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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系 )

摘 婆 本文报道了自1 9 81年以来对秦巴山区野生百合资源调查引种工作的研究结 果
。

文中叙述了本地 区野生百合的分布
,

生态条件和 11种 ( 变种 ) 形态特征
,

并对野生百 合的引

种和驯化
,

提出了合理建议
。

关. 词 野生百合
,

秦巴山区

百合隶属于百合科 (Li li ac ea e) 百合属 (L fli u o L
.

) 多年生草本鳞茎植物
,

是 世

界名花之一
,

在国外园林中被广泛应用
。

它既适宜于疏林下成片栽植
,

又可盆栽
,

还可

作为切花栽培材料
。

百合的花朵十分美丽
、

芳香
,

是庭园花卉中的佳品
。

我国野生百合资源十分丰富
,

全世界约有80 种以上
,

我国约有39 种
。

国外许多观赏

价值高的百合原始种多由我国引入
,

但目前我国园林中却很少见到应用
,

绝大部分的种

类仍处于野生状态
,

而且不 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和外流
。

因此
,

对野生百合花资源进行

深入地调查研究
,

以便引种驯化
,

丰富园林植物种类
,

已成为巫待研究的课题
。

我们从 198 1年开始
,

着手秦巴山区野生百合资源的调查收集工作
,

重点调查了秦岭

中段的太白山
、

鸡峰山
,

秦岭东段的火地塘
,

秦岭西段甘肃境内小隆山
、

舟曲及陕西镇

坪 县巴山地区
,

了解秦岭巴山地区野生百合资源的分布规律和各种 (变种) 的 资 源 状

况
。

在调查收集基础上
,

同时建立野生百合资源保存圃
。

1 秦巴山区野生百合分布

秦岭
、

巴山山区是我国南北气候和植物区系的过渡地区
,

也是我国温带
、

亚热带观

赏植物资源集中产区之一
,

蕴藏着许多野生百合资源
。

其中秦岭野百合 (L ‘lfu m b : 。 -

田 n i‘ v a r . v ir id u lu m B a k e r )
、

宜昌百合 (L fliu o le u e a ” th u 解 B ak e r )
、

卷丹 (L f
-

11。m l。。c ij
o L ‘u m T hu n b )

、

云南大百合 (L ‘l‘u 。 夕‘夕a n t e u m v a r .

yu n n a n e n s e

L e ieh tlin e x E lw es) 等
,

在秦岭
、

巴山各县
、

区均有分布
。

绿花百 合 (L Iliu o f
a r -

g e s i i F r a n eh ) 仅 在 太白山
、

光头山有分布
。

株形高大
,

花朵美丽的王百合 (L ‘I‘u 。

r e 夕a le
W ils o n ) 仅 在陕西略阳有分布

。

高原 百合 (L ‘I‘u m d u e h a r t r e‘ F r a n eh )
、

紫脊百合 (L ‘l‘。。 Ie u e a n 才ho m v a r . c e nt ifo liu m (S t ap f
.

) st e a r n ) 仅在甘肃陇南 地

区发现
。

山丹 (L ‘l沁 m p u 。‘lu m D C ) 在秦岭南北坡较干旱的阳坡地出现
,

数 量 较

多
。

从分布类型
_

L看
,

呈单株散生
。

在交通较方便
、

植被破坏严重的地区
,

野生百合数

量极少
。

从垂直分布上看
,

多数种类生长在海拔 10 0 0 ~ Z 0 0 0 m 的山坡灌丛中或林下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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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百合分布较高
,

常出现在海拔 2 3 0 0 ~ 2 7 0 0 m 的山坡灌从中 ; 王百合分布较低
,

多在海

拔8 0 0 ~ 1 o o o m 的疏林下出现
。

在秦巴山区
,

当地人们有栽培野生百合的习惯
。

在陕西的秦岭火车站
、

太 白 山 寺

庙
、

略阳
、

留坝和甘肃康县等地
,

均有直接将野生百合引种在庭园中
。

常栽培 的种类有

卷丹
、

秦岭野百合和王百合等
。

2 野生百合的生态习性

分布在本区的百合多数喜生于空气湿度大
、

凉爽
,

年平均降 雨 量 8 00 ~ 1 0。。m m ,

生长期月平均温度 20
“

C
。

除 山丹外
,

多数要求半阴的生态环境
。

喜好肥沃
、

腐殖质多的

深厚土壤
、

微酸性土壤
,

排水 良好
。

野生百合在自然分布中
,

常出现在落叶阔叶林下或

林缘
,

常伴随的植物有
:

锐齿栋 (Q“ e r c “ 5 a li e n a v a r . a e u t e se r r a t a M a x im )
、

秦岭 冷

杉 (月 b ie s e h e n s f e n s is Fr a n e h
.

)
、

华Ll--J 松 (p in u : a r m a n d ‘1 F r a n e h
.

)
、

高 丛 珍 珠

梅 (S o r b o r i a a r b o : e a Seh e n id )
、

悬钓 子 (R u b u s sp p
.

)
、

蔷薇 (R o s a s p p
.

)
、

柳树

(S a li二 sp p
.

)
、

宽叶 尊 麻 (U r t ie a la e t e v i r e n s M a x im
.

)
、

褛 斗 菜 (A g u fle 夕i a

sp p
.

)
、

援葵 (S m ila 二 sp p
.

) 等
。

3 收集保存的种类

3
.

1 秦岭野百合 L i li u , b r o o n ii v a r
.

v ir id u lu m B a k e r

鳞茎呈球形
,

直径约 s c m
,

白色
。

茎直立
,

高 l m 左右
,

叶散生
,

倒披针形至倒卵

状披针形
。

花 1 ~ 3 朵
,

花冠筒长 5 ~ s c m
,

乳白色
,

芳香
,

花期 7 ~ 8月初
。

据观察有

3 种类型
:

¹ 花筒外部带浅紫色
; º花筒外部带浓紫色 ; » 花筒外部带浅紫色

,

并呈浓

黄色
。

这个类型的花色尚未见有报道
。

分布在海拔 1 2 00 ~ 2 o00 m 的疏林下
,

产于甘肃小

隆山
、

陕西火地塘
、

太白山
、

眉县
、

户县
、

略阳等地
。

鳞茎含丰富淀粉
,

可食 亦 可 药

用
。

3 。 2 宜昌百合 L i li u , r: I e u e a n rh u : n B a k e r

鳞茎近球形
,

鳞片披针形
,

紫色
。

叶散生
,

披针形
,

长 8 ~ 17 c m ,

具三 脉
。

花 喇

叭形
, l ~ 4 朵顶生

,

白色
,

筒内部淡黄色
,

有芳香
。

分布于海拔 1 2 0 0 ~ 1 7 0 o m 疏林下

或林缘
。

花期 7 ~ 8月
。

陕西太 白
、

宁陕
、

镇坪
,

湖北 神农架有分布
。

3
.

3 紫脊百合 (变种 ) L i l i u 二 le u e a n t h u 二 v a r . e e n t if o li u m ( S t a Pf
.

) S t e a r n .

与宜昌百合的区别在于叶上部卵状披针形至下部披针形
,

花被片外面为紫色或带褐

色
。

花期 7 ~ 8月
,

分布于海拔2 00 o m 的疏林下或灌丛中
,

甘肃陇南地区特产
。

3
。

4 王百合 L I l i u 二 r e g a l e W I I s o n

又名崛江百合
,

鳞茎宽卵形
,

鳞片披针形
,

紫红色
。

叶散生
,

狭条形
,

具一 条脉
,

一株多具 20 0 多叶片
。

通 常一株具花一至数朵
,

大株可达40 ~ 50 朵花
,

白色
,

筒外部带

粉紫色
,

花冠喉部深黄色
,

芳香
。

花期 6 ~ 7月
,

分布于海拔 80 。~ 1 o 0 0 m 疏林下或灌丛

中
,

本 区仅见于略阳
。

8
.

5 川百合 L i li u o d a v i d i i D u e ha r t r e

鳞茎长卵形
,

鳞片宽卵形
,

白色
,

外部鳞片稍带紫色
。

叶多数散生
,

茎中部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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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条形
,

边缘反曲
。

花单生
、

2 ~ 4朵或更多地排成总状花序
,

橙黄色
,

有紫黑 色斑点
,

花被反卷
,

花下垂
。

花期6 ~ 7月
。

分布于海拔 1 4 0 0 m 的林缘或河岸岩石处
,

秦岭北坡
、

鸡峰山南坡
,

佛坪均有分布
。

鳞茎可食
。

3
.

6 卷丹 L ili u , la n e if o li。二 T h u n b
.

鳞茎近宽卵形
,

鳞片卵形
,

白色或黄白色
。

茎高 1
.

2 ~ 1
.

5 m
,

紫色密被白色绒毛
。

叶散生矩圆状披针形
,

先端有白毛
。

叶腋生紫黑色株芽
。

花序总状圆锥形
,

花梗粗硬
,

花朵稍下垂 ; 花桔红色
,

密生紫黑色斑点
,

开时反卷
,

花药深红
。

花期 6 月下旬至 7 月

上旬
。

分布于海拔1 00 0 ~ 1 5 00 m 山沟砾石地
,

秦岭南北坡均有分布
。

鳞茎可食用
。

5
.

7 泥丹 L ili u 二 e o n e o lo r So lis b
.

鳞茎卵形
,

鳞片卵形或卵状披针形
,

白色
。

鳞茎上埋在土中的茎生有 细 根
。

叶 散

生
,

条形
,

叶脉 3 ~ 了条
,

花 1 ~ 5朵排列为近伞形或总状花序
,

深红色
,

无 斑 点
,

花 向

上
,

呈钟形
。

花期 6 月
。

分布于海拔1 3 50 、 2 o oo m 的林缘灌丛中
,

陕西户县宁西林区
、

火地塘等地有分布
。

鳞茎可食亦可药用
,

花含芳香油可提取香料
。

3
.

8 山丹 L Ili u . 户 u 二 ilu 二 D C
.

又名细叶百合
,

鳞茎卵形或圆锥形
,

鳞片狭长
,

白色
。

叶狭线形
,

密集于 茎 的 中

部
。

花单生或数朵排成总状花序
,

鲜红 色或橙红色
,

下垂
,

花被片反 卷
,

属小花型
。

花

期 7 月
。

分布于海拔 8 00 ~ Z0 0 0 m 的山地草坡或裸露的岩石间
,

秦岭北坡的鸡峰 山
、

南

坡的武都
,

康县有分布
。

鳞茎药用
,

花香
,

可供提取香料用
。

3
.

9 高原百合 L iliu m d o e h a r t r e i F ra n e h
.

又名宝兴百合
,

鳞茎球形或卵形
,

鳞片狭长
,

白色
。

茎高70 ~ 10 0c m
。

叶散 生
,

狭

披针形
,

先端渐尖
,

有 3 条明显的脉
。

花数朵
,

在顶端排成伞形花序
,

梗弯垂
。

花被白

色
,

具大型红紫色斑点
,

下部呈短漏斗状
,

开放后反卷
。

花期7 ~ 8月
。

生长在海拔 2 3 0 0

~ 2 7 0 O m 的河边山坡上
,

甘肃文县
、

眠县
、

舟曲等地有分布
。

3
.

1 0 操花百合 L Iliu 二 f a r g e s ii F ra n e h
.

鳞茎长卵形
,

长达 3 c m ,

直径达 Z c m ,

鳞 片 披针 形
,

白色
。

茎 圆 柱 形
,

高50 ~

7 0c m
,

具纵列的细小 白刺毛
。

叶互生
,

线状披针形
,

具 1 条明显中脉
,

边缘稍内卷
。

花

被绿白色
,

具有紫色斑点
,

常单生
,

亦有2 ~ 6个排列成总状花序者
,

向下弯垂
,

开放时

向外反 卷
。

花期 7~ 8月
。

生长在海拔 2 10 0一 2 4 0 0 m 的山坡疏林下
,

本 区见于太白山
、

光

头山
。

3
.

1 1 云南大百 合 L iliu 二 g i g a n t e u m v a r
.

y u n n a n e n s e Le ic h t lin e x E 刀w e s

亦有划归大百合属 (C a
nd ioc r in u m ) 的

,

又名水百合
,

鳞茎 由几片基生叶的叶柄基

部膨大后组成
,

白色
。

茎直立
,

中空
。

叶卵圆形
,

长达30 c m
,

宽达 20
c m ;

叶 柄 长 达

2 5 cm
。

花数朵
,

组成总状花序
,

花梗短而粗
,

近水平排列
,

花喇叭形
,

花被乳 白 色
,

中脉处带紫色
,

浓香
。

花期6 ~ 7月
。

生长在海拔1 20 0一 2 soo m 山坡林下阴湿腐殖土中
,

在陕西长安
、

眉县
、

太白
、

洋县
、

佛坪
,

湖北神农架林区
,

甘肃天水等地均常见
。

4 野生百合引种驯化的技术问题

从1 9 8 2年开始
,

我们陆续将秦巴 山区野生百合引种到海拔 4 45 m 陕 西杨陵 地 区 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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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

该区年平均气温 12 ~ 14
”

C
, l 月平均气温

一

l ~ 3o C
, 7月平均气温 26

。

Zo C
,

年日照

2 1 9 6 h
,

年降雨量 66 7 m m
。

经过多年栽培发现
,

用休眠鳞茎秋天栽种
,

成活率达 1 00 %
。

而且引种前一二年百合能正常生长开花
,

但连续种植 3 年以后
,

种球开始退化
、

植株变

矮
,

病毒病明显出现
,

地下鳞茎变小
,

花朵变小
,

花色变淡
。

如何克服种球退化
,

使野

生百合早期在园林中广泛应用
,

我们认为应改进栽培技术和种球的繁殖技术
。

4
.

1 栽培地的选择

百合一般喜欢在地势高爽
、

排水良好
、

土质疏松的地方生长
,

积水 的地方种植百合

会使鳞茎腐烂
,

根系生长不好
。

不同种类对光照要求有差异
,

如百合
、

王百合
、

川百合
、

绿花百合
、

大百合等喜在

半庇荫的林下或林缘
、

建筑物的阴面 或夏季设有阴棚的地方生长
,

而山丹百合则要求在

阳光充足的地方生长
。

4
。

2 土旅要求

百合一般要求土壤p H值在 5
.

5 ~ 7
.

5之间
,

不同种类有差异
,

如宜昌百 合
、

紫 脊 百

合
、

卷丹
、

秦岭野百合
、

王百合
、

绿花百合
、

云南大百合等喜欢 p H 5
.

5一 6
.

5 的偏酸性

土壤生长
,

而川百合
、

山丹可在 p H 7一 7
.

5中性或偏碱性土壤中生长
。

百合对盐分敏感
,

土壤盐分高会阻碍百合根系生长和开花
,

一般土壤总盐分含 量不

能高于 Z x lo 一 3
5 / e m 仁注 1

4
.

3 施肥

百合不需要很多肥料
,

特别是鳞茎在生长前几周
,

本身的营养可满足植株 正 常 生

长
,

而新种植的鳞茎根系对高盐分很敏感
,

所以肥料应在种植 3 周后施用
,

每亩施有机

肥约1 5 0 0 k g ,

每亩追施化肥 7
.

sk g左右
。

4
.

4 轮作

为了预防百合病虫害的大量发生
,

特别是地下害虫的危害
,

一般连续种 3 年后轮作

一次
,

轮作时前茬不应种植球根花卉
,

而以豆科植物最为适宜
。

4
.

5 建立种球繁殖基地

在低海拔
,

夏季气温超过 3 0
0

C 以 上
,

种植百 合都存在种性退化问题
。

解决 退 化 与

复壮的最好办法是
:

在高海拔
,

夏季气温不超过 25
O

C的地方
,

建立野生百 合
、

栽 培 品

种种球繁殖基地
,

繁殖优 良种球
。

低海拔地区种植2 ~ 3年后
,

从种球基地引种
,

重 新更

换种球
,

这样就能经济地解决百合复壮和退化的问题
。

4
.

6 建立试 I 苗原种-

将选定的优良品种
,

通过组 织培养获得脱毒试管苗
,

一般试管苗繁殖后代连续种植

3 ~ 4 年无严重退化现象
。

选择上述抗逆性强的百合作为亲本
,

进行杂交育种
,

培育 出适合夏季干旱
,

耐盐环

境的新品种
。

〔附〕 百合 (L iliu m SPP) 检索表

地下茎由卵 形
、

卵状披针形鳞片相抱组成鳞茎

〔注) 电导单位 : 西门子 / 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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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鳞茎 淡紫色或紫红色
3

.

叶条形
、

花筒内黄色
· · · ·

“ : 1 王百合 L il iu m re q a le w il so n
.

3 叶披针形或矩圆状披针形
4

.

花白色
、

花被片里边 淡黄色
、

背脊及近脊处淡黄绿色
·
”一 2宜昌百合 L il iu m

le u ea n th u m B a k e r 。

4 花白色
、

花被片外边紫色或带褐色”
· ·· ·

⋯⋯ 3紫脊百合
L iliu m le u e a n th u m v a r . e e n t ifo liu m ( S ta Pf ) S t a r n .

2
.

鳞茎白色
S 花喇叭形或钟形

、

花被片先端向外弯曲雄蕊上部向上弯曲
6 花喇叭形

· · · · ··

⋯⋯ 4百合 L iliu m b r o w n ii v a r . v ir id u lu m B a k e r .

6 花钟形或不为钟形
,

花被片不弯曲或先端稍弯曲⋯⋯ 5握丹 L il iu m 。。n co lo
r Sol isb

5 花不为喇叭形或钟形
,

花被片反卷或不反卷雄蕊上部常向外开张

7 花被片反卷
,

叶腋间无珠芽

8 叶披针形至矩圆形披针形
,

花白色有紫色斑点
· ·· · ··

⋯⋯ 6 高原百合 L il加 m

d u eha r t r e i F r a n e h
。

8 叶条形
9 密像两边有乳状突起

,

但无鸡冠状突起

10 花鲜红色
,

通常无斑点或较少偶见几个斑点
· · · · · ·

⋯⋯7 山丹
L iliu m Pu m ilu m D C

.

1 地下

L il

10 花橙黄色有紫黑色斑点
· ·· · ··

⋯⋯8) 11百合 工少竺主
.

些卫j丝1 D n ch “r tre
.

9 密缘两边除有乳头状突起 尚有鸡冠状突起
,

花绿白色
,

有稠密的紫揭色斑点
. . . . . .

⋯⋯ 9 绿花百合 L iliu m fa r q e s ii F r a n e h
.

7 花被片反卷
,

叶腋间生有紫黑色珠芽
·· · ·· ·

⋯⋯ 10 卷丹 Li liu m la n ci fo h u m T h u n b

茎由基部叶柄膨大组成
,

叶基部心脏形
,

叶脉网状“
· · · · · ·· · ··

⋯⋯ 11 云南大百合
iu m q iq a n t e u m v a r .

y u n n a n e n s e L e ie h tlin e x E lw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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