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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繁殖生物学是目前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ꎬ金花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是猕

猴桃属濒危物种之一ꎬ目前未见其繁殖生物学相关报道ꎮ 因此ꎬ该文以分布于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

金花猕猴桃为研究对象ꎬ用游标卡尺测量了花器官及果实形态ꎬ通过野外观察记录了其物候、访花昆虫及开花

结果习性ꎬ用人工授粉和套袋法确定其传粉媒介ꎬ开展田间播种试验确定种子繁殖力ꎬ对其繁殖生物学开展了

较为系统的研究ꎮ 结果表明:金花猕猴桃物候因海拔高度不同而不同ꎬ较低海拔地区 ５ 月中下旬开花ꎬ高海拔

地区 ５ 月下旬至 ６ 月上旬开花ꎬ花期持续 ７~１０ ｄꎬ果实每年 ９ 月下旬至 １０ 月上旬成熟ꎻ雄株花枝率 ７６.５％ꎬ雌
株果枝率 ６１.９％ꎬ果实长圆柱形、短圆柱形或椭圆形ꎬ平均单果重 ７.３４~２７.５３ ｇꎬ最大果重 ３５.０ ｇꎻ金花猕猴桃为

虫媒和风媒共同授粉ꎬ主要访花昆虫有蜜蜂科、细蜂科、鼻蝇亚科、食蚜蝇科、蜡蝉科、大蚊科长脚蚊属昆虫等ꎻ
金花猕猴桃种子发芽率低ꎬ参试的 ３ 个居群的种子发芽率存在差异ꎬ分别为花坪 １７.５％ꎬ资源车田 １５.３６％ꎬ贺
州姑婆山 ０ꎻ４ 种不同种子处理方式中ꎬ低温＋ＧＡ３处理的种子发芽率(２２.６７％)最高ꎮ 综上所述ꎬ金花猕猴桃不

存在传粉障碍ꎬ种子萌发率低可能是致其濒危的重要原因ꎮ 该研究结果为保护金花猕猴桃种质资源提供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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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繁殖生物学是研究与植物繁殖有关的特征

与过程的一门分支学科ꎬ是以认识植物繁殖过程自

然规律为内容的基础研究学科ꎬ其研究范畴包括开

花生物学、传粉生物学、种子和幼苗的研究以及植物

群落自然更新等方面ꎬ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营养体无

性繁殖和孢子生殖过程(何璐等ꎬ２０１０)ꎮ 植物在自

然状态下繁殖过程是对环境长期适应的反映ꎬ研究

野生植物的繁殖生物学对了解植物生活史对策ꎬ了
解繁殖器官对各种繁殖方式的适应机制ꎬ从而对植

物保护生物学及生态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何璐

等ꎬ２０１０ꎻ 李娅琼和游春ꎬ２０１１)ꎮ 通过了解物种的

繁殖方式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ꎬ因而繁殖生物

学研究已成为濒危植物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何璐等ꎬ２０１０)ꎮ
金花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是猕猴桃属

植物中唯一开金黄色花的种类ꎬ其果实酸甜可口ꎬ营
养丰富ꎬ果型中等ꎬ果肉呈绿色至翠绿色ꎬ具香气ꎬ适
于鲜食或加工罐头ꎬ且成熟期较迟ꎬ果皮较坚硬ꎬ耐
贮藏ꎬ是有较大经济价值的一种野生猕猴桃ꎬ也是杂

交育种创造新种质的珍贵资源ꎮ 金花猕猴桃在广西

主要分布于临桂、龙胜、资源、兴安等地ꎬ湖南省的城

步、宜章、宁远、芷江ꎬ广东省的阳山、乳源等地也有

零星分布(崔致学ꎬ１９９３)ꎮ 经群落调查发现ꎬ近年

来金花猕猴桃种群逐渐缩小ꎬ居群数量越来越少ꎬ有
的分布区已无法找到金花猕猴桃ꎮ 调查发现的 ６ 个

居群ꎬ金花猕猴桃数量少且老树居多ꎬ自然更新差

(龚弘娟等ꎬ２０１２)ꎮ 金花猕猴桃 ２００４ 年被列为中

国第二批珍稀濒危植物(许再富ꎬ１９９８)ꎬ２００６ 年被

ＩＵＣ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种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ꎮ 由此可见ꎬ金花猕猴桃已处于严重濒

危的境地ꎮ
然而ꎬ目前关于金花猕猴桃的相关研究很少ꎬ广

西植物研究所最早对该物种进行报道ꎬ早在 ２０ 世纪

八九十年代就对其资源分布、生物学特性、营养成

分、种子繁殖、花粉形态等进行了初步研究(梁木源

等ꎬ１９８６ꎬ１９８９ꎻ李洁维等ꎬ１９９５ꎬ１９８９)ꎬ此后很长一

段时间都鲜见其相关报道ꎬ更未有较为完整的繁殖

生物学研究报道ꎮ 为此ꎬ本团队对金花猕猴桃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繁殖生物学研究ꎬ以期为保护金花猕

猴桃种质资源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观测地点位于广西东北部的临桂县与龙胜各族

自治县交界处的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０９°
４８′５４″ ~ １０９° ５８′ ２０″ Ｅꎬ ２５° ３９′ ３６″ Ｎ )ꎬ 总 面 积

１５ １３３.３ ｈｍ２ꎮ 保护区地质古老ꎬ具有古陆性质ꎬ属
江南古陆南部边缘地区ꎬ褶皱明显ꎬ构造复杂ꎬ以砂

页岩为主ꎬ间有石灰岩ꎬ属中山地貌ꎬ海拔 １ ２００ ~
１ ６００ ｍꎬ主峰蔚青岭海拔 １ ８０７.５ ｍꎮ 属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ꎬ年均气温 １２ ~ １４ ℃ꎬ年相对湿度 ８５％ ~
９０％ꎬ全年降雨天数多达 ２２０ ｄꎬ年总降水量２ ０００ ~
２ ２００ ｍｍꎬ其中春季降雨量占全年的 ３５.７％ꎬ夏季占

４０.８％ꎻ秋冬季降雨量相对较少ꎬ各占总降雨量的

１０.９％和 １２.６％ꎮ 全年降雨丰沛ꎬ干湿季节不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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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ꎬ旱情很少发生ꎮ 域内各种植物生长茂盛ꎬ森林植

被发育良好ꎮ 这里拥有多种珍稀保护植物ꎬ拥有世

界上数量最多、植株最大的“植物熊猫”———银杉ꎮ
１.２ 定位观测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０９ 年 ９ 月、２０１０ 年 ５ 月、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分别对金花猕猴桃物候、开
花结果习性、种子散布方式等进行多次观测ꎮ
１.３ 传粉生物学观察

(１)传粉媒介:于花期到花坪自然保护区对金

花猕猴桃开展套袋试验ꎬ套袋选取即将开放的花蕾ꎬ
分别作不套袋、套硫酸纸袋、套网袋ꎬ去雄不套袋ꎬ去
雄套硫酸纸袋和去雄套网袋处理ꎬ花期过后 ２０ ｄ 左

右观察坐果率ꎬ确定传粉媒介ꎻ(２)访花昆虫:在花

期观察昆虫访问时间、频率ꎬ采集昆虫标本进行

鉴定ꎮ
１.４ 繁殖能力研究

(１)不同分布区种子萌发试验:试验用种子分

别采自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西资源县车

田乡和广西姑婆山自然保护区ꎮ 果实采回后ꎬ放置

室内数天至完全软熟后洗出饱满种子阴干ꎬ贮藏于

０~５ ℃冰箱中待用ꎮ 播种前 ２０ ｄ 进行层积处理ꎬ层
积后进行田间播种试验ꎬ观察种子萌发率ꎮ 每处理

３ 个重复ꎬ每重复 １００ 颗种子ꎮ
(２)不同贮藏方式及种子处理方式的种子萌发

试验ꎬ种子洗出阴干后分别做以下 ４ 种处理:①常温

干藏ꎬ用纸袋包装放于室内通风干燥处ꎬ播种前用温

水浸泡 ２ ｈꎻ②低温干藏ꎬ用纸袋包装放置 ０~５ ℃冰

箱内ꎬ播种前用温水浸泡 ２ ｈꎻ③沙藏层积ꎬ种子用

４０ ℃左右的温水浸泡 ３０ ｍｉｎꎬ然后在含水量约为

２０％的湿沙中层积 ２０ ｄꎻ④低温＋ＧＡ３处理ꎬ将低温

干藏的种子ꎬ于播种前用 １ ５００ ｍｇ Ｌ￣１ 赤霉素

(ＧＡ３)浸泡 ２ ｈꎬ然后马上播种ꎮ 每处理 ３ 个重复ꎬ
每重复 １００ 颗种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物候、开花结果

２.１.１ 形态　 金花猕猴桃为落叶藤本植物ꎮ 叶软纸

质ꎬ阔卵形至卵形ꎬ先端渐尖ꎬ边缘有圆锯齿ꎬ叶片长

８.５~１７.８ ｃｍꎬ宽 ３.８~９.５ ｃｍꎬ叶面草绿色有光泽ꎬ叶
背粉绿色ꎬ无毛ꎮ 叶柄长 １.７ ~ ４.７ ｃｍꎬ水红色ꎬ无
毛ꎮ 雌雄异株ꎬ花生于新梢叶腋ꎬ每花序有花 １ ~ ３
朵ꎬ花瓣金黄色ꎬ５~ ７ 枚ꎬ花药黄色ꎮ 雌花花序柄长

０.５~０.７ ｃｍꎬ花柄长 １.０ ~ １.７ ｃｍꎬ萼片 ４~６ 枚ꎬ长和

宽均为 ０.５ ~ ０.６ ｃｍꎬ花冠直径 １.９ ~ ２.７ × ２.４ ~ ２.８
ｃｍꎬ柱头 ２０~ ２９ 枚ꎬ子房大小为 ０.４ ~ ０.５５ × ０.４３ ~
０.４７ ｃｍꎬ雄蕊 ３０~ ４１ 枚ꎬ花丝长 ０.３５ ~ ０.５ ｃｍꎬ花药

长 ０.２~０.３ｃｍꎬ花粉不发育ꎮ 雄花花序柄长 ０.４ ~ １.０
ｃｍꎬ花柄长 ０.３ ~ １.０ ｃｍꎬ萼片 ５ ~ ６ 枚ꎬ长 ０.３ ~ ０.４
ｃｍꎬ宽 ０.２５~ ０.４ ｃｍꎬ花冠直径 １.７ ~ ２.５ × １.５ ~ ２.６
ｃｍꎬ柱头不发育ꎬ雄蕊 ２７ ~ ３５ 枚ꎬ花丝长 ０. ４ ~ ０. ６
ｃｍꎬ花药长 ０.１８~０.２５ ｃｍ(开花状见图 １、图 ２)ꎮ 果

为长圆柱形、短圆柱形或椭圆形ꎬ纵径 ３. ５７ ~ ３. ９１
ｃｍꎬ横径 ２.４３~３.１４ ｃｍꎬ平均单果重 ７.３４ ~ ２７.５３ ｇꎬ
最大果重可达 ３５.０ ｇꎬ果肉绿色至翠绿色ꎬ有香气ꎬ
味酸甜ꎬ Ｖｃ 含量 ６５. ７１ ｍｇ  １００ ｇ￣１ꎬ 总酸含量

０.８１％~２.５９％ꎬ总糖含量 ８.７１％ ~ １４.２６％ꎮ 种子为

扁卵形ꎬ深褐色ꎬ平均单果种子数 ９８ ~ ３１４ 枚ꎬ千粒

重 ０.９３~１.６５ ｇꎮ
２.１.２ 雌株物候与开花结果习性　 金花猕猴桃的物

候期随海拔的不同而有差异ꎬ低海拔(<６００ ｍ)比高

海拔(>６００ ｍ)早 ５~７ ｄꎮ 一般于 ３ 月下旬至 ４ 月上

旬萌动抽梢ꎬ这一时期抽生的枝条ꎬ有 ２ / ３ 是结果

枝ꎬ１ / ３ 是营养枝ꎮ 一年生枝条从基部至中上部(约
占全枝条的 ２ / ３)ꎬ几乎每节均可抽生新梢ꎬ枝条尾

部每隔 ２~４ 节才抽生一个新梢ꎻ两、三年生的枝条

上也能萌发部分的结果枝ꎬ但数量不多ꎬ一般每隔

３~ ５ 节抽生一个新梢ꎻ果枝率 ６１.９％ꎮ 金花猕猴桃

有抽生夏梢的习性ꎬ当结果枝开花后幼果形成期间ꎬ
结果枝的顶梢基本上趋于停止生长ꎬ此时两三年生

枝条的中部开始抽生夏梢ꎬ每条可抽生 １ ~ ３ 个新

梢ꎬ这些新梢比早春的结果枝更为粗壮ꎬ生长 １ ~ ２ ａ
后ꎬ可代替老的结果母枝成为新的结果母枝ꎮ 雌花

花期为 ５ 月中下旬至 ６ 月上旬ꎬ低海拔地区 ５ 月中

下旬开花ꎬ高海拔地区 ５ 月下旬至 ６ 月上旬开花ꎮ
花序着生于结果枝基部第 ２~４ 节叶腋中ꎬ每条结果

枝有花序 ２~ ７ 个ꎬ每花序有能发育的花 １ ~ ３ 朵ꎬ不
同果型植株的花数略有区别ꎬ一般短圆柱果型的每

花序有花 ３ 朵ꎬ长圆柱果型则多为 １ 朵花ꎬ偶有 ２
朵ꎮ 雌花多于凌晨 ４:００－５:００ 开放ꎬ阴雨天可延迟

至 １２:００ 左右开放ꎬ一般下午花不开放ꎮ 花开后第

２ 天花瓣开始变为褐黄色ꎬ第 ３ 天逐渐萎缩凋谢ꎬ如
果花开后迟迟未能授粉时ꎬ可延长开放时间ꎬ第 ４ 天

花冠凋谢脱落ꎮ 授粉良好的ꎬ花谢后的第 ２ ~ ３ 天ꎬ
子房迅速膨大ꎬ幼果迅速生长ꎬ花瓣谢后 ４０ ~ ４５ ｄꎬ
果实基本定形ꎬ其大小达到成熟时的 ９５％以上ꎬ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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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雄花开放状态

Ｆｉｇ. １　 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ｓｔａｔｅ

图 ２　 雌花开放状态

Ｆｉｇ. ２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ｓｔａｔｅ

中旬以后ꎬ果实的发育以碳水化合物积累为主ꎬ９ 月

下旬至 １０ 月上旬果实成熟ꎮ
２.１.３ 雄株的开花习性　 雄株萌发的花枝较多ꎬ约占

新梢的 ７６.５％ꎮ 现蕾期与新梢伸长期相一致ꎬ于 ４
月中旬开始现蕾ꎬ开花比雌花早 １ ~ ２ ｄꎮ 花序为聚

伞花序ꎬ着生于花枝基部的 １ ~ ２ 节叶腋中ꎬ一般每

条花枝有花序 ５ ~ ７ 个ꎬ花序数最多可达 ９ 个ꎬ每个

花序有发育花 ３ 朵ꎬ偶有 ４ 朵ꎮ 一般从花枝的基部

开始由下而上顺序开放ꎬ同一花序ꎬ中花先开放ꎬ然
后是侧花ꎮ 单花开放时间为凌晨 ４:００－５:００ꎬ历时 ２
ｄꎬ第 ３ 天开始萎缩脱落ꎮ 单株的花期持续 ７~１０ ｄꎬ
整个居群花期持续 １０~１５ ｄꎮ
２.２ 果实及种子散布

金花猕猴桃果实营养丰富ꎬ当地群众经常采摘

食用、酿酒或送给朋友ꎬ人类是其果实及种子的主要

图 ３　 金花猕猴桃结果状

Ｆｉｇ. 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图 ４　 果实横切面

Ｆｉｇ. ４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传播者之一ꎻ果实成熟后ꎬ会引来鸟类啄食ꎬ及松鼠

和猴子采食ꎻ其余的将自然脱落ꎬ脱落后在株下的传

播距离为 ５~１０ ｍꎬ脱落的果实有部分被老鼠或是其

它野生动物吃掉ꎬ传播至更远的地方ꎬ残存在林下的

种子则会在枯枝落叶上被风干ꎬ不利于发芽ꎮ
２.３ 传粉

金花猕猴桃是雌雄异株植物ꎬ一般靠雄株花粉

才能坐果ꎬ试验表明套硫酸纸袋的处理坐果率为零ꎬ
说明金花猕猴桃不能自花授粉ꎻ在野外自然环境中ꎬ
金花猕猴桃不套袋的自然坐果率达 ９０％ꎬ去雄与不

去雄套网袋的坐果率分别为 ７３. ３％和 ８６. ７％ (表
１)ꎬ套网袋阻隔了虫媒传粉ꎬ坐果率稍低ꎬ说明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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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为风媒和虫媒共同授粉ꎬ但是仅靠风媒传粉

亦有较好的效果ꎮ
野外观察到的主要传粉昆虫有蜜蜂科、细蜂科、

丽蝇科鼻蝇亚科、食蚜蝇科、蜡蝉科、大蚊科长脚蚊

属昆虫等ꎬ昆虫活动频繁的时段一般为上午 ９:００－
１２:００ꎬ阴雨天可延迟到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ꎬ其它时段仅

有零星昆虫访花ꎮ

表 １　 金花猕猴桃坐果率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ｕｉｔ￣ｓｅｔ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处 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处理花数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坐果数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坐果率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不套袋自然结实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ａｇｇｉｎｇ

１５０ １３５ ９０

套硫酸纸袋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ａｐｅｒ

３０ ０ ０

套网袋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ｅｓｈ

３０ ２６ ８６.７

去雄套硫酸纸袋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ｍｅｎ ａｎｄ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ａｐｅｒ

３０ ０ ０

去雄套网袋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ｍｅｎ ａｎｄ ｂａｇ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ｅｓｈ

３０ ２５ ７３.３

去雄不套袋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ｍｅｎ ｏｎｌｙ

３０ ２７ ９０

表 ２　 不同分布区金花猕猴桃种子发芽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分布区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播种数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发芽数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发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广西花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Ｈｕａｐ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 ３３４ ２００ ３５ １７.５

资源车田
Ｃｈｅｔｉａｎꎬ
Ｚｉｙｕａｎ

１ ０８３ １ １２０ １７２ １５.３６

贺州姑婆山
Ｇｕｐｏ Ｍｏｕｎｔｉａｎꎬ
Ｈｅｚｈｏｕ

７２８ ７８ ０ ０

２.４ 繁殖能力分析

采自不同居群金花猕猴桃种子萌发试验结果表

明ꎬ不同居群的种子发芽率有差异ꎬ黄沙￣安江坪居

群(海拔 １ ３３４ ｍ)的种子发芽率最高ꎬ为 １７.５％ꎬ资
源车田居群 (海拔 １ ０８４ ｍ) 的种子发芽率为

图 ５　 不同贮藏及催芽方式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１５.３６％ꎬ而姑婆山居群(海拔 ７２８ ｍ)的种子发芽率

为 ０ꎮ 可见ꎬ海拔高度影响着金花猕猴桃的种子繁

殖能力ꎬ这也就解析了在高海拔山区金花猕猴桃个

体分布数量多的原因ꎮ
不同贮藏及催芽方式种子萌发试验结果 (图

５) 表明ꎬ不同处理之间金花猕猴桃种子发芽率差异

极显著(Ｐ＝ ０.０００ １３)ꎮ 低温＋ＧＡ３处理的种子发芽

率(２２.６７％)最高ꎬ显著高于其他 ３ 个处理ꎻ其次是

层积处理(１２.６７％)ꎻ再次是常温干藏(１０.６７％)ꎻ最
低的是低温干藏(８％)ꎬ后三者之间种子发芽率没

有显著差异ꎮ 低温＋ＧＡ３处理可以较好地促进种子

萌发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金花猕猴桃为虫媒和风媒共

同授粉ꎬ自然结实率达 ９０％ꎬ不存在传粉障碍ꎻ金花

猕猴桃具有种子繁殖能力差ꎬ无性繁殖能力强的繁

殖特点ꎬ这种现象也常常表现在其它濒危植物上ꎬ如
濒危植物太行花(Ｔａｉｈａｎｇｇｉａ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在原产地因

生境条件特殊ꎬ有性生殖能力弱ꎬ 主要靠无性生殖

扩大种群(陆文梁等ꎬ１９９５)ꎮ 因此ꎬ种子萌发率低

可能是致其濒危的重要原因ꎮ 金花猕猴桃生境狭

窄ꎬ种群个体数量少ꎬ其种子萌发率低可能是近交衰

退引起的ꎮ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ꎬ种群的大小和密度

与该 种 的 生 育 力 呈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 Ｍａｒｔｉｎ ＆
Ｋａｔａｒｉｉｎａꎬ ２００７)ꎬ而小种群种子发芽率低的原因则

可能是近交衰退带来的遗传多样性丧失引起的(胡
世俊ꎬ２００７)ꎬ有研究已经证明近交衰退确实会带来

４４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遗传多样性的降低(Ｔａｋｅｂａｙａｓｈｉ ＆ Ｍｏｒｒｅｌｌꎬ ２００１)ꎮ
当种群个体数小于 １００ 时ꎬ常会观察到近交衰退ꎬ而
且与较大的种群相比ꎬ其种子发芽率更低( Ｊｏｅｌ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ꎮ 而金花猕猴桃大部分居群个体数量只有

３~５ 株ꎬ呈零星分布状态(龚弘娟等ꎬ２０１２ａꎬｂ)ꎮ
本研究在野外调查时ꎬ样地内发现的幼龄植株ꎬ

是老龄植株被人为砍伐后从基部萌发出的枝蔓ꎬ没
有发现金花猕猴桃实生苗ꎮ 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ꎬ
以混合营养土、河沙＋苔藓、河沙＋珍珠岩、石英砂四

种不同基质开展扦插试验ꎬ结果表明除石英砂扦插

成活率(６０％)较低外ꎬ其余三种基质扦插成活率均

可达到 ８０％以上(张静翅等ꎬ２０１０)ꎮ 综合以上研究

结果表明ꎬ金花猕猴桃种子繁殖能力差ꎬ而无性繁殖

能力强ꎮ 其种子萌发率远远低于中华猕猴桃的

３７％~５６％ (王郁民等ꎬ１９９１)ꎮ
致谢　 感谢广西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于

永浩副研究员对访花昆虫进行鉴定ꎬ感谢花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安江坪保护站全体工作人员给予的支

持和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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