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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花卉栽培及遗传育种研究。 Ｅ⁃ｍａｉｌ：ｓｏｎｇｘｒ９８＠ １６３ ｃｏｍ ｃｎ

　 　 摘要：开展了四川省万源市野生腊梅资源调查研究，旨在进一步摸清家底，为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进行植物资

源保护与合理开发以及腊梅科研提供重要参考资料。 调查结果表明，万源野生腊梅保存较为完好，分布面积极广，分布较为

集中，生境极其恶劣，变异类型较为丰富，初步调查有 ３３ 个，伴生植物主要以灌草类为主。 根据万源野生腊梅开发利用与保护

现状、开发应用前景等，初步提出了保护利用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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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市（县级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

腹心地带，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享有“万宝

之源”的美誉。 全市幅员面积 ４０６５ ｋｍ２，境内山峦

重叠，沟壑纵横，海拔高差大。 境内属北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１４． ７ ～ １７． ６℃， 降雨量

１２４６ ｍｍ，相对湿度 ７２％ ，日照 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 ｈ，无霜

期 ２３７ ～ ３１７ ｄ，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无霜期长，垂直地域性差异大。

腊梅（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是第四纪冰川未

波及而幸存下来的孑遗植物，为我国特产，原产我国

中部秦岭、大巴山等地区，以四川、湖北、陕西、河南

为分布中心，鄂西及秦巴山区常见野生［１⁃３］。 近 ２０
余年来对腊梅野生分布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并对

其分布特点进行了研究［４⁃６］。 先后在河南大别山

区、湖南西北部、浙江西北部、湖北神农架林区、四川

大巴山区、河南南部、陕西南部等地均发现有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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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腊梅林［７⁃１２］，目前认为湖北西部的神农架及其

附近地区、四川万源市及其周边是迄今发现的野生

腊梅最集中的地区，后者由于发现较晚，知道的人相

对少些，但分布面积和蕴藏量十分巨大。

１　 调查方法

１． １　 调查范围与调查时间

四川省万源市 ５２ 个乡（镇）。 在腊梅盛花期即 １２
月上中旬至 １ 月中下旬进行调查，此时落叶树种已掉

叶，多数杂草已枯萎，腊梅满树黄（黄白）花，容易分辨。
１． ２　 调查方法

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林业部门

推荐合理线路进行实地考察，线路以万源市为中心，
分别以东北、东南、西南、西北 ４ 个主要方位展开调

查，东北线为茶垭 －官渡 － 庙坡 － 白果 － 钟停 － 庙

子等乡镇，东南线为白沙 － 沙滩 － 八台 － 石塘 － 旧

院等乡镇，西南线为青花 － 长坝 － 花楼 － 河口 － 庙

垭等乡镇，西北线为太平 － 长石 － 丝罗 － 永宁 － 竹

峪等乡镇。 通过熟悉野生腊梅分布状况的同志带

队，采用点面结合、民间走访、重点与普查相结合的

调查方法。 在分布集中、面积较大、地势稍平坦、易
接近的地方选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详细调查，每条线

路选点 ２ ～ ４ 个，即东北线选茶垭、白果、钟停马块石

沿线 ３ 个代表点，东南线选白沙牟家坝村、白沙河沿

线、沙滩、旧院 ４ 个代表点，西南线选青花干溪沟、长
坝 ２ 个代表点，西北线选太平青龙沟、太平苟角溪、
太平坪溪沟、长石 ４ 个代表点，并利用高性能相机及

ＧＰＳ 定位系统，拍摄相关的特性照片，调查分布状

况、生境、变异类型与特性、伴生植物、海拔范围、经
纬度等；对山势陡峭、不易到达或分布较少的区域采

用车上观察、选择有利观察点徒步考察、民间走访等

相结合，普查分布面积、范围、状况、区域及比例等。
变异类型特性主要在花期观测记载花径、类型、花

型、中部花被片（颜色、数量、形状、长度、宽度、卷曲程

度、香味等）、内部花被片（颜色、数量、形状、长度、宽
度、紫纹深浅程度及分布状况等）、雄蕊数量等指标。

２　 调查结果

２． １　 分布面积广，分布范围较集中

万源市的野生腊梅资源保存较完好，分布面积

广。 万源市 ４０６５ ｋｍ２的辖区内，林业用地２８８３ ｋｍ２，
其中乔木林地 １５９０ ｋｍ２，灌木林地 １２９２ ｋｍ２，占幅员

面积的 ７１． ２８％，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２． ４６％，人均林业

用地面积近 ０． ６７ ｈｍ２。 野生腊梅分布于灌木林中，

全市 ５２ 个乡镇， １０７°２８′ ～ １０８°３１Ｅ′，３０°３９′ ～ ３２°
２０′Ｎ 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分布状况如图 １ 所

示。 分布方式主要为散布、群集、成片、成带分布等。
重点分布乡镇有 １４ 个，分布范围占灌木林的 ３０％
以上，白果、钟停、大竹、庙子等乡（镇）达到 ５０％ ～
６０％ ；一般分布乡镇有 ２３ 个，分布范围占灌木林的

１０％ ～ ３０％ ；较少分布的乡镇 １５ 个，分布范围占灌

木林的 １０％以下，总计万源市野生腊梅分布区域达

３３５ ｋｍ２。 分布密度也较大，如沙滩镇一条长达

３０ ｋｍ 的沟谷中均有分布，太平、青花、长坝、大竹、
庙子等乡（镇）的原始灌木林中，野生腊梅面积占分

布区域的 ３０％ ～５０％ ，并常有数公顷成片腊梅纯林

存在，根据多年的考察结果，野生腊梅面积平均占分

布区域的 ２０％以上，目前万源市保存的野生腊梅资

源折合成纯林面积在 ６６． ７ ｋｍ２以上。

图中编号对应于表 １ 中地点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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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万源市野生腊梅资源分布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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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腊梅分布范围较集中，多集中分布于海拔

４８０ ～８００ ｍ 的河谷、溪流两侧，或海拔 ６００ ～ １０００ ｍ
的山凹、背风向阳的山谷、沟壑等处，海拔 １０００ ～
１２００ ｍ 分布渐少，海拔大于 １２００ ｍ 几乎不再有分布。
２． ２　 生境十分恶劣，自身繁衍能力差

野生腊梅几乎全都生活在岩石、片石或乱石岗

上，土层极薄，多数仅 ３ ～ ８ ｃｍ 厚，很多仅有 １ ～
３ ｃｍ，土层最厚的地方也不超过 ２５ ｃｍ，部分甚至生

活在看不见土的大石之间、陡峭的悬崖石缝间或峭

壁上，耐瘠薄能力极强，如图 ２ 所示。 野生腊梅喜石

灰质土壤，在石灰矿开采区容易发现密集的野生腊

梅和遭殃危及的野生腊梅残留树桩。 野生腊梅多分

布于 ３０ ～ ６０°较陡的山坡，甚至部分分布于 ８０ ～ ９０°
陡峭的山壁，许多地方人畜难以到达，生境十分

２３２



　 ２ 期 宋兴荣等：四川省万源市野生腊梅资源调查研究

恶劣。

图 ２　 万源市野生腊梅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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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腊梅结实力非常强，调查发现所有变异类

型均可结实，多数变异类型能看到满树密集的果实

（种子），但自身繁衍能力差，仅在土壤条件较好、腐
殖质较厚的地方发现有少量种子萌发出的小苗存

在，绝大多数地方由于生境恶劣无法自行繁衍。
２． ３　 变异类型较为丰富，伴生植物以灌草类为主

通过对 １３ 个主要代表点进行较为详细地观察

记载，结果见表 １。 分析整理得出野生腊梅变异类

型有 ３３ 个，各变异类型主要性状见表 ２，初步建立

了野生腊梅种质资源库，通过图像和文字全面、系
统、科学、准确、详实地反映了万源野生腊梅资源变

异类型的生物学特性。
野生腊梅常见伴生植物各代表点有一定差异，

但均以灌草类植物为主，部分地方分布有一些小乔

木，主要伴生植物种类为野蔷薇 （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黄荆 （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Ｌｉｎｎ． ）、火棘 （ Ｐｙｒａ⁃
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Ｏｅｒｓｔ． ）、箭
竹（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Ｆｒａｎｃｈ）、棕榈 （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 Ｐｌａｎｃｈ． ）、三角

枫（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Ｍｉｑ． ）、红豆杉（Ｔａｘ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ｉｌｇｅｒ） Ｒｅｈｄ． ）、麻叶绣线菊 （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桢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ｚｈｅｎｎａｎ）、草珊瑚 （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芭茅（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ｍ）、茼麻（Ａｂｕ⁃
ｔｉｌｏｎ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ｉ Ｍｅｄｉｃｕｓ）、马桑 （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Ｗａｌｌ． ）、劈荔（Ｆｉｃ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
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ｉｎｎ．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小叶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Ｃａｒｒ． ）、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Ｔｈｕｎｂ． ）、蛇莓 （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茅草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扁竹根（ Ｉｒｉｓ ｃｏｎｆｕｓａ）、菊科草

本（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蕨类（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ａ）等。
从表 ２ 可看出，腊梅变异类型以狗牙类为主，几

乎均是红心变异类型，仅发现素心变异类型 １ 个；花
朵以 小 花 型 为 主， 占 ６０． ６％ ， 中 花 型 为 辅， 占

３９ ４％ ，无大花型，花径在 ０． ９ ～ ２． ５ ｃｍ 之间；雄蕊

绝大多数为 ５ 个，极少数有 ６ 个或 ７ 个；花色有黄、
金黄、蜡黄、深黄、浅黄、鲜黄、鹅黄、黄绿、黄白、白、
乳白等；花型有吊钟型、碗型、腊梅型、磬口型等，花
被片总数一般为 １２ ～ １６ 片，少数能达到 １７ ～ １８ 片，
其中中部花被片多数为 ６ ～ ８ 片，极少数有 ９ ～ １０
片，形状多为长条形或披针形，少量为长椭圆形；内
部花被片多数为 ６ ～ ８ 片，极少数有 ９ 片，几乎均具

不同深浅的紫纹或紫斑。
２． ４　 资源保存相对完好，腊梅古桩随处可见

由于当地农民长期砍伐野生腊梅用于柴薪和篱

笆豆架，也有极少数人在高额市场利润的诱惑下，挖
掘腊梅古桩以称重方式向不法商贩出售牟取利益，
以及少量石灰矿、煤矿开采等工业行为，导致一些地

方的野生腊梅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加之野生腊梅

生境极其恶劣，几乎都生长在岩石、片石上，缺少土

壤或土层极薄，导致目前整个区域内形成腊梅乔木

的数量少，树干胸径相对较小，大多数仅 ３ ～ ５ ｃｍ，
少数 ８ ～ １５ ｃｍ，成片植株胸径达 １０ ｃｍ 以上的区域

极少，整个万源境内胸径达 ２０ ｃｍ 以上的古腊梅树

库存量极为少见。 但总体来说，万源野生腊梅保存

相对完好，挖掘或彻底破坏相对较少，腊盘（即腊梅

在根颈处膨大形成的块状物，是制作盆景的极好材

料，经常砍伐可促进腊盘生长）保护较好，数十年、
数百年的腊盘随处可见，３００ ｋｇ 以上的野生腊梅古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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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资源库存量较为丰富，４００ ～ ５００ ｋｇ 具有明显原始 特征，估计树龄近千年的古桩也不乏有。
表 １　 万源野生腊梅主要代表点调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ｗｉｌｄ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ａｔ ｍａ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ｎｙｕａｎ

编号

Ｃｏｄｅ
主要代表点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ｃｅｓ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分布区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生境及土

壤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

土壤或腐

殖质层厚度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 ｈｕｍｕｓ

坡度（°）
Ｓｌｏｐｅ

分布与保存状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伴生植物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变异类型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１ 茶垭

（３２°０４′Ｎ，１０８°０５′Ｅ）
６４０ ～ ７５０ 距 谷 底 海 拔

１００ ｍ 范 围 内；
阳坡多，阴坡少

岩石层上，
紫 色 或 腐

质土

较 薄， 多 数

２ ～ ５ ｃｍ ，少数

达 １０ ｃｍ

３０ ～ ７０ 散布或片布，
保存中等

蔷 薇、 黄 荆、 火

棘、青冈、 箭竹、
茅草

１、２、５、７、
２７、２８

２ 白果乡

（３２°１１′ ～ ３２°１３′Ｎ，
１０８°３３′ ～１０８°３５′Ｅ）

４９０ ～ ７５０ 河谷两岸，距谷

底海拔２５０ ｍ 范

围 内； 阳 坡 多，
阴坡少

岩石层上，
紫 色 或 腐

质土

土 层 多 数

３ ～ ５ ｃｍ， 部 分

１５ ～ ２０ ｃｍ

４５ ～ ８５ 散布、片布或

大片分布，保
存较好

蔷薇、草珊瑚、芭
茅、茼麻、火棘

６、９、１７、
２０、２１、２２、
２３、２４、２５

３ 钟停马块石沿线

（３２°０７′ ～ ３２°１０′Ｎ，
１０８°４１′ ～１０８°４３′Ｅ）

４８０ ～ ７００ 山谷或河谷，距
谷 底 海 拔

２００ ｍ 范围内；阳
坡多，阴坡少

岩 石 层 或

乱石堆上，
紫 色 或 腐

质土

土 层 薄， 多 数

３ ～ ５ ｃｍ
６０ ～ ８０ 散布、片布或

大片分布，保
存较好

蔷薇、草珊瑚、芭
茅、茼麻、 火棘、
马桑、茅草、劈荔

９、１０、１１、
１２、１３、１４、
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１９

４ 白沙镇牟家坝村

（３１°９７′ ～ ３１°９８′Ｎ，
１０８°１０′ ～１０８°１１′Ｅ）

６００ ～ ７５０ 河谷两岸，距谷

底海拔１５０ ｍ 范

围 内； 阳 坡 多，
阴坡少

岩缝、石缝

中 或 岩 石

上，腐叶或

石灰岩土

土层极薄，多数

０ ～ ３ ｃｍ，少量

５ ～ １０ ｃｍ

６０ ～ ９０ 散布、片布或

群 集， 保 存

较好

刺 槐、 蕨 类、 茅

草、箬竹、 箭竹、
小叶女贞、劈荔、
蔷薇

５、６、１０、
１７、２０、２１、

２２、２３

５ 白沙河沿线

（３１°９７′ ～ ３１°９９′Ｎ，
１０８°１２′ ～１０８°２０′Ｅ）

５００ ～１０００ 河两岸距 河 海

拔１００ ｍ 范围内

分布

石灰岩上，
腐 叶 或 石

灰岩土

土层 薄， 多 数

１ ～ ５ ｃｍ，少量

１０ ～ １５ ｃｍ

６０ ～ ８５ 散布、片布或

群 集， 保 存

较好

棕 榈、 茅 草、 箬

竹、箭竹、 劈荔、
蔷薇

５、６、１０、
１７、２２、
２３、２４

６ 沙滩镇

（３１°８８′ ～ ３１°９５′Ｎ，
１０８°０１′ ～１０８°０８′Ｅ）

５２０ ～ ６００ 河谷或小土丘 岩 石 或 片

石层上，紫
色 或 腐

质土

土层多数 ３ ～
８ ｃｍ，少量１５ ～
２０ ｃｍ

２０ ～ ７０ 散布或片布，
保存中等

黄 荆、 芭 茅、 蔷

薇、桢楠、 马桑、
火棘、菊科植物

５、６、１７、
２０、２１、
２２、２５

７ 旧院

（３１°８３′Ｎ，１０８°２０′Ｅ）
７５０ ～ ９００ 河谷两岸，距谷

底海拔２００ ｍ 范

围 内； 阳 坡 多，
阴坡少

块石层上，
紫 色 或 腐

质土

土 层 多 数 ３ ～
８ ｃｍ

２０ ～ ６０ 散布、群布或

大片分布，保
存较好

蔷 薇、 茅 草、 马

桑、 火 棘、 胡 颓

子、蛇莓、黄荆

１、５、１８、
２９、３０

８ 青花干溪沟

（３１°９９′Ｎ，１０７°９８′Ｅ）
５８０ ～ ６３０ 距 谷 底 海 拔

５０ ｍ 范围内；主
要分布在阴坡

岩石层上，
紫色土

较厚，多数

１０ ｃｍ 左右

３０ ～ ７５ 散布或片布，
保存较好

火棘、青冈、箭竹、
黄荆、棕榈、蔷薇、
杜鹃、扁竹根、菊
科草本、蕨类

３、４、５、６、
７、８、２０、３１

９ 长坝乡

（３１°８６′Ｎ，１０７°９１′Ｅ）
６５０ ～ ７５０ 阳坡半山腰 石块上，紫

色土

厚，多数 １０ ～
１５ ｃｍ，部分

２０ ｃｍ 以上

２５ ～ ５５ 片布，砍伐严

重， 能 自 身

繁衍

刺槐、棕榈、胡颓

子、青冈、火棘、蔷
薇、茅草、扁竹根、
菊科植物

５、６、１０、
２１、２２、２３、

２４、２５

１０ 太平苟角溪

（３２°０３′ ～３２°０５′Ｎ，
１０８°００′ ～１０８°０２′Ｅ）

６００ ～ ９００ 沿溪沟分布，距
谷 底 海 拔

１００ ｍ 范围内；阳
坡多，阴坡少

岩石层上，
紫 色 或 腐

质土

中等厚度，多数

３ ～ １０ ｃｍ
２５ ～ ６０ 散布、群布或

少片布，保存

中等

火 棘、 青 冈、 桢

楠、箭竹、 黄荆、
棕榈、蔷薇、菊科

草本、茅草、马桑

１、３、７、２７、
２８、３２

１１ 太平青龙沟

（３２°０９′Ｎ，１０８°０３′Ｅ）
６００ ～ ８５０ 分 布 于 山 凹、

山谷

岩 石 或 片

石层上，紫
色土

较厚，多数

１０ ～ ２０ ｃｍ
１５ ～ ５０ 带状 或 大 片

分 布， 多 纯

林，保存较好

火棘、箭竹、黄荆、
棕榈、蔷薇、杜鹃、
扁竹根、蕨类

１、３、２０、
２４、２７、２８、
３０、３１、
３２、３３

１２ 太平坪溪沟

（３２°１１′Ｎ，１０７°９５′Ｅ）
６５０ ～１０００ 距 谷 底 海 拔

２００ ｍ 范围内；阳
坡多，阴坡少

岩石层上，
紫 色 或 腐

质土

较厚，多数

１０ ｃｍ 左右

２０ ～ ７０ 大片 或 带 状

分 布， 保 存

较好

火棘、青冈、箭竹、
黄荆、棕榈、蔷薇、
三角枫、杜鹃、扁
竹根、红豆杉、麻
叶绣线菊、蕨类

１、７、１０、
１９、２７、２８

１３ 长石

（３２°１３′Ｎ，１０７°９０′Ｅ）
７００ ～１０００ 距 谷 底 海 拔

２００ ｍ 范 围 内；
阳坡多，阴坡少

岩石层上，
紫 色 或 腐

质土

中等厚度，多数

３ ～ ８ ｃｍ
３０ ～ ７０ 带状 或 大 片

分 布， 保 存

较好

火 棘、 箭 竹、 马

桑、黄荆、 蔷薇、
杜鹃、麻叶绣线

菊、蕨类

１、３、７、
２０、２４、

３０、３１、３３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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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野生腊梅变异类型主要性状特征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Ｃ． ｐｒａｅｃｏｘ

序号

Ｎｏ．

花径（ｃｍ）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类型

Ｔｙｐｅ

花型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ｙｐｅ

中部花被片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ｅｐａｌｓ
内部花被片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ｐａｌｓ
雄蕊数

Ｓｔａｍｅｎｓ

１ １． ２ ～ ２． ０ 狗牙类 碗型 ７ ～８ 片，长 ０ ７ ～ １ ４ ｃｍ，宽 ０ ４ ～ ０ ５ ｃｍ。
黄色，长条形，顶部略外卷或内曲

７ ～ ８ 片，长 ０ ４ ～ １ ０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具深紫纹

５ ～ ７

２ １ ２ ～ １ ７ 狗牙类 腊梅型 ６ ～ ８ 片， 长 ０ ７ ～ １ ３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嫩黄色，长条形，顶部略外曲

６ ～ ７ 片，长 ０ ５ ～ ０ ７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中等紫纹较稀疏

５ ～ ６

３ １ ０ ～ １ ９ 素心 腊梅型 ７ 片，长 ０ ８ ～ １ ３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４ ｃｍ。
浅黄绿色，长条形，顶部略外曲

６ ～ ７ 片，长 ０ ４ ～ ０ ８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后期具极浅紫纹

５

４ １ ６ ～ ２ ３ 过渡型 碗型 ８ ～ ９ 片， 长 １ ２ ～ １ ５ ｃｍ， 宽 ０ ４ ～
０ ６ ｃｍ。 黄色，长椭圆形。 中被片外卷。
落叶晚

６ ～ ７ 片，长 ０ ３ ～ ０ ８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具深紫纹

５

５ １ ０ ～ ２ ３ 狗牙类 碗型 ６ ～ ７ 片， 长 ０ ８ ～ １ ２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黄色略浅，长椭圆形或长条形，
顶部外曲或外卷。 花清香

６ ～ ７ 片，长 ０ ３ ～ ０ ８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５ ｃｍ。 具中偏浅稀疏细紫纹

５

６ １ ０ ～ １ ９ 狗牙类 吊钟型 ６ ～ ８ 片， 长 ０ ８ ～ １ ４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鲜黄色，长条形，较尖，略外曲

６ ～ ８ 片，长 ０ ３ ～ １ ２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具较深紫纹

５ ～ ６

７ １ ５ ～ ２ ０ 狗牙类 吊钟型 ７ ～ ８ 片， 长 １ ０ ～ １ ５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黄色，长椭圆形或长条形，顶部

略内曲或外卷

６ ～ ８ 片，长 ０ ３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或紫斑，多在中

下部

５

８ １ ３ ～ １ ８ 狗牙类 碗型 ７ ～ ８ 片， 长 ０ ８ ～ １ １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深黄，长椭圆形或长条形

６ ～ ７ 片，长 ０ ４ ～ ０ ７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深紫纹

５

９ １ ５ ～ ２ ０ 狗牙类 腊梅型 ６ ～ ７ 片， 长 ０ ８ ～ １ ４ ｃｍ， 宽 ０ ２ ～
０ ５ ｃｍ。 金黄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７ 片，长 ０ ３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或中等偏浅紫纹

５

１０ １ ２ ～ ２ ０ 狗牙类 碗型 ７ ～ ８ 片， 长 ０ ７ ～ １ １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黄白色，长椭圆形或长条形，顶
部外曲

８ ～ ９ 片，长 ０ ４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深紫纹

５

１１ ２ ２ ～ ２ ５ 狗牙类 吊钟型 ８ 片，长０ ９ ～ １ ７ ｃｍ，宽 ０ ４ ～ ０ ７ ｃｍ。 金

黄或蜡黄色，顶部外曲或外卷

９ 片，长 ０ ４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６ ｃｍ。
中等偏深紫纹

５ ～ ６

１２ １ ８ ～ ２ ０ 过渡型 碗型 ８ 片，长 ０ ８ ～ １ ３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嫩黄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８ ～ ９ 片，长 ０ ２ ～ １ １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５ ｃｍ。紫纹偏浅，边缘具紫纹

５ ～ ６

１３ １ ８ ～ ２ ５ 狗牙类 磬口型 ６ 片，长 １ １ ～ １ ４ ｃｍ，宽 ０ ３ ｃｍ。 鲜黄

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８ 片，长 ０ ３ ～ ０ ８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５ ｃｍ。
较深紫纹

５

１４ １ ５ ～ ２ ２ 过渡型 碗型 ７ ～ ８ 片， 长 ０ ８ ～ １ ３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浅黄色或黄白色，长条形，顶部

略外曲

８ ～９ 片，长０ ４ ～０ ９ ｃｍ，宽０ ３ ～０ ４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

５ ～ ６

１５ １ ５ ～ １ ７ 过渡型 腊梅型 ７ 片，长 ０ ９ ～ １ １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黄绿色，长条形，顶部略外曲

６ 片，长 ０ ３ ～ ０ ７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

５ ～ ６

１６ ２ ２ ～ ２ ５ 狗牙类 吊钟型 ８ 片，长 ０ ８ ～ １ ３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６ ｃｍ。
乳白色，长椭圆形，顶部外曲或不外曲

７ 片，长 ０ ４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极深紫纹

５

１７ １ ５ ～ ２ ５ 过渡型 碗型 ８ 片，长 １ ０ ～ １ ２ ｃｍ，宽 ０ ４ ～ ０ ５ ｃｍ。
白色，长椭圆形或长条形，顶部略外曲

７ ～８ 片，长０ ４ ～０ ９ ｃｍ，宽０ ３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

５

１８ １ ４ ～ ２ ３ 狗牙类 腊梅型 ７ ～ ９ 片， 长 ０ ９ ～ １ ７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６ ｃｍ。 金黄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花

朵密，淡香

８ ～９ 片，长０ ４ ～０ ９ ｃｍ，宽０ ３ ～０ ５ ｃｍ。
中等紫纹

５

１９ １ ３ ～ ２ １ 狗牙类 吊钟型 ６ ～ ７ 片， 长 ０ ９ ～ １ ５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浅黄色，长条形，顶部略外曲

７ ～８ 片，长０ ３ ～１ １ ｃｍ，宽０ ２ ～０ ４ ｃｍ。
中下部具较浅紫纹

５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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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序号

Ｎｏ．

花径（ｃｍ）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类型

Ｔｙｐｅ

花型

Ｆｌｏｗｅｒ
ｔｙｐｅ

中部花被片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ｅｐａｌｓ
内部花被片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ｅｐａｌｓ
雄蕊（数）
Ｓｔａｍｅｎｓ

２０ １ ２ ～ ２ ０ 狗牙类 磬口型 ７ ～８ 片，长 ０ ８ ～ １ ５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６ ｃｍ。
黄色，长条形，顶部外曲或不外曲

７ ～９ 片，长０ ３ ～１ １ ｃｍ，宽０ ３ ～０ ５ ｃｍ。
中等紫纹

５ ～ ７

２１ １ ０ ～ １ ２ 狗牙类 碗型 ８ 片，长 １ ０ ～ １ ２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鲜黄色，长条形或长椭圆形，顶部直伸或

略内曲

８ 片，长 ０ ４ ～ １ ０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４ ｃｍ。
较浅紫纹

５

２２ ２ ０ ～ ２ ５ 狗牙类 吊钟型 ６ ～ ７ 片， 长 １ １ ～ １ ６ ｃｍ， 宽 ０ ４ ～
０ ５ ｃｍ。 黄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７ ～８ 片，长０ ３ ～０ ９ ｃｍ，宽０ ３ ～０ ６ ｃｍ。
中等偏深紫纹

５

２３ １ ０ ～ １ ２ 狗牙类 磬口型 ８ 片，长 ０ ９ ～ １ ２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黄白色，长条形，顶部略内曲。 落叶晚

８ 片，长 ０ ３ ～ ０ ７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较深紫纹

５ ～ ６

２４ ０ ９ ～ １ ７ 狗牙类 吊钟型 ７ ～ ８ 片， 长 １ ０ ～ １ ３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深黄色或蜡黄色，长条形，顶部

略外曲或不外曲。 花清香，落叶晚

７ ～８ 片，长０ ３ ～０ ７ ｃｍ，宽０ ２ ～０ ４ ｃｍ。
中等偏深紫纹

５

２５ １ ４ ～ ２ ２ 过渡型 碗型 ９ ～１０ 片，长０ ９ ～１ ３ ｃｍ，宽 ０ ４ ～０ ５ ｃｍ。
浅黄绿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落叶晚

６ ～７ 片，长０ ４ ～０ ８ ｃｍ，宽０ ３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

５

２６ １ ７ ～ ２ ３ 狗牙类 吊钟型 ６ ～ ７ 片， 长 １ ０ ～ １ ４ ｃｍ， 宽 ０ ４ ～
０ ５ ｃｍ。 嫩黄色，长条形，顶部强烈外曲

８ 片，长 ０ ４ ～ １ ０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

５ ～ ６

２７ １ ３ ～ ２ ２ 狗牙类 吊钟型 ７ ～ ８ 片， 长 ０ ９ ～ １ ４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浅黄白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９ 片，长 ０ ４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４ ｃｍ。
浅紫纹

５

２８ １ ０ ～ １ ９ 狗牙类 磬口型 ７ 片，长 １ ０ ～ １ ５ ｃｍ，宽 ０ ４ ～ ０ ６ ｃｍ。
黄色略浅，长条形，顶部外曲

８ 片，长 ０ ３ ～ １ ０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深紫纹

５

２９ １ ２ ～ １ ６ 狗牙类 吊钟型 ７ ～ ８ 片， 长 １ １ ～ １ ４ ｃｍ， 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蜡黄或深黄色，长条形，顶部略

内曲。 花浓香

８ ～ ９ 片，长 ０ ３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４ ｃｍ。 较深紫纹

５

３０ １ ５ ～ ２ ３ 狗牙类 吊钟型 ７ ～８ 片，长 ０ ９ ～ １ ５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６ ｃｍ。
浅黄色，长条形或长椭圆形，顶部略外曲。
花瓣薄

６ 片，长 ０ ３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

５

３１ １ ０ ～ １ ９ 狗牙类 磬口型 ６ ～７ 片，长 ０ ７ ～ １ ４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黄色，长条形，顶部外曲或外卷

８ 片，长 ０ ４ ～ １ １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５ ｃｍ。
中等偏浅紫纹

５

３２ １ １ ～ １ ６ 狗牙类 吊钟型 ６ 片，长 ０ ９ ～ １ ２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鲜黄绿色，长条形，顶部外曲

７ 片，长 ０ ３ ～ ０ ９ ｃｍ，宽 ０ ３ ～ ０ ４ ｃｍ。
中下部浅紫纹

５

３３ １ ４ ～ １ ８ 狗牙类 吊钟型 ６ 片，长１ ０ ～ １ ４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４ ｃｍ。 鲜

黄色，长条形，顶部外卷或外曲

８ 片，长 ０ ３ ～ １ ０ ｃｍ，宽 ０ ２ ～ ０ ３ ｃｍ。
中等偏深紫纹

５

过渡型即为介于野生狗牙类与栽培种之间的类型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３　 万源市野生腊梅资源保护利用方略

３ １　 进一步系统性地加大对万源市野生腊梅的调

查研究力度

由于当地农林主管部门人力、物力、财力有

限，难以组织有效力量对野生腊梅资源及其生态

环境进行详尽调查，目前对该地区野生腊梅资源

分布、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及区域、变异类型及特

性、古树或古腊盘规格与年龄、相关的生态环境等

等还缺乏详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缺乏令人信服

的数据或文字归纳总结，相关图片、资料等还很不

健全，对资源的调查还停留在一个较肤浅的水平

上，对自身的家底摸得不清、不透，不利于资源的

合理有效利用。 对资源的研究方面，也仅仅在部

分区域调查［１３］ 、育种繁殖［１４］ 、腊梅精油［１５］ 、高接

换种、古桩腊梅盆景整形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与应用，但研究断断续续，还很不成熟，对引种驯

化、变异类型特性、抗逆机理、遗传价值、系统繁

殖、更新复壮、精油提取、药用价值等等均缺乏系

统研究。 因此，建议加大经费投入，鼓励有实力、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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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的单位、团体与万源市相关部门一起积极

投身到野生腊梅种质资源的深入调查研究中去，
尽快形成一套完整的四川大巴山地区野生腊梅资

源调查研究的详细数据资料，为政府决策和合理

保护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３ ２　 建立野生腊梅自然保护区

通过调查发现，万源市野生腊梅的分布地域、分
布面积、变种数量、桩头年龄以及资源拥有量等均在

全国占有绝对优势，是我国野生腊梅的分布中心和

腊梅天然基因库，具有极大的保护、开发及研究价

值。 为了让该宝贵财富得到更好地保护，更好地造

福于人民，减少盲目的砍伐开采，避免资源的流失或

灭绝，建议在万源市以襄渝铁路两侧野生腊梅资源

分布密集且目前保存相对完好的长坝、沙滩、青花、
茶垭、太平、官渡、长石、罐坝等乡（镇）为主建立野

生腊梅自然保护区。
３ ３　 加强对野生腊梅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力度

加大对腊梅保护和开发的重要性及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法令、政策等宣传，让更多的人们认识到野

生腊梅的珍贵性和全身都是宝所潜藏的社会、经济

效益与生态价值，逐渐提高对野生腊梅的保护意识，
形成全民参与保护、监督的良好氛围。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大对野生腊梅资源

的有序、合理开发力度。 野生腊梅资源为再生资源，
但自身更新的能力极其有限，需要人工辅助和较长

的时间。 因此，在开发利用这些野生腊梅时，不能为

了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而采用杀鸡取卵一扫而光的

方式，而是要在保护其再生能力的前提下适度地开

发利用，无性和有性繁殖并重，疏密留疏，边采边植，
而且在采挖时要尽量避免对周围植物及环境造成破

坏，使野生植物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保持相对平

衡。 同时充分利用野生腊梅资源，开展有目的的保

护驯化、杂交育种、生物技术育种、遗传改良、配套技

术等研究，将野生腊梅优良基因转移到栽培腊梅中，
培育更多、更优的不同用途的栽培良种，促进腊梅鲜

切花种植、腊梅园林苗木生产、腊梅盆景（盆栽）、腊
梅花原料生产基地等第一产业的提档升级；开展腊

梅深加工工艺及配套技术研究，开发腊梅精油、腊梅

酒、腊梅茶、腊梅食品、腊梅药品及保健品等一系列

腊梅加工产品，满足不同人群和不同行业的需求；利
用腊梅较高的观赏性、大面积的震撼效果、散发出的

浓郁香气等，努力挖掘腊梅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结
合当地红色旅游及其他旅游资源，推动乡村旅游及

相关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总之，充分利

用腊梅野生资源优势，使腊梅及其相关产品广泛应

用于人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资源优势向经

济、效益、生态优势的转化，使之真正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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