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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邛崃山系具有丰富的野生杜鹃花资源。通过实地调查以及采集标本和照片，对该区域杜鹃花属植物种类、
生境和具体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邛崃山系共有６３种（包括变种和亚种）野生杜鹃花属植物，分属３个亚属、４
个组、１１个亚组，分布于海拔１２３０ｍ～４１７９ｍ之间。这些种多数呈现集中连片分布，个别数量较少的种呈现零星
分布。本次调查采集到较多杜鹃花标本和与之对应的每种杜鹃花的景观和微观特征照片，可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

供基本材料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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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鹃花是指杜鹃花科（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杜鹃花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Ｌ．）植物，全世界约有 ９６７种，分布

于亚洲、北美洲和欧洲，其中，中国已知的杜鹃花有

６个亚属５６２种，占世界种类的 ５９％。其中特有种



约 ４０５种，约占国产种总数的 ７２％（方瑞征和闵天
禄，１９９５）。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云南、西藏和四川
是世界杜鹃花的发祥地和最大分布中心，也是我国

野生杜鹃花的最大分布中心，三省区共有野生杜鹃

花 ４０３种（不包括种以下分类等级），云南省 ２５７
种，其中特有种 ６１种；西藏１７３种，其中特有种 ３７
种；四川省 １５２种，其中特有种 ３７种（张长芹，
２００３）。

四川省是杜鹃花属植物研究的重点地区（张长

芹等，２０１５），邛崃山系作为横断山脉的主要山系之
一，国内研究多数只涉及邛崃山系部分区域的部分

杜鹃花种类，却至今未有人做过该区杜鹃花属植物

系统分类。唐丹林等（１９９６）通过对杜鹃花叶片的
黄酮类化合物薄层层析，为光房银叶杜鹃和大邑杜

鹃的确立以及将芒刺杜鹃归入麻花杜鹃亚组均提供

了化学验证；何明友等（１９９７）对新种大邑杜鹃和新
变种光房银叶杜鹃进行描述。王颖（２００８）调查四
川杜鹃花属植物发现小金有毛蕊杜鹃，汶川有草原

杜鹃和陇蜀杜鹃。鲜小林等（２０１２）调查四川杜鹃
花资源发现阿坝州有２４种杜鹃花，占四川杜鹃花种
类的１２％。肖寒等（２０１３）对常绿杜鹃亚属云锦杜
鹃亚组杜鹃花的叶片微形态特征研究表明，宝兴的

团叶杜鹃气孔器周围光滑，而高尚大白杜鹃气孔器

周围有光滑颗粒状乳突腺毛。因此，为了进一步了

解邛崃山系杜鹃花属植物种类，四川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和横断山杜鹃花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专业

团队，开展邛崃山系野生杜鹃花资源野外调查工作。

１　调查区域概况

邛崃山系是指四川盆地都江堰到天全一线以西

山地的总称，主峰为四姑娘山，海拔达 ６２５０ｍ，是
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的天然地理屏障（胡锦

矗，１９８６）。水系以岷江、大渡河及其支流为主；气
候潮湿多雨（胡锦矗，１９８６）。山地植被垂直带谱完
整：海拔 １６００ｍ以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海拔
１６００ｍ～２０００ｍ为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海拔
２６００ｍ～３６００ｍ为亚高山针叶林；海拔３６００ｍ～
４４００ｍ为高山灌丛草甸；海拔４４００ｍ以上为流石
滩和永雪带（胡锦矗，１９８６）。

调查范围东经１０２°２６′～１０３°９４′，北纬 ２９°８５′
～３１°７１′，涉及邛崃山系的都江堰（邛崃山部分）、汶
川、小金、宝兴、芦山、天全、泸定、邛崃、大邑、崇州

１０个县（市）。调查路线主要分布于汶川县皮条河

两岸的山沟和巴郎山、小金县的长坪沟和梦笔山、宝

兴县的夹金山和神木垒、天全的喇叭河保护区和二

郎山、芦山县的黄水河以及大邑县的西岭雪山（见

表１）。样方布设于主要山峰巴朗山、四姑娘山、梦
笔山、夹金山和二郎山的山脚—山顶杜鹃花主要分

布点（见图１）。

表１ 邛崃山系野生杜鹃花主要调查路线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ｕｓ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ｉｎｔｈｅ
Ｑｉｏｎｇｌ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地域 调查路线 地域 调查路线 地域 调查路线

汶川县 卧龙野牛沟 小金县 海子沟 宝兴县 波日沟

汶川县 卧龙巴郎山 小金县 虹桥沟 宝兴县 大水沟

汶川县 卧龙川北营 小金县 梦笔山 宝兴县 挡巴沟

汶川县 卧龙牛头山 小金县 双桥沟 宝兴县 得胜沟

汶川县 卧龙五一棚 小金县 油房村 宝兴县 邓池沟

汶川县 卧龙核桃坪后山 小金县 长坪沟 宝兴县 东拉山大峡谷

汶川县 卧龙梯子沟 大邑县 红石堡 宝兴县 嘎日沟

汶川县 卧龙天台山 大邑县 红石涧 宝兴县 黄店沟

汶川县 卧龙七层楼沟 大邑县 阴阳界 宝兴县 夹金山

汶川县 卧龙老鸦山 大邑县 鸳鸯池 宝兴县 神木垒

汶川县 卧龙洞口海子 天全县 二郎山 宝兴县 瓦斯沟

汶川县 卧龙贾家沟 天全县 火坦坪 芦山县 黄水河

汶川县 卧龙正河沟 天全县 索索棚沟 芦山县 钟灵村

汶川县 三江中河 天全县喇叭河景区芦山县 南天门

汶川县 三江斜草村 天全县 旋旋沟 崇州市 鸡心包

汶川县 三江鸡心包保护站 天全县 大草坡

雅安市 碧峰峡风景区 天全县 关房沟

图１　邛崃山系野生杜鹃花分布和调查路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ｕｓＲ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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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调查方法与数据处理

在查阅有关杜鹃花的文献和书籍的基础上，选

定各县市杜鹃花分布的集中区域和零星分布区域进

行实地调查，分别在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野生杜鹃花开
花期内对每个区域不同海拔的杜鹃花设定２０ｍ×
２０ｍ的样方，记录杜鹃花种的特征、杜鹃花种类、
ＧＰＳ地理信息、生境和盖度等内容。对调查到的每
种杜鹃花的景观和微观特征进行拍照和特征描述，

并采集标本，借鉴《中国四川杜鹃花》、《中国植物志

第五十七卷》一二分册、《四川植物志第十七卷》和

《中国杜鹃花属植物》，并请杜鹃花专家进行物种类

别鉴定。

数据处理主要通过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０和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３实
现。

３　调查结果

３．１　邛崃山系野生杜鹃花属植物种属情况
本次实地调查发现，在邛崃山系范围内，杜鹃花

属植物共有６３种（包括变种和亚种），分属３个亚
属、４个组、１１个亚组。其中，马银杜鹃亚属（Ｓｕｂ
ｇｅｎ．Ａｚａｌｅａｓｔｒｕｍ）有 １种，常绿杜鹃亚属（Ｓｕｂｇｅｎ．
Ｈｙｍｅｎａｎｔｈｅｓ）有 ３５种，杜鹃亚属（Ｓｕｂｇｅｎ．Ｒｈｏｄ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有２７种。这些种分属于４个组：常绿杜鹃
组（Ｓｅｃｔ．Ｐｏｎｔｉｃｕｍ）、杜鹃组（Ｓｅｃｔ．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髯花杜鹃组（Ｓｅｃｔ．Ｐｏｇｏｎａｎｔｈｕｍ）、长蕊组（Ｓｅｃｔ．
Ｃｈｏｎｉａｓｔｒｕｍ）；１１个亚组：杯毛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
Ｆａｌｃｏｎｅｒａ）、大理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Ｔａｌｉｅｎｓｉａ）、大叶
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Ｇｒａｎｄｉａ）、露珠杜鹃亚组（Ｓｕｂ
ｓｅｃｔ．Ｉｒｒｏｒａｔａ）、麻花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Ｍ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
银叶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云锦杜鹃亚
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Ｆｏｒｔｕｎｅａ）、川西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ａ）、三花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Ｔｒｉｆｌｏｒａ）、亮
鳞杜鹃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Ｈｅｌｉｏｌｅｐｉｄａ）、高山杜鹃亚组
（Ｓｕｂｓｅｃｔ．Ｌａｐｐｏｎｉｃａ），其中，云锦杜鹃亚组、大理杜
鹃亚组、高山杜鹃亚组和三花杜鹃亚组分别占

１９０５％、１７４６％、１７４６％和１４２９％。
３．２　邛崃山系野生杜鹃花属植物的分布格局

邛崃山系杜鹃花属植物分布于海拔 １２３０ｍ～
４１７９ｍ之间（见表２）。其中，种类较多的大理杜鹃
亚组杜鹃花分布于海拔 ２０２７ｍ～４１７９ｍ之间，麻
花杜鹃亚组杜鹃花分布于海拔 ２１１３ｍ～３７１２ｍ
之间，银叶杜鹃亚组杜鹃花分布于海拔 １４６１ｍ～
２８６８ｍ之间，云锦杜鹃亚组杜鹃花分布于海拔
１４６３ｍ～３５８７ｍ之间，三花杜鹃亚组杜鹃花分布
于海拔 １２３０ｍ～４０３７ｍ之间，高山杜鹃亚组杜鹃
花分布于海拔 ３１７４ｍ～４１７９ｍ之间，髯花杜鹃组
杜鹃花分布于海拔 ３７１４ｍ～４００１ｍ之间。

表２ 邛崃山系野生杜鹃花属植物及其分布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ｕｓ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ｉｎＱｉｏｎｇＬ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物种 地点 海拔（ｍ）
常绿杜鹃亚属杯毛杜鹃亚组

乳黄叶杜鹃 Ｒ．ｇａｌａｃｔｉｎｕｍ 卧龙、宝兴、芦山 ２２７９～３０５９
常绿杜鹃亚属大理杜鹃亚组

巴朗杜鹃 Ｒ．ｂａｌａｎｇｅｎｓｅ 卧龙 ２６００～２８００
大叶金顶杜鹃 Ｒ．ｆａｂｅｒｉｓｕｂｓｐ．Ｐｒａｔｔｉｉ 卧龙、宝兴、天全、芦山、大邑 ２６１１～３６７７
褐毛杜鹃 Ｒ．ｗａｓｏｎｉｉ 卧龙、小金、芦山、大邑 ２９０７～３７４５
黄毛杜鹃 Ｒ．ｒｕｆｕｍ 卧龙、小金、宝兴 ２９８５～３８２２
黄毛雪山杜鹃 Ｒ．ａｇａｎｎｉｐｈｕｍｖａｒ．ｆｌａｖｏｒｕｆｕｍ 芦山 ３４２９～３６７７
陇蜀杜鹃 Ｒ．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卧龙、小金、宝兴 ３７５１～４０９２
汶川褐毛杜鹃 Ｒ．ｗａｓｏｎｉｉｖａｒ．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ｅ 卧龙 ２９０７～３４２３
雪山杜鹃 Ｒ．ａｇａｎｎｉｐｈｕｍ 小金 ３９９５～４１７９
毡毛栎叶杜鹃 Ｒ．ｐｈａｅｏｃｈｒｙｓｕｍｖａｒ．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ｔｕｍ 小金、宝兴、芦山 ３６５５～４１０１
皱皮杜鹃 Ｒ．ｗｉｌｔｏｎｉｉ 天全、芦山 ２０２７～２８６８
常绿杜鹃亚属大叶杜鹃亚组

无柄杜鹃 Ｒ．ｗａｔｓｏｎｉｉ 卧龙、宝兴、天全、芦山、大邑 ２８７５～３７１２
常绿杜鹃亚属露珠杜鹃亚组

川西杜鹃 Ｒ．ｓｉｋａｎｇｅｎｓｅ 天全 ２９００
常绿杜鹃亚属麻花杜鹃亚组

绒毛杜鹃 Ｒ．ｐａｃｈｙｔｒｉｃｈｕｍ 卧龙、宝兴、天全、芦山、大邑、三江 ２１１９～３０８３
长鳞杜鹃 Ｒ．ｌｏｎｇｅｓｑｕａｍａｔｕｍ 卧龙、宝兴、芦山 ２３６６～３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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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物种 地点 海拔（ｍ）

紫斑杜鹃 Ｒ．ｓｔｒｉｇｉｌｌｏｓｕｍｖａｒ．ｍｏｎｏｓｅｍａｔｕｍ 卧龙、宝兴、大邑 ２１１３～２５９３
常绿杜鹃亚属银叶杜鹃亚组

峨眉银叶杜鹃 Ｒ．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ｓｕｂｓｐ．ｏｍｅｉｅｎｓｅ 卧龙 　　　１７５９
繁花杜鹃 Ｒ．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ｕｍ 宝兴、天全 １６０２～２８６８
反边杜鹃 Ｒ．ｔｈａｙｅｒｉａｎｕｍ 宝兴、芦山 １７２２～２０８４
岷江杜鹃 Ｒ．ｈｕｎｎｅｗｅｌｌｉａｎｕｍ 卧龙、三江 １２３０～１９４５
银叶杜鹃 Ｒ．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卧龙、宝兴、天全、芦山 １４６１～２３６５
常绿杜鹃亚属云锦杜鹃亚组

大白杜鹃 Ｒ．ｄｅｃｏｒｕｍ 宝兴、天全 ２１６０～２７７１
短梗星毛杜鹃 Ｒ．ａｓｔｅｒｏｃｈｎｏｕｍｖａｒ．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ｉａｌｌａｔｕｍ 卧龙 ２５５８
粉红杜鹃 Ｒ．ｏｒｅｏｄｏｘａｖａｒ．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卧龙、小金 ２８１１～３４４４
高尚大白杜鹃 Ｒ．ｄｅｃｏｒｕｍｓｕｂｓｐ．Ｄｉｓｐｒｅｐｅｓ 宝兴 ２５６１
亮叶杜鹃 Ｒ．ｖｅｒｎｉｃｏｓｕｍ 小金、宝兴 ２５６１～３５０４
美容杜鹃 Ｒ．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 宝兴、天全、芦山、大邑、三江 １６０２～３０５９
山光杜鹃 ．ｏｒｅｏｄｏｘａ 卧龙、宝兴、天全、芦山、大邑、崇州、三江 ２１２１～３５８７
疏花美容杜鹃Ｒ．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ｖａｒ．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大邑 ２１２１
团叶杜鹃 Ｒ．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ｅ 卧龙、宝兴、天全 ２０８４～３３０６
汶川星毛杜鹃 Ｒ．ａｓｔｅｒｏｃｈｎｏｕｍ 卧龙、宝兴 １４６３～３０５９
卧龙杜鹃 Ｒ．ｗｏｌｏｎｇｅｎｓｅ 卧龙、宝兴、三江 １６０２～１９３５
腺果杜鹃 Ｒ．ｄａｖｉｄｉｉ 宝兴、天全、芦山、大邑、崇州、三江 １５２２～２３６５
马银杜鹃亚属长蕊组

长蕊杜鹃 Ｒ．ｓｔａｍｉｎｅｕｍ 雅安、芦山 １０７６～１１００
杜鹃亚属川西杜鹃亚组

宝兴杜鹃 Ｒ．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ｅ 卧龙、宝兴、芦山、三江 １５５７～２８５２
树生杜鹃 Ｒ．ｄｅｎ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 卧龙、宝兴 ２４１０～２７７７
杜鹃亚属三花杜鹃亚组

凹叶杜鹃 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ａｎｕｍ 小金、天全 ２７００～３２３２
多鳞杜鹃 Ｒ．ｐｏｌｙｌｅｐｉｓ 卧龙、小金、宝兴、天全、芦山、大邑、崇州、三江 １２３０～３０２３
黄花杜鹃 Ｒ．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卧龙、小金、宝兴、天全、芦山、大邑、崇州、三江 １４６１～２７０４
毛肋杜鹃 Ｒ．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ｉ 卧龙、宝兴 １７００～２６４０
问客杜鹃 Ｒ．ａｍｂｉｇｕｕｍ 卧龙、芦山、大邑 ２９３７～３６７７
秀雅杜鹃 Ｒ．ｃｏｎｃｉｎｎｕｍ 卧龙、小金、宝兴、天全、芦山、大邑 ２５４２～３７５１
锈叶杜鹃 Ｒ．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天全 １５５２～４０３７
长毛杜鹃 Ｒ．ｔｒｉｃｈａｎｔｈｕｍ 天全 ２３７８～２７２８
紫花杜鹃 Ｒ．ａｍｅｓｉａｅ 小金、宝兴、天全 １９７９～３５５６
杜鹃亚属高山杜鹃亚组

粉紫杜鹃 Ｒ．ｉｍｐｅｄｉｔｕｍ 卧龙、宝兴 ３９１４～３９５８
密枝杜鹃 Ｒ．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ｔｕｍ 芦山 ３６７７
光亮杜鹃 Ｒ．ｎｉｔｉｄｕｌｕｍ 小金 ３２７６～４１０１
千里香杜鹃 Ｒ．ｔｈｙｍｉｆｏｌｉｕｍ 卧龙 ３７４５
黄褐杜鹃 Ｒ．ｍｉｎｙａｅｎｓｅ 宝兴、小金 ３７１４～４１７９
直枝杜鹃 Ｒ．ｏｒｔｈｏｃｌａｄｕｍ 卧龙 ３９５８
草原杜鹃 Ｒ．ｔｅｌｍａｔｅｉｕｍ 卧龙 ３９５８
北方雪层杜鹃 Ｒ．ｎｉｖａｌｅｓｕｂｓｐ．ｂｏｒｅａｌｅ 卧龙 ３５５５
南方雪层杜鹃 Ｒ．ｎｉｖａｌｅｓｕｂｓｐ．ａｕｓｔｒａｌｅ 卧龙 　　　３５５５
茂汶杜鹃 Ｒ．ｍａｏｗｅｎｅｎｓｅ 芦山、大邑 ３１７４～３６７７
鹧鸪杜鹃 Ｒ．ｚｈｅｇｕｅｎｓｅ 宝兴、小金 ３７１４～４１０１
杜鹃亚属髯花杜鹃组

红背杜鹃 Ｒ．ｒｕｆｅｓｃｅｎｓ 卧龙 　　　３８４９
毛喉杜鹃 Ｒ．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ｕｍ 卧龙 ３９５８
烈香杜鹃 Ｒ．ａｎｔｈｏｐｏｇｏｎｏｉｄｅｓ 宝兴 ３７１４～３９４９
毛嘴杜鹃 Ｒ．ｔｒｉｃｈｏｓｔｏｍｕｍ 卧龙、小金 ３７４５～４００１
杜鹃亚属亮鳞杜鹃亚组

苞叶杜鹃 Ｒ．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卧龙、宝兴、天全 ２５４２～３０５０

　　野生杜鹃花分布多呈现集中连片分布：林下以
下的杜鹃花多分布于林间空地，如多鳞杜鹃、黄花杜

鹃、银叶杜鹃、长蕊杜鹃和巴郎杜鹃等，而林线以上

的杜鹃花多大量成片分布，或形成单种杜鹃花纯林，

或形成几种杜鹃花混生林，如高山杜鹃亚组常形成

混生灌丛，黄水河有大片黄毛雪山杜鹃纯林，夹金山

有成片陇蜀杜鹃纯林等；个别数量较少的杜鹃花呈

现零星分布，如反边杜鹃和紫斑杜鹃等。由于本次

野外调查时间稍长，鉴定标本时间较短，还有一些杜

鹃花标本未能及时鉴定到种，将会做进一步分类研

２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究。另外，由于整个调查周期较短和地理限制等因

素，还有一些地域未能全部调查，资料记载的邛崃山

系杜鹃花未全部找到，如海绵杜鹃，有待开展进一步

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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