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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植物园园林科学发展的十年

王 才 明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叹1 0 0 6 )

桂林植物园位于桂林市南郊雁山镇
,

距市区 24 k m
,

总面积 67 h m
Z 。

1 9 5 8年建园至今
,

历时 37 年
,

汇集高等植物 2 1。。多种
,

已成为广西植物的种质资源库和科研基地
。

近十年来
,

随着国家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

科研经费减拨了
,

事业型的植物园已很难

按既定的规划进行建设
。

然而
,

桂林植物园的科技人员在建园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
,

通过

立项申请
,

结合项 目研究
,

进行 了园林建设
,

园林植物引种和开发
,

园林旅游服务等工作
,

在发展园林科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

现初步总结如下
,

供参考
。

1 建 园

十年来
,

建园的事业费逐年减少
,

至 1 9 8 8年后
,

收集植物种类的旅差费也很难开支了
。

为适应科技体制改革和事业经费的短缺
,

科技人员就通过立项申请经费
,

并在
)

结合项目研究

的工作中
,

新建立了 8 个植物专类园
。

1
.

1 称猴挑种质资源一 面积 l h m Z ,

引种保存称猴桃种质资源 76 种
,

占全 国 分 布 总 数

( 1 0 5种 ) 的 7 2
.

3 8%
,

在迁地保护研究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建园获得 1 9 8 9年广

西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

1
.

2 白果园 ( 银杏 良种早实丰产园 ) 面积 1
.

5 h m
Z ,

是以引种的长子
、

佛手
、

马铃
、

梅

核
、

圆子五大品种群中 34 个品种的优良株系
,

选择出的 3 个优 良无性系建立起来的良种园
。

园内保存有结果母树5 75 株
。

苗木嫁接后一般 4 一 5 年开始结实
,

比实生树可提早 13 一 15 年
。

本研究成果荣获 1 9 9 0年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

1
.

3 金花茶种质资谏口
。

面积 0
.

7 h l l l 2 ,

引种保存金花茶 20 种
,

定植的达 1 2 0 0多株
,

有的已

开花结果
。

本项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将天然分布于热带
、

南亚热带季雨林中

的金花茶引种到地处中亚热带的桂林雁山
,

成功地建立了种质资源 圃
,

该项成果荣获 1 9 9 3年

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

1
.

4 珍稀濒危植物园 面积 1
.

3 h m
Z ,

引种保存第一批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14 3种
,

其中

广西有分布的达 1 02 种
,

占广西分布总数 ( 1 23 种 ) 的 8 2
.

92 %
。

在迁地保护研究 中曾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建园成果荣获 1 9 9 4年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

1
。

5 木兰园 面积 1
.

3 h m
Z ,

引种保存有木兰科植物种类 1 05 种
。

1
.

6 花卉盆景园 在原花圃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

面积 0
.

7 h m
“ ,

引种繁育树庄盆景
、

盆栽

花卉苗木 3 00 多种
。

1
.

7 乌柏品种园 面积 1 h m
“ ,

引种保存有 35 个农家品种
, 5 个野生类型

,

27 个无性系
,

本项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现正在建设中
。

1
.

8 杜鹃花园 面积 0
.

8 h m
Z ,

建园的项目经费已到位
,

目前正在建设中
,

已引种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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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4 0多种
,

计划收集杜鹃花属 100 种以上
。

在建园中
,

对原有的植物园 ( 区 )
,

如裸子植物区
、

棕搁区
、

苏铁区
、

藤本植物区
、

药

用植物区等
,

加强了护理
、

充实和提高工作
。

如更新了标本园内的台湾草坪
,

重新规划建设

了大门内的园林景观
,

完整了办公区域的绿化建设
,

添置了一些园林设施等
,

使植物园的种

类更丰富了
,

园景更美好了
。

2 引种和繁殖园林植物

园林植物又叫环境保护植物
,

人们通常说的观赏植物或观赏花卉就是园林植物的主体
。

十年来
,

科技人员在结合项目研究中
,

收集引种园林植物种类43 。多种
,

其中有珍 稀 濒危保

护植物 16 0多种
,

经济林木树种 12 0多种
,

良种果木种类30 多种
,

观 赏植物 ( 含花卉 ) 1 2 0多

种
。

引种珍稀濒危植物和开发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
,

已成为植物园近年的一个主要

研究内容
,

如国家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护
,

金花茶植物和称猴桃植物的引种保存研究等
。

在开发观赏植物方面
,

应用生物工程快繁
,

如从新西兰引种花色艳丽的马蹄连七个品种

和来自广东的香蕉 良种
,

通过组织培养繁殖成苗
,

目前还继续进行巴西铁
、

龟背竹
、

红掌
、

火鹤花
、

花叶芋
、

满天星等观赏植物的组培研究
。

应用常规方法进行了鲜切花的栽培和开发

利用
、

鲜切花无土栽培技术开发
、

无核 ( 小核 ) 沙田抽繁殖技术研究
、

日本网纹甜瓜引种栽

培试验研究和正在进行的广西野生阴生观赏植物引种栽培试验
,

琳猴桃良种— 桂海 4 号种

苗开发等
,

其中鲜切花的栽培与开发利用成果获 1 9 9 4年广西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

观赏植物的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
,

现有鲜切花生产大棚 18 座
,

使用面积 2 6 0 0 m : ,

有玻

璃温室 2 座 4 00 m “ ,

有露地栽培观赏植物的场地 7 0 0 0多 m Z。

年产鲜切花可达 50 万支
,

生产

繁育有盆景
、

花卉及园林绿化植物 1 00 多种
,

还繁殖有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和良种果苗等

种类
。

3 向社会提供园林植物和良种果苗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

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对于绿化环境和美化生活的要求也 日益增多了
。

桂林植物园生产的园林植物
,

已 提供 给 科

研
、

生产单位
,

提供给宾馆
、

工厂
、

机关
、

学校以及城镇的绿化部门
,

并获得了较大的社会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例如马蹄连的组培苗已向全国一些花卉生产研究单位提供
,

所生产的

鲜切花供给桂林市的宾馆饭店
,

大量的园林绿化植物向社会用苗单位出售
,

主要有桂花
、

罗

汉松
、

竹柏
、

含笑
、

玉兰
、

黄柏
、

桃花
、

海桐
、

棕涧
、

蒲葵
、

棕竹等及各种花卉共计 1 00 多

种
。

引种繁殖的国家珍稀濒危植物苗木也向一些植物园
、

树木园及有关的保护研究单位提供

了种质资源和研究材料
,

如金花茶种苗就向区内外一些单位提供约 8 0 0 0多株
,

还 提 供 了 银

杉
、

柔毛油杉
、

香木莲
、

叉叶苏铁
、

广西青梅
、

狭叶坡垒
、

肥牛树等 40 多种苗木
。

良种果

苗
,

如称猴桃
、

罗汉果
、

银杏
、

香蕉
、

无核 ( 小核 ) 沙田抽等
,

给农民提供了种源和栽培技

术
,

尤以银杏和称猴桃良种苗
。 1 9 8 6年以来

,

帮助兴安县大榕江乡农民 建 立 称 猴 桃 园

0
.

7 h m
Z ,

帮助融水县建立称猴桃园
,

初为 Z b m Z ,

今将发展成20 0 h m
“

的称猴桃产业基地
,

阳朔县太原林场也将发展 20 h m Z ,

良种苗如桂海 4 号等
,

全由本园提供
。

乏白果 良种苗已给

桂林地区各县
、

柳州地 区部分县以及邻近省的农民提供种源达30 多万株
,

利用科技成果和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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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技术为农民的脱贫致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1 9 9 4年
,

由广西壮族自治山扶贫办公室组织联合有关单位成立了
“
广西桂林桂海银杏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
实施开发银杏产业的 a2 0 10 ”

扶贫工程项 目
,

在桂西北 16 个县发 展 1 3 3 0 0

多 h m
Z

的银杏产业基地由广西植物研究所主持生产银杳良种苗 80 0万株
,

此扶贫工程正在实

施中
,

除安排指导各有关县繁殖部分苗木外
,

本园今年又播下银杏种子 2 000 k g
,

目前小苗

长势良好
。

4 承担园林绿化工程

近年来国家对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十分重视
,

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在城市

建设中已把园林绿化指标作为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
。

桂林市为风景名城
,

市有关部门对

增加绿化面积
,

改善城市环境做了许多工作
,

亦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

本园有较强的园林设计

和绿化实施技术
,

能承担园林规划设计和绿化装饰工程
。

十年来已为桂林市一些宾馆
、

饭

店
、

工厂
、

学校等单位进行了绿化设计施工
。

例如承担了桂林漓苑宾馆
、

桂山宾馆的室外庭

院绿化工程
,

文华饭店
、

桂湖饭店的室内盆景盆花装饰工程
,

荔浦县中
、

学校园绿化工程 , 目

前正在施工中的有南梧 ( 南宁至梧州 ) 高等级公路边坡绿化试验工程
,
桂柳 ( 桂林至柳州 )

高速公路隔离带绿化工程 , 正在进行园林规划设计的有桂林市中药制药厂和桂林两江国际机

场的绿化工程
。

承担绿化工程
,

一方面可以展示和推广本园引种开发的园林植物
,

另一方面

也可增加经济效益
。

5 开展园林旅游

随着人 口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

特别是休闲时间的增多
,

对具有自然气息的园林绿化

要求也就更为突出
。

全国各类林园已逐步实行园林有偿服务
,

以园养园
,

使园林得以维持
、

更新和发展
。

植物园是对学生和人民大众进行科学知识宣传教育最生动的形式和 最 实 际 的

场 所
,

使 人 们了解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

也是人们陶冶性情最恬

静的休憩园地
。

近年来
,

桂林植物园的建设也成为一种资产投入而逐步开展园林旅游服务
,

成为桂林大环境的主要旅游点之一
,

桂林市人民和来桂的旅游团体常来植物园参观休憩
。

本

园自开展园林旅游以来
,

增加了一些园林设施
,

改善了园林景观
,

增添了观赏内容
,
制作有

以动植物为主要材料的工艺品
,

如红豆
、

蝴蝶卡
、

生肖纪念卡等
,

有原味的饮料原料甜茶
、

苦丁茶
,

绞股蓝茶
,

还有各种树桩盆景和花卉供旅游者选用
。

近年来到植物园参观游览的人

数
,

年均达 1万多人次
,

`

其中有大专院校和中小学生
,

有在职的和离退休职工
,

有中央和地

方的领导和科技工作者
,

还有港
、

澳
、

台同胞和国外的旅游人员
。

6 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科技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
,

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骨

干力 量
,

培养
、

造就优秀的科技人才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

十年来
,

植物园的领导对人

才的培养予以高度重视
,

并着重培养一些跨世纪的专业学科带头人
。

如举办了多次学术讲座

和各种学 习班 ( 包括拉丁语学习班 )
,

科技人员到高等院校研修专业知识和强化外语学习的

共计 16 批 50 多人次 ( 包括函授 )
,

选派出国 ( 赴新西兰
、

日本
、

澳大利亚
、

美国
、

俄罗斯
、

法国等 ) 考察和进修的科技人员有 17 人
,
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有 23 人次

。

目前有部分获得

中
、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中青年科技人员
,

已逐步成为课题负责人而独立承担项目的研究工

作
,

桂林植物园 己后继有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