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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马银花的资源状况及其生长规律的调查研究
’

张长芹 冯宝钧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阮 昆明 6 5020 叼

摘 要 本文对红马银花 (R hoe勿山加物 n ,血 iil ) 的资源状况进行了样方调查和综合分析
,

探讨了

该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
,

并对其有性繁殖及栽培进行了研究
,

为该种的异地保护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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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马银花 ( R
.

, ia ill’ ) 属于杜鹃花科
,

杜鹃花属中的马银花亚属
,

该花于早春二月盛开
,

是

常绿高山杜鹃花中的早花种类
,

尤其是它的鲜红的花色和其钟状的花型
,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

红马银花在常绿杜鹃花中稍耐干燥气候
,

因此
,

是培育稍耐旱杜鹃花品种的较为优良的亲本材料

之一 然而
,

由于长期不合理的砍伐
,

其资源 日趋减少
,

目前正处于灭种的绝境
,

为拯救这一珍

贵的濒危花卉树种
,

更好地开发利用红马银花资源
,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 〕进行了红马银

花资源状况及其生长规律的研究
.

1 研究地区的自然概况

本项研究在云南省玉溪地区进行
,

并在玉溪地区的大沙滩及连山坡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

大沙

滩及连山坡位千玉溪市的洛河乡与峨山县交界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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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

全年平均温度 巧 .8 ℃
,

1月平均气温 8
.

6℃
,

8 月平均气温 2 0 .3 ℃
,

年

极端最高温 34 .4 ℃
,

极端最低温为一5
.

5℃
,

霜期在 11 月至翌年 3 月
,

年平均降水量为 1 095

~
,

大沙滩和连山坡的调查林分是以油杉 eK et le er ia ve e
ly

n ia an
、

云南松 尸 in us y un an en 廊为主

的针阔叶混交林及杂木林内
,

林分郁闭度在 0 .6 ~ .0 8 之间
,

海拔 2 050 m
.

林下的主要灌木有光

叶石栋 L i rh o e a rP u s m a i r e i
,

金叶子 C r a ib io de n dr o n y u n a n e n se
,

小怒江山茶 C a m e ll ia as lu e n e n s is

.f m in o r ,

皮袋 香 M ic h e il a y u n a n e n

廊
,

马缨 杜 鹃 R h o do de n dr o n de al v
即i

,

亮 毛杜 鹃 R
.

m ic r 口p ho ot n ,

睫毛杜鹃 R
.

c i l i即 es
,

炮杖杜鹃 R
.

sP in ul 诉ur m
,

碎米杜鹃 R
.

sP ic e

sfe ur m
,

滇南

杜鹃 R
.

ho cn co kl’ i
,

主要草本植物有 C a er x s sP
.

红马银花 R
.

v ia iil 在林中呈零星分布
,

红马银花

的大龄株平均高 .2 5 m
,

胸径 2 c m
,

冠幅 L s m
·

2 调查研究方法

调查中采用点
、

面结合的方法
,

首先到标本室查阅标本
,

了解红马银花的分布地点
,

并实地

踏查
。

据资料记载 〔 ’
,

2 ’ 红马银花分布于云南中南部的玉溪
,

元江
,

建水和新平等地
.

我们分别

于花期及果期到元江实地踏查
,

两次均未见到红马银花
.

据我所进行杜鹃花调查时到过建水和新

平的同志讲
,

建水没有发现红马银花
,

但在新平的磨山有红马银花的零星分布
,

数量较少
.

我们

分别 4 次到分布较为集中的玉溪地区洛河乡的大沙滩及连山坡进行实地踏查
,

然后在较为集中的

红马银花片区进行详细调查
.

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立标准地
,

在 30 m x
30 m 的标准地内实数红马银花大株及小苗的数

量
,

测其株高
、

径粗
、

侧枝数量
、

果实数量等
.

在标准地内设 3 个 30 m x 30 m 的样方进行植被调查
,

并挖土壤剖面
,

调查土壤各因子
.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1 1 红马银花的分布及利用情况

红马银花主要分布于云南中南部的玉溪地区
,

新平县亦有少量分布
,

是中国特有种
.

通过对红马银花分布区的调查可知 : 红马银花资源因 表 1 玉溪洛河地区红马银花

其分布区域有限
,

加之近几十年来人们的毁林开荒
,

乱砍

滥伐
,

致使红马银花资源锐减
.

云南省广南县黑支果乡的

花果大庆
,

30 年代初有成片的红马银花存在
.

19 9 2 年
,

我们循着 3 0 年代老一代植物学家的足迹到广南县黑支果

乡的花果大庆作红马银花的资源调查
,

只见山上已成了片

片梯 田
,

昔 日的红马银花已荡然无存
.

据当地群众介绍
,

解放前花果大庆是一片花的海洋
,

每逢春节期间红马银花

盛开
,

景色甚为壮观
.

解放后
,

由于人们毁林开荒致使红

马银花在花果大庆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

在我们调查的几

个分布区 内
,

元江
、

建水虽没有广南破坏严重
,

但我们两

T a b l e I T触 d is州 b u it o n o f R h 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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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 3 0m x 3 0m

调 查

地 点

红马银花

株高

(m )

大沙滩

连山坡

Zm 以上

0
。

l ~ 0
.

5

Zm 以上

0
。

l一 0
.

5

次赴元江的羊岔街均未找到红马银花
.

建水也没有发现该种的分布
.

玉溪地区洛河乡的大沙滩及

连山坡虽有红马银花的分布
,

但在我们所实测的样方内
,

大株红马银花及幼苗的数量都极少
,

见

表 L

由表 1可以看出
,

我们在大沙滩调查了 3 个样方
,

每个为 30 m x 30 m
,

在 3 个样方内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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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株红马银花生存
,

且无小苗生长
。

由此可见红马银花的种群数量是相当少的
.

连山坡的情况较

之大沙滩调查点稍好
,

在 3 0 m x 3 0 m 的样方内有 5 株大的红马银花分布
,

小苗数量亦与大苗相

同
.

红马银花在玉溪地区分布不到 2 km Z ,

且呈零星分布
,

照样方计算红马银花的个体数量不超

过 1 5 0 0 株
。

3
.

2 红马银花的生长规律

红马银花为稍耐旱且耐半荫的树种
,

密林内没有红马银花生长
,

多散生
,

很难象其它的杜鹃

花如马缨花 R
.

de al v
ay i 等形成纯林

.

红马银花多生于松栋林的林缘及杂木林 内
,

分布于云南玉

溪市洛河乡的山地
,

海拔 1 6 00 一 1 s oo m
,

气候温和
,

冬春干燥的酸性土地带
.

红马银花在不同

的立地环境中生存率差异很大
,

在北面斜缓坡立地环境 中呈大灌木状
,

高 2 ~ 3 m
,

在东坡有红

马银花的分布
,

西坡及南坡则看不到红马银花的分布
。

在平谷立地环境中
,

红马银花生长较为健

壮
。

3
.

2
.

1 天然红马银花的土攘状况

我们将红马银花原产地土壤样品进行了分析
,

结果如表 .2

表 2 红马银花原产地土城中氮
、

磷
、

钾及活性铁含最
T a b le 2 1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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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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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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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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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巧 1
.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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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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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看出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仅 9
.

13 % 是 比较低的
,

与分布于云南篙明的马缨花原产

地 的土壤有机质 30
.

5% ( 3 〕 相 比
,

低了 .3 3 倍
.

土壤 中速效氮的供应水平处于 中下 ( 3 7
.

7

gm / k g )
,

从分布区红马银花良好的生长状况看
,

红马银花较适宜生长在中等偏低的氮素水平的

土壤中 ; 土壤中速效磷的含量较低 ( 8
.

9 m g / k g )
,

速效磷的含量反映了土壤近期可为林木提供

磷素的能力
,

调查中红马银花的部分叶子边缘变淡红
,

表现了少量的缺磷现象
,

笔者认为土壤中

含磷量低的原因可能与其母岩矿物组成有关
.

另外
,

森林中土壤速效钾是土壤钾素供应的现实指

标
,

从土壤速效钾的测定结果看
,

速效钾含量普遍较高 ( 巧 1
.

8 m g / k g )
,

这说明红马银花喜欢

生长在含钾素较高的土壤中 ; 从土壤测定结果看
,

活性铁的含量最高 ( 2 9 7 8 m g / k g )
,

显而易

见
,

土壤中含铁量高致使土壤板结
,

加之红马银花的果实成熟期在 10 月份
,

成熟后种子散落
,

10 月份后是霜期
,

此时气温较低
,

再加上气候干燥
,

与 自然界种子的适宜发芽温度 9~ 24 ℃ 不

相适应
,

土壤板结
,

这是造成红马银花在分布区幼苗稀少的原因之一
3

.

2
.

2 天然红马银花的生长状况 表 3 红马银花的天然生长情况

调查 中
,

我们对天然红马银花的生长状 T叻k 3 T he an tU ar l g m w ht of R v ia iil

况作 了株高
、

径粗
、

分枝
、

果实等实测统

计
,

结果见表 3
。

从表 3 不难看出
,

天然红马银花的生长

是极其缓慢的
,

一旦遭到砍伐红马银花就不
、

可能再生
.

红马银花的种子非常细小
,

千粒

重为 .0 08 9
,

由于种子小
,

加之土壤板结
,

序数
树龄

(年 )
性序
气m 夕

经终
又U l l l )

主枝

(条 )

侧枝

(条)

果实

(们
0

4O
了
00

. .且

致使红马银花种子虽产数量多但在分布区 内极难萌发
,

这可能亦是造成红马银花资源锐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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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

3
.

2
.

3红马银花人工育苗生长状况

几年来
,

我们进行了红马银花人工育苗

实验以求得到异地保护的经验
,

人工幼苗生

长情况见表 .4

通过人工育苗我们得知红马银花的种子

发芽率为 68 %
,

将红马银花的种子储存在

室内平均 8一 24 ℃ 的情况下 l a 后就丧失了

萌发能力 ; 如将种子储存在 0℃ 以下的低温

条件下 l a
,

其种子发芽率为 48 % ; 储存 2

a 后种子发芽率为 2%
.

表 4 红马银花人工幼苗生长情况 l)

T a b le 4 G r o wt h o f see d如9 5 o f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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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苗龄

(
a
)

苗高

( e m)

基径

( e m)

.0 08

0
.

20

.0 40

根
一

长

(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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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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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以上致字为 20 株平均致
.

从表 4 反映的幼苗生长情况看
,

红马银花的营养生长不算太慢
,

关键在于其生殖生长
.

我们

还没有掌握红马银花的生殖生长
,

但对于红马银花亚属的其它种类
,

我们做了营养及生殖生长的

观察
,

如长蕊杜鹃 R
.

st e m in eu m 从播种到开花需 7 a 的时间
,

长茹杜鹃 R
.

st en a “ lu m 则需 6 a 的

时间
,

滇南杜鹃则只需 s a 的时间开花 (3 〕
.

而对于与红马银 花同亚属 同组的薄叶马银花 .R

eIP ot ht iur 阴 来说
,

我们从 19 8 7 年播种到现在 已经是 g a 的时间了
,

至今仍未见到有花芽形成
,

因此
,

有关红马银花的生殖生长规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

4 结论及建议

( l) 由于当地群众对红马银花早花
、

红色素
、

较耐旱的宝贵价值认识不足
,

其资源不能得

到合理开发利用
,

乱砍滥伐致使红马银花这一云南特有植物资源锐减
.

鉴于此
,

建议将红马银花

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

并积极开展人工培育
.

( 2) 鉴于还没有掌握红马银花的生殖生长规律
,

建议对这一重要花卉进行生长规律研究
,

促其早开花
,

并进行繁殖生物学及传粉生物学研究
,

以能人工控制该物种使其免遭绝灭的危险
.

( 3 ) 建议将云南的玉溪洛河定为红马银花 自然保护区
,

以便能更有效地开发利用这种花卉

资源
.

杨增宏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谨此致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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