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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鸢尾属植物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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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我国鸢尾属 I ris 植物的地理分布、种质资源保存状况及园林应用情况进行了概述 ,并提出了今后研

究的 4 个主要方向 :加强鸢尾属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工作 ;积极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 ;运用现代生物

技术进行种质创新 ;开展综合评价研究 ,开发利用优良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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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鸢尾属 I ris 是鸢尾科宿根草本植物 ,其品种繁

多 ,适应性强 ,是绿化、美化、香化城市 ,装饰花坛、

花径、花带、路旁及草坪的优良材料 ,在园林中有

多种应用形式。我国具有丰富的鸢尾属植物种质

资源 ,约有 60 个种、13 个变种及 5 个变型[1 ] 。但

是 ,我国鸢尾属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种类较少 ,许

多研究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为此通过对我国鸢

尾属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现状的分析 ,以期

为今后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和

参考。

1 　鸢尾属植物种质资源分布
世界鸢尾属植物集中分布在北温带 ,其中我

国是一个主要分布区。我国 60 种鸢尾可归属为

6 个亚属 :无附属物亚属 sub. L i m ni ris (30 种) 、琴

瓣鸢尾亚属 sub. X y ri dion (1 种) 、尼泊尔鸢尾亚

属 sub. N ep alensis (3 种) 、野鸢尾亚属 sub. Par2
ant hopsis (2 种) 、鸡冠状附属物亚属 sub. Cros2
si ris ( 9 种) 和须毛状附属物亚属 sub. I ris ( 15

种) ,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及东北地区[1 ,2 ] 。

2 　鸢尾属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研究

2 . 1 鸢尾属植物的调查与种质收集 　虽然

我国鸢尾属植物种类繁多 ,但有些种类因环境的人

为改变而面临绝种的境地。现在 ,植物学家已采不

到原来产自大连附近南关岭的矮鸢尾 I. koba2
yashii、江苏宜兴太湖边的宜兴溪荪 I. sanguinea 以

及镇江的华夏鸢尾 I. cathayensis[3 ] 。鸢尾属植物

种质资源是鸢尾育种和遗传改良的基本资料 ,其调

查与收集工作刻不容缓。目前鸢尾属植物种质资

源的保存仅采取 2 种方法 :一是就地建立植物园 ,

如中甸高山植物园主要采取这种方法来保护高原

鸢尾 I. collettii 和其它高山植物。二是收集和引种

鸢尾野生种 ,建立鸢尾种质资源圃。一般来讲 ,本

地区鸢尾和外地区广布种的引种成功率都极高。

其中 ,本地区内的引种与海拔高低关系不大 ,而高

海拔地区分布的物种直接引种到海拔和纬度较低

地区的成功率却较低 ,一般采取分步引种的方

法[4 ] 。现在秦岭地区和长白山区已分别成功完成

对本地区 4 种和 7 种野生鸢尾的引种栽培[5 ,6 ] 。作

者也从云南、长春等地引种 21 个野生鸢尾种到北

京 ,经过适当的保护性栽培 ,除高原鸢尾外 ,其它

鸢尾种成活率几乎 100 % ,且生长状况良好。目

前我国鸢尾属植物的调查和收集工作还主要集中

在部分种类 ,许多鸢尾种的调查、收集与研究工作

亟待进一步开展。

2 . 2 鸢尾的栽培与繁殖 　不同鸢尾种类对光

照、温度、水分和土壤等生长因子的要求不同。弄

清各生长因子在鸢尾属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影响作

用 ,创造最佳的鸢尾生长条件 ,利于鸢尾的优化栽

培和生产。目前 ,国内仅对玉蝉花 I. ensat a 和德

国鸢尾 I . germ anica 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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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两者的开花物候期与平均日照长度关系不

大 ,而与平均气温、≥0 ℃的活动积温和累计日照

时间有关[7 ] 。

鸢尾属植物的繁殖以分株法和播种繁殖为

主。分株需每隔 2～4 年进行 1 次 ,对于花粉无活

性的德国鸢尾通常只能采用这种方法繁殖。多数

种类可采用播种繁殖 ,但一般需进行去皮处理 ,因

为鸢尾属植物种皮含有种胚抑制物 ,对种子萌发

有抑制作用 ,至于种皮的这种抑制物属于哪一类

物质以及胚乳中是否也含有胚抑制物尚不清楚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8 ] 。此外 ,变温条件下贮藏

的种子易于萌发[ 9 ] 。

应用组织培养进行快速繁殖是鸢尾繁育生产

中的一条新途径。目前 ,香根鸢尾 I. l aev i ga2
t a[10 ] 、荷兰鸢尾 I. x i p hi um var . hybridum[11 ] 、德

国鸢尾 I. germ anica[12 ] 、法国鸢尾、意大利鸢尾、

燕子花[13 ]的组织培养均已获得成功。组织培养

技术与传统繁殖技术相比 ,大大缩短了繁育周期 ,

促进了鸢尾属植物的商品化生产。

2 . 3 鸢尾的育种 　当前 ,鸢尾的育种目标主要

包括 :丰富鸢尾花色 ,培育出纯红色的鸢尾品种 ;

提高鸢尾的抗性和适应性 ;延长花期 ;矮化植株。

育种主要采用杂交手段。目前 ,通过对花色性状

明显分离的德国鸢尾种内杂交后代进行单株筛

选 ,已选育出多个品种。鸢尾属的种间与种内杂

交育种试验表明 ,种内杂交的平均结实率及杂交

种子的萌发成苗率远高于种间杂交 ,即传统的人

工杂交很难克服种间的不亲和[14 ] 。运用细胞杂

交、原生质体融合、转基因等现代育种手段进行鸢

尾育种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2 . 4 鸢尾的花粉学、细胞学、同工酶学及分
子生物学研究 　鸢尾属植物的花粉多为舟状或

近球形。花粉两侧对称或辐射对称。萌发孔可分

为远极单沟、远极单沟 - 拟沟、二合沟及无萌发孔

等类型 ,且远极单沟类型花粉是本属的较原始类

型。我国学者对国内 32 种鸢尾属植物花粉形态研

究结果表明 ,中甸鸢尾 I. subdichotoma 应从野鸢尾

亚属移入到尼泊尔鸢尾亚属 ,华夏鸢尾应从无附属

物亚属移至须毛状附属物亚属[15 ] ;另外 ,大理鸢尾

I. daliensis应为一个独立的分类群[16 ] 。

细胞学研究主要是通过不同种类的核型比

较研究 ,即从细胞或亚细胞水平的研究中获得

经典分类学在宏观研究上无法获得的信息 ,作

为经典分类学研究的补充和印证。国内在这方

面的研究已很充分 ,对鸢尾属植物的染色体数

目、核型等已有详细的报道 [ 17219 ] 。进一步的核

型观察结果表明各分类群间核型差异显著 ,并

普遍存在多倍性和非整倍性现象 ;同时 ,酯酶同

工酶分析还表明该属植物缺少共有的特征谱

带 ,并具有种的特异性 [ 20 ] 。

目前 ,鸢尾属植物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还

很少。刘云 [ 21 ]利用 RA PD 技术对吉林产的 8 种

鸢尾属植物进行了研究 ,从 3 级 60 个引物中筛

选出 6 个谱带清晰稳定的多态性引物 ,采用 U P2
GMA 法对 8 种鸢尾进行聚类 ,得到亲缘关系

图 ,并且认为北陵鸢尾 I. t y phi f olia 和溪荪有较

近的亲缘关系。作者也利用通用引物 ,采用

PCR 技术从 9 个不同地理种源的马蔺 I. lactea

var. chinesis 样品中扩增了叶绿体基因组 t rnL2
t rnF 间隔区的 DNA 片段 ,进行了序列测定 ,发

现 9 个样品分为 2 个相对独立的组并且 2 个组

的亲缘关系很远 [ 22 ,23 ]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

发展 ,运用分子技术 (如 A FL P、SSR 等) 对鸢尾

属植物的亲缘关系、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 ,建立

精细的遗传图谱 ,对杂种谱系进行鉴定 ,将是今

后鸢尾研究的热点。

2 . 5 鸢尾的评价 　目前 ,世界鸢尾属植物约

有 300 余种 ,品种已达 2 万多个 ,并且还在以每

年近 700 个品种的速度增加。如何筛选出适宜

的鸢尾品种进行推广利用 ,是广大园艺工作者

的重要任务。应用层次分析法 ( A HP) 进行花卉

品种优劣的研究是目前花卉品种开发利用中较

为常用的手段。其中 ,评价指标的选择是综合

评定的基础 ,也是评价结果是否科学合理的前

提 [ 24 ] 。现在鸢尾属植物的综合评价研究较少 ,

国内只对花菖蒲品种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 ,并

以质量性状、数量性状和生长性状为项目层 ,选

取花色、花径、叶色等 13 个指标对 75 个花菖蒲

品种进行了实际评价 [ 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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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园林中的应用
鸢尾种类繁多 ,花姿奇特 ,花大而艳丽 ,色彩

丰富 ,适应性强 ,是园艺上久负盛名的花卉 ,在园

林中有多种应用形式。现在国内可直接利用的种

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马蔺 (又称马莲、马兰)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

北、华北、西北等地。由于马蔺具有优良的观赏性

状和管理粗放等特点 ,在园林绿化中既可以作花

境镶嵌于林缘 ,也可以建植城市开放绿地、道路两

侧绿化隔离带。同时 ,马蔺根系十分发达 ,抗旱节

水能力强 ,且无病虫危害 ,非常适于在城市绿化、

水土保持和固土护坡中进行推广应用[26 ] 。

玉蝉花 (又名紫花鸢尾) :主要分布在东北、华

东地区。花大且花色典雅 ,花期较长 ,叶色翠绿、

直立整齐 ,可用于布置花坛、专类园、观赏草坪。

同时 ,玉蝉花花葶长而坚挺 ,且每个花序持续开放

时间长 ,是很好的切花材料。此外 ,玉蝉花喜湿 ,

还可用于水边进行水岸绿化。

德国鸢尾 :根茎发达 ,叶直立或略弯曲 ,花期

4～5 月 ,在我国各地庭园中常见栽培 ,可与玉蝉

花混合种植布置花坛 ,延长花期或形成独特的园

林景观。

溪荪、鸢尾 I. tectorum :均抗高温 (可耐 40 ℃

高温) 、抗寒 (可耐 - 30 ℃低温) ,可用于庭园绿

化、高速公路沿线的绿化。溪荪还是水边绿化的

优良材料。

同时 ,许多矮生鸢尾的种及品种 ,如矮鸢尾、

粗根鸢尾 I. t ri g ri di a 等也都非常适合在岩石园

中种植。

鸢尾还可以种植在以鸢尾为主的鸢尾专类园

中。在英国、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专

类园 ,甚至有一些面积较大的专门种植鸢尾的苗

圃。同时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纷纷建立有专门种

植和保存高山植物的高山植物园 ,我国的许多鸢

尾属植物都在高山植物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如高原鸢尾等。

另外 ,喜盐鸢尾 I. halop hi l a 还可用于滩涂

及盐碱地的改良。

4 　展望
我国鸢尾属植物种类繁多 ,花色丰富 ,适应性

强 ,栽培方法简易 ,可以满足多种园林需求 ,越来

越受到园林部门和广大园林工作者和重视。目

前 ,尚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4 . 1 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工作亟待深入

开展 　种质资源是进行植物育种和遗传改良的

基本资料。虽然我国拥有较为丰富的鸢尾属种质

资源 ,但是随着环境的日渐破坏和人为的过度开

发 ,一些鸢尾种类可能已绝种 ,所以有必要彻底查

清我国鸢尾的种质资源 ,掌握各主要产区鸢尾分

类群的特点 ,对其进行种质的收集和保存 ,建立中

国鸢尾野生种质资源圃 ,为今后的遗传育种及开

发利用等提供物质基础。

4 . 2 进一步加强分子生物学研究 　应用

RA PD、A FL P、SSR 等分子技术 ,从分子水平上对

鸢尾属分类系统进行补充和印证 ,使之更为科学、

合理。同时 ,对鸢尾属植物的遗传多样性、亲缘关

系进行研究 ,为遗传育种、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4 . 3 运用现代生物技术 ,加速育种进程 　现

代生物技术包括体细胞杂交、原生质体融合以及

转基因等技术 ,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大大加速育

种进程 ,缩短育种周期。在鸢尾属植物的育种方

面 ,除了运用杂交育种等传统育种手段以外 ,还应

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进行鸢尾育种和遗传改良 ,

培育出更具有观赏价值或耐旱、耐寒、耐水湿、耐

瘠薄、耐盐碱的新品种 ,以增强鸢尾属植物的园林

用途。例如 ,国外将抗病基因导入鸢尾已获得转

基因的抗病单株。

4 . 4 开发利用优良鸢尾种质资源 　鸢尾属植

物可以作为背景材料 ,也可以用作花坛、花径、花

境 ,其群体功能强 ,可以成丛、成片与其他植物材

料进行合理搭配种植。目前 ,矮生优良品种在园

林上应用十分广泛 ,可应用于切花、盆栽以及庭园

绿化等 ,是应该重点开发的研究方向。虽然我国

鸢尾属植物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但是已利用的

种类只占很少一部分 ,并且未对不同分类群的优

劣及利用前景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因此 ,对鸢尾

属植物生物学特性、观赏价值进行综合评价 ,将优

良种类或品种进行开发、推广 ,不仅有利于鸢尾属

植物遗传改良工作的深入开展 ,而且还可以极大

的丰富园林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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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exploitation of Chinese I ris germ plasm resources

MU Shao2hua1 ,2 ,Q IU Guang2fa2 , PEN G Zhen2hua2 , SUN Zhen2yuan2 , YIN Ji2yan2

(1. International Cent re for Bamboo and Rat tan ,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Bamboo and Rat tan , State Forest ry Administ ration , Bejing 100102 , China ;

2. Research Instit ute of Forest ry , CA F , Beijing 100091 , China)

Abstract : The dist ribution , collection , research and landscaping of Chinese I ris resources were re2
viewed in t his paper . Four ways for t he f ut ure research work were brought up . First of all , collecting

and reserving Chinese I ris resources ; secondly , st rengthening t he molecular biology research ; t hird2
ly , innovating germ plasm by modern biotechnology ; fourt hly , accessing generally and using good I ris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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