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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猴桃属植物生物学特征特性观测
’

李瑞高 梁木源 李洁维 毛世忠

(广西植物研究阮 桂林 5引 060 )

摘 要 观测了殊猴桃属 41 个种或变种
、

变型及 2 个种间杂交后代的幼苗
、

成年植株
、

花器
、

果

实及种子等的植物学特征及物候期
、

开花结果习性等生物学特性
,

为该属植物的系统发育
、

杂交

育种选择亲本
、

定向培育以及制定相应的栽培技术措施等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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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猴桃属植物不同种的生物学特征特性各异
.

多年来我们对该属植物不同种进行了生物学特

征特性的观测
,

以为该属植物的系统发育
、

杂交育种选择亲本
、

定向培育以及制定相应的栽培技

术措施等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自然条件

称猴桃属植物种质圃分别建于桂林
、

武汉
、

北京
,

林称猴桃属植物种质圃的规模最大
,

收集的种类最多
,

林称猴桃种质圃的自然条件如下
:
试验地海拔 17 0 m

,

几个种质圃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
。

目前桂

观测内容较广泛
,

取得较完整的数据
.

桂

据雁 山气象站多年的资料
,

年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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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

最热的 7 月份平均温度 2 8 .3 ℃
,

最冷的 1月份平均温度为 8.4 ℃
,

极端高温 40 ℃
,

极端

低温一 5℃
,

冬有霜冻
,

偶见雪
.

年降雨量 1 6 5 5 .6 m m
,

干湿交替明显
,

年平均相对湿度 78 %
。

土壤为酸性红壤
,

质地为粘壤土
.

武汉试验地为海拔 23
.

3 m
,

据多年气象资料
,

年平均气温

16
.

7℃
,

极端高温 42 ℃
,

极端低温一 18
.

1℃
,

严寒期 47 d
,

年降雨量 1 100 一 1 200 m m
,

雨季集

中在 4 ~ 5 月
,

秋季干旱
.

土壤为黄褐粘壤酸性土
。

1
.

2 观测材料

收集于桂林称猴桃属植物种质圃的各种称猴桃
,

都进行了生物学特征特性观察和测试
,

因一

些种收集较晚
,

未进人开花结果期
,

取得的资料尚不完整
,

有待进一步的观测
,

现仅将取得较完

整资料的种进行生物学特征特性报道
。

计观测的种有软枣称猴桃 (A ct in iid a a gr ut a
va

r
.

a gr ut a)
、

紫果称 猴桃 ( A
.

a 馆u r a va
r

.

尹u , u r e a )
、

河南称 猴桃 ( A
.

h e n a n e n s .ls )
、

狗枣称猴桃 ( A
.

ko lo m ikt
a
)

、

葛枣称猴桃 ( A
.

p o

gly
a m a )

、

对尊称猴桃 ( A
.

v a vl a r q v a .r v a vl a z a )
、

大籽称猴桃

( A
.

m a e r o胡 e

mr
a v a .r

am
e
or 护 e rm a )

、

梅叶称猴桃 ( A
.

阴 a e , o研 e

mr
a v a .r m m

o i d se )
、

革叶称猴

桃 (注
.

r u b r ic a u
ils

v a r
.

e o r ia c e a )
、

京梨称猴桃 (注
.

e a
llo sa v a r

.

h e n理 i )
、

异色称猴桃 ( A
.

e a
llo sa

va
r

.

成甜 o le ;
)

、

柱果称猴桃 ( A
.

cy iln dr ic a
va r

.

cy iln dr ic a
)

、

钝 叶称猴桃 ( A
.

cy iln dr ic a
va .r

er ict
u

lat
a fo mr

.

ob ut s

扣 ila )
、

网脉称猴桃 ( A
.

cy l t’n dr i c a va
r

.

er ict
“ la t a)

、

华南 称猴桃 ( .A

脚 cu op 妙 lla
v ar

.

g la cu op 妙 lla )
、

金 花 称 猴 桃 ( A
.

hc yr 二。 ht
a )

、

中 越 称 猴 桃 ( .A

in do hc in en 廊 )
、

清风藤称猴桃 ( A
.

sa b ia foe ll’a )
、

美丽称猴桃 ( A
.

m lle l’a an )
、

奶果称猴桃 ( .A

e a r n o s才fo l ia v a .r g la u c e ,vc e n s )
、

长叶称猴桃 ( A
.

h e m s l妙 a n a v a r
.

h e o s

ley
a n a )

、

粉毛称猴桃 ( A
·

户` ” 口 as )
、

密 花称猴 桃 ( A
.

r

ouf
t r ic h a v a r

.

g ot 二 e r a r a )
、

黄 毛称 猴 桃 ( A
.

fu l v ic o脚 a v a .r

fu lv ico m a )
、

绵毛称猴桃 ( A
.

fu vl i e o m a v a .r al n a t a )
、

糙 毛称猴桃 ( A
.

fu vl ic o , a v a r
.

al n a t a

fo
rm hl’r su at )

、

阔叶称猴桃 (A
.

aI tlfo ll’a va
r

.

al t扣 ial )
、

脱毛阔叶称猴桃 (.A al t如 ial va .r g al b ar )
、

安息香称猴桃 ( A
.

s yt r ac lfo ial )
、

毛花称猴桃 ( A
.

er ia nt ha )
、

秃果毛花称猴桃 ( A
.

。 r ia nt ha va .r

ca vle cs en s)
、

江西称猴桃 ( A
.

j ia gn x ie sn is )
、

两广称猴桃 ( A
,

lI’a gn 害au gn en 廊 )
、

中华称猴桃

( A
.

ch in en 廊 va .r ch in en 廊 )
、

美 味称 猴桃 ( A
.

de lI’c to as )
、

绿果 称猴 桃 ( A
.

del
ic l’o as va .r

ch to ro ca rP a )
、

浙江称猴桃 ( A
.

hz ej ia gn en s is )
、

漓江称猴桃 ( A
.

ilj ia 程g e n

廊 )
、

桂林称猴桃 ( .A

gU i li ” en 廊 )
、

大花称猴桃 ( A
.

gr an 劝刀d ar )
、

山梨称猴桃 ( A
.

r

auf ) 等 41 个种及重瓣称猴桃 (中

华 x 毛花 )
、

江山娇称猴桃 (毛花 x 中华 ) 等 2 个种间杂交后代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植物学特征特性

.2 1
.

1 幼苗形态特征 对称猴桃属植物 23 个种进行了幼苗形态特征的观察
.

称猴桃属植物的

种子播种后先长胚根
,

后出子叶
。

胚根肥壮
,

子叶椭圆形
,

易区别于其它杂草
,

但各种间不易区

别
.

继子叶之后初生几片真叶
,

各种间也较难区别
,

其它形态特征见表 1
.

表 l 表明
,

称猴桃属植物不同种幼苗的叶形
、

叶色
、

毛被及长势等显示 出多样性
,

以叶形而

言
,

叶片有椭圆形
、

披针形
、

卵形
、

长卵形等多种形状
,

这些差异为我们进行苗期鉴别提供了依

据
。

2
.

1
.

2 成年植株形态特征 称猴桃属植物不同种幼苗期的形态特征有较大的差异
,

而成年植

株的差异更为显著
。

不同种的株型
、

茎干皮色
、

枝条的质地
、

皮色
、

毛被以及叶片形态
、

颜色
、

毛被等特征均有较显著差异
。

以株型而言
,

可分为大株型
、

中株型及小株型 3 个类型
。

不同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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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群的长势
、

生长量均不同
.

一般而言
,

大株型的种的植株生长迅速
、

旺盛
、

分枝多
,

小株

型的种其植株长势较弱
,

生长量较少
,

分枝也较少
,

但也有些小株型的种
,

植株长势较旺
,

分枝

较多
。

不同种的植株特征特性见表 .2

表 1 各种称猴桃幼苗形态特征简要 (一年生苗 )

苗高 苗粗

种的名称

(
e

m) ( cm)

苗茎 叶 片 根 系

宽
些.19.13.52.21.26.35.22.31颜色 形状

淡绿 椭圆

萦绿 披针

颜色 毛被 毛色
支根数 支根长

(菊

须根

情况

少中多多多多中多多中中中多少多多多多多多多多中

.85.145.360.170.95.124.230.200.168.230.170.170.250.130姗.250.160.316

.jōfù月矛6J̀4
,,ù哎」

633575657465545.29.18.18..2657.11.58.61.61.82.38.98..8637.21

: ,
.

n一2193,
.

0157IA玉̀口一民4丘38569564

软枣称猴桃 3一 6
.

5 .0 12~ 0
.

25

紫果琳猴桃 7 ~ 2 0
.

0 0
.

23 一 0
.

3 5

对粤称猴桃 8 4一 17 2 .0 3 0一七
.

5 0

大籽称猴桃 7 ~ 83 .0 25 ~ .0 45

革叶称猴桃 7~ 1 13 0
.

25~ 0
.

5 5

京梨称猴桃 10一 4 3 0
.

20 一 0
.

5 0

异色称猴桃 2 ~ .6 7 0
.

抖 ~ .0 呀

柱果称猴桃 6一 8 4 0
.

3 0一 0
.

7 0

金花称猴桃 6~ 3 4 0
.

3 0 ~ 0
.

5 0

中越游猴桃 论 ~ 85 .0 20 ~ 。
.

40

清风藤豁猴桃 n 一 6 .8 5 0
.

20 ~ 0 .2 5

美丽称猴桃 1 3~ 8 0 0
.

2 0一 0
.

5 0

长叶称猴桃 6一 1 0 5 0
.

3 0一 0
.

7 5

粉毛称猴桃 l一 2 .2 .0 08 一 0
.

巧

绵毛称猴桃 8一 6 7 0
.

3 0一 0
.

7 0

糙毛称猴排 9一 7 8 0
·

2 5一 0
·

6 0

阔叶殊猴桃 5 ~ 10 4 0
.

3 0 ~ 0
.

6 5

毛花称猴桃 1 1~ 7 6 0
.

4 0 ~ 0
.

7 0

两广称猴桃 6 ~ 5 8 .0 20 ~ 0
.

7 0

中华称猴桃 23 ~ 13 3 0
.

3 0 ~ 0
.

70

美味称猴桃 17~ 1 10 0
.

4 0一 0
.

7 0

浙江称猴桃 3 ~ 1 14 0
.

2 5 ~ 0
.

6 5

山梨称猴桃 2
.

7 ~ 5
.

8 0
.

13 ~ 0
.

26

青绿

浅绿

褐绿

褐

灰绿

绿

褐绿

绿

淡绿

褐绿

淡绿

紫红

灰绿

暗绿

褐绿

淡绿

褐绿

青绿

青绿

褐绿

卵

心形

披针

卵

披针

披针

披针

披针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绿

暗绿

深绿

绿

( c田 )

26 .9

15
.

0

25 .0

16
.

5

1.2 0

.104.82.18..119119.111-121.77.119120.90.35
长卵 绿

、

脉紫

披针 深绿

卵 绿

椭圆 紫绿

卵 灰绿

椭圆 淡绿

长卵 青绿

紫红 椭圆

绿

深绿

青绿

淡青

绿

绿

绒毛 白

短刚毛 白

绒毛 黄褐

无 /

刚毛 黄白

绒毛 灰白

短刚毛 浅黄褐

硬毛 黄揭

无 /

无 /

绒毛 /

绒毛 棕红

绒毛 棕褐

短刚毛 紫红

绒毛 灰白

绒毛 黄褐

无 /

绒毛 淡白

绒毛 紫红

绒毛 黄绿

硬毛 黄褐

短刚毛 黄白

绒毛 白

卵卵卵朴卵,,,阔互

2
.

1
.

3 不同种花的形态特征 花器官是植物遗传性比较稳定的特性
,

不仅是植物分类的重要

依据
,

也是植物选育种的重要依据
。

称猴桃属植物均为雌雄异株
,

种间无论是雄花花器官或雌花花器官均有较大的差异
.

以花序

柄长度而言
,

有些种很长
,

而有些种却很短
,

前者长于后者 10 倍 以上
.

花瓣颜色多样
,

有白

色
、

黄色
、

青绿色
、

黄绿色
、

金黄色
、

粉红色以及深红色等
。

花药的颜色也是多样的
,

有淡黄

色
、

绿黄色
、

橙黄色
、

金黄色
、

褐黄色
、

黄色
、

褐色
、

暗褐色
、

紫黑色以及黑色等
.

花瓣和花药

的颜色可以说五彩缤纷
.

从这点来说
,

称猴桃属植物是很好的园林观赏植物
.

称猴桃属植物的花

丝多少也表现较大差异
,

多的可达 158 枚
,

少的仅 18 一 22 枚
,

前者为后者的 7 倍
.

从雄花花器

官来看
,

多数种的花柱已完全退化
,

而少数种的花柱却仍可见到残留
,

个别种还能见到发育不正

常的花柱
,

如异色称猴桃
、

网脉称猴桃
、

长叶称猴桃
、

毛花称猴桃
、

绿果称猴桃等
.

同一种的雄

花和雌花在结构上亦有一定差异
,

以中华称猴桃为例
,

除了雄花子房退化变小
、

花柱已完全退化

外
,

雌花的花序柄比雄花的短而粗
,

小花柄也如此 花朵相对而言也较大
,

这可能是有利于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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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
.

相反地雄花的花丝比雌花的多而长
.

绿果称猴桃雄花还可见到柱头发育不正常的花柱
,

其花柱数量正好是雌花的一半
,

这是巧合或发育特性
,

目前还不能作出结论
.

称猴桃属植物不同

种花器官结构上的差异
,

也说明称猴桃属植物是一个复杂的大群体
,

且是还在分化中的大群体
,

以绿果称猴桃而言
,

如前所述其雄花还保留了雌花半数的花柱外
,

其雄花的花冠大小
、

花丝多

少
、

长度等介于中华称猴桃和美味称猴桃之间
,

这些特征可能说明它是后两者的自然杂交后代
,

从它在广西的 自然分布情况
,

只有中华称猴桃和美味称猴桃混交的地区才出现绿果称猴桃
,

这也

间接证实了上述观点
,

绿果称猴桃还在分化中
.

.2 1
.

4 果实和种子形态特征特性 果实和种子的特征特性是称猴桃属植物的重要特征特性
,

因此对称猴桃属种质圃中已结实的种
,

在果实成熟期采收果实
,

分大
、

中
、

小三级按比例选择有

代表性的 10 个果
,

观测其果形
、

大小
、

颜色
、

毛被
、

警片存脱
、

果皮厚薄
、

果重
、

果肉颜色
、

汁液多少
、

风味及种子形态
、

颜色等性状
。

观测结果表明
,

称猴桃属植物果实形状有长圆形
、

短

圆形
、

卵圆形及近圆形等
。

果皮颜色有绿色
、

淡绿色
、

黄褐色
、

褐色
、

紫色之分 ; 果顶有平
、

微

凸或微凹等 ; 曹片有脱落
、

宿存之别 ; 至于果实大小则差异更大
,

最大单果重达 1 14
.

2 9
,

小的

仅 .0 8 9
,

平均单果重大的 59 .5 9
,

小的仅 0 .4 2 ;9 果肉颜色有绿色
、

淡绿色
、

黄绿色
、

暗绿色
、

翠绿色
、

黄橙色
、

深绿色
、

黄至紫色及绿至紫色等
.

果实的风味也各异
,

有清甜
、

甜酸
、

苦甜
、

酸甜
、

微甜
、

酸
、

微酸
、

稍酸等之别 ; 不同种的单果含种子数差异也较大
,

最多的为秃果毛花称

猴桃
,

单果含种子数达 7 18 粒
,

其次为桂林殊猴桃
,

单果种子数 6 57 粒
,

单果种子含量最少的是

金花称猴桃仅 37 粒
。

种子大小也相差甚远
,

有的种其种子千粒重为 .8 3 9
,

如大籽称猴桃
,

而有

的仅有 0
.

16 9
,

如糙毛称猴桃
.

种子的颜色也表现多样性
,

有褐色
、

浅褐色
、

黄褐色
、

暗褐色
、

黑褐色
、

深褐色
、

栗褐色
、

棕褐色等
.

称猴桃果实的其它特征诸如果皮
、

果点
、

茸毛等在不同种

伺也显示较大差异
,

由于篇幅所限
,

在此不一一描述了
。

2
.

2 物候期

多年来
,

我们观察了称猴桃属植物在桂林雁山的立地条件下物候期
。

结果表明
,

称猴桃不同

种的物候期各异
,

大多数于 2 月中旬至 3 月上旬开始萌动
,

而中越称猴桃则于 1月下旬即开始萌

动 ; 狗枣称猴桃
、

钝叶称猴桃
、

脱毛阔叶称猴桃
、

毛花称猴桃
、

秃果毛花称猴桃
、

绿果称猴桃等

则延至 3 月下旬才开始萌动
.

中越称猴桃
、

中华称猴桃
、

美味称猴桃
、

漓江称猴桃等的花期较

早
,

始花期于 4 月上旬
,

而绵毛称猴桃
、

糙毛称猴桃
、

阔叶殊猴桃
、

脱毛阔叶称猴桃
、

桂林称猴

桃等的花期较迟
,

延至 5 月中下旬
,

有些年份延至 6 月上中旬
.

绵毛称猴桃
、

糙毛称猴桃
、

两广

称猴桃等在 8 ~ 9 月份出现二次开花
.

在武汉种植的阔叶称猴桃
、

两广称猴桃的花期延至 7 月中

旬
,

有些杂交 F ;
代一年多次开花

,

从 5 月 ~ 10 月开花 5一 6 次
.

同一种不同年份的物候期亦有

差异
.

以中华称猴桃而言
,

一些年份的萌动期为 2 月下旬
,

花期为 4 月上旬
,

而另一些年份的萌

动期为 3 月上中旬
,

花期为 4 月下旬
,

不同年份的物候期相差半个月左右
.

另外
,

同一种的不同

个体间的物候期亦有一定的差异
,

这可能与各个种的地理分布有关
,

是各个种长期 自然选择的结

果
,

有待进一步研究其生态生物学特性
.

一般地
,

春季温度较低的年份
,

称猴桃的物候期相对延

迟
,

温度偏高的年份则相对提前些
.

1 3 开花结果习性

作者对称猴桃属 24 个种进行了开花结果习性观测
,

每个种或变种
、

变型选一代表植株
,

每

株选 2 个标准枝进行观测
,

标准枝长度以 自然生长的长度而定
,

枝条粗壮
,

发育充实
,

生长状况

处于植株各类枝条的中上水平
。

观测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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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测结果
,

称猴桃属植物不同种的开花结果习性有较大差异
,

枝条萌芽率较高的可达

84
.

2%
,

低的仅 14
.

3%
。

称猴桃属植物于春季抽生的枝条成结果枝的比率较高
,

有些种的春梢几

乎都可成为结果枝
,

如革叶称猴桃
、

柱果称猴桃
、

网脉称猴桃
、

中越称猴桃等种的结果枝率达

10 0%
,

但有些种的春梢成为结果枝的比率较低
,

如大籽称猴桃
、

清风藤称猴桃等
,

仅分别为

22
.

2% 和 23
.

6%
。

琳猴桃属植物种间的花序数和每花序有花朵数量也显示出较大差异
,

多数种的

每花序有花 1一 3 朵
,

部分种的每花序仅有花 1朵
,

少数种的每花序有花数较多
,

如阔叶称猴桃

每花序有花数少的 5 朵
,

多的达 3 0 朵
,

形成一个花球
。

表 3 各种称猴桃开花结果习性观测记录 19 8 8一19 9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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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籽称猴桃

革叶称猴桃

柱果殊猴桃

网脉称猴桃

金花称猴桃

中越称猴桃

清风藤琳猴桃

美丽琳猴桃

奶果称猴桃

粉毛称猴桃

密花称猴桃

绵毛琳猴桃

糙毛称猴桃

阔叶称猴桃

安息香琳猴桃

毛花殊猴桃

两广称猴桃

中华称猴桃

美味称猴桃

绿果称猴桃

漓江称猴桃

桂林称猴桃

山梨称猴桃

称猴桃属植物的花期有长有短
,

有些种单株的花期相当集中
,

如漓江称猴桃和美味称猴桃
,

单株从始花到花末期仅 3 d 时间
,

而奶果称猴桃
、

粉毛称猴桃等种
,

单株从始花至花末期可达

15 ~ 17 d
.

称猴桃属植物雄花的现蕾期 25 一 30 d
,

有的长达 50 多 d
,

开放时间多在上午 4 时 ~ 8

时
,

少数在下午开放
,

单花开放一般 2 ~ 4 d
。

雌花现蕾期亦为 25 一 3 0 d
,

开放时间多在清晨 4

时一 6 时
,

少数 8 时以后开放
,

极少数在下午开放
,

单花开放 2 ~ 3 d
.

无论是雌株或雄株
,

开花

顺序一般是 自下而上
,

由内到外开放
,

但由于枝条强弱和着生部位不同而略有差异
。

称猴桃属植物的结果母枝从基部 l 一 10 节的混合芽抽生结果枝
,

不同种抽生结果枝的起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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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
,

如中华称猴桃等多从基部的第 2一 3 节开始有结果枝 ; 中越称猴桃多从基部的 4 ~ 7 节开

始有结果枝
,

阔叶称猴桃多从基部的 4一 or 节开始有结果枝
.

不同种的结果母枝抽生结果枝的数

量不同
,

如中华称猴桃每条结果母枝抽生当年结果枝 1一 2 0 条
,

中越称猴桃为 1一 17 条
,

阔叶称

猴桃 4 一 19 条
.

每结果枝有果序数因不同种而异
,

中华称猴桃每结果枝有果序数 1~ 9
,

每果序

有果 1一 3 个
,

多为 3 个
,

一条果枝有果数多的可达 18 个 ; 中越称猴桃每结果枝有果序数 1一

11
,

每果序只有 1个果 ; 阔叶称猴桃每结果枝有果序数 1一 10
,

每果序有果 5 一26 个
.

称猴桃属

植物开花结果习性的差异是受多因子的影响
,

引种的适应性
,

开花时的气候因子
,

植株的年龄
、

生长情况
,

标准枝的代表性以及植株与其接近雄株的程度等都是影响座果的重要因素
,

从而有些

种的座果率较高
,

有些座果率很低
。

3 讨 论

3
.

1 称猴桃属植物种质资源丰富
,

自然分布广泛
,

有些种生境特殊
,

趋于濒危灭绝危险
,

因

此
,

称猴桃属植物迁地保护
,

研究各种的特点
,

对这一珍贵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

保护以及系统

发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

而这项工作是艰苦的
、

大量的
、

较长期的任务
,

不仅需要同

行的互相支持
,

还需要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及支持
,

才能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

3
.

2 称猴桃属植物的物候期
、

植株
、

花器
、

果实等形态特征
,

开花结果习性等均有较大差异
,

为良种选择和杂交亲本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同一种的个体差异
,

有利于不同成熟期的良种

选择
,

应充分利用这一特性
,

还应以各种的生长特性
、

物候期和开花结果习性为依据制定包括施

肥
、

修剪
、

授粉
、

病虫防治
、

采收等不同的栽培技术措施
,

以保证获得好的收成
.

3
.

3 称猴桃属植物不同种的生物形态学的某些特征
,

如花器结构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

说明该属

植物是一个复杂的大群体
,

这些差异使各种各 自独立于大群体中
,

而且还在分化之中
,

已经或者

正在产生一些新的种
.

但是
,

各种之间仍保持着一定共性与亲缘
,

某些生物形态学的特征近于相

似
,

差异不大
,

可能成为诸多种集合成大群体的条件
.

称猴桃属植物迁地保护
,

建立种质圃
,

为

称猴桃的生物形态学特征观测提供了条件和活的材料
,

使称猴桃属植物分类的研究更为成熟和深

刻
。

黄仁煌
、

王圣梅
、

姜正旺等同志参加本项目研究
,

提供了在式汉的部分称猴桃种生物学特征

特性观测材料
,

致以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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