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　第１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Ｖｏ１．４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９年 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ｅｂ．，　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６
　　作者简介：王晓娟（１９９０），女，四川茂县人，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森林资源调查和森林培育等研究方向，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１９９０１２＠１６３．
ｃｏｍ。
　　通讯作者：李呈翔（１９８１－），男，四川富顺人，高级工程师，农学学士，主要从事森林培育及竹类培育，ｅｍａｉｌ：４７６１４２３９８＠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２

泸州市区彩叶桂引种试验研究

王晓娟，李呈翔，陈洪，王光剑，马光良
（泸州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本文对试验地引种栽植的彩叶桂的成活率、生长情况和叶色变化情况等进行了观测统计，力求探寻彩叶桂
能否在泸州地区正常生长并保持其叶片色彩变化的特点。研究结果显示，彩叶桂在引种地移植的成活率高达

９８１５％，长势较好，未出现严重病虫害情况，且植株叶色呈“紫红色—黄白色—黄绿色—深绿色”的梯度变化规律；
试验表明彩叶桂比较适合在泸州市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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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是我国传统园林绿化树种［１］，其分布范围

广，品种资源多，栽培历史悠久，是我国十大名花之

一［２］。伴随着桂花的广泛应用以及彩叶植物在园

林造景中的兴起，新桂花品种的选育为园林景观提

供了新的素材［３］。彩叶桂是木犀科（Ｏｌｅａｃｅａｅ）木犀
属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Ｌｏｕｒ．）桂 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Ｌｏｕｒ．）的变种———“彩叶桂品种群”（Ｏ．Ｃｏｌ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４，５］，该品种群为无性繁殖，具备一致性和稳
定性；其不仅具有传统桂花的优美树形和清新花香，

而且叶色变异非常绚丽［６］，突破了桂花以观花、闻

香为主的传统观念，能满足人们对园林景观色彩越

来越高的要求，是不可多得的园林绿化树种，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７］。泸州市境内均有桂花分布，其多为

园林苗圃人工栽植，品种主要以金桂、银桂、丹桂和

四季桂为主；这些桂花品种因其花芳香而受到人们

的喜爱，但目前在泸州市境内还没有一个以叶片色

彩丰富为主要观赏价值的桂花品种。因此，引进一

个以观叶为主的桂花新品种作为泸州市新的园林绿

化树种，有极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并有利于当地“园

林城市”和“森林城市”的建设。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泸州市林业科学研究院自有苗圃基

地内，该基地位于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属亚热

带温润季风气候，海拔３００ｍ～３１０ｍ，全年无霜期
３３５ｄ，年均温１７５℃～１８０℃，年均降雨量９５０ｍｍ
～１１００ｍｍ，平均相对湿度８１％ ～８３％，年平均日
照率２７％～３１％，土壤为沙壤和紫色土，ｐＨ值６２，
土壤肥沃，土层深厚，一般在１００ｃｍ以上。基地距
泸州市中心１２ｋｍ，交通便利，水利设施齐全，水源
充足，区位优势明显，是进行林木种苗培育的理想场

所，系川南大型的苗木生产培育基地———石洞花博

园组成部分。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试验材料
试验苗木为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从重庆市垫江县

沙坪坝镇的海博园林彩叶桂基地引进而来。苗木类

型：无性繁殖扦插苗，苗木规格：苗高 １０ｃｍ～１５
ｃｍ，地径０２５ｃｍ～０３０ｃｍ，根系完好且无病虫害。
２．２　试验方法

栽植前对土壤进行深翻，翻耕深度为３０ｃｍ～
３５ｃｍ，耕后将土块打碎，捡去土中杂物，撒施基肥，
并且对土壤进行消毒。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选取
长势较好且大小一致的植株进行栽植，栽植密度为

０５ｍ×０５ｍ，栽植时回填３ｃｍ～５ｃｍ表土，栽后
踏紧穴土，浇足定根水，加强管理，注意抗旱抗涝。

随机设置３个３０ｍ×３０ｍ的固定观测样方，
每样方内３６株，用木桩和绳子等做好标记，并对样
方内每株彩叶桂进行编号，以便试验观测，记录固定

样方内每株彩叶桂的初始基径和株高。待植株适应

性生长１年后，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对苗木的成活
率进行统计，并开始固定每月同一时间对植株的基

径、株高以及病虫害、极端气候灾害危害等情况进行

观测记录。同时，于 ２０１４年 ２月彩叶桂开始萌动
时，随机抽取样方内５株彩叶桂，利用英国皇家园林
协会ＲＨＳ植物比色卡对５株彩叶桂固定枝每轮新
发叶的叶色变化情况进行持续观察记录。于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２２日补充调查当前彩叶桂生长情况。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和ＳＰＳＳ２０．０等相关数理统
计软件对彩叶桂的引种成活率、生长情况和叶色变

化进行统计分析，最终确定彩叶桂是否适合在泸州

地区进行引种栽植。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成活率及生长情况
据统计，苗木栽植１年后即２０１４年３月，样方

内１０８株彩叶桂幼苗，仅死亡两株，成活率达到了
９８１５％，引种成活率高。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补充调查
数据显示，彩叶桂保存率为９８１５％，保存完好且后
续长势较好。整个引种试验期间及后续观察期内无

严重病虫及气候灾害危害情况出现。经测量，２０１３
年３月苗木栽植时的平均基径和株高分别为０２８
ｃｍ、９５０ｃｍ，适应性生长１年后即２０１４年３月平均
基径和株高达到０４８ｃｍ和４１５２ｃｍ，分别增加了
０２０ｃｍ和 ３２２ｃｍ，苗木长势较好，将 ２０１４年 ３
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彩叶桂平均基径和株高生长进行
统计（见表１），并绘制月生长情况变化趋势图（见图
１）。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彩叶桂幼苗基径和株高的
生长速率保持一致，在观测期开始的３月到年底的
１２月均有所生长，其中５—９月份为其生长旺季，生
长速率高，生长较快。

表１　彩叶桂移植后的成活率及生长情况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Ｏ．ｆｒａ

ｇｒａｎｓＣｏｌ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时间Ｔｉｍｅ

年
Ｙｅａｒ

月
Ｍｏｎｔｈ

基径（ｃｍ）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株高（ｃｍ）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成活／保存
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病虫害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ｅｓｔｓ

２０１３ ３ ０．２８±０．０１ ９．５０±０．２８ ／ 无

３ ０．４８±０．０２ ４１．５２±２．２５
４ ０．５２±０．０２ ４５．２３±２．５３
５ ０．５９±０．０３ ５１．５１±２．８９
６ ０．６８±０．０４ ６４．８０±３．０９

２０１４ ７ ０．８２±０．０５ ７９．２２±４．０５ ９８．１５ 无
８ ０．９７±０．０８ ９１．５９±４．６７
９ １．１２±０．２１ １０１．５０±４．７８
１０ １．２０±０．２７ １０６．８１±４．８２
１１ １．２３±０．２５ １０９．２８±５．０３
１２ １．２５±０．３１ １１０．０７±５．３０

注：表中“基径”和“株高”数据表示方法为平均值±标准差。

３．２　叶色变化情况
从彩叶桂萌动开始，对样方内５样株植株新发

叶片叶色进行持续定期观测，比照ＲＨＳ比色卡将颜
色变化固定为 ４种，分别为：＃１紫红色（ＦＡＮ２６１
Ｂ）、＃２黄白色（ＦＡＮ１４Ｄ）、＃３黄绿色（ＦＡＮ３１４５
Ｃ）、＃４深绿色（ＦＡＮ３１３２Ｂ），将５株彩叶桂每株每
月叶色变化情况呈现如图２。研究发现，彩叶桂在

７５１期 王晓娟，等：泸州市区彩叶桂引种试验研究 　　



图１　彩叶桂基径、株高生长趋势图（２０１４年）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ｅｎｄｃｈａｒｔ

ｏｆ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Ｃｏｌ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４）

试验地的叶色变化大体呈现出“紫红色—黄白色—

黄绿色—深绿色”的变化规律。从图 ２中可以看
出，不同月份叶色呈现有所差异，同一植株叶色随时

间的推移可出现颜色梯度变化。其中，２—１２月均
有新叶萌发，２月为彩叶桂的萌动期，开始萌发紫红
色新叶；３月部分紫色新叶开始变为黄白色，４—５月
新发叶颜色开始出现“紫红色—黄白色—黄绿色”

的梯度变化，但最终还未变化为深绿色；６—９月前
期萌发的新叶开始变为深绿色；１０—１２月新叶萌发
逐渐减少，主要以深绿色老叶为主。

４　讨论及建议

４．１　讨论
以上彩叶桂引种试验结果表明，彩叶桂在试验

地能够存活并能保持较高的存活率；在两年的引种

试验期内及后续观测期间，植株长势较好，抗性较

强，无严重病虫害情况出现，且未受到不良极端天气

的影响。通过对叶色变化情况的研究发现，彩叶桂

在引种地能够保持其特有的叶色变异特性，从２月
份萌动开始，全年每月均有紫红色新叶萌发，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新叶颜色呈现出“紫红色—黄白色—

黄绿色—深绿色”的变化规律，叶色变异绚丽，层次

感较强，全年可观叶，观赏价值极大。

图２　彩叶桂叶片月份色彩变化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ｌｅａｆｃｏｌ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Ｃｏｌ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ｍｏｎｔｈｓ

４．２　建议
彩叶桂花叶俱佳，观赏价值极强，在泸州市区引

种适应性强，能保持其优良形状，可进行引种栽植，

以丰富泸州市区园林造景，美化环境，有利于泸州市

“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的建设和巩固。由于该

试验仅研究观察了彩叶桂幼苗在试验地连续两年的

生长变化情况，当前的试验区域和地块还相当局限，

其规律性在其他立地条件下是否一致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如需大范围引种栽植，还需通过扩大试验地

范围及延长观测时间，以确保其适生范围以及能否

抵御本地极端恶劣气候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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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刘洪雨，张吉立，李新，等．彩叶植物在华北园林中的应用［Ｊ］．

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２）：２９６～２９８．
［４］　尚富德，韩远记，袁王俊，等．木犀属及桂花品种分类研究进展

［Ｊ］．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２（５）：６０８～６１２．
［５］　向民，段一凡，向其柏．木犀属品种国际登录中心年报（１）彩叶

桂品种群的建立［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
３８（１）：１～２，１８７．

［６］　马立辉，杨琼，谢英赞，等．３个彩叶桂花品种的扦插繁殖试验
［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１５，４０（５）：１５３～１５５．

［７］　杨国栋，陈林，程岩．彩叶桂品种“虔南桂妃”嫩枝扦插技术研
究［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１８，４３（２）：４２～４５．

８５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