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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花研究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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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成都市园林科学研究所长期以来进行的一系列芙蓉花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现状总结、分析的基
础上，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对芙蓉花研究及应用的实际需要，提出一些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为成都早日重现“花重

锦官城”的盛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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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是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不仅山川秀
丽、植物资源丰富、名胜古迹很多，而且有悠久的造

园传统和精湛的花木培植技艺，向以树木葱茏、繁花

似锦著称于世，是有名的花城。人们一提起成都，就

知道它叫“蓉城”。成都栽培芙蓉花已有一千多年

的历史，据五代《成都记》载：“孟后主在成都城上，

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如锦绣，高下相照，因名

蓉城”　。基于芙蓉花与蓉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芙蓉花是成都的象征，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６日成都市人
大把芙蓉花定为市花，银杏为市树，每年农历九月初

九为市花市树节。

近年来，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为再现“花重锦官城”的盛

景，提升成都市的园林绿化特色，芙蓉承载着无数人

的眷念和向往，姗姗向我们走来，这就给芙蓉花的研

究和推广应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挑战，在此，

本文对成都市园林科研所长期以来进行的一系列芙

蓉花专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现状，进行系统归纳

与回顾，对存在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并且提出相应对

策，以此不忘初心，为助推市花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早日重现“花重锦官城”提供参考。

１　芙蓉花研究现状

成都市园林科研所长期以来致力于市花芙蓉的

研究及应用，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至本世纪初，经长达



十余年的研究，解决了芙蓉落蕾和病虫害问题，培育

出一批新品种，花期从６月中旬至１０月下旬，晚花
品种开花至１２月上旬。时至今日在成都有半年时
间可观赏芙蓉。

１．１　成都芙蓉品种调查及栽培技术的研究
成都市园林科研所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８年开展了

有关成都芙蓉品种调查及引种、栽培技术的研究，该

课题获１９８９年度成都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１．１．１　成都芙蓉品种调查的研究

首先，查清了成都地区的芙蓉花品种，成都芙蓉

品种有以下种类。单瓣型：单瓣红芙蓉、单瓣二红芙

蓉、庐山芙蓉、长梗庐山芙蓉（滇芙蓉）。重瓣型：千

瓣大红芙蓉、醉芙蓉（变色芙蓉）、疏重瓣红芙蓉、七

心芙蓉。并且掌握了各品种的主要特征和特性，选

出了花形优美、色彩艳丽的新的品种千瓣大红芙蓉

和醉芙蓉两个优良品种，并且推荐为成都市市花的

代表种。

１．１．２　芙蓉栽培技术的研究
１．１．２．１　芙蓉植株矮化试验

其结果经方差分析显示，在２００ｐｐｍ～６００ｐｐｍ
浓度范围内，矮壮素对芙蓉矮化效果很好。较好的

解决了芙蓉植株的矮化。经两年来在生产上应用证

明，该技术能使植株的高生长降低５０％左右，并能
提高株形优美度和增加花蕾数，为将芙蓉推广到家

庭栽种打下了基础。

１．１．２．２　芙蓉落蕾及减少落蕾试验
通过研究试验，找准了引起芙蓉落蕾的主要原

因，其结果经方差分析显示，采用人工疏蕾有利于提

高开花率，效果极显著。采用赤霉素３０ｐｐｍ处理，
减少落蕾，提高开花率效果极显著。较好的解决了

芙蓉的落蕾问题，使开花率由６０％左右提高到９０％
以上。

１．１．２．３　掌握了芙蓉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经过系统的试验研究，提出芙蓉栽培管理９项

技术措施，两年来在生产上广泛应用均取得满意的

效果。

１．２　芙蓉品种选育及新品种的创新研究
１．２．１　千瓣大红芙蓉、醉芙蓉无性系良种选育研究

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进行了“千瓣大红芙蓉、醉芙
蓉无性系良种选育研究”。该课题获１９９４年度成都
市建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对成都市原有传统良

种千瓣大红芙蓉、醉芙蓉无性系人工群体的系统调

查、分析、论证，证明了这两个品种是含有表型和观

赏价值差异十分显著的两个类型。即大红—ＢⅠ和

大红—ＢⅡ；醉—ＡⅠ和醉—ＡⅡ。经两年无性繁殖
选育出了大红—ＢⅡ和醉—ＡⅡ两个传统优良品种，
而且通过采用不同强度的电离射线处理千瓣大红和

醉芙蓉种子，筛选出观赏价值较高的大红—ＢⅢ和
醉—ＡⅢ两个人工培育的新品种，为下一步继续开
展芙蓉人工育种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１．２．２　芙蓉新品种选育的创新研究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进行了芙蓉新品种选育的创

新研究，该课题获１９９５年度成都市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银奖。经采用人工杂

交和采用现代技术６０钴、微波等植物育种手段，共选

育出的早、中、晚花期（６月～１０月）１２个新品种，这
１２个新品种，均具有开花期长、花蕾多而落蕾极少、
花型优美、色泽艳丽等优良性状，是目前国内外芙蓉

花中最优良的品种。

１．２．２．１　早花品种６种（６月～９月）
经人工杂交，选育出的早花品种有：牡丹红、牡

丹粉、玉蕊、七月红、经辐射育种，选育出的早花品种

有：辐红Ⅰ、辐红Ⅱ。
１．２．２．２　中花品种４种（９月～１０月）

经人工杂交，选育出的中花品种有：秋云、金秋

颂１、金秋颂２、金秋颂３。
１．２．２．３　晚花品种２种（１０月～１１月）

经人工杂交，选育出的晚花品种有：醉红。

经辐射育种，选育出的晚花品种有：宝石红。

以上１２个新品种，不仅继承了亲本的优良性
状，而且还有不少超亲表现，其中不落蕾和花期变化

是重大的突破，使芙蓉栽培长期存在的技术问题都

获得了有效的解决，为今后芙蓉的推广应用提供了

优良种源。

１．２．３　芙蓉抗病虫新品种选育的创新研究
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９年进行了芙蓉抗病虫新品种选

育的创新研究，该课题获１９９９年度成都市科学技术
进步三等奖。第四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科技进步三等

奖。白粉病以及蚜虫和芙蓉犁纹丽夜蛾是危害芙蓉

特别严重的病虫害，本研究采用远缘杂交和辐射诱

变的植物育种技术，通过试验选育出８个优良品种，
其中３个品种对上述“两虫一病”具有免疫性，即在
植株整个生长过程中不再施用化学药物，其余５个
品种也具有很好的抗性，与传统品种比较用药量减

少了６０％ ～８０％。该项成果是花卉植物在抗病虫
育种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芙蓉花抗病虫系列新品种有８种，主要抗“两
虫一病”—蚜虫、犁纹丽夜蛾

５２１５期 王　莹：芙蓉花研究现状及展望 　　



及白粉病，其品种名称为 Ｒ—１、秋云及 ＣＤＳ－
１、ＣＤＳ－２、ＣＤＳ－３、ＣＤＳ－４、ＣＤＳ－５、ＣＤＳ－６。

２００７年，成都市植物园为了更好地推广芙蓉花
新品种，进一步提高芙蓉花的知名度，在成都市林业

和园林管理局的领导下，对芙蓉花抗病虫系列新品

种６种ＣＤＳ－１、ＣＤＳ－２、ＣＤＳ－３、ＣＤＳ－４、ＣＤＳ－５、
ＣＤＳ－６，进行了命名活动仪式，最终确定的６种新
品种名称为：ＣＤＳ－１（锦蕊）、ＣＤＳ－２（成都紫）、
ＣＤＳ－３（彩霞）、ＣＤＳ－４（百日华彩）、ＣＤＳ－５（锦碧
玉）、ＣＤＳ－６（醉云）。

芙蓉抗病虫新品种的培育成功，极大的减少了

化学药物在园林植物使用中对城市带来的污染，有

利于城市环境的维护和改善，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成都再现“花重锦官城”的盛景，具有无可限量的作

用。

１．３　芙蓉花优良品种的繁殖技术研究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进行了芙蓉花优良品种的繁

殖技术研究，该课题获２００２年度成都市科学技术进
步三等奖。该研究通过对芙蓉花品种采用不同基质

和不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扦插繁殖试验，以及嫁接

时间、剪砧时间、砧穗组合对芙蓉花嫁接繁殖的效

应。结果表明，６个抗病虫品种插穗的生根能力大
小顺序为ＣＤＳ－５＞ＣＤＳ－１＞ＣＤＳ－６＞ＣＤＳ－４＞
ＣＤＳ－３＞ＣＤＳ－２。利用芽插技术可以提高 ＣＤＳ－
２的扦插生根率。不同基质间插穗死亡率的差异不
显著。以蛭石作基质进行扦插繁殖效果最好。腐殖

土基质中插穗的生长势比其它基质好。３种植物生
长调节剂处理对芙蓉花的扦插存活影响不显著。在

夏季嫁接芙蓉花成活率高，剪砧宜在嫁接后１０ｄ进
行［１］。

该项研究总结出的芙蓉花优良品种扦插繁殖和

嫁接技术，不仅为今后芙蓉花优良品种的繁殖提供

了技术指导和科学依据，而且当下，在生态文明建设

背景下，为再现“花重锦官城”的盛景，增花添彩，提

升成都市的园林绿化特色，促进市花的研究和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４　芙蓉花优良品种的适应性研究
１．４．１　在广西南宁的引种扦插繁殖与栽培试验研
究

２００３年，为了增加广西的花卉品种资源，提升
城镇绿化美化的品位 ，改善城镇的生态环境，广西

林业科学研究院就从四川省成都市植物园引种 １０
个木芙蓉品种，在南宁进行了扦插繁殖与栽培的试

验研究。这１０个木芙蓉品种分别为牡丹粉、牡丹

红、秋云、金秋颂、醉红、醉芙蓉、玉蕊、Ｃ－１（锦蕊）、
Ｃ－５（锦碧玉）、Ｃ－６（醉云）等。结果表明，１０个木
芙蓉品种在南宁的引种获得了成功，具有较好的观

赏价值，用作为南宁的绿化观赏树种进行了种

植［２］。

１．４．２　在杭州地区的引种栽培与繁殖研究
２００７年，浙江省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灵隐管理

处，从四川省成都市植物园引进了 １５个木芙蓉品
种，在杭州市进行了引种栽培与繁殖研究。这１５个
木芙蓉品种分别为醉芙蓉、牡丹红、牡丹粉、白花单

瓣、玉蕊、金秋颂、大红芙蓉、长梗庐山、秋云、７号、Ｃ
－６（醉云）Ｃ－４（百日华彩）、Ｃ－５（锦碧玉）、Ｃ－３
（彩霞）、Ｙ１－１９等。本研究表明，１５个木芙蓉品种
在杭州花期为９月底至１１底，花期长达２个月，花
大，色艳，生长健壮，能顺利越冬和越夏，对引种地气

候和土壤有较强的适应性，特别是在水边群植效果

尤佳。１５个木芙蓉品种的引种成功增加了杭州秋
季开花的灌木品种，特别是为国庆开花品种增加了

新的内容，值得大力推广［３］。

１．４．３　在济南地区的引种驯化及抗寒品种的选育
研究

２０１３年，为了增加济南的花卉品种资源，提升
绿化美化品味，改善园林生态环境，济南森林公园从

成都、长沙、杭州等地引入了木芙蓉１２个品种（１５
份资源）。其中从成都植物园引进的１２个品种分
别为：百日华彩、大红、牡丹粉、牡丹红、醉芙蓉、彩

霞、锦蕊、玉蕊、锦碧玉、秋云、金秋颂、大花秋葵（草

本木芙蓉）和从杭州、长沙引进的杭州牡丹粉、长沙

牡丹红，均在济南森林公园管理处苗圃内进行扦插、

繁殖，进行木芙蓉品种的引种栽植驯化及抗寒品种

的选育研究。其结论为引种栽植的木芙蓉在济南地

区生长旺盛，花型美观，花色丰富，粉、粉红、红、白、

黄、淡红多彩炫目，是良好的秋季开花灌木品种，冬

季陆地安全越冬，为济南地区提供了秋季开花林木

品种［４］。

２　存在问题及前景展望

随着岁月的流逝，芙蓉花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

成都人的生活氛围，也伴随着我们进入２１世纪的现
阶段，在此，对当前芙蓉花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前

景展望作以下几方面的简述。

２．１　种质资源保存情况
成都市植物园（成都市园林科学研究所）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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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木芙蓉原生种５个，传统品种５个，自主培育新
品种１２个，共计２２个品种。目前，在资源收集、保
存方面，已扩大到对整个锦葵科植物的收集，拟建锦

葵科专类园。但是由于资源保存场地受圃地面积的

制约，没有形成系统化、规模化，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以期今后扩大圃地，为芙蓉新品种的培育提供丰富

多彩的种质资源。

２．２　相关研究目前进展情况
成都市园林科研所一直以来，有专人负责对芙

蓉花进行持续性的研究。近几年来，在芙蓉新品种

培育、繁殖、花期的控制、病虫害防治及种质资源收

集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芙蓉新品

种的嫁接技术获得了进一步的改良提升、芙蓉新品

种花期的提前或延后、芙蓉新的虫害、病害的发现与

防治、收集了来自日本、美国以及我国上海、广州、台

湾等地的品种培育种质资源，这些工作都在逐步推

进。由于近几年对科研人力、物力投入的不足，科研

队伍配备结构的不足，尽管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取得了
丰硕成果，但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相关科研工作进展
速度缓慢。

２．３　满足社会需求方面
早在１９９７年，在成都市人民政府对府南河进行

专项综合治理中，在府南河畔新建了拒霜园（芙蓉

花又名拒霜花）。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成都市植物园倾力
建造了占地面积约１ｈｍ２“市花园”，展示芙蓉花品
种１９个，今年拟在此基础上扩建，一年一度的市花
展也在此如期举行。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成都市植物园结合成都市一年
一度举办的芙蓉花展，每年扩繁芙蓉品种２万 ～４
万株（盆），不仅在本市各大公园、观花基地等推广

应用，而且已扩展到全国其它地方，如北京、广西南

宁、浙江杭州、山东济南、湖北武汉、江西南昌、湖南

等地栽培应用。

近几年来，随着成都市植物园科普队伍不断发

展壮大，每年春季向市民举办盆栽芙蓉进万家活动，

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伴随着２０１６年９月成都市林业和园林局正式
发布的《花重锦官城—成都市增花添彩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
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些脍炙人口的

诗句印证了成都繁花似锦的历史，这样的景象正在

通过《花重锦官城—成都市增花添彩总体规划》逐

步实现。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０日，在成都市委、市政府审议通

过的《实施“成都增绿十条”推进全域增绿工作方

案》中提出，至２０２２年，将建成天府芙蓉园，芙蓉小
镇３个，芙蓉主题观赏园５个，实现芙蓉品种达３０
种。

面对接踵而至的巨大社会需求，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现有的芙蓉繁殖、栽培技术需要提升，受场地

影响，生产繁殖规模小，新品种数量相对匮乏，没有

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新品种的推陈出新进展

缓慢，这些因素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前社

会对芙蓉生产及科研发展壮大的需求。

３　建议

３．１　种质资源保存方面
进一步加大引种力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引种、收

集种质资源，拟建全世界芙蓉保存最全的种质资源

基因库。

３．２　在科研方面
配合成都市制定的一系列市花发展规划，加大

科研投入，强化创新实力，组建专业队伍，配置合理

化设施，构建芙蓉科研前沿高地，拓展科研领域，不

但要继续强化对芙蓉新品种的繁殖、栽培及日常管

理措施的研究，更要对芙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

进行一系列分子水平的研究，促进芙蓉新品种的培

育发展，培育出适应全国不同地区的芙蓉新品种。

３．３　满足社会需求方面
拟建专业化的芙蓉品种生产基地，加大芙蓉新

品种的繁育、高效栽培管理技术措施和推广应用研

究，形成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同时，加大推广应用力

度。在配置应用方面，将探索更多的配置方式，因地

制宜的选择不同特色的品种，将早、中、晚不同开花

期及其它不同特色的品种科学配置，让新一代芙蓉

以特有的风姿，从仲夏到深秋开遍蓉城大地，使蓉城

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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