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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植物金花茶种子繁殖和生物学特性研究 

韦 霄，柴胜丰，蒋运生，唐 辉 ，李 锋，赵瑞峰 

(； 蓉 墓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 ：对金花茶进行种子繁殖和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表明：以含水 6 湿沙贮 藏，采用粒径大 的种子 

(2．05 cm×1．51 cm×1．92 cm)于 3月进行播种繁殖 ，其发芽率最高，且幼苗长势健壮。金花茶从北热带季雨 

林中引种到中亚热带桂林雁山的自然环境条件下 ，植株能正常生长及开花结实。物候期 比原产地推迟 40 d 

左右。成龄植株通常每年只有一次秋梢 ，于 9月下旬开始展 叶抽梢，1o月 中旬新梢停止生长。6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开始现蕾 ，1月上旬至 2月上旬为开花始期，2月下旬至 3月中旬为开花盛期 ，3月下旬至 4月上旬为开 

花末期 。果实于 11月下旬至 12月成熟 ，生长期约 9～1O个月。17年生实生苗平均高 (313．60士i5．92)em， 

基径(4．51士0．71)em，平均冠幅(东西 ×南北)277．6 cm×219．2 am。金花茶主要病害有赤叶枯病 、炭疽病 、白 

绢病等 ，4～6月高温湿热季节容易发病。虫害主要有蚜虫 、卷叶蛾 、天牛和木囊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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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productive traits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mella nitidissima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ermination rate of seeds can be improved by storing in 6 wet sand，using big 

size seed(2．05 cm× 1．51 cm × 1．92 cm)and sowing in M arch．C．nitidissima has been introduced to Guilin 

Botanical Garden for 17 years．The plant is adaptable tO grow in Guilin and can blossom and seed normall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lace，phenological phases of C．nitidissima was postponed about 40 d．Shoots of 

mature plants grow in autumn and tips grow from the later September to middle October．The flowering peri- 

od was from the early January tO the early April．The fruit of the plant was from the late November tO next 

December．17一year—old trees were(313．6O土 15．92)cm in height，(4．51土 0．7)cm in diameter at base and 

277．6 em ×219．2 cm in crown diameter．The main diseases and pests occurred in C．nitidissima were identi- 

fled as Phyllosticta sp．，Colletotrichum camelliae，Sclerotium volfsii，Toxoptera aurantii，Homona magnan— 

ima，Cerambycidae and Zeuzera sp．et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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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 (Camellia nitidissima)是世界珍稀 的 

观赏植物和种质资源，被誉为“茶族皇后”，是培育黄 

色系山茶新品种的珍贵材料，观赏价值极高(杨振德 

等，1997；黄瑞斌等，2007)。金花茶产于我国广西南 

部和越南北部 ，在广西其间断分布于两个地区：一是 

十万大山东南面的防城；二是南宁富庶乡(原 邕宁潭 

洛乡)、隆安和扶 绥 三地 交 界 的地 区 (苏宗 明等 ， 

1988；宾晓芸等，2005；Tang等，2006)。由于其珍稀 

及 分 布狭 ，被列 为 国家 一 级保 护植 物 (傅 立 国， 

1992)。植物有性繁殖法亦称种子繁殖法 ，是利用雌 

雄受粉相交而结成种子来繁殖后代，一般繁殖多用 

此法 。植物生物学特性是指植物品种本身所具备的 

特有性状，包括它的器官组织、生长习性 、适应性及 

变异性等。张宗享等(1981)对金花茶的有性繁殖进 

行了初步研究，而其生物学特性至今未见报道。本 

文通过对金花茶种子繁殖技术和生物学特性研究， 

掌握其种子萌发性和生长发育规律 ，以期为金花茶 

迁地保育提供基本资料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原产区与引种区生态环境条件 

金花茶主要分布于北回归线以南，处于热带北 

缘 ，属热带季风气候 区。分布区年均温 21．7～22．4 

℃，最冷月(1月)平均温 13．0～l4．8℃，最热月平 

均温 27．6～28．5℃，极端最高气温 4O．4℃，极端最 

低气温一1．8℃，≥10℃年积温 7 516．7～8 195．8 

℃，无霜期长达 360 d以上。引种栽培区位于广西 

桂林雁山广西植物研究所试验地内(110。12 E，25。 

ll N)，丘陵台地，海拔为 170 m。属于中亚热带气 

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l9．2℃，绝对最高气温为 

40．0℃，绝对最低气温为一6℃，冬季有霜冻，偶见 

雪，月平均气温高于 2O℃有 6～7个月；年均降雨量 

为 l 865．7 mm，年相对湿度 78 。土壤为砂页岩 

风化发育而成的酸性红壤。 

1．2种子的采集与处理 

除不同种群金花茶外，种子于 2006年 12月 1 

日采于广西植物研究所金花茶种质资源圃。不同种 

群金花茶种子采集于广西防城大王江、那子山、南宁 

市西乡塘庚毛山 3个天然种群和广西植物研究所迁 

地保护种群。种子采收后，经水选除去瘪粒后分别 

采用 6 、l2 、2O 9，6湿沙、低温(一2℃)、磨 口瓶、袋 

装等贮藏。除不同时间播种试验外，于 2007年 3月 

9 la全部播种 。种子播 于林荫 圃地上，播后盖土 2 

cm，畦面盖以稻草，经常保持土壤湿润。1个月后统 

计种子出苗率。 

1．3种子生活力测定 

采用孙昌高 (1990)的 TTC法 (0．2 TTC溶 

液)。 

1．4生物学特性观察 

在金花茶园选定成年标准株(17年生)20株，进 

行定点定期观察，观察其物侯期、植株生长、开花结 

实特性与生长适应性等。选定二年生金花茶标准植 

株 10株测定其基茎和高的生长量。 

2 结果与分析 

2．1有性繁殖 

2．1．1种子生活力测定 种子活力是种子质量的重 

要指标，也是种用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与种子田 

间出苗密切相关 ，甚 至有人把种子活力作为种子质 

量的 同 义 词。金 花 茶 种 子 都 具 有 生 活力 ，可 达 

100 (表 1)。 

表 1 金花茶种子生活力测定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seed viability 

of Camellia nitidissima 

2．1．2贮藏方法和播种时间对种子 出苗率的影响 

在不同的贮藏方法中，以 6 湿沙贮藏效果最佳，发 

芽率可达 79．4 ，低温贮藏次之 (表 2)。磨 口瓶藏 

的种子由于贮藏前种子含水量过高 ，胚乳已霉烂 ，失 

去发芽能力。袋装贮藏的种子因失水而丧失活力。 

不同播种时间亦对金花茶种子出苗有重要影响。低 

温贮藏 (一2℃)种子，3月播种，出苗率最 高，为 

61．7％，种子开始出苗天数为 3l d；其次为 5月播 

种，出苗率为 23．3 ，种子开始出苗天数为25 d；出 

苗率最差的是 7月份播种，为 16．7 ，种子开始出 

苗天数为23 d。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播种时间延 

后，种子出苗率下降，出苗速度加快。 

2．1．3不同粒径种子对发芽率的影响 将金花茶种 

分为两个等级，正常种子[平均长(cm)×宽(c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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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cm)和平均单粒重分 别为 2．05 em×1．51 cm× 

1．92 cm和3．19 和小种子[平均长(cm)×宽(cm) 

×厚(cm)和平均单粒重分别为 1．51 cm~1．18 cmX 

1．44 cm和 1．18 g]。采收后低温贮藏(一2℃)，翌年 3 

月 9日播种。70 d后测定幼苗生长量。与小粒种子 

相比，正常种子的出苗率高 ，达 37 ，比小粒种子提 

高 25 。且出苗后幼苗长势健壮 ，正 常种子 的苗高 

比小粒种子提高 30．5 ；地径 比小粒种子提 高 

29．4 (表 3)。 

表 2 不同贮藏方法 、播种时间对种子出苗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storage methods 

and sowing times on seedling rate 

表 3 不同粒径种子对出苗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seed size on germina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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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不同种群金花茶种子的出苗率 不 同居群金 

花茶种子出苗率对种子出苗率有一定的影响(表 

4)，种子出苗率以迁地保护居群最高，庚毛山居群次 

之，大王江居群和那子山居群最低。 

2．2生物学特性观察 

2．2．1物候期 金花茶原产于广西北热带季节性雨 

林中，引种到桂林雁山(25。11 N)的中亚热带气候 

条件下 ，幼树一般于 3月上旬 叶芽开始膨大，3月中 

旬叶芽开放，继而展叶抽梢，展叶与新梢生长同步。 

抽梢次数较多，分别于 3月 中旬至 4月中下旬 、6月 

中旬至 7月 中旬 ，8月下旬 至 9月下旬抽春、夏、秋 

三次梢，新梢生长期为 30~40 d。 

成龄植株除少数植株偶有二次抽梢外，通常每 

年只有一次秋梢 ，于 9月下旬开始展 叶抽梢，1O月 

中旬新梢停 止生长 。6月下旬 至 7月上旬开始现 

蕾 ，1月下旬至 2月上旬为开花始期 ，2月下旬至 3 

月中旬为开花盛期 ，3月下旬至 4月上旬为开花末 

期。果实于 11月下旬至 12月成熟 ，生长期约 10个 

月。成龄植株的物候期受气候 的影响较大，引种地 

比原产地的物候期推迟 40 d左右。引种 的成龄树 ， 

遇秋旱严重的气候条件时，当年秋季不能抽梢，被迫 

延至翌年降雨来临 、气 温回升后才抽春梢(表 5)。 

表 4 不 同居群金花茶种子的出苗率 

Table 4 Seedling rate of the seeds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防城大王江 Dawangjiang 53 

防城那子山 Nazhishan 92 

南宁市西乡塘庚毛山 52 
Genmaoshan 

广西植物研究所 Guangxi 60 
institute of botany 

28 

47 

34 

46 

2．2．2生长特性 (1)种子萌芽及幼苗生长 ：金花茶 

种子发芽的旬均温在 10℃以上，引种地冬季气温 

低 ，宜在翌年春气温 回升转晴后播 种。在适宜的温 

度、湿度下，于 3月上旬种子开始萌发，种子出苗时， 

包于种壳内的 3～5片子叶不出土，属于子叶留土萌 

发类型 ，为此 ，播种时覆土宜稍厚 ，以相当于种径 的 

2倍 为佳。种子萌发过程中，胚根伸长 4～6 cm时， 

胚芽才开始 萌芽伸 出地 面。胚 芽 出土初期茎紫红 

色，具初生不育叶 4～5片 ，长 0．6～1．1cm。幼苗高 

7～10 cm时开始生长出深紫色 的发育叶，发育叶一 

次展叶 3～4片，第一次展叶完全后即封顶转入休眠 

期，此时叶色逐渐转为紫绿至绿色，随之不育叶开始 

脱落。幼苗第一次休眠后，于 445月开始第二次抽 

芽生长，7～8月开始第三次抽芽，每次生长枝长5～ 

7 cm，叶数 3～4片。一年生苗高 14～16 cm，根 茎 

粗 0．3～0．4 cm。本研究观察种子在不同萌发阶段 

的形态和张宗享等(1981)的结果基本一致。金花茶 

系直根系深根性树种 ，主根发达 ，一年生植株一般深 

达 3O～50 cm，大树主根深可达 1 m以上，侧、须根 

高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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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昆明植物园园林组 ，1978)。一年生实生幼苗 

根生长比茎生长快，植株高 25 cm时，主根深达 35 

cm；二年生苗与根的生长速度开始逆转，并在主根 

末端逐步生长出 2～3条与主根几乎相等的侧根而 

继续向下直立生长，形成直根系 金花茶根的再生 

能力较强，当切除主根或胚根生长尖后，能从切口上 

端再生出数条新根，因此移苗或播种时，切除主根或 

胚根生长尖，以促进侧根生长，提高移植成活率。 

表 5 金花茶成龄植株物候期观察 

Table 5 Phenological phase of C nitidissima mature plant 

(2)植株生长量测定：金花茶幼苗期(二年生)植 

株的高生长一年内有多次，但主要集中在春、夏、秋 

三季。第一次出现在 3月份，平均增高 3．9 cm；第 

二次出现于6月份，平均增高 4．1 cm；第三次出现 

在8～9月份，平均增高 4．．～5．1 cm，全年高生长 

约为l3～16 cm，最高在2O cm。径粗增长速度较为 

缓慢，其生长期与植株高生长期亦不尽相同，一般出 

现于植株高生长之后的 5～7月为较明显的径粗增 

长期，平均增粗 0．11 mm，占全年增粗总量 的 

78．5％。金花茶幼苗生长较缓慢，分枝率低。二年 

生只有 6O％的植株有一级分枝，平均分枝条数 1～ 

1．8条i有 1O 的植株出现二级分枝，但平均分枝条 

数仅一条。17 a生实生苗，平均高(313．6O±15．92) 

cm，基径(4．51±0．71)cm，平均冠幅(东西×南北) 

277．6 cm~219．2 cm。成龄植株除个别偶有二次新 

梢生长外，一般只有一次秋梢生长，新梢长度可达 6 

～ 30 cm，每梢着生叶 3～9片。 

(3)开花结果特性 ：金花茶开花树龄因繁殖苗类 

不同而异 ，实生苗一般树龄达 8 a左右 即可开花，一 

年开花一次。扦插繁殖苗开花树龄要比实生苗提早 

3---5 a。金花茶从 7月上旬现蕾至始花，其间需经 

长达 6个多月的孕蕾期，花芽在前期发育很慢，到了 

12月以后才加快膨大。成龄树开花多达 200朵，有 

达 400朵之上。花一般 1～2朵 ，罕有 3朵着生于去 

年秋梢顶枝的叶腋 ，也有开放于前 2～3年的老枝叶 

腋间，一个枝着花 2～l2朵不等；花柄一般弯曲下 

垂，花开放于枝叶背面。花径 4～6 CII1，每朵花有花 

瓣 7～lO(12)片，金黄色，被腊质光泽，初开放时为 

盂形，后期为蝶形，瓣端略向后反卷；雄蕊 144～325 

枚，成 4轮排列，与花瓣连生；花药 2室，丁字形着 

生，花柱 3裂，完全离生。雌蕊较雄蕊长或等长，部 

分伸出雄蕊之外。金花茶单株花期可维持 2个月左 

右 ，最长达 79 d。单花寿命 一般为 7～10 d，最长达 

18 d，最短仅为2 d。开药时间一般在开花的当天或 

第二天，花粉呈黄色。金花茶花开放时，柱头呈品字 

形向下弯藏于花药群中，花受粉后连同花丝一起脱 

落，仅花萼及柱头缩存。花瓣脱落后，大约一个月子 

房逐渐膨大成幼果，前期增长缓慢，于 6～8月后才 

开始讯速增长。蒴果熟前呈青色，熟时呈青紫色或 

青黄色，扁园形或三角状扁园形，果皮厚 0．5～0．7 

cm，果熟透后皮松软略似海棉状 ，并呈不规则室背 

开裂。每果有种子 3～9粒，黑褐色 ，三角形或半园 

形 ，千粒重 2 270～3 500 g。 

(4)抗逆性：金花茶为喜荫耐荫植物，不能忍耐 

阳光直射(梁盛业，1993)。露地栽培长期暴晒于阳 

光下的植株，长势不良，叶片变小，叶色焦黄，叶质变 

硬，新梢生长缓慢，尤其长期暴晒于阳光下的幼苗， 

在晴朗天气 2 d后 叶片既有明显的灼 伤现象，2周 

后 ，叶片变黄 ，灼伤严重 ，有银色焦灼状小斑块出现， 

并有叶片开始脱落，3个月后，植株全部被灼伤至 

死。成龄植株暴晒于阳光下其上部叶片亦遭受不同 

程度的灼伤，叶片呈黄绿色，老叶存留数减少，植株 

长势不良。金花茶对土壤适应性较广，但喜湿怕旱， 

秋旱严重的年份 ，金花茶不但不能抽秋梢，而且还因 

干旱而造成部分落叶。引种后的金花茶病虫害时有 

发生。主要病害有赤叶枯病、炭疽病和白绢病等，4 

～ 6月高温湿热季节容易发病。 

赤叶枯病主要发生在金花茶叶片上，多从叶尖、 

叶缘开始发病。叶片受害后，先产生褪色的病斑，并 

逐渐向内扩散。高温季节有利于叶枯病的发生，可 

引起大量叶片脱落，甚至造成植株死亡。防冶措施： 

(1)加强肥水管理，使植株生长良好，增强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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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病叶彻底剪掉并集中烧毁；(3)发病初期，喷洒 

7O 托布津 1 000倍 液或 5O 退 菌特 1 000倍液 ， 

每隔 7 d喷一次，连续喷洒 2～3次。 

炭疽病主要为害金花茶叶片。叶片受害后，首 

先产生灰褐或暗色的小斑点，然后逐渐扩大成圆形 

轮状纹 ，并在其上长 出排列成 圆圈 的黑 色小颗粒 。 

严重时叶片枯死脱落。主要防冶措施 ：(1)清理种植 

园，剪除病叶枝 ，集 中烧毁 ；(2)发病初期喷洒 700倍 

百菌清或者 70 托布津 1 000倍液 。每隔 7 d喷一 

次 ，连续喷洒 2～3次。 

白绢病主要危害幼苗或幼树。病菌从苗木根茎 

侵入，发病部位出现暗褐色小斑点。病株坏死表面 

及土表，有时可见到 白色绢丝状的丝状物或核状物。 

严重时苗 木根 部皮层腐 烂 ，死 亡。主要防冶措施 ： 

(1)采用无病菌的土壤育苗 ；(2)发病初期采用 75 

的代森铵 8OO～l 000倍液灌施 。 

虫害主要有蚜虫、卷叶蛾、天牛和木囊蛾等。全 

年大部分时间都有发生，尤以新梢生长期危害最为 

猖獗。金花茶受蚜虫或卷叶蛾为害嫩叶时，可采用 

4O 乐果 1 000倍液喷洒。对于天牛可在天牛产卵 

或幼虫蛀食的位置，用利刀削除虫卵或捕杀幼虫，然 

后用 500倍液氧化乐果或甲胺磷与黄泥拌成稀泥状 

涂于金花茶树干。对于无法抓捕幼虫 ，用针管将上 

述药剂注入孑L内，再 以湿泥封堵孑L口进 行毒杀 。对 

于木囊蛾可用细铁丝从蛀孔或排粪孔插入向上反复 

穿刺 ，将幼虫刺死或用 4O 乐果乳油柴油液(1：9) 

涂虫孔。 

3 结论 

(1)在进行金花茶种子繁殖时，以 6 湿沙贮 

藏，采用粒径大的种子(2．05 cm×1．51 cm×1．92 

cm)于 3月进行播种繁殖 ，其成活率最高 ，且出苗后 

幼苗长势健壮 。(2)金花茶从北热带季雨林 中引种 

到中亚热带桂林雁 山的 自然环境条件下 ，植株能正 

常生长及开花结实 。对低温仍有较强适应性 ，经历一 

4℃的低温后仍无明显冻害，只是幼苗部分新梢嫩 

叶被冻害，引种地生育期比原产地推迟 40 d左右。 

说明引种栽培获得成功。(3)成龄植株通常每年只 

有一次秋梢 ，于 9月下旬开始展 叶抽梢 ，1O月中旬 

新梢停止生长。6月下旬至 7月上旬开始现蕾 ，1月 

上旬至 2月上旬为开花始期，2月下旬至 3月中旬 

为开花盛期，3月下旬至 4月上旬为开花末期。果 

实于 11月下旬至 12月成熟 ，生长期约为 1O个月。 

(4)17年生实生苗平均高(313．6O±15．92)cm，基 

径(4．51±0．71)cm，平均冠幅(东西 ×南北)277．6 

cmX219．2 am。(5)引种后的金花茶主要病害有赤 

叶枯病、炭疽病和白绢病等，4～6月高温湿热季节 

容易发病。虫害主要有蚜虫、卷叶蛾、天牛和木囊 

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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