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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

黄色
,

缅甸
。

本种特征
:
乔木

。

奇数羽状复叶
,

小叶长矩圆形
,

边缘具细密锯齿 ,

果长达 43 o m
,

密被灰黄色长绒毛
。

树皮
:
收敛止血

,

用于烧
、

烫伤
,

外伤出血
。

西布大

广西植物研究所数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

一九九四年五
、

六月间
,

广 西植物研究所有四项科研成果通过广西区科委或广西科学院组织的成果鉴

定
.

它们分别是
:

1
、

鲜切花无土栽培技术开发

该项研究把园艺现代化新技术— 无土栽培应用于鲜切花的栽培
.

对唐首蒲
、

康乃馨进行栽培基质的

筛选和营养液配方的筛选
.

筛选出材料来源广
.

效果好
,

成本低
,

易于推广的河砂等作栽培基质和较好的

营养液配方
.

基 本摸清和掌握了无土栽培花卉的基本方法和基质栽培的主要技术
.

用非温室塑料大枷对月

季
、
唐曹蒲

、

康乃馨等多种鲜切花进行无土栽培和地栽对比试验
,

结果无土栽培所获的切花产品无论产最

或是质量都在地栽产品之上
.

显现了无土栽培技术的优点
.

已为社会提供了一批高质量无污染的鲜花
。

参

加鉴定的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研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

在广西区内领先
,

达国内先进水平
。

2
、

鲜 切花的栽培和开发利用

该项研究从收集品种入手
,

边试验
,

边筛选
,

边开发
,

边向社会提供服务
.

初步建立了一个面 积 2 h m
恶

的花卉生产试验基地
,

其中鲜切花开发试验地 。
.

53 h m 气 引种各种花卉品种 200 余个
,

并对其中的世界四大

名鲜切花— 现代月季
、

康乃馨
、

唐曹蒲和菊花的60 余个优良品种进行栽培观察试验和开发利用研究
.

初

步筛选出一批适合广西栽培发展的优良品种
,

掌握了它们的栽培管理技术
,

并探索出分期播种
、

摘心
、

冷

藏
、

控制发芽和高低温处理来达到周年均衡供花及用保鲜剂延长保鲜期的先进实用的技术措施
.

3
、

广西苦丁茶资源调查研究

该项目通过对广西龙州
、

宁明
、

大新等 18 个县的调查
,

基本查清广西苦丁茶资源的分布与蕴藏量
,

掌

握了其资源特点
、

利用现状与存在问题
,

发现新分布县 8 个
、

新分布点 50 个
.

进行了苦丁茶类型调查
、

主

成分与泡茶液物理性状的分析测定
.

确定 7 种类型
,

查明 15 个混淆种
,

并作了科学的评价
.

在调查的同时
,

较系统地观察研究了苦丁茶的生物学特性
.

摸索引种栽培技术
,

总结民间利用和栽培经验等
。

该项成果为

合理开发利用广西苦丁茶资源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

该项成果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居领先地位
.

4
、

称猴桃属植物种质迁地保护研究

该项 目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由广西植物研究所主持
,

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
,

中科院植物

研究所协作完成
。

已建立在桂林植物园
、

武汉植物园
、

北京植物园内一个面积 0
.

47 h m
: 的称猴桃属植物活种

质库
,

收集了称猴桃种质 了5个
,

不仅使绝大多数种
、

变种
、

变型
,

特别是濒危物种得以保存
,

而且为今后进

一步开展育种
、

基因工程
、

分类
、

起源
、

演化等方面研究提供了种质基础
,

为对外交流协作提供了良好条

件
。

在收集保存的同时
,

进行了41 个种质的生物学特性厂42 个种质花粉形态
、

29 个种质染色体数目的观察 ;

18个种质
、

5 个杂交后代的花粉粒的电境扫描 ; 35 个种质的果实营养成分
、

n 个种质果实氨基酸含量分析 ;

中华称猴桃果实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和杂交育种等
。

为称猴桃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
,

为称猴桃的开发利

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具有重大的科学和社会经济意义
。

该项成果处于国内外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

广西植物研究所 韦记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