用 。 当 然 这 只 是 针对 量 少 而 

且 植 株 较 小 的 种 类 而 采取 的 防冻 措施 ， 对 于 多 数 植物 园 来 说 ， 选 择 

林 上 有 良好 保护 的 栽培 地 更 为 重要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也 需要 对 杜 鹏 花 小 苗 进行 防冻 保护 ， 方 法 

是 在 进入 霜 期 前 将 这 部 分 小 苗 移 人 大 棚 内 或 遮盖 小 皇 。 

(5) 水 肥 管 理 

充足 的 水 分 、 特 别 是 空气 温度 的 保证 对 于 杜 锡 伦 的 生长 十 分 有 

利 。 

杜 鹏 花 对 水 的 需求 没有 一 定 的 规律 ， 取 决 于 不 同 种 类 、 当 地 

的 自然 条 件 、 气 候 变化 。 在 春 、 夏 季 有 充足 降雨 的 地 区 ， 几 乎 不 用 

进行 谈 灌 就 能 保证 杜 竟 花生 长 过 程 对 水 分 的 需求 ， 如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庐 山 植 物 园 以 及 苏格兰 地 区 的 许多 植物 园 ， 移 植 栽培 杜 角 

花 后 基本 不 用 痊 水 。 但 在 降雨 量 不足 的 引种 栽培 地 区 则 需要 大 量 水 

DHF. AAAS IERIE, BARTER, DRIER K KN GE 

fe, Cafe B/D HER UE3O KIS AD. BARGE Tk a ef IY A 

re ESB AB A, kK EE A BOR, ， 以 保证 植 

株 充 分 吸收 。 

在 西方 部 分 植物 园 采 取 地 面 覆 盖 的 方法 保持 土壤 湿度 ， 也 值得 

借鉴 。 一 征 利用 杜 竟 花 林 下 的 杂 草 ， 只 有 当 杂 草 已 经 严重 影响 了 杜 

鹏 人 花生 长 发 育 时 才 进 行 适 当 清 理 。 园 丁 们 普 志 认为 : 在 杜 鹏 人 花 植 株 

周围 保留 适量 杂 草 ， 当 干旱、 光照 过 强 时 一 方面 可 以 保持 土壤 的 保 

湿 ， 另 一 方面 还 可 以 防止 强 光 直接 曝晒 散布 在 土壤 表面 下 的 杜 锡 花 

懂 根 ， 对 杜 竟 伦 的 正常 生长 有 利 。 保 持 土壤 湿度 的 另 一 种 方法 是 : 

将 枯 叶 、 粗 木 居 等 铺盖 在 杜 况 伦 植株 周围 ， 这 些 材料 除了 保 齐 外 ， 

还 可 防止 杂 草 生长 ， 同 时 它们 在 缓慢 分 解 过 程 中 也 能 补充 一 些 养 料 

到 土壤 ， 对 杜 况 伦 的 生长 十 分 有 利 。 在 英格兰 地 区 ， 当 气温 偏 高 、 

少 降水 时 ， 一 些小 型 植物 园 对 栽培 在 较 暴 露地 的 杜 锡 花 保湿 措施 

ye: 充分 府 洪 后 用 几 层 厚 的 麻袋 盖 在 杜 鹏 花 根 周围 ， 上 面 再 盖 上 一 

些 枯 枝 、 木 居 等 ， 这 样 的 处 理 可 以 较 长 时 间 保 持 根 周围 温度， 不仅 

对 杜 鹏 花 的 正常 生长 有 利 ， 还 可 节省 大 量 的 劳力 和 水 源 ， 当 然 这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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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只 能 在 引种 量 很 少 的 植物 园 可 以 采用 。 
每 年 的 枯 枝 落叶 是 补充 杜鹃 花生 长 所 需 养 分 的 主要 途径 ， 因 此 

在 一 个 成 熟 的 植物 园 里 ， 一 般 不 需要 为 杜 胸 花 人 为 施肥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定 植 近 20 年 的 成 熟 植株 ， 仅 是 在 每 年 的 盛 花 后 显 出 缺 
乏 营 养 的 症 兆 ， 但 翌年 春天 又 恢复 生机 嚼 然 。 在 暂时 缺乏 大 量 枯 枝 
落叶 分 解 补 充 养分 的 植物 园 ， 采 取 3 一 5 年 人 为 补充 换 土 的 方法 ， 基 
本 可 以 避免 人 工 肥 的 施用 。 

(6) 杂 草 清理 
杂 草 清理 对 杜 鹏 花 小 苗 的 栽培 管理 尤其 重要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杂 章 的 生长 速度 远 远 超过 杜 鹏 花 的 生长 速度 ， 不 足 1 米 高 的 
植株 在 大 田 栽 培 后 ， 一 年 后 可 能 已 被 杂 章 埋没 ， 所 以 清理 杂 章 是 栽 
培 管理 杜 鹏 花 的 主要 工作 之 一 。 

对 杜 鹏 花 根 周围 杂 草 清理 要 注意 保护 根系 ， 最 好 的 方法 是 用 手 
拔除 杂 草 ， 因 为 无 论 使 用 任何 一 种 工具 对 分 散在 地 表 的 根系 都 会 有 
伤害 ， 对 于 一 个 大 量 引种 栽培 杜 胸 花 的 植物 园 来 说 ， 这 样 做 工作 量 
之 大 可 以 想象 ， 因 此 更 重要 地 是 防止 杂 草 生 长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曾 经 对 部 分 开花 植株 采取 了 每 2 一 3 年 换 土 的 方法 ， 结 果 不 仅 控 
制 了 大 量 杂 草 ， 还 为 杜 鹏 花 的 生长 发 育 补充 了 营养 物质 。 方 法 是 ， 
将 杜 鹏 花 根 周 围 表 土 移 去 ， 再 盖 上 园 内 已 经 堆放 成 熟 的 新 土 ， 操 作 
时 要 注意 对 分 散在 地 表 的 根部 保护 。 当 然 ， 这 样 的 操作 对 于 每 年 需 
要 大 量 除草 的 植物 园 来 说 也 是 不 现实 的 ， 因 此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所 采用 的 杂 草 清理 仍 是 林业 上 传统 的 、 每 年 一 次 大 面积 的 砍 蓝 。 今 
人 遗憾 的 是 工人 们 几乎 每 一 次 都 将 铲除 的 杂 草 ， 堆 在 附近 的 杜 鹏 花 
周围 ， 数 年 下 来 虽然 杂 章 在 腐烂 过 程 中 也 为 杜 鹏 花生 长 发 育 增加 了 
一 定 的 营养 ， 但 对 于 杜 鹏 花 本 身 来 说 ， 大 量 堆积 所 起 到 的 效果 与 栽 
尖 过 深 一 样 。2004 年 曾 对 这 部 分 植株 观察 ， 发 现在 一 些 植株 下 部 堆 
只 的 杂 草 厚度 已 经 达 60 厘 米 左 右 ， 导 致 植株 生长 不 良 ， 叶 面 布 满 病 
班 、 部 分 叶 过 早 脱落 等 ， 应 尽早 清理 。 

为 了 保证 杜 鹏 花 健康 生长 ， 每 年 还 要 对 那些 死 的 枝条 、 病 枝 及 
傅 长 枝 等 进行 修剪 。 修 剪 最 好 是 在 早春 进行 ， 注 意 清 理 修剪 后 的 病 
仪 ， 在 早春 较 干 燥 的 地 区 ， 修 剪 后 注意 补充 足够 的 水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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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病虫害 观察 及 防治 
关于 杜 鹏 花 病 虫害 的 研究 和 防治 ， 国 外 已 有 许多 报道 ， 这 里 

仅 介 绍 几 种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有 过 发 生 、 并 造成 一 定 影响 的 病 虫 

害 。 由 于 病虫害 的 发 生 和 表现 及 危害 性 在 不 同 地 区 会 出 现 较 大 的 差 

别 ， 因 此 各 植物 园 应 该 根据 自己 的 情况 进行 观察 和 采取 相应 的 防治 

措施 。 

(1) 病害 

D HUBIA. FLAS TERRE TM PRELAS HEM I, TTA Bl 
Wi. PE TE is ALAS HE TRAE, Boe Fhe FE19294F Se Fe] —2E S | BRK 

ORCAS TENE bd AL, We TEP ADEE ES AP od 1A Fe. 

PRET a BE ES | PES Fi HALAS EE, FR) er EL 

这 类 病害 由 霉菌 引起 。 病 菌 主要 通过 土壤 从 植株 根 双 部 侵入 ， 

破坏 根 荃 部 形成 层 的 活动 ， 并 导致 根 季 部 木质 部 软化 、 腐 烂 。 播 种 

小 苗 在 感 戎 后 植株 出 现 枯 赣 、 倒 伏 至 死亡 ; 受 感 染 的 成 年 植株 主要 

表现 是 : HIB, HACK Pe HB Pk, Bea. 

CL. slik nS E RRA EAR ERAT: 栽培 地 过 于 低 

HERA ME, wh RE GE MARES 5 tga PEA re dik, fe PPS JO YY re 

则 是 小 苗 发 病 的 主要 原因 。 无 论 是 小 苗 还 是 成 熟 植株 ， 根 部 不 能 

币 呼 吸 是 5 起 根 腐 病 的 主要 原因 。 | 

FE ABP rea Wd, ARIE AE EWR ALAS, 2 RELA AT 

FEBS ADT) Be AR, BE AE Ged A ERE HB AY Se ELS 

FR TE24F a FET. 199TSE TE APH) et, TS PA i BE 

mM. HR, BERAHS. SRRASAI 4) we RAE UA, 

成 搬 死 亡 。 

预防 杜 锡 人 花 根 腐 病 首 先 征 要 避免 将 植株 栽培 在 低 建 积 水 的 区 

域 ， 如 采 别 无 选择 ， 则 需要 座 挖 排水 沟 〈 图 4-22) 以 保证 杜 鹏 人 花 的 

正 汕 生长 ,高温 季节 尽量 控制 土壤 温度 ， 以 喷洒 的 方法 增加 空气 湿 

度 ， 这 样 可 以 保证 满足 杜 鹏 花生 长 对 湿度 要 求 的 同时 ， 又 不 至 于 导 

Bet at EAU. 

发 现 植株 染病 后 可 用 杀菌 剂 如 百 戎 清 等 进行 土壤 喷洒 ， 并 移 

植 ， 对 已 经 感 戎 的 备 床 ， 在 进行 下 一 次 播种 或 使 用 前 需要 进行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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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项 梢 枯死 病 。 这 是 由 真菌 引起 的 一 类 病害 ， 主 要 症状 是 感 病 

植株 的 顶部 枝条 、 尤 其 是 当年 生 枝 条 部 分 干枯 死亡。 这 类 病害 多 发 

生 在 开花 前 的 常 绿 杜 鹏 花 ， 真 菌 是 由 植株 受伤 处 (修剪 后 的 痕迹 、 折 

靳 后 的 枝条 伤口 等 ) 人 侵 。 致 病 的 主要 原因 仍然 是 由 于 栽培 地 的 高 刘 

和 高 温 ， 植 株 缺 乏 上 层 保 护 、 栽 培 地 过 于 暴露 也 是 致 病原 因 之 一 。 

杜 鹏 花 的 顶端 枯死 一 般 仅 在 顶部 枝条 干枯 ， 不 会 引起 整 株 死亡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播 种 4~ 5 年 的 止 叶 杜 鹏 中 有 发 现 ， 待 清理 枯死 

部 分 后 ， 植 株 仍然 可 以 恢复 正常 生长 。 

防止 顶 梢 枯死 的 主要 措施 有 : 避免 栽培 地 过 度 讲 温 、 植 株 上 层 

要 有 适量 的 保护 ， 对 于 已 经 染病 的 植株 ， 及 时 清理 受伤 的 枝条 ， 并 

F 关 一 Ar Ir. 
ae, = ee ip 

e's 7} a | 7 

将 修剪 后 的 病 枝 烧 、 埋 ， 以 防 新 的 感染 ， 也 可 用 杀菌 剂 对 周围 的 土 

AUR AGE TAs, See HE As P,P Ax 

类 枯死 都 会 有 一 定 帮 助 

@ 叶 和 花 部 “ 虫 瘦 ”。 这 是 发 生 在 杜 鹏 花 叶 和 花 部 的 一 类 病 

变 。 发 病 植株 首先 是 叶 或 花 辩 的 正常 颜色 减退 ， 呈 现 淡 红色 ， 因 此 

有 人 又 称 这 种 虫 冶 为 “粉红 色 虫 瘦 ” ， 病 菌 主 要 是 侵入 植株 叶 或 花 

部 幼 嫩 组 织 ， 破 坏 细胞 正 营 发 育 (图 4-27) 。 在 许多 引种 栽培 的 常 

绿 杜 人 鹏 花 中 都 有 过 报道 。 

“HI” Fe IAAL AE Re: 在 叶 的 上 表面 或 花 准 近 轴 面 形 

成 半球 形 隆 起 (这 是 由 于 叶 或 花 

锥 部 分 组 织 在 病菌 人 和 人 侵 后 加 厚 、 

肉质 化 并 肿 大 的 原因 ) ， 此 时 叶 

和 伦 辩 质地 变 和 柔软， 颜色 由 粉红 

变 为 和 白色， 最 后 肉质 部 分 颜色 变 

深 、 收 缩 ， 质 地 变 硬 ， 致 使 叶片 

或 化 瓣 变 为 畸形 、 枯 死 。 

杜 鹏 花 叶 和 花 的 “ 虫 瘦 ” 

定 由 外 担 菌 属 类 真菌 引起 ， 病 菌 

的 雨丝 体 在 土壤 里 越冬 ， 春 天 当 
bina abe Mee es | 506 4-27 83 R.decorum 

仁 朋 化 牙 开 始 明 动 时 ， 孢 子 萌 发 - si: 华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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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BRR ALAS 图 4-29 AREAS 中.rex 的 叶 斑 病 
BR.davidjj 的 叶 斑 病 

及 染 幼 芽 。 大 量 的 降水 、 高 温度 和 枝 顶 嵌 灌 有 利 真菌 孢子 传播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 这 种 病变 发 生 在 引种 栽培 于 新 官 山 的 大 

白 杜 胸 ， 受 害 植株 仅 有 少量 叶 和 花瓣 或 者 新 生 枝条 枯 韶 死亡 ， 对 整 
个 植株 不 会 引起 大 的 伤害 。 预 防 和 控制 的 方法 是 : 春天 避免 直接 从 
植株 顶部 岩 水 ， 其 次 是 经 常 对 生长 过 密 的 枝叶 进行 修剪 ， 或 移植 周 
围 拥挤 的 植株 ， 以 保证 栽培 区 空气 的 流通 ， 对 已 经 染病 的 植株 及 时 
进行 修剪 、 防 止 新 的 感染 。 

® 叶 竹 病 。 杜 胸 花 叶 斑 病 又 称 杜 鹏 花 “ 叶 褐 斑 病 ” (图 4-28， 
4-29)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是 一 类 较 常 见 的 疾病 ， 主 要 发 生 在 腺 
果 杜 鹏 、 美 容 杜 鹏 、 岷 江 杜 鹏 等 类 群 。 受 害 植株 叶 表 面 出 现 呈 圆 形 
或 近 圆 形 的 病 斑 ， 病 斑 多 发 生 在 近 叶 缘 部 分 ， 有 时 也 密 被 整个 叶 
片 。 初 时 病 斑 中 央 部 位 颜色 较 浅 ， 多 为 灰白 色 ， 随 时 间 和 距 中 心 位 
置 渐 远 而 变 为 褐色 或 暗 褐色 ， 放 大 镜 下 可 见 叶 班 上 有 明显 的 、 颜 色 
更 深 或 近 黑 色 的 小 点 。 

引起 这 类 病 斑 的 原因 在 园林 界 有 较 大 争议 ， 有 人 认为 这 是 由 
于 一 大 类 真菌 引起 ， 但 也 有 人 认为 这 是 由 一 类 病毒 引起 的 综合 性 病 
变 。 虽 然 病 源 尚 有 和 争议， 但 病因 则 是 过 度 讲 温和 栽培 过 深 。 前 面 曾 
提 及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由 于 工人 们 将 每 年 清理 的 杂 草 堆放 在 
植株 根部 周围 ， 在 园 内 林 上 过 于 荫蔽 的 小 区 ， 叶 斑 病 发 生 较 严 重 。 
因此 保证 植株 充足 的 光照 、 根 部 通风 良好 对 于 防止 这 类 病 斑 是 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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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夜间 可 以 变 成 秃 枝 ( 叶 

的 措施 。 对 于 已 染病 斑 的 植株 施用 农 、 林 第 用 的 杀菌 剂 ， 有 一 定 的 

治疗 效果 。 预 防 措施 是 : 清除 上 层 过 度 的 芮 蔽 、 清 理 根 部 过 厚 的 覆 

a, TH PRWETT Bete 

(2) 虫害 

AO FE He HALAS 16 CE oot Ms TCH at BE HB AE BLE Ae iy J 

HRA ENTE, WMA DARA ws, AES 
SPEER FEA HE AEB, (ET ol PPAR TES, TUL 

会 有 所 不 同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发 现 虫害 在 一 些 种 不 但 发 生 而 且 

有 一 定 的 危害 性 。 

© 松 毛虫 。 是 较 常 见 的 一 类 引起 杜 鹏 花 虫 害 的 鳞 翅 目 昆 虫 类 。 
幼虫 在 叶 上 蠕 行 ， 以 食用 叶肉 为 主 。 不 同 种 类 杜 鹏 花 对 松 毛虫 害 的 
敏感 性 有 很 大 区 别 : 经 观察 发 现 ， 最 敏感 的 种 类 是 美容 杜 鹏 ， 植 株 

肉 全 被 食用 仅 留 主 脉 ) (图 
4-30, 4-31) ， 在 被 害 植株 

的 蔡 基 部 可 以 找到 堆积 的 幼 

虫 ， 其 次 是 岷江 杜 鹏 等 。 虫 

害 影 响 植株 的 生长 质量 和 

际 观 ， 但 不 会 引起 植株 的 死 

它 。 防 证 的 方法 首先 是 要 子 Was =, ‘ 
解 引起 虫害 的 具体 种 类 ， 并 图 4-30 ”美容 杜 鹏 R.calophytum 
了 解 它 们 的 生活 史 ， 以 采取 被 松 毛虫 吞食 的 惨 景 
相应 的 防治 措施 。 市 场 有 多 
种 杀 虫 剂 都 可 选用 。 另 外 ， 
这 类 昆虫 总 是 成 堆 出 现在 被 
害 植株 的 基部 或 堆积 在 植株 
的 叶片 ， 人 工 捕捉 、 烧 埋 较 
容易 ， 逐 年 捕捉 可 以 减少 对 
ALAS TENS 

@ 钻 柱 虫 。 在 所 有 侵 Ef | Als 
oe ELAS ZENS BE Hah, 3x2 BB 图 4-31 jh Say cyst ee 
虫 对 植株 造成 的 危害 最 大 ， R.sinogr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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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最 后 导致 枝条 或 全 株 死亡 。 

钻 柱 虫 对 杜 鹏 花 的 危害 通常 发 生 在 成 年 的 植株 ， 幼 虫 从 从 部 破 

裂 处 或 从 有 外 伤 的 部 位 入侵 ， 进 入 植株 后 ， 星 空 节 部。 受害 植株 所 

现 出 的 病症 为 : 叶枝 褐 黄 、 枯 垂 ， 最 后 死亡 ， 由 于 症状 只 有 在 枝条 

出 现 枯 砍 后 才能 被 观察 到 ， 所 以 钻 柱 虫 ?引起 的 破坏 贡 弟 是 导致 枝条 

或 植株 死亡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 这 种 虫害 曾 在 美容 杜 鹏 和 腺 采 

杜 鹏 中 少量 发 现 。 

对 钻 柱 虫 的 防治 首先 要 掌握 它们 的 活动 规律 ， 在 幼虫 开始 活动 

的 前 1 一 2 周 ， 进 行 诱 捕 或 用 杀 虫 剂 喷 酒 植株， 一 有 旦 幼虫 进 入 树 皮 ， 

就 很 难 控制 。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幼虫 的 话 动 一 般 是 在 5 月 中 旬 开 

始 ， 受 害 植株 在 7~ SAHA, CMB AA LYK, tie 

幼虫 ， 取 得 较 好 的 预防 效果 。 一 些 有 经 验 的 果农 采用 的 方法 是 在 每 

年 春天 ， 当 幼虫 开始 活动 时 ， 用 棉 球 沾 浸 杀 虫 剂 ， 从 害虫 出 入 的 伤 

口 处 塞 进 枝条 。 这 种 方法 对 杀伤 幼虫 很 有 效 ， 但 难保 受害 的 枝条 再 

正常 恢复 生长 ， 因 此 观察 、 预 防 、 在 幼虫 进入 植株 前 捕捉 或 施用 杀 

虫 剂 功效 更 好 。 

这 里 ， 只 是 根据 自己 的 一 些 体会 和 观察 ， 简 单 介绍 几 种 已 经 在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发 生 的 病虫害 ， 远 不 能 代表 引种 栽培 杜 鹏 从 所 遭 

遇 的 所 有 病虫害 。 将 分 布 区 、 生 境 和 海拔 高 度 都 有 很 大 差别 的 杜 鹏 

从 集中 在 一 个 相对 狭小 的 种 植 园 内 ， 不 可 避免 地 引起 一 些 病虫害 的 

发 生 ， 而 且 病 虫害 的 发 生 可 能 会 与 杜 鹏 人 花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一 样 而 丰富 

多 变 ， 因 此 在 引种 栽培 过 程 中 要 根据 自己 的 情况 进行 定期 观察 ， 对 

于 病虫害 要 以 预防 为 主 。 苗 围 、 特 别 是 柳 殖 苗床 要 保持 清洁 ， 定 期 

干燥 和 杀 梢 ， 注 意 控制 植株 生长 时 的 水 、 温 条 件 ， 尽 量 避 免 高 温 、 

Ties 保证 良好 的 通风 和 光照 ;引种 时 尽量 避免 带 病 的 材料 等 ， 是 

减少 病虫害 发 生 的 最 根本 措施 。 

7. 植物 园 的 物候 观察 
对 每 一 种 植物 的 ?| 种 栽培 过 程 进行 观察 记载 ， 即 物候 观察 是 一 

项 简单 而 又 重要 的 工作 。 通 过 观察 引种 植物 的 生长 变化 ， 以 及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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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新 环境 的 适应 或 在 生长 过 程 产生 的 变异 ， 为 科学 研究 提供 第 一 手 

资料 ， 也 是 植物 园 工 作 及 管理 的 科学 依据 。 一 份 好 的 物候 观察 报告 

不 仅 对 植物 园 的 工作 很 重要 ， 深 入 研究 还 可 以 解释 许多 纯 生 态 、 区 

系 、 分 类 、 遗 传 等 学 科 无 法 解决 的 问题 ， 同时， 能 为 当地 的 农业 生 

产 带 来 不 可 估量 的 指导 作用 。 因 此 对 于 一 个 植物 园 来 说 ， 定 期 的 物 

候 观 察 非常 重要 。 物 候 观 察 记 录 的 形式 、 观 察 时 间 间 隔 的 长 短 都 可 

以 根据 植物 园 具体 的 情况 、 引 种 的 不 同 目的 而 进行 设计 。 世 界 上 任 

何 一 个 成 功 的 植物 园 ， 都 有 非常 完善 的 观 宗 记录 系统 ， 如 在 爱 丁 代 

皇家 植物 园 ， 通 过 计算 机 ， 可 以 在 园 内 碍 找 任何 一 株 大 树 的 (种 子 ) 

来 源 、 播 种 日 期 、 出 苗 期 、 定 植 时 间 、 定 植 区 ， 曾 经 历 过 的 极端 气 

候 变 化 及 引起 的 变异 等 。 在 我 国 一 些 植物 园 这 方面 也 积 票 了 很 好 的 

经 验 ， 值 得 借鉴 ， 也 要 引起 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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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去 英国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学 习 前 ， 曾 了 解 到 : 在 欧洲 

尤其 是 在 英国 ， 植 物 园 和 城堡 是 一 个 城市 的 两 个 最 重要 标志 。 到 了 

英国 果然 发 现 : 每 到 一 个 城市 或 街 镇 总 能 看 到 这 两 样 建 筑 。 如 果 有 

机 会 到 当地 朋友 家 里 去 做 客 ， 主 人 最 愿意 向 你 涛 涛 不 绝 介绍 的 就 是 

他 的 植物 园 ， 他 们 会 如 数 珍 宝 向 你 展示 园 内 所 有 的 收藏 。 民 众 对 于 

植物 园 的 偏爱 是 英国 植物 园 发 展 的 原因 之 一 。 在 英国 有 多 种 形式 的 

志愿 者 ， 以 不 同方 式 帮助 植物 园 的 发 展 和 建设 。 这 其 中 最 普遍 的 是 
“Friends of Gardens” 的 团体 。 在 欧洲 尤其 是 在 英国 无 论 植物 园 归 

属 为 何 ， 都 有 一 个 这 样 的 团体 与 植物 园 联 系 在 一 起 。 如 “Friends of 

Kew’, “Friends of Edinburgh” 等 。 这 是 一 种 非 政府 性 有 组 织 团体 ， 

他 们 所 起 的 作用 就 是 以 不 同 的 方式 为 植物 园 提 供 帮助 ， 包 括 经 费 和 

物质 等 方面 的 支持 。 在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Friends” 除 了 帮助 村 

物 园 的 工作 外 ， 还 为 一 些 到 该 园 园 艺 班 学 习 的 外 国 园艺 工作 者 提供 

进修 的 经 费 ， 为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年 轻 的 园艺 工作 人 员 提 供 到 其 他 
国家 进行 考察 学 习 的 经 费 。 不 少 植物 园 的 “Friends” 还 有 固定 时 间 

在 园 里 义务 工作 ， 为 植物 园 发 展 起 了 不 小 的 推动 作用 。 

除 这 些 有 组 织 的 团体 外 ， 在 欧洲 还 有 许多 志愿 者 会 不 定期 地 到 
植物 园 里 ， 或 参加 植物 园 的 建 园 劳动 或 为 植物 园 的 某 种 需要 捐助 一 
些 经 费 。 在 他 们 心目 中 ， 植物园 的 建设 是 为 公众 提供 美丽 的 环境 ， 
因此 为 植物 园 工作 是 每 个 人 的 责任 。 在 伦敦 、 爱 丁 堡 等 城市 都 有 这 
样 的 志愿 者 ， 利 用 节假日 组 织 在 一 起 到 一 个 植物 园 里 参加 一 些 建 园 
工作 〈 图 1、 图 2) ， 有 的 家 庭 甚 至 以 这 样 的 方式 度 过 一 年 一 度 的 家 
庭 聚 会 。 在 克 瑞 植物 园 我 曾 碰见 过 这 样 一 位 老人 ， 花 费 100 英 态 在 植 
物 园 的 苗 转 买 一 棵 不 值 10 英 态 的 小 树 ， 而 后 又 将 树苗 栽 在 园 内 。 后 
来 得 知 原来 这 是 另 一 类 志愿 者 ， 以 这 样 的 方式 支持 植物 园 的 建设 。 

AE Se Fa eK wy A SEAN. Price)， 从 事 园艺 工作 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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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深 知 来 自 中国 的 物种 在 西方 园林 中 所 起 的 作用 ， 因 此 经 常 感 

叹 “ 西 方 园 林 界 应 该 帮助 中 国 园 林 的 发 展 ”。 他 用 自己 微薄 的 力量 

筹集 经 费 以 资助 中 国 从事 园 艺 工作 的 普通 工作 者 到 苏格兰 的 有 关 植 

物 园 学 习 。 自 1996 年 参加 伦敦 的 马拉松 赛 、 到 参加 横渡 海洋 的 挑战 

赛 ， 他 曾 用 获得 的 赞助 费 资助 过 6 位 园艺 工作 者 ， 一 位 苏格兰 老人 

得 知 此 事后 ， 主 动 承担 起 这 一 费用 ， 每 年 出 资 交 苏格兰 NTS， 用 于 

资助 两 名 在 中 国 植物 园 内 从 事 园艺 工作 的 普通 工作 人 员 ， 到 苏格兰 

NTS 下 属 的 植物 园 进 行 工作 学 习 ， 至 今 已 有 6 年 时 间 。 在 这 些 志愿 者 

心目 中 ， 昌 然 资助 经 费 有 限 ， 但 至 少 可 以 为 那些 没有 机 会 外 出 ̀ 热 

爱 园林 事业 的 普通 工作 者 提供 学 习 、 观 察 的 机 会 ， 

作者 曾 与 得 到 过 资助 的 部 分 同行 有 过 接触 ， 言 谈 中 他 们 都 为 这 

样 的 机 会 而 感激 ， 通 过 观察 、 学 习 别 人 的 建 园 管理 ， 看 到 了 自己 的 

差距 和 应 该 努力 的 方向 ， 这 对 以 后 的 工作 无 疑 会 有 很 大 帮助 。 

克 瑞 园 园 长 曾 告诉 我 这 样 一 个 故事 : 一 位 老人 坐 着 轮椅 与 自己 

图 1 Friends of Brodick 的 部 分 成 员 在 克 瑞 园 义 务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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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T anime ma Mae (N.Price 摄 ) 

的 儿子 一 起 来 到 克 瑞 园 ， 希 望 在 她 去 世 后 将 遗产 捐赠 于 此 地 ， 用 于 
园 内 建设 。 这 样 的 故事 有 很 多 ， 听 来 让 人 感动 。 植 物 园 事业 的 发 展 
需要 众人 的 爱心 和 帮助 ， 多 么 希望 在 我 们 自己 的 国土 上 能 出 现 许 多 
这 样 的 志愿 者 。 到 了 那 一 天 就 不 悉 建 不 出 世界 第 一 流 的 植物 园 ， 就 
不 秋 ， 不 能 够 拥有 享 蕉 世界 的 杜 鹏 花园 ， 我 们 期 待 着 



致 谢 

无 论 是 身 处 华西 亚 高 山 植 物 园 条 件 简 陋 的 小 木屋 ， 还 是 在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宽敞 明亮 的 标本 馆 ， 每 天 我 都 怀 着 感恩 的 心情 学 

习 和 工作 。 得 益 于 朋友 、 师 长 的 恩惠 和 帮助 ， 我 庆幸 自己 能 与 美丽 

的 杜鹃 花 结缘 。 借 此 书 出 版 之 际 ， 诚 要 地 向 帮助 过 我 的 朋友 们 说 一 

声 : WH! 

感谢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的 路 安民 、 陈 伟 烈 先生 ， 是 他 们 在 

任 植 物 所 所 长 期 间 给 了 我 进入 中 国 科学 院 华 西亚 高 山 植物 园 工作 的 

机 会 ， 没 有 他 们 近 20 年 来 的 教导 和 指点 ， 我 不 可 能 走 到 今天 ， 

感谢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现任 所 长 马克 平 研 究 员 ， 没 有 他 的 

帮助 和 指点 ， 我 不 可 能 在 更 深入 地 了 解 杜 网 花 的 道路 上 走 到 今天 ， 

TS AR YY AB AH oY HH 

感谢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创 史 人 、 已 故 的 陈 明 洪 先生 ， 在 艰苦 创 

业 的 日 子 里 ， 他 的 敬 业 精 神 始终 激励 着 我 们 : 有 坚持 就 能 成 功 ， 

感谢 植物 所 植物 生态 中 心 的 董 鸣 主 任 及 同事 们 、 华 西亚 山 植物 

园 庄 乎 主任 及 全 体 同 事 多 年 来 给 予 我 的 帮助 和 支持 ， 

感谢 植物 研究 所 标本 馆 所 有 同事 们 为 我 提供 工作 的 方便 和 帮 

助 ， 

感谢 爱丁堡 皇家 植物 园 的 D.Chamberlain 博 士 ， 为 我 提供 赴 爱 丁 

堡 皇 家 植物 园 的 机 会 ， 并 安排 我 到 相关 植物 园 、 昔 团 工 作 学 习 ， 每 

到 一 处 都 得 到 同行 们 的 帮助 ， 书 中 的 部 分 照片 便 摄 自 这 些 园 林 ， 在 

此 一 并 感谢 ， 

感谢 都 江 援 市 历任 主管 华西 亚 高 山 植物 园 相 关 领 导 ， 都 江 地 

市 林业 局 的 赵 志 龙 副 局 长 与 我 共事 多 年 ， 一 直 得 到 他 无 私 的 帮助 ， 

在 本 书 的 写作 过 程 中 更 是 慷慨 寄 来 他 多 年 积累 的 照片 ， 张 宪 春 研究 

员 、 马 金 双 博士 还 有 许多 不 能 在 此 一 一 列 出 的 朋友 们 为 我 提供 照片 

和 帮助 ， 也 向 他 们 表示 感谢 ， 

感谢 母亲 的 宽容 和 善良 、 父 亲 的 坚韧 与 严格 ， 感 谢 所 有 的 家 人 

为 我 付出 的 一 切 ， 

感谢 中 国 科 学 院 生 物 多 样 性 委员 会 给 我 这 样 一 个 机 会 ， 在 本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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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写作 过 程 中 王 晨 、 侯 淑琴 老师 一 直 给 予 帮助 和 鼓励， 为 我 增添 了 

了 后 ， 要 感谢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王 美 林 研究 员 ， 我 的 每 一 
反 进 步 都 少不了 她 多 年 来 殿 切 的 关怀 ， 在 此 书 的 写作 过 程 中 ， 她 付 出 了 大 量 的 心血 为 我 指点 、 修 改 ， 没 有 她 的 辛勤 付出 ， 未 书 也 下 可 
能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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