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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国植物同在木兰科的引和j1驯化、迁地保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 宝

贵的原始资料 ， 在木兰科植物的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发掘利用 1-1-'发挥了重要

作用。
本书收录了我国主要植物固迁地栽培的木兰科植物 11 属 1 47 种 (含

l 亚种、 7 变种 、 3 杂交种 )。 物种拉丁名主要依据 《 中同植物志》 第二卡

卷第一分册和 《 巾国木兰~; 属和l种均接拉丁名字ff})顺序排列。 首次使用
的中文名后面加注了"新拟" 二字。 每种植物介绍包拍中文名、拉丁名、

别名等分类学信息和自然分布、迁地栽培形态特征、寻|种信息、物候信

息、迁地栽培要点及主要用途 . 并附彩色照片展示物种形态学特征 其

中，引和1 1信息和l物候信息按植物园所处的地理位置由尚往北排列。 为了便

于查|划，书后附有植物园木兰科植物名录、各植物同的地理环境以及中文

名和拉丁名索引。

本书可供农林业、园林园艺、环境保护、医药卫生等相关学科的科研

和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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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高等植物约 33000

种，约占世界总数的 10% ， 仅次于巴西 ， 位居全球第二。中国是北半球

11住一横跨热带、 亚热带、温带到寒带森林植被的罔家。 中国的植物区系

是整个北半球早中新世植物区系的手造成分， 且第四纪冰川期因我国地

形复杂、气候相对稳定的避难所效应， 使我国成为植物生存、物种演化

的重要中心，同时我罔植物多样性还遗存了古地中海和古南大陆植物区

系， 因而形成了我同极为丰富的特有植物， 有约 250 个特有属、 15000-

18 000 特有种。 中国还著有粮食植物、药用植物及|司艺植物等摇篮之

称，几干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众多的栽培植物的种质资源， 是全球资源

植物的宝库， 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植物|司作为植物引种、驯化栽培、 资源发掘、推广应用的重要源头， 传承了现代植物园几个世

纪科学研究的脉络和成就， 在近代的植物引种驯化、传播栽培及作物产业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 特别是经济植物的引种驯化和传播栽培对近代农业产业发展、农产品经济和贸易 、 罔家或区

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则更为明显， 如橡胶、茶叶、 烟草及其众多的果树、蔬菜、药用植物、 园

艺植物等等。 特别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的 500 多年 ， 美洲植物引种驯化及其广泛传播、 栽

培深刻改变了世界农业生产的格局 ， 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植物同的植物引种

驯化对促进农业发展、食物供给、人口增长 、 经济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 是人类农

业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I现有约 200 个植物同引种栽培了高等维管植物约 396 科、 3633 屑 、

23 340 种( 含种下等级 ) ， 其中我同本土植物为 288 科、 2911 属、约 20000 种， 分别约占我罔本土

高等植物科的 9 1% 、 属的 86%、物种数的 60% ， 是我罔植物学研究及农林、 环保、 生物等产业的源头

资源。因此， 充分梳理我罔植物同迁地栽培植物的基础信息数据既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 也是我

罔相关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然而， 长期以来我罔植物同植物迁地保育缺乏标准规范、数据整理和编曰研究。植物园虽然在植

物引科l驯化、评价发掘和开发利用上有悠久的历史，但适应现代植物迁地保护及资源发掘利用的整体规

划不够、针对性差且理论和方法研究滞后。同时，传统的基干标本资料编篡的植物志也缺乏物种基础生

物学研究阶段。我罔历时 45 年，于 2004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国植物志》受到罔内外植物学者的

高度赞誉，但山下历史原因造成的模式标本及原始文献考证不够， 众多种类的鉴定有待完善 ; Flora 01 

China 虽弥补了模式籽司又不H原始文|献的考证的不足，但仍然缺乏对基础生物学特征的深入研究。

植物同提供 f植物 "同 |司 " 栽培条件， 为植物分类学和基础生物学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情体植

物生长发育材料和从个体到群体比较数据， 将弥补传统植物志生物学研究的不足。《中国迁地栽培植

物志》将在植物园"同同俨 栽培条件下 ， 实地采集情植物的形态特征、 物候信息 、 栽培要点等综合

信息和翔实的图片 ， 整合用途信息和评价信息， 充分体现 "活"植物志特点 ， 从学科上支撑分类学

修订、同林同艺、植物生物学和气候变化等研究，从应用上支撑我国生物产业所需资源发掘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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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同长期引种栽培的植物与我罔农林、医药、 环保等产业的源头资源密切相关。 由于人类大量活

动的影响 . 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样 ， 致使植物灭绝戚肋‘速率增加 ; 与此同时 .

绝大部分植物资源尚未被人类认识和充分利用 ; 而且 ， 在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经济高边发展和人口

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 植物阮|作为植物资源保存和发掘利用的 "诺亚方舟" 将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

食物保障 、 医药健康 、 工业原材料、 环境变化等重大问题中将发挥岖来植大的作用。

~ Iþ同迁地栽培植物志》的编研将全面系统整理我同迁地栽培植物基础数据资料 、 对专科专属专

类植物的规范数据库建设和翔实的图文编撰， 既支撑我罔植物学基础研究， 又注重对我同农林、 医

药、环保产业的源头植物资源的评价发掘和利用 ， 具有长远的基础数据资料的整理积累和|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植物同的引种栽培植物在植物科学的基础性研究l þ有着悠久的历史 . 支撑了

从传统形态学、 解剖学 、 分类系统学研究 ， 支撑了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 )~作物育种提供了原始材料，

无疑将继续支撑现今分子系统学 、 新药发掘 、 天然前↑吁:功能产物等科学前沿乃至植物物11芙相关的全

球气候变化研究。

~ I中民|迁地栽培植物忐》将基于中同植物园活植物收集 ， 通过植物同栽培情植物特征观察收集 ，

获得充分的比较数据 ， 为未来分类系统学发展提供翔实的生物学资料， 提升植物生物学研究基础 .

为植物资源、新种质发现不IJ可持续利用提供更好的服务c ~中罔迁地栽培植物志》将以植物同实地引种

栽培活植物形态学性状描述的客观性、评价用途的适用性 、 基础数据的服务性为基1i1Jl . 立足生物学 、

物候学 、 栽培繁殖要点和同用 ， 以彩图翔实反映活植物的茎、叶 、 化、果实和种子特征 ， 在完善建

设迁地栽培植物资源动态信息平台和迁地保育植物的可|种信息评价、保育现状评价节Jql系统的基础

上 ， 以利，、商或具有特殊m途 、 特殊类别的专类胖的整理规范， 采门]1到文并茂方式编搅成卷 ( Jl!} ) 

并鼓励编研创新。全国收录巾国大陆 、 再港 、 澳门、 台湾等植物同 、 公|司等迁地保护和l栽培的高等

植物 ， 服务于农林、 医药 、 环保、新兴牛.物产业的源头资源信息和源头资源种质，也将为诸如气候

变化背景下植物适应性机理 、 比较植物遗传学、比较植物生理学、入侵植物生物学等现代学科领域

及植物资源的深度发掘提供基础性科学数据和种质资源材料。

《 巾同迁地栽培植物忐》预计将编摆约 60 卷册 ， 用 1 ()-20 年完成一计划于 20 I 5-202() 年完成

前 lO-20 卷册的开拓性工作 ， 同时以此推动《世界迁地栽培植物志~ ( Ex Situ Cultivated Flora of t/1e 

胁rld ) 计划 ， 形成以我罔为主的罔|乐植物资源编日和基础植物数据库建设的项目引领效应

~ I二II ~迁地栽培植物志》从 2012 年 5 月 30 日If~飞启动以来 ， 在IEl际问 |柯同行专家的关心支持下

已经取衍了重要进展 ， 有木兰科 ( Magnoliaceae )、 挪猴桃科 ( Actinidiace,le )、 姜科( Zingibe阳eae) 、

棕榈科 ( Arecaceae ) 、 兰科 ( O rchidaceae ) 、 杜鹊花科 ( E旧aceae) 、 秋j每棠科( Begoniace<le ) 、 山茶科

( T heaceae ) 、 棒科( Lau町eae)、橄树科( Ace肌eae)、竹亚科( Bambusaceae ) 、 壳斗科 ( Fagaceae ) 、 苗薇

科( R osaceae )、大极科 ( E叩horbiace<le )、马兜铃科( Al;sro]oclù aceae )、紫金牛科( M y[";inaceae )、 7K生

植物、荒漠植物等 18 卷在编研中。 今 ~rljl~1迂地栽培植物忐~ (木兰科)书稿付梓在即 . 谨此为序

ιjJ 
20 1 5 年 9 月 2H R r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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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植物同迁地保育了众多的木兰科植物， 但一直缺乏对迁地栽

培物种形态特征、物11芙资料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以及植物园之间的比较

研究。 为此 ， 我们邀请全国多个植物园木兰科专家共同编研此书， 充

分利用植物同 "同同"实地观察比较的优势， 为木兰科植物的相关研

究提供翔实的情休植物生长发育特征数据。 编撰说明如下。

1 本书收录国内各植物同迁地保育的罔内外木兰科植物 11 属

147 种(含 1 亚种、 7 变种、 3 杂交种)。物种拉丁名主要依据《中国植

物志》第三十卷第一分册和《中罔木兰~; 属和种均按拉丁名字母顺序

排列。首次使用的中文名 ， 后面川注"新拟" 二字。

2. 概述部分简要介绍木兰科植物的相关知识， 内容包捐木兰科分

类、分布及资源概况、研究与引种栽培史、杂交育种与新品种选育及推广应用。

3. 每利1植物介绍包括中文名、拉丁名、别名等分类学信息、自然分布、迁地栽培形态特征、引

种信息、物候、迁地栽培要点及主要用途， 并附彩色照片。

4. 物种编写规范

( 1 )形态特征按茎、叶、花、果j顺序分别描述， 生前型指其自然生境的特性; 极少数物种的花、

果依据自然生境的形态特征描述，均标注"野外"。 同一物种在不同植物园的迁地栽培形态有明显差

异者， 均进行客观描述。

( 2 )号 |种{言息:

a 寻|和tl记录包括植物同+引种省(市/县+地点 ) +引种材料+登录号/引种号; 缺乏登录号/

引种号时，注明引种年份; 号|种记录不详的，标注为 "引种记录不详"。

b . 生长速度和长势在引种记录之后 ， 以句号与引种记录分开。

( 3 )物候按萌芽期、展叶期、开花期、果熟期、落叶期/休眠期的顺序编写。少数物种因不同

野外来源或不同迁地栽培条件 ， 其花色、花型有差异者， 在物{I.吴记录后标注具体花色。

( 4 )植物濒危等级依据 2004 年汪松、解敌主编的《中同物种红色名录》第一卷; 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级别依据 1999 年同家林业局和国家农业部公布的《罔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 5 )本书共收录彩色照片约 980 幅 ， 包括各物种的植株、茎、叶、花、果等，大多为植物园迁

地栽培条件下拍摄; 极少数来源于自然生境，均标注 "野外"; 同一物种在不同植物园的迁地栽培形

态有明显差异者， 均附有特征照片。

J . 引种信息和物候按植物同所处的地理位置由南往北排列，分别为中罔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深

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同、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罔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植物园)、 中罔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贵州省植物同、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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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科( Magnoliaceae )植物以花大陷丽、芬芳能青1)著称 ， 多

数种类被视为|司林珍品 ， 历来为广大同艺爱好者所钟爱。正如植物

探险家 E. H. Wilson 所说 ， 没有任何另一类群的树木(乔木、灌木)

较木兰科植物更为同艺学家所喜爱，也没有任何其他类群植物能产

生更大、更丰富的花朵 ( Callaway , 1994)。 本科中有不少种类已

在园林绿地广泛栽植 ， 如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Desr. )、紫玉兰

( M. LiLiiflora Desr. )、荷花玉兰( M. grand!f1.ora L. ) 、 二乔木兰 ( M. x 

soulangeana Sou l. - Bod. )、鹅掌揪( Liriodendron chinense ( Hemsl. ) 

Sargent ) 、 云南拟单性木兰 ( Parakmeria yunnanensis Hu )、乐 昌含

笑 ( MicheLia chα~pensis Dandy )、 球花含笑 (M. sphaerantha C . Y 

Wu ex Law et Y. F. Wu ) 等 。 一些种类还是传统的药用植物 ， 如厚:朴

(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r et E. H. Wilson )、望春玉兰 ( M. biondii 

Pamp. )等。 木兰科植物还是我罔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优势树种和建群树种之一 ， 具有极其重要的

生态功能，也是i坠耕还林、 森林植被恢复的理想树种， 特别是在我国西南的石灰岩地区。大部分木

兰科植物 ( 特别是木莲屈 MangLietia Bl 、 含笑属 MicheLia L. )为常绿大乔木，树干挺直，材质优

良，且多芳杏 ， 为当地居民喜爱的用材树种。 也正因为如此 ， 木兰科植物遭到了大量采挖或砍伐，

自然屑群数哇急刷下降 ， 种1伴更新能力的严重衰退，已有 23 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 ( 第一批 )~ I中， 井有越来越多的种类处于濒危境地。

臼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 . 我罔对木兰科植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种质资源收集 . 发现了不

少新类群和新分布 ， 如华盖木 ( Mαnglietiastrum sinicum Law )、落叶木莲( MangLietia decidua Q . Y. 

Zheng) 、 焕铀木 (胁onyoungia septentrionaLis (Dandy ) Law) 等等。 许多植物园和树木同都开展了

木兰科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迁地栽培工作。、 至今 ， 已有 150 种( 含亚种和变种)迁地保存于各植物

园和|树木间 ， 约占中同和全世界野生种类的 90% 和 50% ; 一些苗圃也开始大量培育木兰科种苗 ， 特

别是观赏性状好、适应性强的种类 ， 如云南拟单性木兰、乐昌含笑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 ， 人工培育

的云南拟单性木兰科1茵已达 100 万 ， 并成功应用于同林绿化中 ， 使野生种质资源在推广应用中得到

了有效保护。

一、木兰科分类、分布及资源概况

分类

木兰科植物只心皮离生、雄3吉、多数且螺旋状排列以及花粉单沟等原始性:犬 ， 一直被公认为相对

较原始的类群 (Wu et 址， 1998 )，是研究被子植物起源 、 演化的一个关键类群， 是植物系统学研究的

重点科之一。 植物学家们一直试图通过对其形态、分类、区系地理和分子生物学等各个方面的研究

来更好地了解原始木兰科柏物与其它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

广义的木兰科( Magnoliaceae ) 首先向 Jussieu ( 1789 ) 提出， 并为其后的大多数学者接受。在

E吨ler 系统中，广义的木兰科还包恬后来分出来的八角科 ( Illic即四川、林仙科 ( Winteraceae )_ 

五昧千科 ( Schisandraceae )、水 青树科( Tetracentraceae )、 领春木科( Eupteleaceae )及昆栏树科

( Trochodendraceae )。后来 Hutchinson ( 1921 , 1964) 建立了木兰目 ( Magnoliales )， 并提出狭义木兰

科的概念 ， Oandy ( 1927 ) 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木兰科分类系统。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类群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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