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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园林藤本植物的筛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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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报道 了广西藤本植物资源概况与园林藤本植物筛选研究成果，简要介绍 了广西藤本植物的种质 

资源及资源藤本植物利用现状 ，经过引种和调查选择 ，收集观赏藤本植物 62种 ，通过配置应用试验和决选评 

价，决选出适合于城市园林建设的 1O个花卉品种 ，21个垂直绿化品种 ，3个地被植物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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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reported the survey of liana germplasm and the selection of gardening liane in Guangxi． 

Resource and utilization status of lianen Guangxi was also summarized，62 kind of ornamental vine were col- 

lect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introduction，10 varieties of flower plants，3 varieties of ground plants and 21 

vertical gardening plants were selected for city gardening finally through configurable application experiment 

and evaluation of fina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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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中国南部边疆，地处亚热 

带季风气候区，区内地质地貌复杂，水热资源丰富， 

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因而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 

藤本植物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分布很广。经查阅标 

本和野外调查采集 ，初 步了解到广西 区内分布的藤 

本植物，裸子植物 l科 1属 2种 ；被子植 物约 53科 

ll8属 516种，其 中双子 叶植物 47科 110属 455 

种，单子叶植物 6科 8属 61种。根据藤本植物的生 

长习性和景观类型，将藤本植物品种配置划分为花 

卉品种配置类型、垂直绿化品种配置类型 、地被植物 

品种配置类型 。将选择 收集 的野生观赏藤本植物 ， 

通过繁殖栽培使其驯化成栽培品种。把引种收集的 

适生 良种 、选择收集 的栽培 品种 ，分别放在最适的配 

置类型进行试验观测。根据配置应用试验的生长表 

配合造景效果进行决选评价。旨在把收集的观赏藤 

本植物转变为园林植物，并应用于城市园林建设，将 

不同景观特色的藤本植物配置在最适的绿地结构中， 

以提高垂直绿化的造景效果 、丰富花卉的品种资源。 

1 广西资源藤本植物的利用 

1．1药用藤本植物 

据统计，广西药用藤本植物约 260种，其中医药 

用植物 230种 ，农药用植物 3O种 。已开发成 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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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金银花、金樱子、使君子、木鳖子、栝楼皮、青木 

香 、钩藤 、淮山等，已研制成中成药的有五味子糖浆 、 

罗汉果 口服液、绞股蓝片等。有 3O种药用藤本植物 

成为制药原料，民间中草医验方利用 的药用藤本植 

物更多，特别是风湿 、跌打药酒 。广西各县市都建有 

农药厂，但生产植物农药的厂家不多，主要原料为槌 

果藤 属 (Capparis)、鱼藤 属 (Derris)和岩 豆藤 属 

(Millettia)的植物。药用藤本植物中，不少种类具 

有较好的观赏价值，可供园林绿化应用。 

1．2淀粉藤本植物 

广西含淀粉的藤本植物约 5O种 ，栽培的淀粉藤 

本作物主要有红薯(Dioscorea esculenta)、豌豆(Pi— 

sum sativum)等粮食作 物。红薯栽培面积最大，是 

人的主食和养猪的主要饲料 。还有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四季豆 (Phaseolus vulgaris)、大薯 (Di— 

osco~ea alata)、淮山(D．batatas)等淀粉藤本作物。 

野生淀粉藤本植物种类较多，主要作为酿酒原料的 

有葛藤属 (Pueraria)、菝 葜属 (Smilax)和百部属 

(Stemona)的植物。淀粉藤本植物中，有些种类的 

叶有较好的观赏价值，可用于园林绿化。 

1．3水果藤本植物 

广西约有 4O种水果藤本植物，作为主要栽培水 

果的有百香果(Passiflora edulisf)、猕猴桃(Actin— 

idia chinensis)、葡萄(Ⅵtis vinifera)、西瓜(Citrul— 

lus vulgaris)和香瓜(Cucumis melo)。广西野生水 

果藤本植 物的种类较 多，主要有 冷饭团 (Kadsura 

coccinea)、甜果 木通 (Akebia trifoliata)、野 木瓜 

(Stauntonia chinensis)、七姐妹(S．hexaphylla)、毛 

冬瓜(Actinidia eriantha)、扁藤 (Tetrastigma pla— 

nicaule)、寒莓(Rubus buergeri)、乌泡 (R．gentilia— 

nus)等。广西的山葡萄(Vitis amurensis)既有丰富 

野生资源，又有大面积人工栽培原料，在都安、罗城、 

永福建立了山葡萄酒厂，产品畅销区内外。野生水 

果藤本植物中，很多种类具有良好的观赏价值，可用 

于园林上的垂直绿化。 

此外 ，广西区内尚有蔬菜藤本植物约 27种 ，纤 

维藤本植物约 3O种 ，材用藤本植物约 10种。这些 

资源至今尚未开发利用。 

2 观花藤本植物的初筛收集 

广西区外的观赏藤本植物主要通过引种方式收 

集，在广西区内的则采用调查选择方法。经过区外 

引种和区内选择，共收集到观赏藤本植物 62种。 

2．1从广西区外引种收集的观赏藤本植物 

从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及贵州省共引种收 

集 15个品种。经过适应性试验 ，只有 7个品种成为 

柳州市的适生良种，其中观花良种 3个、观叶良种 2 

个、观果 良种 2个(表 1)。 

表 1 从区外引种收集的适生良种 

Table 1 Adapted plants introduced 

and selected beyond Guangxi 

2．2从广西区内选择收集的观赏藤本植物 

从广西境内通过调查选择 ，初选 出观赏价值较 

高的藤本植物 54种，其中观花 2O种，观果 15种，观 

叶 19种(表 2)。 

表 2 广西区内选择收集的观花藤本植物 

Table 2 Ornamental vine of flower plants 

selected and summaried from Guangxi 

2．3广西区内选择收集的观果藤本植物 

从广西区内通过凋查选择 ，初选收集观果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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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15种(表 3)。 

2．4从广西 区内选择收集的观叶藤本植物 

在区内通过调查选择 ，初选 出观 叶藤本植物 19 

种(表 4)。 

表 3 从广西区内选择收集的观果藤本植物 

Table 3 Ornamental vine of fruit plants 

selected and summaried from Guangxi 

表 4 广西区内选择收集的观叶藤本植物 

Table 4 Ornamental vine of leaf plants 

selected and summaried from Guangxi 

3 观赏藤本植物的品种配置应用试验 

(1)花卉品种配置 ：纳入花卉品种配置应用试验 

的有猫爪花、飘香藤、蒜香藤 、金莲花、九重葛 、使君 

子 、玉叶金花 、细叶金银花 、金银花 、网脉金银花、月 

光花 、牵牛花 、炮仗花等 l3个 品种 ，主要观测花及花 

序大小、花的色彩 、花期长短 、越冬冻害情况。(2)垂 

直绿化品种配置：供垂直绿化配置应用试验用的藤 

本品种有三星果藤 、狭叶异翅藤 、紫藤、凌霄、硬骨凌 

霄 、大花老鸦咀 、冷饭 团、百香果 、木鳖、罗汉果 、栝 

楼 、中华猕猴桃 、美味猕猴桃 、毛冬瓜 、七姐妹、葡萄、 

大血藤 、黄藤 、何首乌 、绸缎木 、一匹绸 、络石、薜荔 、 

爬墙虎 、异叶爬 墙虎 、扁担藤等 26个品种 ，观测各品 

种造景效果、覆 盖能力 、季相 变化。(3)地被植物品 

种配置：供地被植物配置应用试验用的有匍地榕、五 

爪金龙、珊瑚藤、火炭母 、乌敛莓 、常春藤、绿萝等 7 

个 品种 ，主要观测各 品种生长快慢、覆盖度大小、冬 

态景观及育苗的难易。 

4 园林藤本植物的决选评价 

4．1建立园林藤本植物决选评价指标体系 

(1)花卉品种的决选指标：第一指标是花朵或花 

序大小，分成大、中、小 3个等级，大的计 3分，中的 

计 2分，小的计 1分；第二指标是花色好坏，分成好、 

中、差 3个等级 ，好 的计 3分 ，中的计 2分 ，差的计 1 

分；第三指标是花期长短，分成长、中、短 3个等级， 

长的计 3分，中的计 2分，短的计 1分；第四指标是 

无性繁殖难易 ，分成易 、较易、较难 3个等级 ，易的计 

3分，较易的计 2分，较难的计 1分。 

(2)垂直绿化品种的决选指标：第一指标是造景 

效果，包括花、果、叶、茎的观赏性，分成有 3种观赏 

性、2种观赏性和 1种观赏性 3个等级，具有 3种观 

赏性的计 3分 ，2种观赏性 的计 2分 ，1种观赏性的 

计 1分 ；第二指标是习性 ，分成常绿 、落叶、落叶期长 

3个等级 ，常绿的计 3分 ，落 叶的计 2分 ，落叶期 长 

的计 1分 ；第三指标是攀援覆 盖能力好坏 ，分成好 、 

中、差 3等，好 的(枝叶茂密郁闭度大)计 3分，中的 

计 2分，差的(枝叶稀疏覆盖度小)计 1分；第四指标 

是生长快慢，分成快、中、慢 3等，快的计 3分，中的 

计 2分 ，慢 的计 1分。 

(3)地被植物品种 的决选指标 ：第一指标是匍匐 

生长快慢，分成快、中、慢 3等，快的(快的种植当年 

能达到地面全覆盖)计 3分，中的计 2分，慢的计 1 

分；第二指标是地面覆盖度，分成大、中、小 3等，大 

的(覆盖度可达 100 )计 3分，中的(最大覆盖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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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花卉品种决选评分 表 7 地被植物品种的决选评分 

Table 5 Selection and determination score of flower plants Table 7 Selection and determination score of ground plants 

表 6 垂直绿化品种的决选评分 

Table 6 Selection and determination 

score of gardening plants 

表 8 决选园林藤本植物名录 

Table 8 A checklist of gardening liana plants 

序号 种名 用途 

达 7O％～9OY0)计 2分，小的(覆盖度在 7O 以下) 

计 1分；第三指标是习性 ，分成四季常绿 、冬叶枯黄、 

落叶 3种，常绿的计 3分，冬枯的计 2分，落叶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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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第四指标是繁殖与栽种难易，分成易扦插(成活 

率 95 以上，生根快)、较易扦插、难扦插 3等，易扦插 

的计 3分，较易扦插的计 2分，难扦插的计 1分。 

4．2园林藤本植物的评分 

根据配置应用试验各品种生长表现和造景效果 

的观测记录，按指标计分，积分达到 9分的品种为决 

选良种。花卉品种配置应用试验的 13个品种的决 

选评分见表 5。将配置应用试 验的垂直绿化 品种、 

地被植物品种分别列为表 6、表 7。 

5 结论 

从广西周边省市引种藤本 良种和在广西境 内广 

泛选择观赏价值好的藤本植物进行初筛收集。经过 

在园林上配置应用试验，把外来 良种变为广西适生 

品种，把区内景观藤本变成园林品种。建立不同应 

用评价体系，利用计分法决选评价，决选出适应城市 

园林建设的花卉藤本品种 1O个，垂直绿化品种 21 

个 ，地被植物品种 3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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