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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牡丹是原产我国的特有植物资源，其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分布地区广泛。
作为具有重要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植物资源，牡丹的保护与利用一直广受人们的关注。目前

对于牡丹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现状了解不够全面，加之牡丹种质资源的研究较为分散，因
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牡丹产业的发展。该研究结合当前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相

关研究成果，综述野生牡丹和栽培牡丹的分类与地理分布，重建牡丹各物种的系统发育关

系，分析牡丹的花部特征、授粉特点及种子繁殖特性；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牡丹植物资源生存

与保护现状及其在观赏、药用、食用和文化上的开发利用价值；最后根据现有研究存在的问

题，指出今后牡丹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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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 丹 是 芍 药 科 （Ｐａｅｏｎｉａｃｅａｅ）芍 药 属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牡丹组多 年 生 落 叶 亚 灌 木 的 统 称。
中国是牡丹的原产地和多样化中心，目前发现的

野生牡丹仅分布在中国境内，并经过２　０００多年

培育驯化形成了以中原、西北、江南和西南４个品

种群为代表的各具特色的栽培种［１］，遍布 全 国 主

要城市。牡丹花大且色泽鲜艳、花姿卓越、种类多

样，极具观赏性，有“花中之王”的美誉，自古被人

们赋 予 盛 世 太 平、国 家 兴 旺、富 贵 吉 祥 的 象 征 意

义，文化底蕴深厚；同时牡丹作为一类珍贵的植物

资源，在药材制作、食品加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利

用价值。然而当前对于牡丹种质资源现状尚未全

面了解，相关研究也相对分散，且存在诸多问题：

如牡丹野生种的分类、物种间的亲缘关系仍未有

统一定论，繁殖过程中复杂的生物学特性不清晰

等，造成了牡丹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瓶颈，从而一定

程度上 限 制 了 我 国 牡 丹 产 业 的 进 一 步 发 展。为

此，该研究基于现有文献资料，综述牡丹种质资源

的分类与地理分布，重建牡丹各物种的系统发育

关系，分析牡丹的花部特征、授粉特点与种子繁殖

特性，梳理保护与利用的相关研究进展，并对今后

牡丹资源 保 护 与 利 用 的 热 门 方 向 进 行 了 简 要 讨

论，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１　分类与系统发育关系

１．１　野生牡丹分类与分布

牡丹的分 类 研 究 经 历 了 一 个 复 杂 漫 长 的 过

程，国内首位对牡丹种类研究的是方文培，他将牡

丹组植物归为肉质花盘和革质花盘２个亚组，包

括６个种 和２个 变 种［２］。２００１年《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
ｎａ》对牡丹组进行修订，收录了８个种，依次为矮



牡丹（Ｐ.ｊ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Ｈｏｎｇ　＆ Ｗ．Ｚ．Ｚｈａｏ）、卵

叶牡丹（Ｐ.ｑｉｕｉ　Ｙ．Ｌ．Ｐｅｉ　＆ Ｄ．Ｙ．Ｈｏｎｇ）、凤 丹

（Ｐ.ｏｓｔｉｉ　Ｔ．Ｈｏｎｇ　＆Ｊ．Ｘ．Ｚｈａｎｇ）、紫斑牡丹（Ｐ.
ｒｏｃｋｉｉ（Ｓ．Ｇ．Ｈａｗ　＆Ｌａｕｅｎｅｒ）Ｔ．Ｈｏｎｇ　＆Ｊ．Ｊ．
Ｌｉ）、四 川 牡 丹 （Ｐ.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Ｈａｎｄｅｌ－Ｍａｚ－
ｚｅｔｔｉ）、大花黄 牡 丹（Ｐ.ｌｕｄｌｏｗｉｉ　Ｄ．Ｙ．Ｈｏｎｇ）、滇

牡丹（Ｐ.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和牡丹（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
ｃｏｓａ　Ａｎｄｒ．）。其中牡丹、紫斑牡丹以及四川牡丹

种下分 别 包 含 了２个 亚 种，即 牡 丹 原 亚 种（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ｕｂｓ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银 屏 牡 丹

（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ｕｂｓｐ．ｙｉｎｐｉｎｇｍｕｄａｎ　Ｄ．Ｙ．
Ｈｏｎｇ）、林 氏 牡 丹（Ｐ.ｒｏｃｋｉｉ　ｓｕｂｓｐ．ｌｉ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ｉ
（Ｊ．Ｊ．Ｈａｌｄａ）Ｔ．Ｈｏｎｇ　ｅｔ　Ｇ．Ｌ．Ｏｓｔｉ　ｅｘ　Ｘ．Ｙ．Ｚｈｕ
ｅ）、太白山紫斑牡丹（Ｐ.ｒｏｃｋｉｉ　ｓｕｂｓｐ．ｔａｉｂａｉｓｈａｎ－
ｉｃａ　Ｄ．Ｙ．Ｈｏｎｇ）、四川牡丹原亚种（Ｐ.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
ｔａｓｕｂｓｐ．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圆 裂 四 川 牡 丹 亚 种（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ｓｕｂｓｐ．ｒｏｔｕｎｄｉｌｏｂａ　Ｄ．Ｙ．Ｈｏｎｇ）。
随着分类研究的深入发展且伴随新种的发现，分

类 方 案 也 在 不 断 更 正 和 补 充，目 前 受 到 普 遍 认

同的有２个，一个是李嘉珏等［３－４］提出的９种４亚

种１杂交种，该方案与《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年

修 订）区 别 在 于 植 物 志 记 录 的 滇 牡 丹 （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是包含了紫 牡 丹（Ｐ.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黄 牡 丹 （Ｐ.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ｖａｒ．ｌｕｔｅａ
（Ｆｒａｎｃｈ．）Ｆｉｎｅｔ．ｅｔ　Ｇａｇｎｅｐ．）、狭 叶 牡 丹 （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ｖａｒ．ａｎｇｕｓｔｉｌｏｂａ　Ｒｅｈｄ．ｅｔ
Ｗｉｌｓ．）的多变种，李 嘉 珏［３］认 为 上 述３种 牡 丹 分

别独立成种，此外他将牡丹作为一个杂交种处理；
另一个是 ＨＯＮＧ等［５－７］提出的９种２亚种１杂交

种。该方案关于矮牡丹、卵叶牡丹、凤丹、紫 斑 牡

丹、四川牡丹、大花黄牡丹在种的划分以及将牡丹

（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Ａｎｄｒ．）改作杂交种的处理与李

嘉珏［３］是一致的，不 同 之 处 在 于 ＨＯＮＧ等［５－７］的

研究仍坚持滇牡丹（Ｐ.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是一个

多变种，同时又将圆裂四川牡丹由亚种升级成种，
即圆裂牡丹（Ｐ.ｒｏｔｕｎｄｉｌｏｂａ（Ｄ．Ｙ．Ｈｏｎｇ）Ｄ．Ｙ．
Ｈｏｎｇ），另外 ＨＯＮＧ等［５－７］的方案中还增加 了 新

种－中原牡丹（Ｐ.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　Ｄ．Ｙ．Ｈｏｎｇ　＆ Ｋ．Ｙ．
Ｐａｎ）。综合 以 上 观 点，在 牡 丹 组 野 生 种 的 分 类

中，矮牡丹、卵叶牡丹、凤丹、紫斑牡丹、四川牡丹、
大花黄牡丹的分类地位较为明确；对于圆裂牡丹、
中原牡丹，现有的形态和分子证据支持其当作种来

处理；而有关滇牡丹，尽管从形态上可以说明它是

一个极其多变的种，但缺乏分子证据的支持，因此

其分类地位尚未有统一定论。
牡丹野生种整体分布在由西南沿东北方向至

中北部地区 的ｒ形 带 状 区 域，具 体 包 括 西 藏、云

南、四川、湖 北、陕 西、甘 肃、河 南、山 西 等 地 区［８］

（图１）。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属于肉质花盘亚组，
剩下７种均属革质花盘亚组［９］。２个亚组在水平

和垂直分布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８］，其 中 肉 质

花盘亚组主要生长在云贵高原西北部及青藏高原

东南部海拔２　０００～３　６００ｍ的山地灌丛中；革质

花盘亚组分布在黄土高原、秦巴山区及青藏高原

东部地区海拔７００～３　０００ｍ的山坡丛林下。

１．２　栽培牡丹种类、特点与分布

牡丹在中国 有２　０００多 年 的 栽 培 历 史，起 初

是作为药用植物引入栽培，随着对野生牡丹的引

种和简单驯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牡丹开始作为观

赏植物出现在园林绿化中；到了明清时期，牡丹的

栽培达到繁盛时期，出现“金殿内外尽植牡丹”的

现象；２１世纪以后，牡丹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
此时的牡 丹 逐 步 走 向 产 业 化 道 路［１０］。我 国 牡 丹

经过几千年长期驯化，按照种缘关系、生物学特性

以及栽培地域的差异，形成了以中原、西北、江南、
西南４个地区为代表的各具特色的品种群。中原

牡丹品种栽培时间最为久远、规模最大、种类数量

最多、花型丰富、花色也多变化，并且具有较强的

生态适应性，主要分布在靠近黄河中下游附近的

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区，以洛阳和菏泽为主要培

育基地；西北牡丹品种群规模数量仅次于中原牡

丹品种群，植株长势高大且旺盛、花瓣较厚且基部

通常带有丰富多变的晕斑，并表现出较强的抗性

与适应性，主要种植在甘肃省境内，以临夏、兰州

以及陇西一带为栽培中心；江南牡丹品种群具有

植株根系浅、开花多且花期早、耐湿热的特点，多

种植在长三角地区，如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等

地区，以铜陵和宁国为栽培中心；西南牡丹品种群

枝叶生长较为粗壮、花大色艳且多为台阁花、花器

官演 化 程 度 较 高、花 期 持 续 时 间 长、耐 湿 热 能 力

强，多 分 布 在 西 藏、云 南、贵 州、四 川 和 重 庆 等 地

区，主要培育基地为成都和彭州等地区［１１］（图１）。

１．３　系统发育关系

目前，有关牡丹野生种之间的亲缘关 系 尚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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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牡丹组野生种地理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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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结论。其中基于形态学研究认为矮牡丹、
凤丹、紫斑牡 丹 三 者 亲 缘 关 系 非 常 近［１２］，而 卵 叶

牡丹与矮牡丹亲缘关系较近［１３］。袁 涛 等［１４］运 用

ＵＰＣＭＡ聚类分析比较了上述４种野生牡丹以及

四川牡丹的花粉形态和植株形态，进一步证实了

矮牡丹与卵叶牡丹关系最近，其次是凤丹、紫斑牡

丹，同时发现这４种野生牡丹均与四川牡丹关系

较远。于玲等［１５］通 过 定 量 比 较６种 不 同 野 生 牡

丹蛋白谱带排序间距的差异性，从细胞水平上表

明矮牡丹、紫斑牡丹、四川牡丹之间亲缘关系较为

亲近，同时也证明狭叶牡丹和黄牡丹属于近缘种，
而大花黄牡丹与上述５个野生种均未表现出较近

的关系。此外，基因序列的分子证据认为革质花

盘亚组中矮牡丹与卵叶牡丹、紫斑牡丹与四川牡

丹、凤丹与中原牡丹亲缘关系较近，而肉质花盘亚

组 中 滇 牡 丹 与 大 花 黄 牡 丹 亲 缘 关 系 较 近［１６－１９］。
然而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牡丹野生种的亲缘关系

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如邹喻苹等［２０］利用ＲＡＰＤ分

子标记探究了７个野生牡丹种内与种间的遗传关

系，并采用 ＵＰＧＭＡ建 树 分 析，结 果 显 示 矮 牡 丹

与凤 丹 关 系 的 亲 近 程 度 不 如 卵 叶 牡 丹，ＳＡＮＧ
等［２１］通过对矮 牡 丹、紫 斑 牡 丹、四 川 牡 丹 和 滇 牡

丹的ＧＰＡＴ基因克隆和测序，结果发现紫斑牡丹

与四 川 牡 丹 的 关 系 要 比 矮 牡 丹 更 近。此 外，

ＷＡＮＧ等［２２］对牡丹野生种的花色素及其含量进

行聚类分析，结果却显示卵叶牡丹与四川牡丹之

间的亲缘关系最近。为了进一步了解牡丹野生种

的亲缘关 系，课 题 组 从 ＮＣＢＩ（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
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的核苷酸资源数据库中下载了

牡丹组８个野生种（缺少中原牡丹和圆裂牡丹）和

１个栽培牡 丹（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Ａｎｄｒ．）的 叶 绿 体

全基因组，利 用 ＭＡＦＦＴ（ｖ７．４７５）软 件 对 叶 绿 体

基因组进行比对，并在 ＭＥＧＡ　Ｘ（１０．２．５）软件中

采用最大似然法（ＭＬ，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分析

和绘制系统发育树，自展分析设置成１　０００次重

复，模型选择Ｋｉｍｕｒａ　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以邻接

法（ＮＪ，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为起

始树，得到 它 们 的 系 统 发 育 关 系 图（图２）。结 果

显示，矮牡丹和四川牡丹、紫斑牡丹和卵叶牡丹分

别具 有 较 近 的 亲 缘 关 系，并 且２个 类 群 之 间 也

存在着较近的 亲 缘 关 系；而 凤 丹 和 牡 丹（Ｐ.ｓｕｆ－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Ａｎｄｒ．）亲缘关系最近，它们与矮牡丹等

４种牡丹形 成 姐 妹 类 群。黄 牡 丹、大 花 黄 牡 丹 以

及滇牡丹之间也具有较近的关系且能单独形成一

个分支与上述５种牡丹有明显区分，该结论与前

人的研究结 果 大 体 一 致［１２，１５，１９，２３］，但 是 矮 牡 丹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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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牡丹、紫斑牡丹与卵叶牡丹的亲缘关系是首

次得到确认。另外，从课题组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上观察牡丹组物种的花部特征的排列，可以看出

两大分支的花盘质地有明显差别，而花色和花径

则没有明显差异。

　　注：□代 表 花 色；◇代 表 花 径１０ｃｍ以 下； 代 表 花 径

１０～１５ｃｍ； 代表花径１５ｃｍ以 上；△代 表 革 质 花 盘；○代

表肉质花盘。

Ｎｏｔｅ：□Ｆｌｏｗｅｒ′ｓ　ｃｏｌｏｒ；◇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ｂｅｌｏｗ

１０ｃｍ；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０－１５ｃｍ；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

ａｍｅｔｅｒ　ａｂｏｖｅ　１５ｃｍ；△Ｌｅａ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Ｓｕｃｃｕｌｅｎｔ　ｄｉｓｃ．

图２　基于叶绿体全基因组构建的牡丹组８个

野生种和１个栽培种的 ＭＬ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２　Ｍ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８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１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ｌ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　ｇｅｎｏｍｅｓ

有关牡丹 野 生 种 与 栽 培 品 种 亲 缘 关 系 的 探

讨，裴彦龙［２４］认为现有栽培品种几乎具备所有野

生类群的特征，是所有牡丹野生种经过反复杂交

而来的，但李 嘉 珏［２５］提 出 我 国 栽 培 牡 丹 具 有“多

地、多元”的观点，并表示不同品种群形成背景存

在差别，中原牡丹品种群形成与演化背景最复杂，

以矮牡丹、凤丹、紫斑牡丹为其主要起源；西北品

种群形成的主要原种为紫斑牡丹；江南品种群形

成受凤丹影 响 显 著。袁 涛 等［２６］通 过 对 不 同 品 种

群牡丹植株外部形态特征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进

一步肯定了栽培牡丹多元化起源的观点，并表示

中原牡丹受矮牡丹影响尤为显著，西北牡丹起源

于紫斑牡丹与矮牡丹，但后者作用远不及前者；江
南牡丹一部分品种直接由凤丹演化形成，另一部

分是中原牡丹和西北牡丹共同作用产生的；西南

牡丹品种则是由以上３个品种群共同影响所形成

的。孟丽等［２７］采用ＲＡＰＤ技术研究 了５个 野 生

种和栽培品种的亲缘关系，证明了与栽培牡丹关

系最近的是凤丹、紧随其后的是四川牡丹、接着依

次为卵叶牡丹、紫斑牡丹，矮牡丹与之关系最远。

侯小改等［２８］采用 ＡＦＬＰ标记方法研究革质花盘

亚组中４个野生牡丹种与栽培牡丹的亲缘关系，

所得结果与孟丽等［２７］采用ＲＡＰＤ技术得出的结

论互有异同：二者一致认为凤丹与栽培牡丹关系

最近，但在矮牡丹、紫斑牡丹、卵叶牡丹与栽培牡

丹的亲缘关系 排 序 上 却 存 在 明 显 差 异，ＡＦＬＰ标

记法表明矮牡丹与栽培牡丹的亲缘关系仅次于凤

丹，而卵叶牡丹与栽培牡丹的关系要比紫斑牡丹

更为亲近。此 外 袁 涛［２９］同 样 采 用 ＡＦＬＰ标 记 对

栽培牡丹的近缘种进行了研究，其结果与其他学

者的结论也不一致，前者认为矮牡丹是中原品种

群形成的主要原种，因而二者亲缘关系最近，而凤

丹、卵叶牡丹和紫斑牡丹只是在一定程度地参与

了中原品种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同时发现四川牡

丹不是栽培品种的起源种。
牡丹栽培品种的亲缘关系研究方面，陈 向 明

等［３０］采用ＲＡＰＤ－ＰＣＲ技术分别对７种不同花色

系和相同花色系中不同品种的基因遗传多态性进

行分析，发现亲缘关系相对较近的牡丹品种大都

来源于同一产地，且表现出较为一致的花色，但二

者相比后发现花色对牡丹品种亲缘关系的影响没

有 产 地 来 源 的 影 响 大。ＨＯＳＯＫＩ等［３１］ 采 用

ＲＡＰＤ技术分析１９个牡丹栽培品种的亲缘关系，
通过构建系统发育树将其划分为４类，最终分类

结果与依 照 形 态 和 花 色 划 分 的 方 式 并 不 完 全 相

同。侯小改等［２８］对３０份来自６个不同产地的牡

丹栽培品 种 利 用 荧 光 标 记 ＡＦＬＰ技 术 进 行 基 因

组水平上的多态性检测，结果显示来自不同选育

区的牡丹品种之间具有较大的遗传差异，而同一

产地大多数牡丹都表现出较为亲近的关系；此外

侯小改等［３２］又采用同样方法分析了２６个不同高

度品种间的亲缘关系，聚类结果表明当其它性状

没有显著差异时，植株高度差别不大的品种之间

具有相对较近的亲缘关系。

２　繁殖特性

２．１　花部特征

　　牡丹拥有丰富的花部形态性状（图３）。牡丹

花径通常５～２０ｃｍ；花色有白、黄、粉、紫、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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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等；花瓣多为倒卵形，花型依据花瓣轮数与数

目的差异，有单瓣、半重瓣以及重瓣之分；花盘按

形状分有杯状与盘状２种，按质地有革质和肉质

的区别；牡丹为雌雄同花且雌雄蕊常带有瓣化现

象，牡丹的心皮或心皮底部往往被花盘包住，其中

革质花盘组牡丹的心皮大都被有细密的柔毛，而

肉质花盘组牡丹心皮光滑无毛，只有心皮的背缝

线和腹缝线沟内存在少量稀疏的微毛；牡丹花柱

较短且与柱头的分化没有明显区分，柱头扁平并

且呈外向反卷的态势，卷曲程度在不同类群中存

在差异［３３］；胚珠 沿 心 皮 腹 缝 线 排 成２列，果 实 为

蓇葖果，有纺锤形、椭圆形等；蓇葖果成熟时沿背

缝线开裂，内部包裹着黑色或褐色种子，其大小、
色泽因种 或 品 种 不 同 而 略 有 差 别［３４］。牡 丹 花 粉

都是以单粒形式存在，形状有长球形，近球形、超

长球形３种，以长球形居多；牡丹花粉均为带有沟

膜的三拟孔沟，沟中部宽两端窄且部分种出现合

沟现象，并在赤道处有细密小颗粒堆积形成的凸

起［３５］。花粉 的 外 壁 纹 饰 形 状 主 要 有 小 穴 状、网

状、皱波－粗网状以及粗网状４种，不同 种 或 品 种

的牡丹花粉外壁纹饰组合形式存在差异［３６］。

　　注：Ａ．“御衣黄”（中原品种）；Ｂ．“素心兰”（中原品种）；Ｃ．“血染风采”（西北品种）；Ｄ．“四旋”（江南品种）；Ａ１～Ｄ１．花朵；Ａ２～Ｄ２．

花盘及柱头；Ａ３～Ｄ３．心皮。

Ｎｏｔｅ：Ａ．Ｐａｅｏｎｉａ‘Ｙｕｙｉｈｕａｎｇ’（Ｐａｅｏｎｉａ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Ｇｒｏｕｐ）；Ｂ．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ｘｉｎｌａｎ’（Ｐａｅｏｎｉａ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Ｇｒｏｕｐ）；Ｃ．Ｐａｅｏｎｉａ
‘Ｘｕｅｒａｎｆｅｎｇｃａｉ’（Ｐａｅｏｎｉａ　Ｘｉｂｅｉ　Ｇｒｏｕｐ）；Ｄ．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ｉｘｕａｎ’（Ｐａｅｏｎｉａ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Ｇｒｏｕｐ）；Ａ１－Ｄ１．Ｆｌｏｗｅｒ；Ａ２－Ｄ２．Ｆｌｏｒａｌ　ｄｉｓｃ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Ａ３－Ｄ３．Ｃａｒｐｅｌ．

图３　不同牡丹栽培种花部特征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ｐｅｏｎ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２．２　授粉方式及其特点

植物授 粉 是 形 成 种 子 的 关 键 环 节。研 究 表

明，牡丹 依 靠 昆 虫 传 粉，以 异 花 授 粉 为 主［３７－３９］。
不同授粉方式下的结籽率比较结果表明，四川牡

丹在自然授粉下结实率最高，其次是异株异花人

工授粉，同株异花人工授粉结实率最低；矮牡丹无

论是自然结实还是人工异交结实，差别并不明显；
滇牡丹人 工 异 株 异 花 授 粉 和 自 然 授 粉 结 实 率 最

高。对矮牡丹的传粉者种类调查发现，主要传粉

者为地蜂类和甲虫类昆虫，但二者相比地蜂类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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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传粉行 为 更 加 稳 定［３７］。四 川 牡 丹 则 是 依 靠 蜜

蜂、食蚜蝇和花金龟进行传粉，花粉是四川牡丹提

供给传粉者的唯一报酬［３８］；滇牡丹访问昆虫种类

较为丰富，其中无斑宽痣蜂、中华蜜蜂和叶蜂的访

问对产生种子最为有效，其它均不可靠［３９］。在传

粉效率 方 面，陈 向 明 等［３０］、罗 长 维 等［４０－４１］观 察 对

比了黄熊蜂、中华蜜蜂以及意大利蜜蜂对油用栽

培种凤丹的传粉行为，结果显示前者传粉效率最

高，后二者传粉效率差别不大。来访昆虫的种类、
数量、生长环境中周边同期开花植物的类别、数量

以及自然气象条件等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牡丹

的授粉效率［４２］。

２．３　种子繁殖特性

种子繁殖是野生牡丹自然状态下繁衍后代的

主要方式之一［４３］，也是牡丹新品种培育最常用的

方法。关于牡丹种子繁殖特性的研究涉及种子结

实特性、种子休眠与萌发等方面。通常情况下单

瓣的牡丹花一般有５个心皮，每一心皮果荚结籽

约７～１３粒，半重瓣花心皮一般约１～５个，部分

胚珠 发 育；重 瓣 不 结 实［４４］。在 自 然 条 件 下，牡 丹

种子的上、下胚轴都伴有休眠的特征，导致休眠现

象的原因一是由于种皮的机械阻碍作用，二是种

子内含抑制种子萌发的物质，三是种胚自身形态

尚未发育成熟等［４５－４６］；现有的破除牡丹种子休 眠

方法也主要集中在改变种皮结构、温度以及加入

外源激素等方面，如刘淑敏等［４７］表示用５０℃的

温水浸泡牡丹种子１～２ｄ，或用９５％浓度的酒精

浸泡０．５ｈ，均 可 有 效 软 化 种 皮 从 而 促 进 种 子 萌

发。马宏等［４８］研究表示１５～２０℃是解除大花黄

牡丹种子上胚轴休眠的最适温度，而解除下胚轴

休眠的最适温度为１５℃；另外，试验表明适宜浓

度的赤霉素（ＧＡ３）可以代替 低 温 处 理，有 效 解 除

凤丹胚轴休眠，显著提高种子萌发率，促进生根和

发芽［４９］。

３　牡丹保护现状及其利用价值

３．１　牡丹生存与保护现状

　　我 国 是 牡 丹 的 原 产 地 和 多 样 化 中 心。据 报

道，２０１３年经鉴定委员会审定在册的栽培牡丹品

种就有１　２００个。如今虽然牡丹栽培群体不断有

新的 成 员 加 入，但 野 生 牡 丹 的 生 存 却 岌 岌 可

危［５０］。经多年实地考察，学者发现除了滇牡丹尚

未处于濒危状态，其它８个野生种生存现状不容

乐观［９］。造成 野 生 牡 丹 濒 危 的 原 因 主 要 有 以 下

４点：一是自身繁殖特性，自然条件下野生牡丹结

实率普遍较低，且由于种子存在休眠特性，导致种

子 不 易 萌 发，阻 碍 了 野 生 牡 丹 的 自 我 繁 殖 与 更

新［５１－５２］，低 异 交 率 造 成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水 平 偏

低［５３－５４］，从而导 致 野 生 牡 丹 种 群 数 量 减 少；二 是

竞争力弱，野生牡丹对生存环境条件要求十分严

格，同时又容易遭受其它物种的竞争排斥，促使生

态位不断缩 窄［５５］；三 是 自 然 灾 害，如 牡 丹 植 物 的

心皮、胚珠以及种子等易遭受虫食，使得种子繁殖

比较困难［５６］；四是人为破坏，如建设用地扩张、公

路建设造成其生境破碎化，从而影响了牡丹的有

性繁殖。此外野生牡丹大都分布在偏远地带，当

地居民肆意挖掘现象泛滥，导致野生牡丹数量不

断减少［５７］。有关野生牡丹的保护措施研究，一方

面集中在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对濒危的野生牡

丹实行就地或引种驯化迁地保护；另一方面则是

制定相关保护法规政策、加强宣传教育，提升人们

的自主保护意识以实现保护野生牡丹的目的［５８］。

３．２　牡丹利用价值

牡丹作为 一 类 珍 贵 的 植 物 资 源，在 观 赏、药

用、食 用 以 及 文 化 等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的 利 用 价 值。
其中观赏价值方面，牡丹花大且香味浓郁，花色多

样，形态各异，极具观赏性，自古就出现在宫廷、皇
家园林、庙观以及寻常百姓家中；现如今，牡丹成

为一种常用的园林绿化植物，常以花台、花坛、花

带等形式广泛种植在城市公园、居民小区、道路两

旁绿地以及其他重点地段，成为美化和展示城市

形象的重要景观。此外，牡丹也可用于室内观赏。
随着插花艺术的兴起和切花产业的发展，牡丹花

作 为 其 重 要 的 工 艺 材 料，显 示 出 较 大 的 市 场 需

求［５９］。药用价值方面，牡丹根、皮中含有牡丹酚、
牡丹苷、氨基酸以及多糖等物质，不仅有降压、抗

菌、镇痛、退 热 等 功 效，还 可 以 增 强 人 体 免 疫 系

统［６０］。目前市场上已生产出凤丹、瑶丹、湖丹、东

丹、垫丹皮、茂丹皮、西北丹皮、西昌丹皮以及赤丹

皮等多种 类 型［６１］。牡 丹 花 中 富 含 类 黄 酮、精 油、
原花色素等物质，其中类黄酮和精油可消除自由

基，有较好的美容功效；原花色素是一种抗氧化活

性极 强 的 物 质，其 抗 氧 化 能 力 高 达 维 生 素 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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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倍，对人体有重要的保健作用［６２］，因 此 牡 丹 花

常用做护肤品原料或添加到其它保健产品中。食

用价值方面，牡丹花瓣中蛋白质含量高、氨基酸种

类丰 富、且 富 含 维 生 素 Ｃ等 多 种 维 生 素 和 矿 物

质［６３］，常用 来 制 作 糕 点、酱 料 以 及 茶 酒 饮 料 等。
牡丹种子含油率较高，且油脂中的营养成分不饱

和脂肪酸、亚麻酸以及其它优势成分也显著高于

其它几种常见的传统植物油［６４－６５］，能够满足人 们

对于健康饮食的需求。目前国内油用牡丹大力推

广种植的有凤丹和紫斑牡丹２个品种系列，凤丹

系列多生产种植于安徽、重庆等长江流域一带；紫
斑牡丹系列集中栽培在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等

地。文化价值方面，在古代牡丹象征着儒家文化

对国家繁荣 富 强、社 会 和 谐 稳 定 的 理 想 追 求［６６］，
凝聚着中华民族崇尚的传统品德和高贵坚定、不

屈不 挠 的 精 神 气 节，因 此 在 古 诗 词 文 赋、戏 曲 小

说、绘画雕刻、服饰家居等方面常常见到牡丹的踪

影。到了现代社会，牡丹被赋予新时代的文化内

涵，体现着人们对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繁荣和平

的向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愈发注

重文化层面带来的精神享受，牡丹文化资源的开

发利用受到市场的关注，以牡丹为主题举办的各

种花展以及观光旅游活动受到人们的欢迎。

４　研究展望

４．１　进一步厘清牡丹组植物种间关系

目前牡丹组亲缘关系的研究方面，肉 质 花 盘

亚组野生牡丹的亲缘关系较为清晰，而在革质花

盘亚组中，由于研究中各学者选取牡丹种类和研

究方法不完全相同，其所得结论存有差异，尤其是

在凤丹、矮牡丹、卵叶牡丹、紫斑牡丹和四川牡丹

之间的亲缘关系尚未达成共识，另外上述野生种

与不同牡丹品种群的亲缘关系也存在争议，因此

有 必 要 进 一 步 深 入 进 行 牡 丹 组 植 物 种 间 关 系

研究。

４．２　深入强化牡丹生物学特征研究

掌握牡丹生物学特征，对牡丹品种鉴定、育种

和保护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

根据牡丹形态特征差异进行牡丹亲缘关系的鉴定

与分类，在牡丹传粉特征和种子繁殖方面，研究较

多关注不同牡丹的授粉方式、传粉媒介的差异不

同传粉媒介对牡丹的传粉效率的影响以及牡丹种

子休眠的原因，对不同传粉方式和传粉媒介给牡

丹果实生长发育带来的影响以及造成牡丹种子休

眠的分子机理尚未有明确认识，因而后期需要围

绕以上问题展开重点研究。

４．３　加强对牡丹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

野生牡丹是中国特有的珍贵种质资 源，也 是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类群之一。因此加强

野生牡丹种质资源保护刻不容缓，但现有的研究

多数集中在野生牡丹濒危原因的探讨，保护措施

的制定也主要是从改善外部生存环境和减少人为

破坏着手，在突破自身繁殖障碍方面上仍未找到

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野生

牡丹自身保护机制上的研究。另外，目前对于牡

丹资源的利用，尽管各方面价值均有涉及，但仍然

缺乏一定的深度，如观赏价值利用方面，作为切花

牡丹种类单一，优势品种较少；药用价值方面，多

以凤丹根皮开发为主，其它品种以及牡丹其它入

药部位的利用略显不足；食用价值方面，现有开发

利用主要围绕牡丹籽油的提取进行，对于生产加

工产生的副产物处理有待改善；文化价值方面，开
发大多局限于赏花旅游活动，形式过于单一且在

发展中逐渐同质化，缺乏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利

用。因此针对上述问题，今后有关牡丹资源开发

利用需要重点开展以下研究：１）加强牡丹切花品

种的培育与生产技术研究，以拓宽观赏牡丹应用

领域；２）进一步分析比较不同品种牡丹的药效成

分，为开发高品质药材提供依据，同时充分探索牡

丹不同药用部位的开发形式。３）加大对不同种类

油用牡丹的综合开发与利用，提高油用牡丹产品

附加值。４）当今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充分

挖掘牡丹文化资源的内涵，加强对牡丹创意文化

产品的开发，增强其体验性和经济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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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侯小 改，尹 伟 伦，李 嘉 珏，等．牡 丹 矮 化 品 种 亲 缘 关 系 的

ＡＦＬＰ分析［Ｊ］．北京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８（５）：７３－７７．
［３３］赵敏桂，廉永善．芍药属牡丹组植物心皮的形态和解剖比较

研究［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２，３８（１）：６４－６８．
［３４］孟家松，朱梦圆，孙静，等．芍药属植物种子研究进展［Ｊ］．种

子，２０１７，３６（６）：５０－５４．
［３５］何丽霞，李 睿，李 嘉 珏，等．中 国 野 生 牡 丹 花 粉 形 态 的 研 究

［Ｊ］．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４１（４）：４３－４９．
［３６］杨秋生，万卉敏，孙俊娅，等．牡丹栽培品种群花粉形态的比

较［Ｊ］．林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６（６）：１３３－１３７．
［３７］杨勇，骆劲涛，张必芳，等．四川牡丹的花部特征和繁育系统

研究［Ｊ］．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５，２４（４）：９７－１０４．
［３８］罗毅波，裴彦龙，潘开玉，等．矮牡丹传粉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Ｊ］．植物分类学报，１９９８，３６（２）：３９－４９．
［３９］李奎．滇牡丹保护生物学与遗传多样性研究［Ｄ］．北京：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３．
［４０］罗长维，陈友，张 涛．凤 丹 繁 育 系 统 与 传 粉 生 物 学 研 究［Ｊ］．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３（３）：３７－４４．
［４１］罗长维，陈友，张 涛．油 用 牡 丹‘凤 丹’主 要 传 粉 昆 虫 的 传 粉

行为比较［Ｊ］．南 京 林 业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１９，４３（４）：

１４８－１５４．
［４２］李奎，郑宝强，王雁，等．滇牡丹的开花特征及繁育系统［Ｊ］．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４１（１）：６３－６７．
［４３］成仿云，李嘉珏，陈 德 忠．中 国 野 生 牡 丹 自 然 繁 殖 特 性 研 究

［Ｊ］．园艺学报，１９９７，２４（２）：７７－８１．
［４４］刘心民，程逸远，张霁，等．牡丹种子萌发特性与播种繁殖技

术研究进展［Ｊ］．河南林业科技，２００５，２５（４）：３８－４０．
［４５］徐梦岚，符真珠，张和臣，等．牡丹休眠研究进展［Ｊ］．北方园

艺，２０２１（７）：１２９－１３４．
［４６］朱铭玮，邹雨婷，李永荣，等．油用牡丹‘凤丹’种子内源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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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研究［Ｊ］．西南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２０１９，３９（６）：６４－７０．
［４７］刘淑敏，王莲英，吴涂新，等．牡丹［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８］马宏，李正红，张艳丽，等．大花黄牡丹种子休眠的解除［Ｊ］．

林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８（９）：６２－６７．
［４９］韦祖粉，蒲振蕊，鲁清清，等．油用牡丹凤丹种子休眠解除及

组织培养研究［Ｊ］．种子，２０２０，３９（１）：５４－５８，６３．
［５０］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 农 业 农 村 部．国 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名

录［Ｒ］．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剧 农 业 农 村 部 公 告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５

号，２０２１．
［５１］ＢＡＲＴＯＮ　Ｌ　Ｖ，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Ｃ．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ｅｐｉｃｏｔｙｌ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ｏｆ　ｔｒｅｅ　ｐｅｏ－

ｎｙ［Ｊ］．Ｃｏｎｔｒｉｂ　Ｂｏｙｃｅ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Ｉｎｓｔ，１９５８（１９）：２０１－２１４．
［５２］ＺＨＵ　Ｆ　Ｙ，ＷＡＮＧ　Ｓ　Ｌ，ＸＵＥ　Ｊ　Ｑ，ｅｔ　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ｄＳＰＬ９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ｔｏ－ａｄｕｌｔ　ｐｈ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Ｊ］．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Ｔ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２０１８，１３３：３２５－３３７．
［５３］ＪＩＮＧ　Ｘ　Ｍ，ＺＨＥＮＧ　Ｇ　Ｈ．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ｒｍａｎｃ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ｐｅｏ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９，２５（３）：２１４－２２１．
［５４］杨小林，王秋菊，兰小中，等．濒危植物大花黄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ｕｄｌｏｗｉｉ）种群数量动态［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３）：１２４２－１２４７．
［５５］李睿．中国野生牡丹的保护利用研究［Ｄ］．兰州：甘肃农业大

学，２００５．
［５６］杨勇，张姗姗，刘 佳 坤，等．西 南 野 生 牡 丹 的 资 源 调 查、濒 危

机制及利用分析［Ｃ］．厦门：中国园艺学会，２０１５．
［５７］李奎，郑宝强，王雁，等．滇牡丹自然种群数量动态［Ｊ］．植物

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３６（６）：５２２－５２９．
［５８］王二强，王建章，韩 鲲，等．中 国 野 生 牡 丹 种 质 资 源 分 布、保

护现状 及 合 理 利 用 措 施 探 讨［Ｊ］．内 蒙 古 农 业 科 技，２００９（５）：

２５－２７．
［５９］周秀梅，李 保 印．中 国 牡 丹 切 花 保 鲜 研 究 进 展［Ｊ］．北 方 园

艺，２００７（１２）：６０－６２．
［６０］杨振晶，张秀省，褚 鹏 飞．牡 丹 开 发 应 用 研 究 进 展［Ｊ］．北 方

园艺，２０１５（１６）：１８４－１８７．
［６１］方前波，王德群，彭华胜．中国芍药属牡丹组的分类、分布与

药用之间的 关 系 研 究［Ｊ］．现 代 中 药 研 究 与 实 践，２００４，１８（２）：

２０－２２．
［６２］游玉明，杨帆，熊 运 海．牡 丹 花 的 综 合 利 用 与 开 发 前 景［Ｊ］．

北方园艺，２０１１（１）：６７－６９．
［６３］张佩佩，潘运国，韩伟，等．牡丹的营养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研

究［Ｊ］．中国食物与营养，２０１２，１８（８）：２６－２８．
［６４］ＬＩ　Ｓ　Ｓ，ＹＵＡＮ　Ｒ　Ｙ，ＣＨＥＮ　Ｌ　Ｇ，ｅｔ　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ａ－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６０

ｔｒｅｅ　ｐｅｏｎｙ（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ｕｔａ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ｂｙ　ＧＣ－ＭＳ［Ｊ］．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２０１５，１７３：１３３－１４０．
［６５］ＧＡＯ　Ｌ　Ｌ，ＬＩ　Ｙ　Ｑ，ＷＡＮＧ　Ｚ　Ｓ，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ｅ　ｐｅｏｎｙ（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Ａｎｄｒ．）ｓｅ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２０１８，２４：９８０－９８８．
［６６］潘守皎．价 值 与 象 征：牡 丹 国 花 论 辩［Ｊ］．菏 泽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２０，４２（３）：３４－３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　Ｐｅｏｎｙ

ＬＩＵ　Ｆｅｎｇｌｕ１，２，ＧＡＯ　Ｊｉｅ３，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ｈｕａｎ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ｎａｎ　４２１００１；２．Ｈｕｎ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ｎａｎ　４２１００１；３．Ｈｅ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Ｈｅｎａｎ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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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ｅｏｎ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ｅｏ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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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方　园　艺
　２０２２（１６）：１４３－１４９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产业论坛·

第一作者简介：程 浩（１９９４－），男，硕 士，助 理 研 究 员，现 主

要从事 观 赏 植 物 产 业 化 关 键 技 术 等 研 究 工 作。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ｇｈａｏ０１＠ｃａａｓ．ｃｎ．　
责任作者：苗保河（１９６７－），男，博 士，研 究 员，现 主 要 从 事

观赏植物产业化 关 键 技 术 等 研 究 工 作。Ｅ－ｍａｉｌ：ｍｉａｏｂａｏ－
ｈｅ＠ｃａａｓ．ｃｎ．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院级统筹资助

项目（Ｙ２０２１ＸＫ０１）；中 国 农 业 科 学 院 科 技 创 新 工 程 资 助

项目（３４－ＩＵＡ－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３７／ｂｆｙｙ．２０２２０４６２

四川省玫瑰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程 　 浩１，２，赵 欣 欣１，２，欧 阳 琳１，刘 　 蓉１，２，蒋 雨 秦１，２，苗 保 河１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 都市农业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２．成都农业科技中心，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　要：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德阳市、绵阳市、达州市等地为

调研对象，采用实地调查、走访和查阅相关资料等方法，系统分析四川省玫瑰产业发展现状

以及面临的问题，以期充分了解四川省玫瑰产业的发展现状，剖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也为

进一步做大做强玫瑰产业提出发展建议。结果表明：四川省发展玫瑰产业具有自然资源条

件优异、地方产业政策优势突出、发展态势良好等优势，但存在生产管理粗放、产品同质化严

重、产品附加值较低、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等特点。玫瑰种植规模较大，分布四川全域；加工产

业以玫瑰花茶、玫瑰酱、玫瑰精油、玫瑰纯露等市场销售产品加工为主，加工水平相对较低；
近年来玫瑰旅游产业得到初步发展，待进一步提升。四川省的玫瑰产业发展前景好，市场空

间大，需政府积极引导支持，企业也应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加强产业技术创新，注重产业品

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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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 瑰 是 蔷 薇 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蔷 薇 属（Ｒｏｓａ）植

物，具有景观绿化、涵养水土、食品化工、生物医药

等 重 要 作 用，以 “大 马 士 革”玫 瑰 （Ｒｏｓａ

　　　　　　　　　　　　　　　　

ｄａｍａｓｃｅｎｅ）、“重 瓣 红”玫 瑰（Ｒｏｓａ　ｒｕｇｏｓａ ‘Ｐｌｅ－
ｎａ’）等为代表［１］。其中，“大马士革”玫瑰 的 花 主

要用于提取 玫 瑰 精 油、玫 瑰 纯 露，“重 瓣 红”玫 瑰

（又称“平阴”玫瑰、“妙峰山”玫瑰等）主要作为加

工玫瑰酱、玫瑰酒等食品原料［２］。
玫瑰花富含黄酮类、多糖类、酚酸类和玫瑰精

油等成分，具有心肌保护、抗氧化、抑菌、抗肿瘤、
抗病毒、镇静催眠作用、调节血脂和降血糖等生物

活性［３］。玫瑰花可用于制作玫瑰花茶、玫瑰花饼、
玫瑰花酒、玫瑰化妆品等，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和

应用价值；玫 瑰 精 油 被 称 为“液 体 黄 金”，价 格 昂

贵，是 高 级 香 水、香 料 和 化 妆 品 的 重 要 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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