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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百合资源丰富，种质资源的采集是百合保护利用的基础。针对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进行了野生百合
资源调查，并相继展开百合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人工繁育等方面研究。该区内共发现岷江百合（ＬｉｌｉｕｍｒｅｇａｌｅＷｉｌ
ｓｏｎ）、川百合（ＬｉｌｉｕｍｄａｖｉｄｉｉＤｕｃｈａｒｔｒｅ）和宝兴百合（ＬｉｌｉｕｍｄｕｃｈａｒｔｒｅｉＦｒａｎｃｈ．）３种百合。其中岷江百合多生长于山
坡灌丛下、向阳草坡或沟边、崖壁及岩石缝隙中，伴生植物多以豆科和蔷薇科居多；而川百合和宝兴百合多生长于

林缘及高山灌丛、草丛间，伴生植物以蔷薇科、菊科植物居多。本文收集了３种百合的鳞茎和种子等种质资源，同
时采取迁地保存鳞茎和低温保存种子的方式进行种质资源保存，并随之展开百合人工栽培繁殖试验，结果显示，百

合最优的繁殖方式是鳞茎繁殖，其次是种子繁殖，再次是珠芽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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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为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Ｌ．）植
物，是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并具有较高的药用和食

用价值［１］。我国南北均有百合分布，但西南地区、

华中地区和东北地区是我国百合的３个集中分布
区［２］。种质资源的采集是育种工作的基础，也是防

止濒危物种的灭绝的一种关键性补救措施。国外对

野生百合资源的研究较早，美国在２０世纪对其百合
资源进行了广泛调查、记录，并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法

律。我国对百合属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研究起步

较晚，由于思想观念落后和保护意识淡薄，人为流失

和破坏比较严重［３］。

四川百合资源丰富，据四川植物志记载四川百

合有 ２５种，６个变种（四川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９１）。其中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是四川独具特色
的自然地理区和野生百合的分布带，也是野生百合

属植物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了解该区域野生百合

资源现状，充分发挥百合资源优势，达到科学保护和

利用野生百合资源的目的，针对该区进行了野生百

合资源调查，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人工繁育等方面

研究，为我国野生百合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应用提供

重要的技术支撑。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查阅与调查研究相关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植

物志》（第十四卷）（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

员会编）、《四川植物志》（第七卷）（四川植物志编

辑委员会）、《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五册）（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编）、《四川植被》（四川植被协

作组）、《四川森林》（四川森林编辑委员会）等［４］。

１．２　调查地点和时间
主要调查地点为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内的理县

（县城周边等地、胆杂木沟、小岐山、熊耳山、甘堡、

薛城、朴头、通化）、汶川（雁门、映秀、棉羋）、茂县

（县城周边等地、渭门、飞虹）、黑水（白溪、洼底）等

地。调查时间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月。
１．３　调查内容和方法
１．３．１　线路调查

线路调查即是在调查范围内按不同方向选择几

条具有代表性的线路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野生百合的生境、生物学特性、观赏特性、资源分布

及数量等见图１。

１．３．２　样地调查
样地调查则是在调查范围内选择典型地段，按

不同的植物群落设置样地，样地为１０ｍ×１０ｍ，记
录样地海拔、坡度坡向、百合所在生境、植物群落等

特点；并在样地中随机抽取３～４个１ｍ×１ｍ的小
样方，在样方内测量百合的株树、株高、花的大小，数

量、叶片长度，宽度等生物学特征。

图１　调查线路示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资源调查结果
调查中在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共发现三种百

合，为岷江百合、川百合和宝兴百合。其中在理县发

现了岷江百合（ＬｉｌｉｕｍｒｅｇａｌｅＷｉｌｓｏｎ）、川百合（Ｌｉｌｉｕｍ
ｄａｖｉｄｉｉＤｕｃｈａｒｔｒｅ）和宝兴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ｄｕｃｈａｒｔｒｅｉ
Ｆｒａｎｃｈ．），在汶川、茂县和黑水等地都发现了岷江百
合。岷江百合主要分布在海拔１５００ｍ～２２００ｍ的
山脊中下部草丛、低矮灌丛及岩石边，与其他草本植

物混生，均不属于群落的优势种；川百合和宝兴百合

分布海拔相对较高，主要生长在林缘、草甸或山坡草

丛中。

通过设置样地对百合群落特征、伴生植物和生

境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由调查结果可知，其中岷江百

合伴生灌木有１４科２７属３７种，以豆科和蔷薇科居
多，伴生草本有２８科５１属６０种，以禾本科和菊科
居多；川百合伴生灌木有６科１２属１５种，以蔷薇科
居多，伴生草本有１４科２０属２２种，以豆科和菊科
居多；宝兴百合伴生灌木有１５科１９属２１种，以蔷
薇科居多，伴生草本有１５科２５属２７种，以菊科和

２６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毛茛科居多。野生百合主要伴生植物及生境状况详 见表１。

表１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野生百合生境及伴生植物调查表

样地编号 百合种类 生境 主要伴生灌木 主要伴生草本 群落特点

１ 岷江百合
山脊中下部草丛、低
矮灌丛及陡峭的岩
石边

白刺花 Ｓｏｐｈｏｒａｄａｖｉｄｉｉ、鞍叶羊蹄
甲Ｂａｕｈｉ．ｉａｂ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粉叶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ｐｒｕｉｎｏｓａ、中亚紫菀木 Ａｓｔｅｒ
ｏｔｈａｍｎｕ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杭子梢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卷柏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ｔａｍａｒｉｓｃｉ．ａ、抱石莲
Ｌｅｐｉｄｏｇｒａｍｍｉｔｉｓｄｒｙｍｏｇｌｏｓｓｏｉｄｅｓ、独
尾草 Ｅｒｅｍｕｒ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中华山蓼
Ｏｘｙ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主要以耐干旱瘠薄
的灌木和草本为
主，乔木较少，群落
结构简单

２ 川百合
多为散生，生于山坡
草地、林下潮湿处或
林缘

峨眉蔷薇 Ｒｏｓａ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六道木
Ａｂｅｌｉａｂｉｆｌｏｒａ、锦鸡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ｓｉｎｉ
ｃａ、杭子梢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ｍａｃｒｏｃａｒ
ｐａ、鲜黄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ｄｉａｐｈａｎａ

中华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ｒｏｏｓｉｉ、多苞斑种草Ｂｏｔｈｒｉｏ
ｓｐｅｒｍｕｍ ｓｅｃｕｎｄｕｍ、川 甘 唐 松 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ｅ

乔木较少，灌木居
多，草本种类丰富

３ 宝兴百合
多生于林缘，高山草
地或灌丛层边缘

堆花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ａ、鞘柄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ｓｔａｎｓ、峨眉蔷薇 Ｒｏｓ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莸 叶 醉 鱼 草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ｄｉｆｏｌｉａ

野棉花 Ａｎｅｍｏｎｅｖｉｔｉｆｏｌｉａ、龙芽草
Ａｇｒｉｍｏ．ｉａｐｉｌｏｓａ、东亚唐松草 Ｔｈａｌ
ｉｃｔｒｕｍｍｉｎｕｓｖａｒ．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ｕｍ、天门
冬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上层乔木多为冷云
杉和红桦，下层草
本种类众多

　　调查涉及岷江百合、川百合和宝兴百合３种，除
岷江百合多分布与岷山上游干旱河谷区域外，川百

合和宝兴百合在四川境内皆广为分布。岷江百合多

生长于山坡灌丛下、向阳草坡或沟边、崖壁及岩石缝

隙中，其伴生植物多为抗干旱瘠薄的豆科、蔷薇科和

禾本科植物，该调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较为接

近［５］。川百合和宝兴百合多生长于林缘及高山灌

丛、草丛间，伴生植物以蔷薇科、菊科植物居多，川百

合和宝兴百合生境调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较为接

近，但伴生植物分布情况则差异较大［６］。

２．２　野生百合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持
种质资源是指具有一定遗传物质，并表现出一

定遗传性状的植物资源。野生百合种质资源主要指

百合鳞茎、种子和珠芽。本课题研究在岷江上游干

旱河谷区野生百合种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合理的

收集了部分百合种质资源，具体见表２。

表２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野生百合种质资源收集情
况表

百合品种
鳞茎
（个）

种子
（ｇ）

珠芽
（个 ）

备注

岷江百合 ９３ １１５ ／ 鳞茎直径最大可达 １０ｃｍ以上，
种子千粒重约６ｇ，无珠芽

川百合 ３６ １５ ／ 鳞茎直径最大可达５ｃｍ以上，种
子千粒重约５ｇ，无珠芽

宝兴百合 ３３ １５ ／ 鳞茎直径最大可达５ｃｍ以上，种
子千粒重约５ｇ，无珠芽

　　百合种质资源的保存方式主要有３种：迁地保
存、低温保存和离体保存。本研究主要采取了迁地

保存鳞茎和低温保存种子的方式，也是最简单的方

式，适合于百合种质资源的中短期保存。本研究在

理县对野生百合种质资源进行了迁地田间保存和低

温保存，具体情况见表３。

表３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野生百合种质资源保存情
况表

百合品种
田间保存
鳞茎

保存地点
低温保存
种子

地点

岷江百合 √ 理县甘堡乡 √ 理县

川百合 √ 理县胆杂木沟 √ 理县

宝兴百合 √ 理县胆杂木沟 √ 理县

２．３　野生百合种质资源繁殖能力比较
２．３．１　鳞茎繁殖情况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野生百合种质资源主要有

鳞茎、种子和珠芽，其中利用鳞茎分球繁殖是最高效

的。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７年年初收集到的百合鳞茎在
理县甘堡乡和理县胆杂木沟进行迁地保存繁殖，结

果显示，３种百合成活率皆可达９５％以上，且生长情
况良好，当年平均生长量明显高于野生百合，３种百
合当年便可开花结果，且有部分鳞茎形成分球，具体

情况见表４和表５。

表４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鳞茎繁殖岷江百合生长情况调查表

百合品种
株高
（ｃｍ）

叶长
（ｃｍ）

叶宽
（ｃｍ） 花朵数量

花瓣长
（ｃｍ）

单片花瓣宽
（ｃｍ）

花柱长
（ｃｍ）

花药长
（ｃｍ）

花丝长
（ｃｍ）

岷江百合 ７７．１ ９ ０．９ １－８ １１．２ ３．７ ６．６ １．９ ７．４
川百合 ６５．３ ８ ０．７ ２－８ ５．５ ３．３ ２．３ １．５ ５
宝兴百合 ５１．５ ４．８ １ １－３ ５．２ １．８ ２．５ １．１ ３．６

３６２期 隆世良，等：岷江上游干旱河谷野生百合资源分布与繁殖力比较 　　



表５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鳞茎繁殖岷江百合结实情
况调查表

百合品种
结实率
（％）

种荚长
（ｃｍ）

种荚宽
（ｃｍ）

种子数量
（粒）

种子千粒重
（ｇ）

岷江百合 ５２．２３ ４．５ ２．１ １７６ ６．１５
川百合 ３５．５８ ３．６ １．９ １３５ ５．５８
宝兴百合 ４１．３３ ２．８ ２．３ １１９ ５．６３
泸定百合 ４５．５９ ７．５ ３．８ １８１ ５．２６

通过以上结论可知，３种百合通过鳞茎进行繁
殖，生长情况良好，当年即可正常开花结果，是已知

野生百合繁殖最高效的方法。但百合鳞茎必须在野

外挖掘，如采集过多，将对野生百合资源造成一定破

坏。

２．３．２　种子繁殖情况
利用百合种子繁殖是最直接和简便的方法，通

过对种子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适当提高种子的发

芽率和发芽势（规定天数内（２０ｄ）的发芽率）。本
研究采取了温水浸泡（３０℃）、低温冷藏（－５℃）和
不同光照时数等方式对种子进行处理，并进行发芽

试验，每次每种百合选取５０颗种子，每种３次重复
（见表６）。

表６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岷江百合种子繁殖情况调查表

百合品种
种子
数量
（颗）

发芽率（％） 发芽势（％）
对照

（无处理）
２４全避光
处理

３０℃温水
浸泡４８ｈ

－５℃低温
冷藏２０ｄ

对照
（无处理）

２４全避光
处理

３０℃温水
浸泡４８ｈ

－５℃低温
冷藏２０ｄ

岷江百合 ５０ ５３．３５±０．５４
（ｃ）

９１．７２±４．１７
（ａ）

８１．６７±２．１０
（ｂ）

８５．９６±３．５２
（ａｂ）

４５．２９±２．０５
（ｃ）

６５．０３±２．１１
（ａ）

５７．８６±２．５０
（ａｂ）

５２．５５±３．５４
（ｂ）

川百合 ５０ ５１．６４±１．５０
（ｂ）

８０．６６±３．１０
（ａ）

７５．４９±３．１５
（ａ）

７７．３１±４．５３
（ａ）

４２．３６±１．０７
（ｃ）

７０．０７±２．０２
（ａ）

５８．８８±３．８４
（ｂ）

５２．３４±３．４５
（ｂ）

宝兴百合 ５０ ５１．８２±２．１２
（ｃ）

８２．２６±４．１２
（ａ）

７２．９７±２．０８
（ｂ）

８０．３６±４．３１
（ａ）

４３．２９±２．４４
（ｃ）

６７．９１±３．３４
（ａ）

５９．３７±２．５８
（ａｂ）

５４．２７±２．８７
（ｂ）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变异系数，数值后的字母表示在α＝００５水平上的ＬＳＤ多重比较结果，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由表６可知，３种百合种子发芽率在无处理的
情况下都大于５０％，发芽率较高，而通过不同的处
理方式对种子进行处理，都会大大提高种子发芽率

和发芽势，与对照相比，均呈显著差异。但通过种子

繁殖的百合，当年成活后，生长量仅１０ｃｍ～１ｃｍ，
且无法形成种球并开花结果，因此通过种子繁殖的

方式相对鳞茎繁殖要慢很多。

３　讨论

收集到的３种野生百合均可利用鳞茎和种子进
行繁殖。其中利用百合鳞茎繁殖方式的成活率最

高，生长最快，当年即可开花结果甚至鳞茎分球，但

鳞茎的收集，会对野生百合资源带来一定的破坏，应

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利用百合种子进行

有性繁殖，是最常规和最安全的方式，不会对野生资

源带来破坏，且成本较低。野生百合在自然状态下

种子虫害率较高，活力种子较少，因此利用温水浸

泡、低温冷藏等处理方式，可以有效提高百合种子发

芽率。利用百合珠芽繁殖的方式优于种子繁殖，且

成本低廉，不会带来资源破坏，但并非所有的百合都

有株芽，因此珠芽繁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综上所

述，野生百合最优的繁殖方式是鳞茎繁殖，其次是种

子繁殖，再次是珠芽繁殖。野生百合种质资源保存

的目的是利用，只有更好地保存其种质资源，才能充

分利用野生百合种质资源进行种质创新，且更好地

保护野生百合资源［８］。不同的野生百合种类有不

同的自然分布区，应在最适宜生长的分布区进行人

工栽培，迁地保存种质资源，针对单一的研究区域不

应贪大求全，只需保存当地适生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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