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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越橘属植物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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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云南省的越橘属植物资源遗传多样性十分丰富，具有较好的利用价值。 通过野外调查以及标本和查阅文献，越橘属在

云南省有 ４５ 种，１２ 变种，其中 ９ 种和 ７ 变种系云南特有，主要分布在海拔 ４００ ～ ４３００ ｍ 范围内。 本文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其地理

分布、植物学特征和遗传多样性，并且介绍了其中 ８ 个具有药用价值和育种潜力的种，同时对越橘属植物的收集、保存及利用情

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本文旨在为深入越橘属种质资源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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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越橘属（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Ｌｉｎｎ． ）
植物为灌木或小乔木，通常地生，少数附生。 越橘属

约有 ４５０ 种，分布于北半球温带、亚热带，美洲和亚

洲的热带山区，而以马来西亚地区最为集中，有 ２３５
种以上。 我国已知 ９１ 种，２ 亚种，２４ 变种，主要分布

在西南和华南地区。 由于云南省具有立体气候的特

点，分布在云南省的越橘属植物非常丰富，有 ４５ 种，
１２ 变种［１⁃３］。 占全国越橘属资源的 ４８． ７１％ ，其中以

云南越橘（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和乌鸦果（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分布最

多，储量最大［４］。
越橘属植物有一些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如浆

果大的种已经开发成果酱或果子冻等商品［５］，云南

特有分布的南烛［６］、乌鸦果［７］ 和樟叶越橘［８］ 等可以

入药。 以蓝莓（越橘属的亚属植物）在美国的保护

和开发为例，从 １９００ 年前后开始人工驯化。 １９０６
年开始栽培和杂交试验，１９２０ 年培育出 Ｋａｔｈｒｉｎ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 和 Ｃａｂｏｔ ３ 个栽培品种，１９３７ 年选育出 ３０ 多

个优良品种［９］。 到目前为止，已经选育出优良栽培

品种百余个。 分为 ５ 个品种群，即北高丛蓝莓、南高

丛蓝莓、半高丛蓝莓、矮丛蓝莓和兔眼蓝莓［１０］。 我

国越橘属资源十分丰富，其开发潜力巨大，但遭到掠

夺性的破坏，植物资源逐年减少。 因此，本文通过对

云南省的越橘属不同种或变种主要植物学性状和遗

传多样性进行分析，为发掘其利用价值，对更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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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优异的种质资源，品种改良和种质资源创新

提供基础数据。

１　 云南省越橘属植物资源的地理分布
　 　 及植物学特征

根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云南省已知的越橘

属植物有 ４５ 种，１２ 变种［１⁃３］。 对其分布区及海拔，
植株生活型和生境类型进行了系统的观察，调查结

果如表 １。 云南省越橘属植物主要分布在中国⁃喜
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１１］。 其中 ９ 种和 ７ 变种系云

南特有，９ 种分别为短蕊越橘（Ｖ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ｓ）、短梗

乌饭 （ Ｖ 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ｕｍ）、矮越橘 （ Ｖ． ｃｈａｍａｅｂｕｘ⁃
ｕｓ ）、 长 穗 越 橘 （ Ｖ ｄｕｎｎｉａｎｕｍ ）、 凹 脉 越 橘

（Ｖ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ｅ） 、临沧乌饭 （ Ｖ ｌｉｎｃａｎｇｅｎｓｅ） 、拟
泡 叶 乌 饭 （ Ｖ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ｌａｔｕｍ ） 、 林 生 越 橘

（Ｖ ｓｃｉａｐｈｉｌｕｍ）和长萼越橘（ Ｖ 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ｔｕｍ） ；７ 个

特有变种分布在海拔 １５５０ ～ ３６００ ｍ 之间。 分别为

短梗长萼越（Ｖ 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ｔｕｍ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刚毛云南

越橘 （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ｖａｒ ｈｉｒｔｉｃａｕｌｅ）、 柔毛云南越橘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ｉｐｅｓ）、毛果云南越橘（Ｖ ｄｕｃｌｏｕ⁃
ｘｉｉ ｖａｒ． ｈｉｒｔｅｌｌｕｍ）粉花软骨边越橘（Ｖ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ｏ⁃ｒｕｂｒｕｍ）、少毛毛萼越橘（Ｖ ｐｕｂｉｃａｌｙｘ ｖａｒ．
ａｎｏｍａｌｕｍ）、毛序红花越橘 （ Ｖ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 云南省的越橘属植物的海拔分布范围在

４００ ～ ４３００ ｍ，每个种的分布有一定的范围，但不同

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云南省特有种和变种分布

在 １０００ ～ ３６００ ｍ。 越橘属植株的生活型常为常绿

灌木、小乔木或乔木。 其自然生境类型存在差异，但
主要在灌丛中、林下及附生于树干上。 因此，云南省

越橘属植物资源分布呈特定的多样性。
云南省的越橘属植物不同种间的植物学性状呈

多样性，如表 ２ 所示，始花期的变异范围较大，细齿

乌饭（Ｖ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ｍ）始花期是 １２ 月至翌年 １ 月，其
他的始花期从 ２ 月至 １０ 月，并且花期大部分是 １ ～
３ 个月左右的时间。 除了乌鸦果（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和大叶

乌鸦果（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ｖａｒ．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ｅ）花期明显较长，从
春夏以至秋季。 果期差异也较大，大部分越橘属植

物的果期范围在 １ ～ ４ 个月之间，而大叶越橘

（Ｖ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的果期长达 １０ 个月，从 １１ 月至次年 ８
月。 果实颜色由红色至深紫色均有分布，形状为球

形或近球形。 绝大部分种的果实直径在 ４ ～ ９ ｍｍ
之间，其中 ４ ～ １２ ｍｍ 的有樟叶越橘 （ Ｖ ｄｕｎａｌｉ⁃
ａｎｕｍ）、尾叶越橘（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大樟叶越橘（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ｕｍ），大苞

越橘（Ｖ ｍｏｄｅｓｔｕｍ）的果实直径仅为 １ ｍｍ。

２　 越橘属植物资源在云南省的收集、
　 　 保存和鉴定评价

云南省已知的越橘属野生植物资源有 ４５ 种，１２
变种。 目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

收集到其中 ４ 个种和 １ 个变种，分别为樟叶越橘

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柔毛云南越橘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ｉｐｅｓ、
团叶越橘 Ｖ ｃｈａｅｔｏｔｈｒｉｘ、树生越橘 Ｖ ｄｅｎ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乌
鸦果 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以活体的形式保存于本所的实验基

地。 因此，我国需要加大越橘属植物资源收集和保

存，为其开发和利用提供材料。 另外，本所还从国外

引进 ２３ 个蓝莓栽培品种（表 ３）。
越橘属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之前需要对其进行

鉴定评价。 吴林等［１２］发现越橘叶片组织结构的栅 ／
海比（栅栏组织厚度与海绵组织厚度比值）与 ＳＲ
（疏松海绵组织厚度与叶片厚度的比值）同越橘的

抗寒性有一定的关系。 刘捷［１３］ 以蓝浆果品种伯克

利和蓝丰为材料，将 Ｎａ ＋ ／ Ｈ ＋ 反向转运蛋白 Ａｔ⁃
ＮＨＸ１ 基因和胆碱氧化酶基因 ＣｏｄＡ 导入伯克利和

蓝丰中，以获得耐盐碱新品系。 张德巧等［１４］ 分析了

蓝莓抗旱性相关极显著的叶片解剖结构指标，并用

该指标分析 ８ 个品种的抗旱性能力，分别为园蓝 ＞
阳光蓝 ＞梯芙蓝 ＞灿烂 ＞ 密斯迪 ＞南月 ＞布里吉塔

＞ 蓝鸟。 刘肖［１５］ 选取 Ｂｌｕｅｃｒｏｐ、Ｐｏｗｄｅｒｂｌｕｅ、 Ｓｈａｒｐ⁃
ｂｌｕｅ、Ｂｌｏｍｉｄｏｎ 及 ２ 个我国特有野生越橘资源进行

ＳＮＰ 标记开发，确定与抗寒性性状相关的 ＳＮＰ 标记

ＳＬ８０８８，与需冷量性状相关的 ＳＮＰ 标记 ＳＬ１６５９２，利
用与抗寒性、需冷量性状相关的 ＳＮＰ 标记对 ２９ 份杂

交 Ｆ１实生苗 ＤＮＡ 进行早期鉴定，筛选出 ２ 个抗寒性

突出的杂交优株、１ 个低需冷量杂交优株。

３　 越橘属植物资源的种质创新

蓝莓是越橘属开发利用较为成熟的植物资源。
截至 ２００７ 年，美国共育成了 ６１ 个北高丛蓝莓

（Ｖ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ｕｍ）品种，３５ 个兔眼蓝莓（ Ｖ ａｓｈｅｉ） 品

种，２２ 个南高丛蓝莓（Ｖ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ｕｍ ）品种，７ 个半

高丛蓝莓 （ Ｖ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ｕｍ × Ｖ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 品

种［９］。 另外，美国 Ｓｃｏｔｔ 等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选育出 ３
个兔眼蓝莓品种，即阿拉帕哈（Ａｌａｐａｈａ）、阿索尼

（Ｏｃｈｌｏｃｋｏｎｅ）和维农（Ｖｅｒｎｏｎ），５ 个南高丛蓝莓品

种，即帕尔梅托（Ｐａｌｍｅｔｔｏ）、卡梅莉亚（Ｃａｍｅｌｌｉａ）、瑞
贝尔 （Ｒｅｂｅｌ）、蓝帅德 （ Ｂｌｕｅ Ｓｕｅｄｅ ＴＭ） 和苏丝蓝

（Ｓｕｚｉｂｌｕｅ）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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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期 黄杏娥等：云南省越橘属植物资源研究

表 ２　 云南省越橘属植物资源的植物学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Ｖ Ｌｉｎ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花期（月）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果期（月）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果实颜色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
果实形状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果实直径（ｍｍ）
Ｆｒｕｉ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白花越橘 Ｖ ａｌｂｉｄｅｎｓ ３⁃４ ５⁃１０ — — ４

草莓树状越橘 Ｖ ａｒｂｕｔｏｉｄｅｓ — １１ 红色至深紫黑色 球形 ６ ～ ７

红梗越橘 Ｖ ａｒｄｉｓｉｏｉｄｅｓ ３ ５ 鲜红色 球形 ６
∗短蕊越橘 Ｖ ｂｒａｃｈｙａｎｄｒｕｍ ５ — — — —

南烛 Ｖ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６⁃７ ８⁃１０ 紫黑色 — ５ ～８
∗短梗乌饭 Ｖ 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ｕｍ ５ ６⁃１１ 黑色 球形 ４ ～ ５

灯台越橘 Ｖ ｂｕｌｌｅｙａｎｕｍ ３ ４ — 球形 ４

圆顶越橘 Ｖ ｃａｖｉｎｅｒｖｅ ５ — — 球形 —

团叶越橘 Ｖ ｃｈａｅｔｏｔｈｒｉｘ ６ ７⁃１０ 紫黑色 — ６ ～８
∗矮越橘 Ｖ ｃｈａｍａｅｂｕｘｕｓ ４⁃５ ６⁃１１ 紫红色 — ５ ～６
∗长萼越橘 Ｖ 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ｔｕｍ ４⁃５ ８⁃１１ — 球形 ５ ～ ６
∗短梗长萼越橘 Ｖ 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ｔｕｍ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４⁃５ ８⁃１１ — 球形 ５ ～ ６

苍山越橘 Ｖ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３⁃５ ７⁃１１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８

树生越橘 Ｖ ｄｅｎ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 ５⁃７ ７⁃１０ 紫黑色 球形 ５ ～ ８

云南越橘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２⁃５ ７⁃１１ 紫黑色 球形 ６ ～ ７
∗刚毛云南越橘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ｖａｒ． ｈｉｒｔｉｃａｕｌｇ ２⁃５ ７⁃１１ 紫黑色 — ６ ～７
∗柔毛云南越橘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ｉｐｅｓ ２⁃５ ７⁃１１ 紫黑色 — ６ ～７
∗毛果云南越橘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 ｖａｒ ｈｉｒｔｅｌｌｕｍ ２⁃５ ７⁃１１ 紫黑色 — ６ ～７

樟叶越橘 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 ４⁃５ ９⁃１２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１２

尾叶越橘 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４⁃５ ９⁃１２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１２

大樟叶越橘 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４⁃５ ９⁃１２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１２
∗长穗越橘 Ｖ ｄｕｎｎｉａｎｕｍ ４⁃５ ６⁃１１ — 球形 ６

隐距越橘 Ｖ ｅｘ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３⁃４ ５⁃６ 红色或紫黑色 球形 ４ ～ ５

乌鸦果 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 ３⁃９ ７⁃１０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５

大叶乌鸦果 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ｅ ３⁃９ ７⁃１０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５

软骨边越橘 Ｖ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 — 紫黑色 — ８ ～９
∗粉花软骨边越橘 Ｖ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ｏ⁃ｒｕｂｒｕｍ — — 紫黑色 — ８ ～９

粉白越橘 Ｖ ｇｌａｕｃｏ⁃ａｌｂｕｍ ６ ８⁃１２ 紫红色 — ６ ～８

长冠越橘 Ｖ ｈａｒｍａｎｄｉａｎｕｍ ４⁃５ ６⁃９ 紫红色 — ６ ～７
∗凹脉越橘 Ｖ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ｅ ５⁃６ — — 球形 ８

黄背越橘 Ｖ ｉｔｅ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４⁃５ ６ — 球形 ４ ～ ５

扁枝越橘 Ｖ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ｖａｒ ｓｉｎｉｃｕｍ ６ ９⁃１０ 红色 — ５

卡钦越橘 Ｖ ｋ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３ ５ — 球形 ６

饱饭花 Ｖ ． ｌａｅｔｕｍ ４⁃５ ７⁃１０ 紫红色 — ５ ～７

羽毛越橘 Ｖ ｌａｎｉｇｅｒｕｍ — — 紫色或淡紫色 球形 —

白果越橘 Ｖ ｌｅｕｃｏｂｏｔｒｙｓ ３⁃４ ５⁃８ — 球形或略扁 ５ ～ ７
∗临沧乌饭 Ｖ ｌｉｎｃａｎｇｅｎｓｅ — １０⁃１２ 紫黑色 球形 ８

江南越橘 Ｖ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ｒｕｍ ４⁃６ ６⁃１０ 紫黑色 — ４ ～６

大苞越橘 Ｖ ｍｏｄｅｓｔｕｍ ６⁃８（９） ８⁃９ 深紫色 — １

宝兴越橘 Ｖ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ｅ ５⁃６ ７⁃１０ — 球形 ６

峨眉越橘 Ｖ 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６⁃７ ８⁃１０ 紫绿色 近球形 ５ ～ ６

粉果越橘 Ｖ ｐａｐｉｌｌａｔｕｍ ４⁃５ ９⁃１１ — 球形 ５

大叶越橘 Ｖ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９⁃１０ １１ 月至翌年 ８ 月 紫红色 球形 ６ ～ ９
∗拟泡叶乌饭 Ｖ ｐｓｅｕｄｏｂｕｌｌａｔｕｍ ２⁃４ ５ — 球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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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花期（月）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果期（月）
Ｆｒｕｉｔｉｎｇ

果实颜色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
果实形状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果实直径（ｍｍ）
Ｆｒｕｉ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耳叶越橘 Ｖ ｐｓｅｕｄｏｓｐａｄｉｃｅｕｍ — — — — —

腺萼越橘 Ｖ ｐｓｅｕｄｏ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 ７⁃８ １１ 黄绿色至淡红色 近球形 ７

毛萼越橘 Ｖ ｐｕｂｉｃａｌｙｘ ４⁃５ ９⁃１０ 紫黑色 — ５ ～６
∗少毛毛萼越橘 Ｖ ｐｕｂｉｃａｌｙｘ ｖａｒ． ａｎｏｍａｌｕｍ ４⁃５ ９⁃１０ 紫黑色 — ５ ～６
∗林生越橘 Ｖ ｓｃｉａｐｈｉｌｕｍ ５ ９⁃１１ — 近球形 ５ ～ ６

岩生越橘 Ｖ ｓｃｏｐｕｌｏｒｕｍ ３⁃４ ５⁃８ — 球形 ４ ～ ５

细齿乌饭 Ｖ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ｍ １２ 月至翌年 １ 月 ８ — 球形 ３ ～ ４

荚迷叶越橘 Ｖ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ｅ ７ ８⁃１１ 蓝黑色 球形 ５． ７

三花越橘 Ｖ ｔｒｉｆｌｏｒｕｍ ４⁃６ — — — —

红花越橘 Ｖ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５⁃７ ６⁃９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６
∗毛序红花越橘 Ｖ ｕｒ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５⁃７ ６⁃９ 紫黑色 球形 ４ ～ ６

短序越橘 Ｖ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ｓ ２⁃４ ４⁃５ — — ５

粉果短序越橘 Ｖ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ｓ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ｏｃａｒｐｕｍ ２⁃４ ４⁃５ — — ５

— 表示结果未观察到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表 ３　 蓝莓种质资源在丽江的收集和保存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亲本 Ｐａｒｅｎｔｓ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北高丛蓝莓

Ｖ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ｕｍ
公爵（Ｄｕｋｅ） （Ｉｖａｎｈｏｅ × Ｅａｒ⁃Ｌｉｂｌｕｅ） × （Ｅ⁃３０ × Ｅｌ１） １９９８ 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农业试验站培育种

斯巴坦（Ｓｐａｒｔａｎ） Ｅａｒｌｉｂｌｕｅ × ＵＳ１１⁃９３ １９９７ 年美国新泽西州发表的品种

蓝鸟（Ｂｌｕｅｊａ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２４１（Ｐｉｏｎｅｅｒ ×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７８ 年美国新泽西州发表的品种

伯克利（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Ｊｅｒｓｅｙ × Ｐｉｏｎｅｅｒ １９４９ 年美国新泽西州发表的品种

蓝丰（Ｂｌｕｅｃｒｏｐ） （Ｊｅｒｓｅｙ × Ｐｉｏｎｅｅｒ） ×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Ｊｕｎｅ） １９５２ 年美国新泽西州发表的品种

康维尔（Ｃｏｖｉｌｌｅ） ＧＭ３７ × Ｓｔａｎｌｅｙ １９４９ 年美国新泽西州发表的品种

达柔（Ｄａｒｒｏｗ） （Ｗａｒｅｈａｍ × Ｐｉｏｎｅｅｒ） × Ｂｌｕｅｃｒｏｐ １９６５ 年美国发表

布里吉塔（Ｂｒｉｇｉｔｔａ） 亲本不详 １９７９ 年澳大利亚发表的品种

埃利奥特（Ｅｌｌｉｏｔｔ） Ｄｉｘｉ × （Ｊｅｒｓｅｙ × Ｐｉｏｎｅｅｒ） ×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６７ 年美国新泽西州发表的品种

泽西（Ｊｅｒｓｅｙ） Ｒｕｂｅ × Ｇｒｏｖｅｒ １９２８ 年美国

纳尔逊（Ｎｅｌｓｏｎ） 亲本不详 １９８８ 年美国农业部发表的品种

双迪（Ｄ⁃Ⅱ） 亲本不详 不明确

南高丛蓝莓

Ｖ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ｕｍ
薄雾（Ｍｉｓｔｙ） 亲本不详 １９８９ 年佛罗里达大学发表的品种

夏普蓝（Ｓｈａｒｐｂｌｕ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６１⁃５ × Ｆｌｏｒｉｄａ６３⁃１２ １９７６ 年佛罗里达大学发表的品种

蓝雨（Ｂｌｕｅｒａｉｎ） 亲本不详 不明确

奥尼尔（Ｏ’Ｎｅａｌ） 亲本不详 １９８７ 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发表的品种

半高丛蓝莓
Ｖ．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ｕｍ ×
Ｖ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北陆（Ｎｏｒｔｈｌａｎｄ）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 （Ｌｏｗｂｕｓｈ × Ｐｉｏｎｅｅｒ 实生苗） １９６７ 年美国密执安州发表的品种

北蓝（Ｎｏｒｔｈｂｌｕｅ） Ｍｎ⁃３６ × （Ｂ⁃１０ × ＵＳ⁃３） １９８３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发表的品种

兔眼蓝莓

Ｖ ａｓｈｅｉ
乡铃（Ｈｏｍｅｂｅｌｌ） 亲本不详 １９５０ 年乔治亚州发表的品种

梯芙蓝（Ｔｉｆｂｌｕｅ） Ｅｔｈｅｌ × Ｃｌａｒａｗａｙ １９５５ 年美国乔治亚州发表的品种

灿烂（Ｂｒｉｔｅｗｅｌｌ） Ｍｅｎｄｉｔｏｏ × Ｔｉｆｂｌｕｅ １９８３ 年美国乔治亚州发表的品种

顶峰（Ｃｌｉｍａｘ） Ｃａｌｌａｗａｙ × Ｅｔｈｅｌ １９７４ 年美国乔治亚州发表的品种

芭尔德温（Ｂａｌｄｗｉｎ⁃Ｔ⁃１１７） Ｇａ． ６⁃４０（Ｍｙｅｒｓ × ＢｌａｃｋＧｉａｎｔ） × Ｔｉｆｂｌｕｅ １９８３ 年美国乔治亚州发表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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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 １９８３ 年，由吉林农业大学率先引进适应

不同气候条件的蓝莓品种，并于 １９９９ 年开展了蓝莓

的产业化生产栽培，目前在吉林、辽宁和山东省的种

植面积达 ３００ ｈｍ２。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于 １９８８ 年引

种美国蓝莓，并筛选出适宜我国南方栽培的 １０ 余个

优良品种［１７］。
现在我国已为建立蓝莓栽培体系提供了种源保

证，但对加快发展蓝莓的开发利用，仍需要加强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１）建立全国蓝莓种质资源圃系统

和蓝莓种质资源指纹图谱；（２）不断开展优良品种

创新工作；（３）组建全国蓝莓产业协会，规范蓝莓品

种苗木市场，引导产业的健康发展；（４）积极引进国

外新品种，在 ３ ～ ５ 年试种的基础上选优大面积

推广。

４　 有开发潜力的云南省越橘属植物
　 　 资源

目前，虽然我国对越橘属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比较薄弱，但我国越橘属植物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尤其作为中药材的开发和利用潜力巨大。 根据

《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和《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等
文献［１⁃３］，对云南省越橘属植物进行了分析，发现具

有药用价值的有 ７ 种和 １ 变种，分别为红梗越橘

（Ｖ ａｒｄｉｓｉｏｉｄｅｓ ）、 南 烛 （ Ｖ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 苍 山 越 橘

（Ｖ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柔毛云南越橘 （变种） （ 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ｉｐｅｓ）、 樟叶越橘 （ 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 乌鸦果

（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江南越橘（Ｖ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ｒｕｍ）和岩生越

橘（Ｖ ｓｃｏｐｕｌｏｒｕｍ）。 可以研究和开发这 ８ 个越橘属

野生种种质资源的药用价值。
４． １　 红梗越橘（Ｖ ａｒｄｉｓｉｏｉｄｅｓ） 　 常绿灌木，有时附

生，高 １ ～ ２ ｍ，全株无毛。 幼枝光滑，无明显的皮

孔。 生长在路旁或密林中湿润处，有时附生林中树

上。 《云南药物志》记载，块茎入药，含有骨胶原、钙
盐及磷等，常用以治疗肾阳不足之腰膝酸软症。
４． ２　 南烛（Ｖ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又名乌饭树。 常绿灌

木或小乔木，高 ２ ～ ６（９） ｍ，分枝多，幼枝被短柔毛

或无毛，老枝紫褐色、无毛。 叶片薄革质，椭圆形、菱
状椭圆形、披针状椭圆形至披针形。 以茎、叶及果入

药，茎、叶全年可采，果秋季采收，晒干。 《全国中草

药汇编》记载，枝叶止泄除睡，强筋益气力。 子强筋

益气，固精驻颜。 外用治跌打损伤，闭合性骨折。 本

品有毒，全株含梫木毒素，嫩叶含量尤多。
４． ３　 苍山越橘（Ｖ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常绿小灌木，有时附

生，高 ０． ５ ～ １ ｍ，分枝多，短而密集，幼枝被灰褐色

短柔毛，杂生褐色具腺长刚毛。 叶密生，叶片革

质，倒卵形或长圆状倒卵形。 生于阔叶林内、干燥

山坡、铁杉⁃杜鹃林或高山杜鹃灌丛中，有时附生在

岩石上或树干上。 本草记载，具顺气、消饱胀之

功效。
４． ４　 柔毛云南越橘（Ｖ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ｉｐｅｓ）　 常

绿灌木或小乔木，高 １ ～ ５（１０） ｍ，分枝多。 幼枝有

棱，无毛。 叶片革质，卵状披针形、长圆状披针形或

卵形，长 ３ ～ ７（１３） ｃｍ，宽 １． ７ ～ ３． ５ ｃｍ，顶端渐尖、
锐尖或长渐尖，基部宽楔形或钝圆，稀楔形渐狭，边
缘有细锯齿，两面无毛，中脉在两面突起，侧脉纤细，
于两面稍突起，或于表面平坦不显或微陷入。 成熟

果实，生食可治贫血，还可用来制果酒、果浆、果糕、
果露（浓缩），具有利尿、解毒的功效。 民间用于治

疗肾结石、毒性尿道炎、膀胱炎。
４． ５　 樟叶越橘（Ｖ ｄｕｎａｌｉａｎｕｍ） 　 常绿灌木，稀攀

援灌木，高 １ ～ ４ ｍ，偶成乔木，高 ３ ～ ４（１７） ｍ，通常

地生，稀附生。 幼枝紫褐色，有细棱，无毛。 观叶类，
４ 月幼叶紫红色，９—１０ 月果实蓝色，作为花木使用。
尹继庭等［１８］ 和 Ｐ． Ｚｈａｏ 等［１９］ 研究发现，樟叶越橘含

有较高的咖啡酰熊果苷含量。 这些成分具有祛风除

湿、舒筋活络的功效。
４． ６ 　 乌鸦果 （ Ｖ ｆｒａｇｉｌｅ） 　 常绿矮小灌木， 高

２０ ～ ５０ ｃｍ，有时高 １ ｍ 以上，为酸性土壤的指示植

物。 地下有木质粗根，有时粗大成疙瘩状。 果实成

熟时味酸甜，可食。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记载，全
株药用，有舒筋络、祛风湿、镇痛作用［２０］。
４． ７　 江南越橘（Ｖ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ｒｕｍ） 　 落叶小乔木，
常为灌木，枝条无毛。 叶坚纸质，卵形或椭圆形，急
尖或短渐尖，基部通常圆形或心形，全缘，无毛。 总

状花序腋生，有微柔毛，下部常有数片小形叶，花梗

下弯，花冠白色，椭圆状坛形。 蒴果球形，直径 ４ ～
５ ｍｍ，５ 室，室背开裂，缝线加厚。 果、根、枝、叶可以

入药，治疗肾结石、尿道炎、膀胱炎、风湿、痛风等症，
有较强的平喘止咳作用［２１］。 江南越橘叶中含有微

量元素，对人体有保健作用［２２］。
４． ８ 　 岩生越橘（Ｖ ｓｃｏｐｕｌｏｒｕｍ） 　 常绿灌木，有时

附生，高 １． ２ ～ ２ （５） ｍ，有粗大的块根。 幼枝棕

色，具棱，密被棕色刚毛状糙硬毛或具腺头刚毛

状糙硬毛，并散生少数披针形、宿存的叶芽鳞，老
枝渐变无毛，茎皮粗糙，密生点状白色皮孔。 叶

多数，密生枝上，叶片坚纸质，披针形或倒披针

形。 商士斌等 ［２３］ 研究发现岩生越橘具有抗菌消

炎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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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越橘属植物资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和建议

５． １　 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鉴定评价

云南省已知的越橘属野生植物资源有 ４５ 种 １２
变种，目前仅收集到 ４ 个种和 １ 个变种。 云南省的

越橘属植物是一个天然的种质资源库，但种质资源

的收集与保存工作还没有完善，且鉴定和评价工作

尚未开展。 因此有必要进行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

及鉴定评价研究，并进行开发利用。 因此需要对越

橘属植物资源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尤其是对资源蕴

藏量大及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种质资源进行专门的

调查。 在此基础上，制定云南省越橘属植物资源合

理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的方案，拟定出一套科学

的采集、保存措施，实行有计划的开发，确保资源的

恢复和再生，实现对野生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中资源的保存可以采用就地保

护和迁地保护的措施，目前对于我们科学研究所来

说，采用每种资源数量少、种类齐备的迁地保护的措

施，更加便于育种工作的开展。 由于云南省越橘属

野生资源将近占全国的一半，因此对于育种工作的

开展具有很大的优势。 现在我国的蓝莓栽培品种基

本上都是国外引进的，还没有自己育成的新品种，因
此合理、科学地开发和利用云南的野生越橘属资源，
或许将开启蓝莓育种在中国的新篇章。
５． ２　 遗传多样性研究

目前关于云南省的 ４５ 种、１２ 变种越橘属野生

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没有报道。 因此开展

关于野生种和栽培种之间比较全面的遗传多样性的

研究很有必要。 云南省独特的气候资源孕育了越橘

属植物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其种间和种内的分化复

杂多样，类型变异丰富，因此应加强对越橘属植物进

行形态学、细胞学、分子标记的研究，为越橘属植物

在我国的优良品种的选育奠定基础；并且利用分子

生物学等方法，开展越橘属植物资源性状的分子标

记、基因定位以及遗传规律的研究，使越橘属植物资

源性状从表型鉴定评价逐渐深入到以分子生物学为

基础的基因鉴定评价；应用色谱、光谱、质谱、核磁等

现代分离和鉴定技术，利用传统功能评价和系统生

物学相结合的功能活性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尚未被

充分利用的种质资源［２４］。
５． ３　 品种选育研究

目前，蓝莓是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新兴优良果

树，国际竞争激烈，为了保护各自的市场和经济利

益，各蓝莓生产国对技术经验的国际间交流相当保

守，许多关键问题仍需自己进行深入研究，以掌握第

一手资料［２５］。 目前我国的越橘属植物的栽培品种

基本上都是国外引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国蓝莓产业的发展。 因此利用丰富的越橘属植物的

优良野生资源，特别是云南省的南烛、樟叶越橘、乌
鸦果等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的野生物种资源，加强品

种选育，特别是选择具有良好经济性状的亲本开展

杂交育种工作，将常规育种技术与基因工程育种相

结合，把优异基因导入现有的优良品种，创造出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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