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33 卷　第 10 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V o l. 33 N o. 10
2005 年 10 月 Jour. of N o rthw est Sci2T ech U niv. of A gri. and Fo r. (N at. Sci. Ed. ) O ct. 2005

大花萱草品种分类标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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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大花萱草繁育试验基础上, 选取大花萱草基因类型, 株型、绿期长短、花期早晚和花部特征等影

响观赏价值的形态特征作为主要分类依据, 提出了大花萱草品种的5 级分类标准, 并应用该标准对引进栽培的大花

萱草品种进行了系统分类, 以验证其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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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花萱草 (H em eroca llis hy brid us) 为百合科

(L iliaceae) 萱草属 (H em eroca llis) 多年生宿根草本

植物。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

乡园林绿化得到了飞速发展, 大花萱草作为一种重

要的园林绿化和地被植物, 已被逐渐应用到环境绿

化和水土保持工程中, 其叶和花都具有很高的观赏

价值, 其花在有些国家还被作为筵席上的佳肴和医

疗中的良药[1 ]。大花萱草繁殖容易, 管理简单, 能够

部分代替草坪, 是重要的园林植物, 在我国有着巨大

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

国内外研究者在广泛收集萱草属植物原种、变

种的基础上, 进行了大量的杂交试验, 人工培育出许

多萱草新品种, 并对其系统分类进行了相应探

讨[2～ 10 ], 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大花萱草分类标准体

系。我国各地的大花萱草品种繁多, 名称和分类都非

常混乱, 这给大花萱草的品种鉴定和新品种培育带

来了很大困难。无论专业人员还是业余爱好者, 只有

了解和掌握大花萱草品种的进化及系统分类知识,

才能明确识别品种发展的方向, 进而进行正确地鉴

别。因此, 随着大花萱草引种、繁育以及在园林中应

用的发展, 无论在科研中还是生产上, 都需要建立起

一套科学、实用的品种分类系统。

本研究在大花萱草引种和繁育研究工作的基础

上, 借鉴其他花卉分类标准和分类体系的优点, 从大

花萱草在园林中的实际应用角度出发, 探讨了大花

萱草品种的分类标准体系, 以期为我国大花萱草的

引种繁育及产业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大花萱草品种的分类现状

我国具有丰富的萱草属植物资源, 萱草、黄花菜

等自古就有记载。萱草最早见于2 500 年前的《诗经

·魏风》中, 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同萱)。其

药用价值最早记载见于宋代《嘉桔本草》, 曰:“萱草

根凉, 无毒, 治沙淋, 下水气。”到明代中叶, 其被作

为蔬菜广泛栽培。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谓“萱草⋯⋯

有单瓣、重瓣, 究州、亳州种以为菜”, 首次指出萱草

有重瓣者, 并引《群芳谱》言:“有黄、白、红、紫、麝香

数种, 然皆以黄色分浅深”。目前, 我国南北各省均有

种植。由于萱草易栽培, 欧美甚至其为“穷人的兰

花”。

萱草属植物全世界共约有 14 个种, 其中原产我

国的约有11 种[11 ]。19 世纪末, 欧美兴起了群众性培

育萱草新品种的活动。20 世纪以来, 培育出大量优

质杂交萱草, 目前在美国萱草协会已注册的萱草品

种多达 4 万多种, 其中许多优良品种是由我国萱草

原始种杂交培育而成的[12 ] , 大花萱草就是在野生萱

草种质的基础上, 经过育种人员的精心选育而得到

的栽培品种。

随着萱草育种的发展, 许多学者对其分类也进

行了研究。熊治廷等[6 ]采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法, 将国产萱草属的11 个类群分成4 簇, 第1 簇包括

北黄花菜、黄花菜、小黄花菜和多花萱草, 第 2 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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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小萱草和大苞萱草, 第3 簇包括折叶萱草、西南萱

草和矮萱草, 第4 簇包括萱草及其三倍体类型。对夜

间开花萱草的9 个常用检索性状和核型进行定量分

析, 将其分为原亚种黄花菜、亚种黄花菜和亚种小黄

花菜[5 ]。根据核型、外部形态及地理分布资料的综合

分析, 将北萱草与大苞萱草区分为不同物种, 而不是

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7 ]。孔红[10 ]认为, 萱草属植物

种子微形态特征在种的水平上具有一定的分类学意

义。N oguch i[2 ]根据萱草分布的地理区域和形态学特

征进行分类。还有学者应用A FL P 技术对萱草种质

进行鉴定[4, 8, 9 ]。目前, 在园林绿化和推广栽培中, 应

用现有分类方法进行大花萱草品种选取时较为繁

琐, 因此需要制订一套简单实用的大花萱草品种分

类标准。

2　大花萱草品种的分类

2. 1　大花萱草品种分类的原则

　　大花萱草品种分类应遵循以下原则: (1)将大花

萱草品种间的进化关系和园林生产应用相结合, 弄

清大花萱草种质资源进化的关系和途径, 以不断发

掘和培育新品种。(2)选择稳定的遗传性状和容易辨

别的形态特征作为大花萱草品种分类的依据, 并制

订出分类标准。植物的形态特征直观地反映了其演

化关系及亲缘关系, 是科属分类和种以下分类的重

要依据, 尤其是对观赏植物品种来说, 形态指标更是

重要的分类依据。观赏植物品种大多是根据影响观

赏价值的性状来分类的, 如牡丹[13 ]、芍药[14 ]、大丽

花[15 ]等, 主要按花型分类, 菊花[16 ]按花瓣形态和花

型分类, 桂花按花色分类[17 ] , 槭以叶色和叶形[18 ]分

类。大花萱草在园林中主要是观叶和观花, 因此在分

类标准的选取上, 也应当主要考虑影响其观赏价值

的性状。

2. 2　大花萱草分类标准的制订

本研究在借鉴“二元分类法”[19 ]的原则和标准

的基础上, 选取遗传基因类型作为第1 级分类标准,

并主要从观赏价值角度考虑, 依次选取株型、绿期长

短、花期早晚及花部特征作为第2～ 5 级分类标准。

基因类型 (即染色体数目) 作为第 1 级分类标

准, 可分为二倍体、三倍体和四倍体。二倍体大花萱

草有两部分基本完整的染色体, 一部分来自于卵细

胞, 一部分来自于花粉, 2n= 2x = 22。三倍体大花萱

草通常不结果实, 2n= 3x = 33。四倍体大花萱草有

两倍正规数目的染色体, 2n= 4x = 44, 44 个染色体

集合在一起。四倍体大花萱草植株比二倍体植株大、

生长活跃、花茎粗、花大、花型多, 而且有更多颜色变

化, 但是缺少美感。

株型大小为第2 级分类标准, 花茎低于50 cm 为

小型紧凑植株, 50～ 100 cm 为中型植株, 高于 100

cm 为大型植株。

绿期长短为第 3 级分类标准, 绿期长短是影响

大花萱草观赏价值的主要因素之一, 同样情况下, 绿

期越长, 美学价值越高, 观赏价值也越高。根据大花

萱草保持绿色的时间可分为常绿品种、半常绿品种

和休眠品种。

花期早晚为第 4 级分类标准, 根据开花时间划

分为早期开花、中期开花和晚期开花品种, 在园林绿

化中, 采用不同花期的植株合理配置, 可以延长赏花

时间,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花部特征为第5 级分类标准, 以花径为基础, 花

朵直径< 7 cm 的为微型花, 7～ 11 cm 的为小型花,

> 11 cm 的为大型花。大花萱草花色极其丰富, 白色

者有乳白、黄白及灰白之区别, 黄色者有金黄、淡黄、

柠檬黄及橙黄之不同, 红色者又有淡红、粉红、橙红、

深红之变化, 非常美丽。

2. 3　大花萱草品种分类标准的应用

根据以上方法制订 5 级分类标准, 对山东农业

大学草坪研究所宿根花卉繁育基地引进栽培的大花

萱草品种进行分类, 可分为 2 类 4 型 8 个品种群 (包

括21 个品种) , 详见分类检索表。

引进栽培的大花萱草品种分类检索表

C lassificat ion index of H em erocallis hybridus cu lt ivars

1. 染色体数目 2n= 2x = 22 É 二倍体类 D ip lo id⋯⋯⋯⋯⋯⋯⋯⋯⋯⋯⋯⋯⋯⋯⋯⋯⋯⋯⋯⋯⋯⋯⋯⋯⋯⋯⋯⋯⋯⋯⋯⋯⋯

　2. 大型植株, 花茎高于 100 cm 大株型 H igh group⋯⋯⋯⋯⋯⋯⋯⋯⋯⋯⋯⋯⋯⋯⋯⋯⋯⋯⋯⋯⋯⋯⋯⋯⋯⋯⋯⋯⋯⋯

　　3. 冬季枝叶死亡, 无绿色 休眠群 Do rm ant⋯⋯⋯⋯⋯⋯⋯⋯⋯⋯⋯⋯⋯⋯⋯⋯⋯⋯⋯⋯⋯⋯⋯⋯⋯⋯⋯⋯⋯⋯⋯⋯⋯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12 cm , 花呈黄绿色, 花眼淡绿色, 有香味 大型花 (1) H yperion⋯⋯⋯⋯⋯⋯⋯⋯⋯⋯⋯⋯⋯⋯⋯⋯⋯⋯⋯⋯

　2. 中型植株, 花茎高度是 50～ 100 cm 中等株型M iddling group⋯⋯⋯⋯⋯⋯⋯⋯⋯⋯⋯⋯⋯⋯⋯⋯⋯⋯⋯⋯⋯⋯⋯⋯⋯

3. 全年保持绿色 常绿群 Ever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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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16 cm , 花呈红色, 花眼绿色, 萼片后卷 大型花 (2) B reath less Beau ty⋯⋯⋯⋯⋯⋯⋯⋯⋯⋯⋯⋯⋯⋯⋯⋯⋯

3. 冬季植株接近地面的枝叶保持绿色, 但生长不活跃 半常绿群 Sem i2evergreen⋯⋯⋯⋯⋯⋯⋯⋯⋯⋯⋯⋯⋯⋯⋯⋯⋯

　4. 5～ 6 月上旬开花 早期开花 Early⋯⋯⋯⋯⋯⋯⋯⋯⋯⋯⋯⋯⋯⋯⋯⋯⋯⋯⋯⋯⋯⋯⋯⋯⋯⋯⋯⋯⋯⋯⋯⋯⋯⋯⋯

　　5. 花径 12 cm , 花呈白色, 花眼淡绿色 大型花 (3) Gentle Shepherd⋯⋯⋯⋯⋯⋯⋯⋯⋯⋯⋯⋯⋯⋯⋯⋯⋯⋯⋯⋯⋯

　　5. 花径 11 cm , 花呈桃红色, 双层花瓣 小型花 (4) Double D ream⋯⋯⋯⋯⋯⋯⋯⋯⋯⋯⋯⋯⋯⋯⋯⋯⋯⋯⋯⋯⋯⋯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12 cm , 花呈金黄色, 花眼橙红色, 双层花瓣 大型花 (5) Double T alk⋯⋯⋯⋯⋯⋯⋯⋯⋯⋯⋯⋯⋯⋯⋯⋯⋯

　　5. 花径 8 cm , 花呈黄色, 花眼绿色 小型花 (6) Petite Ballet⋯⋯⋯⋯⋯⋯⋯⋯⋯⋯⋯⋯⋯⋯⋯⋯⋯⋯⋯⋯⋯⋯⋯⋯

3. 冬季枝叶死亡, 无绿色 休眠群 Do rm ant⋯⋯⋯⋯⋯⋯⋯⋯⋯⋯⋯⋯⋯⋯⋯⋯⋯⋯⋯⋯⋯⋯⋯⋯⋯⋯⋯⋯⋯⋯⋯⋯⋯

　4. 5～ 6 月上旬开花 早期开花 Early⋯⋯⋯⋯⋯⋯⋯⋯⋯⋯⋯⋯⋯⋯⋯⋯⋯⋯⋯⋯⋯⋯⋯⋯⋯⋯⋯⋯⋯⋯⋯⋯⋯⋯⋯

　　5. 花径 15 cm , 花呈深粉红色, 花眼橘子色 大型花 (7) D atebook⋯⋯⋯⋯⋯⋯⋯⋯⋯⋯⋯⋯⋯⋯⋯⋯⋯⋯⋯⋯⋯⋯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13 cm , 花呈金黄色, 花眼黑红色, 有香味 大型花 (8) Bonanza⋯⋯⋯⋯⋯⋯⋯⋯⋯⋯⋯⋯⋯⋯⋯⋯⋯⋯⋯⋯

　　5. 花径 11 cm , 花呈橙色 小型花 (9) R ajah⋯⋯⋯⋯⋯⋯⋯⋯⋯⋯⋯⋯⋯⋯⋯⋯⋯⋯⋯⋯⋯⋯⋯⋯⋯⋯⋯⋯⋯⋯⋯

　　5. 花径 12 cm , 花呈淡紫色, 花眼绿色, 有香味 大型花 (10) Even ing Gow n⋯⋯⋯⋯⋯⋯⋯⋯⋯⋯⋯⋯⋯⋯⋯⋯⋯⋯

　　5. 花径 11 cm , 花呈橙红色, 萼片黄色 小型花 (11) F rans H als⋯⋯⋯⋯⋯⋯⋯⋯⋯⋯⋯⋯⋯⋯⋯⋯⋯⋯⋯⋯⋯⋯⋯

　　5. 花径 12 cm , 花呈粉红色, 花眼红色 大型花 (12) H allπs P ink⋯⋯⋯⋯⋯⋯⋯⋯⋯⋯⋯⋯⋯⋯⋯⋯⋯⋯⋯⋯⋯⋯⋯

　　5. 花径 12 cm , 花呈明亮紫色, 花眼浅黄绿色 大型花 (13) W h im sical⋯⋯⋯⋯⋯⋯⋯⋯⋯⋯⋯⋯⋯⋯⋯⋯⋯⋯⋯⋯

　2. 小型紧凑植株, 花茎高度低于 50 cm 小株型 L ow er Group⋯⋯⋯⋯⋯⋯⋯⋯⋯⋯⋯⋯⋯⋯⋯⋯⋯⋯⋯⋯⋯⋯⋯⋯⋯⋯

3. 冬季植株接近地面的枝叶保持绿色, 但生长不活跃 半常绿群 Sem i2evergreen⋯⋯⋯⋯⋯⋯⋯⋯⋯⋯⋯⋯⋯⋯⋯⋯⋯

　4. 5～ 6 月上旬开花 早期开花 Early⋯⋯⋯⋯⋯⋯⋯⋯⋯⋯⋯⋯⋯⋯⋯⋯⋯⋯⋯⋯⋯⋯⋯⋯⋯⋯⋯⋯⋯⋯⋯⋯⋯⋯⋯

　　5. 花径 7～ 8 cm , 花呈黄色, 有香味 小型花 (14) H appy R eturns⋯⋯⋯⋯⋯⋯⋯⋯⋯⋯⋯⋯⋯⋯⋯⋯⋯⋯⋯⋯⋯⋯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9 cm , 花呈酒红色, 花眼绿色 小型花 (15) W ine D eligh t⋯⋯⋯⋯⋯⋯⋯⋯⋯⋯⋯⋯⋯⋯⋯⋯⋯⋯⋯⋯⋯⋯

3. 冬季枝叶死亡, 无绿色 休眠群 Do rm ant⋯⋯⋯⋯⋯⋯⋯⋯⋯⋯⋯⋯⋯⋯⋯⋯⋯⋯⋯⋯⋯⋯⋯⋯⋯⋯⋯⋯⋯⋯⋯⋯⋯

　4. 5～ 6 月上旬开花 早期开花 Early⋯⋯⋯⋯⋯⋯⋯⋯⋯⋯⋯⋯⋯⋯⋯⋯⋯⋯⋯⋯⋯⋯⋯⋯⋯⋯⋯⋯⋯⋯⋯⋯⋯⋯⋯

　　5. 花径 7 cm , 花呈嫩黄色, 花眼绿色, 有香味 小型花 (16) Stella D e O ro⋯⋯⋯⋯⋯⋯⋯⋯⋯⋯⋯⋯⋯⋯⋯⋯⋯⋯⋯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6 cm , 花呈紫色, 花眼绿色 微型花 (17) M ary R eed⋯⋯⋯⋯⋯⋯⋯⋯⋯⋯⋯⋯⋯⋯⋯⋯⋯⋯⋯⋯⋯⋯⋯⋯

　　5. 花径 7 cm , 花呈红色, 花眼黄绿色, 有香味 小型花 (18) Pardon M e⋯⋯⋯⋯⋯⋯⋯⋯⋯⋯⋯⋯⋯⋯⋯⋯⋯⋯⋯⋯

1. 染色体数目 2n= 4x = 44 Ê 四倍体类 T etrap lo id⋯⋯⋯⋯⋯⋯⋯⋯⋯⋯⋯⋯⋯⋯⋯⋯⋯⋯⋯⋯⋯⋯⋯⋯⋯⋯⋯⋯⋯⋯⋯

　2. 花茎高度是 50～ 100 cm 中等株型M iddling group⋯⋯⋯⋯⋯⋯⋯⋯⋯⋯⋯⋯⋯⋯⋯⋯⋯⋯⋯⋯⋯⋯⋯⋯⋯⋯⋯⋯⋯

3. 冬季植株接近地面的枝叶保持绿色, 但生长不活跃 半常绿群 Sem i2evergreen⋯⋯⋯⋯⋯⋯⋯⋯⋯⋯⋯⋯⋯⋯⋯⋯⋯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16 cm , 花呈淡粉红色, 花眼黄绿色 大型花 (19) P retty W om an⋯⋯⋯⋯⋯⋯⋯⋯⋯⋯⋯⋯⋯⋯⋯⋯⋯⋯⋯

3. 冬季枝叶死亡, 无绿色 休眠群 Do rm ant⋯⋯⋯⋯⋯⋯⋯⋯⋯⋯⋯⋯⋯⋯⋯⋯⋯⋯⋯⋯⋯⋯⋯⋯⋯⋯⋯⋯⋯⋯⋯⋯⋯

　4. 6 月中下旬～ 8 月开花 中期开花M idseaon⋯⋯⋯⋯⋯⋯⋯⋯⋯⋯⋯⋯⋯⋯⋯⋯⋯⋯⋯⋯⋯⋯⋯⋯⋯⋯⋯⋯⋯⋯⋯

　　5. 花径 14 cm , 花呈乳白色, 花眼紫色 大型花 (20) Ch icago P ico tee L ace⋯⋯⋯⋯⋯⋯⋯⋯⋯⋯⋯⋯⋯⋯⋯⋯⋯⋯⋯

　　5. 花径 15 cm , 花呈玫瑰红, 花眼柠檬绿 大型花 (21) V era B igelow⋯⋯⋯⋯⋯⋯⋯⋯⋯⋯⋯⋯⋯⋯⋯⋯⋯⋯⋯⋯⋯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选取大花萱草品种基因类型和株型、绿

期长短、花期早晚、花部特征等影响其观赏价值的形

态特征作为主要分类依据, 制订出了大花萱草的 5

级分类标准, 力求达到简单实用的目的, 以更好地服

务于快速发展的园林绿化建设。实际应用中可根据

该分类标准和方法选取适宜的大花萱草品种, 合理

搭配, 以达到理想的群体观赏效果。

我国的大花萱草品种资源丰富, 但大多数地区

少有详细的品种及其性状记载, 各地的分类、品种名

称混乱, 尚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 因此应对大花萱草

的品种及其性状进行全面调查, 建立大花萱草品种

性状数值化指标, 以推动其科学分类标准和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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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 促进大花萱草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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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the classif ica t ion of H em eroca llis hyb ridu s cu lt ivars

D U E, ZHANG Zh i-guo,M A L i
(Colleg e of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 t, S hand ong A g ricu ltu ra l U niversity , T aian, S hand ong 271018,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H em eroca llis hyb ridu s grow th, a f ive2grade classif ied m ethod is ra ised

on the basis of gene pat tern, p lan t type, green period, an thesis and characterist ics of f low er. A nd the criteria

is u sed to classify H em eroca llis hyb ridu s cu lt ivars system at ica lly in o rder to valida te its p ract ica lity.

Key words: H em eroca llis hyb ridu s; cu lt ivars; classif ic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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