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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南宁金花茶基因库中 ９ 种(含变种)金花茶类植物为研究对象ꎬ对其开花物候期、单花开放时间以及花部

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和比较ꎮ 结果表明:供试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开花物候期差异较大ꎬ其中ꎬ柠檬金花茶(原变种)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Ｒｉｄｌｅｙ〕、凹脉金花茶(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毛瓣金花茶(Ｃ. 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 Ｙ. Ｗａｎ ｅｔ Ｓ. Ｚ. Ｈｕａｎｇ)、小花金花茶(Ｃ.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Ｙ. Ｃ. Ｚｈｏｎｇ)和显

脉金花茶(Ｃ. 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 Ｍｅｒｒ. ｅｘ Ｓｅａｌｙ)以及花朵较大且金黄色的金花茶〔Ｃ.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Ｍｅｒｒ.) Ｓｅａｌｙ〕(金花茶－１)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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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ｄꎮ 毛瓣金花茶和金花茶－１ 的盛花期持续时间最长ꎬ均为 ２１ ｄꎮ 显脉金花茶、小花金花茶和东兴金花茶的单花

开放时间较长(６.０ ｄ 及以上)ꎮ 花部形态观察结果表明:柠檬金花茶(原变种)和小花金花茶的花朵较小ꎬ凹脉金花

茶、毛瓣金花茶和金花茶－１ 的花朵较大ꎮ 在相同的环境中ꎬ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种内变异丰富ꎬ其中ꎬ四季花金花茶

和淡黄金花茶花部形态指标变异系数的均值较大ꎬ分别为 １８.１４％和 １５.２９％ꎻ供试花部形态指标中ꎬ花冠高度种间

变异系数的均值最小ꎬ为 １０.１７％ꎮ 巢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花部形态指标的种间变异远大于种

内变异ꎬ可用于区分种与变种ꎮ 研究结果显示:供试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在南宁的花期为 １２ 月至翌年 ７ 月ꎬ花期较

长ꎬ观赏价值高ꎬ花部形态指标可作为金花茶类植物分类的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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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ｎｇ (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ｎｅｘｔ Ｊｕｌｙ)ꎬ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ｈｉｇｈꎬ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ｌａ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ꎻ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ꎻ ｆｌｏｒ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在园艺界ꎬ金花茶类植物因其独特的花色受到广

泛关注ꎮ 广西是金花茶类植物的分布中心ꎬ目前发现

并命名的金花茶类植物大约有 １５~ ３８ 种(含变种ꎬ下
同) [１－２]ꎬ其中不乏色彩艳丽、姿态优美的种类ꎬ如东

兴金 花 茶 〔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Ｔ. Ｌ. Ｍｉｎｇ ｅｔ Ｗ. Ｊ. Ｚｈａｎｇ〕 [３] 和毛

瓣金花茶(Ｃ. 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 Ｙ. Ｗａｎ ｅｔ Ｓ. Ｚ. Ｈｕａｎｇ) [４]等ꎮ
然而ꎬ金花茶类植物的开花物候期和花部形态等特征

尚不清楚ꎬ相关基础性研究滞后ꎬ育种进展缓慢ꎮ
开花物候期对金花茶类植物的观赏价值影响较

大ꎬ了解其开花物候期不仅是科学选择亲本和开展杂

交育种的基础ꎬ对金花茶类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也非

常重要ꎮ 金花茶类植物自然分布区域狭窄ꎬ且气候条

件相似ꎬ但不同金花茶类植物间的开花物候期是否有

差异尚不明确ꎮ 已有学者对部分金花茶类植物的开

花物候期进行了观测ꎬ但观测记录不够完整[５－６]ꎬ因
此ꎬ有必要对金花茶类植物的开花物候期进行系统观

测ꎮ 此外ꎬ金花茶类植物的形态变异丰富ꎬ个体间差

异常被当作种的标准来描述ꎻ还有一些种的生态型或

一些具有可变异特征的标本被确立为独立的种ꎬ造成

金花茶类植物分类混乱[７]ꎬ同物异名现象较多ꎮ 花

部形态是金花茶类植物重要的观赏性状和分类依据ꎬ
但多数金花茶类植物的花部形态容易受环境因子影

响ꎬ变异幅度较大ꎮ 目前ꎬ不同金花茶类植物在相同

环境中的变异程度尚不清楚ꎬ对其变异进行系统的统

计分析可为金花茶类植物的分类提供依据ꎮ
本研究以南宁市金花茶基因库内 ９ 种金花茶类

植物为研究材料ꎬ对其开花物候期和花部形态变异规

律进行了研究ꎬ以期为金花茶类植物的定向育种亲本

选配、系统分类、专类园建设、园林应用和植物组合配

置等提供理论和技术参考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金花茶基因库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金花

茶公园(东经 １０８°２１′、北纬 ２２°４９′)内ꎬ海拔 ８０ ｍꎬ占
地面积 １.３ ｈｍ２ꎮ 该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ꎬ雨热同期ꎬ
年均温在 ２１.７ ℃左右ꎬ最热月均温 ２８.２ ℃ꎬ最冷月均

温 １２.８ ℃ꎬ土壤质地为黏土ꎮ 该基因库收集和保存

了 ３２ 种金花茶类植物ꎬ共３ ０００多株ꎮ
１.２　 材料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８ 年ꎬ从金花茶基因库中选择生长

状态良好、种群数量足够且具有代表性的 ９ 种金花茶

类植物进行观察ꎬ分别为淡黄金花茶(Ｃ. ｆｌａｖｉｄａ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柠檬金花茶 (原变种) 〔Ｃ.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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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Ｒｉｄｌｅｙ〕、东兴金花

茶、凹脉金花茶(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毛瓣金花茶、小花金花茶(Ｃ.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Ｙ. Ｃ. Ｚｈｏｎｇ)、四季花金花茶(Ｃ.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Ｌ. Ｄ. Ｈｕａｎｇ) [８]、金花茶 〔Ｃ.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Ｍｅｒｒ.) Ｓｅａｌｙ〕和显脉金花茶(Ｃ. 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 Ｍｅｒｒ. ｅｘ
Ｓｅａｌｙ)ꎮ 其中ꎬ四季花金花茶是在广西崇左地区发现

的新种[８]ꎮ 金花茶基因库中有 ２ 种花朵形态差异较

大的金花茶ꎬ一种花朵较大且金黄色ꎬ另一种花朵较

小且淡黄色ꎬ本研究分别进行观察ꎮ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开花物候期观察　 每种选择 ５ 株发育良好、分
枝较多、树冠开阔、株龄 １５ ａ 的成年植株作为标准

株ꎮ 在 ５ 株标准株东、南、西、北 ４ 个方向分别选 ２~４
支生长健壮、生长较为一致且具有顶芽的枝条作为标

准枝ꎬ并挂牌标记ꎮ 参照 Ｄａｆｎｉ[９] 的标准对 ９ 种金花

茶类植物的开花物候期进行观察:以每种 ５ 个标准株

全部标准枝上的开花数达 ５％为初花期ꎬ开花数达

２５％为盛花始期ꎬ开花数达 ５０％为盛花中期ꎬ开花数

达 ７５％为盛花末期ꎬ凋谢花数达 ９５％为落花终期ꎮ
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为第 １ 天ꎬ１２ 月 ６ 日为第 ２ 天ꎬ
依此类推ꎮ 每隔 ３ ｄ 对所选植株进行观察和记录ꎮ
１.３.２　 单花开放过程观察　 在 ５ 株标准株东、南、西、
北 ４ 个方向的标准枝上ꎬ选择 ５~ １０ 个发育良好的花

蕾ꎬ观察并记录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单花开放时间

(从花蕾绽放到花谢)ꎬ每种观测花朵数大于 ５０ 朵ꎮ
１.３.３　 花部形态特征观测　 参照张晓庆[１０]的方法挑

选 １０ 项花部形态指标ꎬ适当修改后用于观测 ９ 种金

花茶类植物 ５ 株标准株的花部形态ꎮ 每株随机选取

１０ 个逐渐张开、显露色泽的花蕾ꎬ用游标卡尺(精度

０.０１ ｍｍ)测量花蕾长度(花蕾底部到顶部的距离)、
花蕾直径(花蕾中部最宽处直径)、花柄长度(花托以

下花柄的长度)和花柄直径(花柄中部直径)ꎮ 盛花

期时ꎬ每株随机选择 １０ 朵完全盛开的花朵ꎬ观察花

色ꎬ使用游标卡尺测量花冠直径(花冠开口直径)、花
冠高度(子房底部到花冠顶部的距离)、花瓣数量(每
朵花外轮花瓣和内轮花瓣的总数量)、花瓣厚度(每
朵花所有外轮花瓣中部厚度的平均值)、花瓣宽度

(每朵花所有花瓣中部宽度的平均值)和花瓣长度

(每朵花所有花瓣基部到顶部距离的平均值)ꎮ
１.４　 数据处理

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和 ＳＡＳ １１.５ 软件对数据进行

整理和计算ꎬ并进行巢式方差分析[１１－１２]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开花物候期和单花开放时间比较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花期观测结果见表 １ꎮ 由表

表 １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花期观测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ｎ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ｌａｎｔｓ１)

种(变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ｙ)

日期(ＭＭ－ＤＤ)　 Ｄａｔｅ (ＭＭ￣ＤＤ)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ｔ１ / ｄ ｔ２ / ｄ ｔ３ / ｄ

(Ｘ±ＳＤ)

Ａ ０６－０６ ０６－１６ ０６－２７ ０７－０１ ０７－２１ １６ ４７ ３.６±０.５ｆ
Ｂ １２－０９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９ １２－２６ ０１－０５ １４ ２８ ５.５±０.７ｄｅ
Ｃ ０２－２４ ０３－０２ ０３－０６ ０３－１２ ０３－２３ １１ ２８ ６.０±０.５ｂ
Ｄ ０１－２０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６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８ １２ ３０ ５.９±０.８ｂ
Ｅ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３ ０２－０８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７ ２１ ３３ ５.９±０.８ｂｃ
Ｆ １２－０５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７ １２－２４ ０１－０７ １５ ３４ ６.２±０.７ａｂ
Ｇ ０５－２１ ０６－１１ ０６－１９ ０６－２８ ０７－１４ １８ ５５ ３.７±０.５ｆ
Ｈ－１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３０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６ ２１ ３６ ５.６±０.６ｃｄ
Ｈ－２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９ ０２－０８ １０ ２４ ５.２±０.８ｅ
Ｉ １２－２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５ ０２－１５ １２ ５１ ６.４±０.８ａ

　 １)Ａ: 淡黄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ｆｌａｖｉｄａ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ꎻ Ｂ: 柠檬金花茶(原变种)Ｃ.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Ｒｉｄｌｅｙꎻ Ｃ: 东兴金花
茶 Ｃ.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Ｔ. Ｌ. Ｍｉｎｇ ｅｔ Ｗ. Ｊ. Ｚｈａｎｇꎻ Ｄ: 凹脉金花茶 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ꎻ Ｅ:
毛瓣金花茶 Ｃ. 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 Ｙ. Ｗａｎ ｅｔ Ｓ. Ｚ. Ｈｕａｎｇꎻ Ｆ: 小花金花茶 Ｃ.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Ｙ. Ｃ. Ｚｈｏｎｇꎻ Ｇ: 四季花金花茶 Ｃ.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Ｌ. Ｄ. Ｈｕａｎｇꎻ Ｈ－１ꎬＨ－２: 金花茶 Ｃ.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Ｍｅｒｒ.) Ｓｅａｌｙꎻ Ｉ: 显脉金花茶 Ｃ. 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 Ｍｅｒｒ. ｅｘ Ｓｅａｌｙ. Ｓ１: 初花期 Ｅａｒｌｙ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
Ｓ２: 盛花初期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ꎻ Ｓ３: 盛花中期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ꎻ Ｓ４: 盛花末期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ꎻ Ｓ５: 落花末期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ꎻ ｔ１: 盛花期持续时间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ꎻ ｔ２: 花期持续时间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ꎻ ｔ３: 单花开放时
间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０.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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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可见: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开花物候期差异较大ꎮ
柠檬金花茶(原变种)、凹脉金花茶、毛瓣金花茶、小
花金花茶和显脉金花茶以及 ２ 种花朵形态的金花茶

的花期为冬季ꎬ其中ꎬ柠檬金花茶(原变种)和小花金

花茶的花期在 １２ 月至翌年 １ 月ꎬ凹脉金花茶、毛瓣金

花茶和 ２ 种花朵形态的金花茶的花期在 １ 月至 ２ 月ꎬ
显脉金花茶的花期在 １２ 月底至翌年 ２ 月ꎻ东兴金花

茶的花期(２ 月至 ３ 月)为早春ꎻ淡黄金花茶和四季花

金花茶的花期基本为夏季ꎬ其中ꎬ淡黄金花茶的花期

在 ６ 月至 ７ 月ꎬ四季花金花茶的花期在 ５ 月至 ７ 月ꎮ
柠檬金花茶(原变种)和小花金花茶的盛花期在

１２ 月ꎬ盛花期持续时间接近ꎬ分别为 １４ 和 １５ ｄꎻ毛瓣

金花茶和花朵较大且金黄色的金花茶(金花茶－１)的
盛花期在 １ 月至 ２ 月ꎬ盛花期持续时间较长ꎬ均为 ２１
ｄꎻ花朵较小且淡黄色的金花茶(金花茶－２)和显脉金

花茶的盛花期在 １ 月ꎬ盛花期持续时间分别为 １０ 和

１２ ｄꎻ凹脉金花茶的盛花期在 ２ 月ꎬ盛花期持续时间

为 １２ ｄꎻ东兴金花茶的盛花期在 ３ 月ꎬ盛花期持续时

间为 １１ ｄꎻ淡黄金花茶和四季花金花茶的盛花期基本

在 ６ 月ꎬ盛花期持续时间分别为 １６ 和 １８ ｄꎮ ９ 种金

花茶类植物的花期持续时间为 ２４~ ５５ ｄꎬ四季花金花

茶和显脉金花茶的花期持续时间较长ꎬ分别为 ５５ 和

５１ ｄꎻ金花茶－２ 的花期持续时间最短ꎬ仅 ２４ ｄꎮ ９ 种

金花茶类植物的单花开放时间为 ３.６ ~ ６.４ ｄꎬ差异较

大ꎮ 显脉金花茶、小花金花茶和东兴金花茶的单花开

放时间较长(６.０ ｄ 及以上)ꎻ凹脉金花茶、毛瓣金花

茶、金花茶－１、柠檬金花茶(原变种)和金花茶－２ 的

单花开放时间也较长(５.０ ｄ 以上)ꎬ四季花金花茶和

淡黄金花茶的单花开放时间较短(３.６ ｄ 左右)ꎮ
２.２　 花部形态特征比较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花部形态见图 １ꎬ各花部形态

指标的比较结果见表 ２ꎮ
２.２.１　 花部形态比较　 由图 １ 可见:９ 种金花茶类植

物的花色包括乳黄色〔淡黄金花茶、柠檬金花茶(原
变种)和凹脉金花茶〕、淡黄色〔毛瓣金花茶和花朵较

小且淡黄色的金花茶(金花茶－２)〕、黄色(东兴金花

茶和小花金花茶)和金黄色〔四季花金花茶、花朵较

大且金黄色的金花茶(金花茶－１)和显脉金花茶〕ꎮ
花型有单瓣〔柠檬金花茶(原变种)、东兴金花茶和小

花金花茶〕、半重瓣(淡黄金花茶、凹脉金花茶、毛瓣

金花茶、金花茶－１ 和显脉金花茶)和重瓣(四季花金

花茶和金花茶－２)ꎮ 柠檬金花茶(原变种)和小花金

花茶花朵较小ꎬ凹脉金花茶、毛瓣金花茶和金花茶－１
的花朵较大ꎮ
２.２.２　 花部形态指标比较　 由表 ２ 可见:９ 种金花茶

类植物各花部形态指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ꎮ 四

季花金花茶的花蕾最长(２０.９７ ｍｍ)、花蕾直径最大

(１５.９５ ｍｍ)、花瓣数量最多(１２.９)ꎬ金花茶－１ 的花冠

最高(３２. ７７ ｍｍ)、花瓣最厚(１. １９ ｍｍ)、花瓣最宽

(２９.５１ ｍｍ)ꎬ毛瓣金花茶的花冠直径最大(４８.２８ ｍｍ)、

Ａ: 淡黄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ｆｌａｖｉｄａ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ꎻ Ｂ: 柠檬金花茶(原变种)Ｃ.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Ｒｉｄｌｅｙꎻ Ｃ: 东兴金花茶 Ｃ.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Ｔ. Ｌ. Ｍｉｎｇ ｅｔ Ｗ. Ｊ. Ｚｈａｎｇꎻ Ｄ: 凹脉金花茶 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ꎻ Ｅ: 毛瓣金花
茶 Ｃ. 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 Ｙ. Ｗａｎ ｅｔ Ｓ. Ｚ. Ｈｕａｎｇꎻ Ｆ: 小花金花茶 Ｃ.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Ｙ. Ｃ. Ｚｈｏｎｇꎻ Ｇ: 四季花金花茶 Ｃ.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Ｌ. Ｄ.
Ｈｕａｎｇꎻ Ｈ－１ꎬＨ－２: 金花茶 Ｃ.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Ｍｅｒｒ.) Ｓｅａｌｙꎻ Ｉ: 显脉金花茶 Ｃ. 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 Ｍｅｒｒ. ｅｘ Ｓｅａｌｙ.

图 １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花部形态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ｒ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ｌａｎｔ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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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花部形态指标的比较(Ｘ±ＳＤ) 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ｆｌｏｒ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ｎ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ｌａｎｔｓ (Ｘ±ＳＤ) １)

种(变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ｙ)

花蕾长度 / ｍｍ
Ｂｕｄ ｌｅｎｇｔｈ

花蕾直径 / ｍｍ
Ｂｕ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花冠直径 / ｍｍ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花冠高度 / ｍｍ
Ｃｏｒｏｌｌａ ｈｅｉｇｈｔ

花瓣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ｔａｌｓ

Ａ １３.１１±２.０８ｅＤ(１８.１０％) １１.３０±１.７２ｅＦ(１８.５２％) ２９.５４±２.０３ｅＦ(８.１４％) １８.２３±１.３４ｆＦ(１１.９１％) ９.２±０.９ｅＥ(１０.３７％)
Ｂ １０.２４±１.９０ｆＥ(１６.０２％) ７.９１±０.８１ｆＧ(９.１５％) ２１.４５±２.１１ｆＧ(１１.９０％) １５.５５±０.７０ｇＧ(６.１２％) ７.２±０.８ｇＧ(１１.２２％)
Ｃ ８.８５±０.２１ｇＥＦ(４.３１％) ８.２３±０.２７ｆＧ(５.３２％) ３０.３１±３.００ｅＥＦ(２５.０２％) ２３.７６±１.６１ｄＤ(９.０４％) ７.８±０.８ｆＦ(１６.４８％)
Ｄ １２.６７±０.６０ｅＤ(８.３４％) １２.３２±０.３８ｄＥＦ(８.１２％) ４３.２２±６.５６ｂＢ(１６.８０％) ３１.８８±３.０７ａｂＡＢ(１４.５２％) １０.１±１.３ｄＤ(１１.５８％)
Ｅ １７.４０±１.０７ｂＢ(６.５３％) １４.５０±０.７８ｂＢＣ(７.１５％) ４８.２８±３.７４ａＡ(２０.５３％) ３１.０５±２.７６ｂＢ(８.８２％) １０.０±１.６ｄＤ(１３.７９％)
Ｆ ７.９７±０.６９ｇＦ(９.１７％) ６.５０±０.５０ｇＨ(７.０４％) １８.９７±１.５８ｆＧ(８.８８％) １４.４５±１.０３ｇＧ(７.９７％) ６.２±０.９ｈＦ(１６.６９％)
Ｇ ２０.９７±３.０７ａＡ(２８.９７％) １５.９５±１.４７ａＡ(３５.７６％) ３３.０６±４.２９ｄｅＤ(１３.８５％) ３２.３７±３.１１ａＡＢ(１０.３８％) １２.９±１.１ａＡ(９.０９％)
Ｈ－１ １７.３５±１.２６ｂＢ(８.９８％) １５.０２±０.８８ｂＡＢ(９.６５％) ４５.９８±３.８３ａＡＢ(１３.４３％) ３２.７７±３.３３ａＡ(１１.１０％) １０.８±０.８ｃＣ(８.０７％)
Ｈ－２ １６.１０±１.１９ｃＢＣ(７.６５％) １３.６５±０.７４ｃＣＤ(８.４７％) ３９.７６±４.８４ｃＣ(１７.０６％) ２６.９０±２.３７ｃＣ(１２.７０％) １２.２±１.０ｂＢ(１３.４５％)
Ｉ １４.７４±１.０６ｄＣ(１５.２５％) １３.２５±１.３５ｃＤＥ(１６.０３％) ３３.９２±３.５７ｄＤ(１８.４４％) ２１.５４±１.１９ｅＥ(９.１５％) ７.９±０.５ｆＦ(１２.０６％)

均值 Ｍｅａｎ １３.８１ １１.７９ ３４.５８ ２４.８３ ９.３７
ＣＶ / ％ １２.３３ １２.５２ １５.４０ １０.１７ １２.２８
ＭＳｔ ８０９.６８ ５１８.８６ ４ ８６８.１９ ２ ４５５.７９ ２２３.３３
ＭＳｅ ８.３９ ４.１６ ３７.０９ ８.１６ １.１０
σ２

ｔ / ｓ １６.７１ １０.７３ １００.７３ ５１.０３ ４.６３
σ２

ｓ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Ｖｓｔ / ％ ９７.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种(变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Ｖａｒｉｅｔｙ)

花瓣厚度 / ｍｍ
Ｐｅｔａ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花瓣宽度 / ｍｍ
Ｐｅｔａｌ ｗｉｄｔｈ

花瓣长度 / ｍｍ
Ｐｅ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花柄长度 / ｍｍ
Ｓｔｅｍ ｌｅｎｇｔｈ

花柄直径 / ｍｍ
Ｓｔｅ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Ｖ / ％

Ａ ０.６８±０.１０ｄｅＤ(２１.７６％) １３.６２±０.６６ｅＥ(１３.５７％) ２３.３２±２.９０ｆＤ(１９.２０％) ６.０５±０.６１ｄＥＤ(１５.２０％) ２.７６±０.３９ｄＣ(１６.１７％) １５.２９
Ｂ ０.４５±０.０６ｇＥ(１１.９１％) １１.８０±０.９２ｆＦ(８.５０％) １４.７３±０.８２ｇＥ(５.９８％) ６.１３±１.２４ｄＤ(１９.６５％) ２.３０±０.２５ｆＥ(１４.０４％) １１.４５
Ｃ ０.５０±０.０６ｆＥ(１９.８１％) １４.５５±１.２０ｅＥ(１２.０６％) ２３.７７±２.６７ｅｆＤ(１３.２１％) ９.２８±１.０９ａＡ(１５.５６％) １.８１±０.２８ｈＧ(１４.４１％) １３.５２
Ｄ ０.６８±０.０５ｄｅＤ(１０.５５％) ２５.１２±１.７８ｂＢ(１２.４７％) ３４.５８±３.１６ｃＢ(１４.８０％) ７.７９±０.５８ｃＢＣ(１６.７８％) ３.５２±０.２５ｃＢ(８.０７％) １２.２０
Ｅ ０.９１±０.１５ｂＢ(１７.２６％) ２４.９０±２.４４ｂＢ(１０.６８％) ４０.１２±３.９５ａＡ(１５.３２％) ５.２６±０.７２ｅｆＥＦ(１３.６８％) ３.９６±０.３３ｂＡ(８.３６％) １２.２１
Ｆ ０.３０±０.０５ｈＦ(１９.２３％) ９.４２±１.３６ｇＧ(１３.７５％) １４.３５±２.３３ｇＥ(１４.０２％) ４.７０±０.５４ｆＦ(１８.４４％) ２.１１±０.２７ｇＦ(１３.９０％) １２.９１
Ｇ ０.８３±０.１５ｃＣ(１７.１１％) １９.２７±１.９２ｃＣ(１３.９２％) ３０.８０±３.１８ｄＣ(１０.９７％) ７.３７±１.３１ｃＣ(２２.１８％) ２.５２±０.５５ｅＤ(１９.２３％) １８.１４
Ｈ－１ １.１９±０.１３ａＡ(１４.３１％) ２９.５１±３.１４ａＡ(１１.９１％) ３８.２６±３.５３ｂＡ(１１.４３％) ９.１６±１.６６ａＡ(１７.５５％) ３.６２±０.５２ｃＢ(１４.９３％) １２.１４
Ｈ－２ ０.７１±０.１０ｄＤ(１８.４２％) １８.２１±１.５４ｄＣＤ(１３.５３％) ２５.５１±２.５９ｅＤ(１４.９５％) ８.４６±０.５５ｂＡＢ(８.８４％) ２.４９±０.２６ｅＤ(１２.９６％) １２.８０
Ｉ ０.６６±０.１３ｅＤ(１９.１０％) １７.７６±１.２４ｄＤ(１０.３５％) ２４.７３±２.２１ｅｆＤ(１１.２３％) ５.７７±０.７４ｄｅＤＥ(２３.４２％) ４.１０±０.３９ａＡ(９.９７％) １４.５０

均值 Ｍｅａｎ ０.６９ １８.４７ ２７.０１ ７.０９ ２.８９
ＣＶ / ％ １６.９５ １２.０７ １３.１１ １７.１３ １３.２０
ＭＳｔ ３.１２ ２ ０３７.４９ ３ ９２８.８１ １２６.３３ ３０.５１
ＭＳｅ ０.０１ ５.６６ １７.０１ １.９２ ０.１０
σ２

ｔ / ｓ ０.０６ ４２.４５ ８１.５６ ２.７１ ０.６６
σ２

ｓ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５ ０.００
Ｖｓｔ / ％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６ ９９.７４ ９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Ａ: 淡黄金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ｆｌａｖｉｄａ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ꎻ Ｂ: 柠檬金花茶(原变种)Ｃ.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Ｒｉｄｌｅｙꎻ Ｃ: 东兴金花
茶 Ｃ.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ｕｎｇ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Ｔ. Ｌ. Ｍｉｎｇ ｅｔ Ｗ. Ｊ. Ｚｈａｎｇꎻ Ｄ: 凹脉金花茶 Ｃ.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Ｈｕｎｇ Ｔ.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ꎻ Ｅ:
毛瓣金花茶 Ｃ. 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 Ｙ. Ｗａｎ ｅｔ Ｓ. Ｚ. Ｈｕａｎｇꎻ Ｆ: 小花金花茶 Ｃ.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 Ｓ. Ｙｅ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Ｙ. Ｃ. Ｚｈｏｎｇꎻ Ｇ: 四季花金花茶 Ｃ.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Ｌ. Ｄ. Ｈｕａｎｇꎻ Ｈ－１ꎬＨ－２: 金花茶 Ｃ.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Ｍｅｒｒ.) Ｓｅａｌｙꎻ Ｉ: 显脉金花茶 Ｃ. 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 Ｍｅｒｒ. ｅｘ Ｓｅａｌｙ. ＣＶ: 变异系数的均值 Ｍｅａｎ ｏｆ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ꎻ ＭＳｔ: 种间均方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ꎻ ＭＳｅ: 种内均方 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ꎻ σ２

ｔ / ｓ: 种间方差分量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ꎻ σ２

ｓ : 种内方差分量 Ｉｎｔｒ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ꎻ Ｖｓｔ: 表型分化系数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 ｔｒａｉｔ. 同列中不
同的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 和极显著(Ｐ < ０. ０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０. ０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括号内百分数为变异系数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花瓣最长(４０.１２ ｍｍ)ꎬ东兴金花茶的花柄最长(９.２８
ｍｍ)ꎬ显脉金花茶的花柄直径最大(３.９６ ｍｍ)ꎻ除花

柄直径外ꎬ小花金花茶花部形态指标均最小ꎮ
由表 ２ 还可见:四季花金花茶花蕾长度和花蕾直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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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变异系数均最大ꎬ分别为 ２８.９７％和 ３５.７６％ꎬ东
兴金花茶花蕾长度和花蕾直径的变异系数最小ꎬ分别

为 ４.３１％和 ５.３２％ꎬ这 ２ 个指标变异系数的变化范围

较大ꎮ 四季花金花茶花瓣宽度的变异系数最大

(１３.９２％)ꎬ柠檬金花茶(原变种)花瓣宽度的变异系

数最小(８.５０％)ꎬ该指标变异系数的变化范围最小ꎮ
东兴金花茶花冠直径的变异系数最大(２５.０２％)ꎬ淡
黄金花茶花冠直径的变异系数最小(８.１４％)ꎻ凹脉金

花茶花冠高度的变异系数最大(１４.５２％)ꎬ柠檬金花

茶(原变种)花冠高度的变异系数最小(６.１２％)ꎻ小花

金花茶花瓣数量的变异系数最大(１６.６９％)ꎬ金花茶－
１ 花瓣数量的变异系数最小(８.０７％)ꎻ淡黄金花茶花

瓣厚度和花瓣长度的变异系数最大ꎬ分别为 ２１.７６％
和 １９.２０％ꎬ凹脉金花茶花瓣厚度的变异系数最小

(１０.５５％)ꎬ柠檬金花茶(原变种)花瓣长度的变异系

数最小(５.９８％)ꎻ显脉金花茶花柄长度的变异系数最

大(２３.４２％)ꎬ金花茶－２ 花柄长度的变异系数最小

(８.８４％)ꎻ四季花金花茶花柄直径的变异系数最大

(１９.２３％)ꎬ凹脉金花茶花柄直径的变异系数最小

(８.０７％)ꎮ 说明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ꎬ供试 ９ 种金花

茶类植物的花部形态指标存在丰富的种内变异ꎮ
按照同一花部形态指标变异系数的均值从小到

大排序ꎬ依次为花冠高度、花瓣宽度、花瓣数量、花蕾

长度、花蕾直径、花瓣长度、花柄直径、花冠直径、花瓣

厚度、花柄长度ꎮ 按照同一种类所有花部形态指标变

异系数的均值从小到大排序ꎬ依次为柠檬金花茶(原
变种)、金花茶－１、凹脉金花茶、毛瓣金花茶、金花茶－
２、小花金花茶、东兴金花茶、显脉金花茶、淡黄金花

茶、四季花金花茶ꎮ 巢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花部

形态指标的表型分化系数(Ｖｓｔ)均达到 ９７％以上ꎬ说
明供试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花部形态指标的种间变异

远大于种内变异ꎮ
四季花金花茶花部形态指标与其他 ８ 种金花茶

类植物有明显差异ꎻ金花茶－１ 与金花茶－２ 除花蕾长

度和花柄长度存在显著差异外ꎬ其余花部形态指标存

在极显著差异ꎻ柠檬金花茶(原变种)与东兴金花茶

的花蕾直径无显著差异ꎬ花蕾长度和花瓣厚度存在显

著差异ꎬ其余花部形态指标存在极显著差异ꎮ

３　 讨论和结论

金花茶类植物仅分布在东经 １０６°４０′ ~ １０８°３５′、

北纬 ２１°３０′ ~ ２３°４０′范围内[１３]ꎬ生境条件相似ꎬ但不

同金花茶类植物的开花习性各异ꎮ 本研究中ꎬ９ 种金

花茶类植物的开花物候期具有以下 ３ 个特点:１)大部

分金花茶类植物的花期集中在 １２ 月至翌年 ３ 月ꎬ但
四季花金花茶和淡黄金花茶的花期在 ５ 月至 ７ 月ꎬ是
比较少见的夏季开花的金花茶类植物[１４－１５]ꎮ 此外ꎬ
四季花金花茶在四季都有花朵开放ꎬ淡黄金花茶在秋

冬季节可见零星花朵开放ꎮ ２)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

花期持续时间在 ２４ ｄ 以上ꎬ盛花期持续时间为 １０ ~
２１ ｄꎬ其中ꎬ毛瓣金花茶和花朵较大且金黄色的金花

茶(金花茶－１)盛花期均达 ２１ ｄꎬ但毛瓣金花茶的花

朵数量偏少ꎮ ３)推测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单花开放

时间与花期持续时间无直接关联ꎬ如花朵数量大、观
赏效果佳的东兴金花茶的单花开放时间可达 ６.０ ｄꎬ
但其盛花期持续时间和花期持续时间分别只有 １１ 和

２８ ｄꎻ四季花金花茶和淡黄金花茶的单花开放时间只

有 ３.６ ｄ 左右ꎬ花期持续时间分别为 ５５ 和 ４７ ｄꎬ推测

可能与花芽分化不同步有关ꎮ
张宏达等[１６]认为ꎬ金花茶类植物应根据花部各

器官形态的系统发育路线并结合花色进行分类ꎮ 本

研究中ꎬ在相同的环境下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各花部形

态指标存在丰富的形态变异ꎬ且变异程度不一ꎬ这可

能是导致目前金花茶类植物分类混乱、同物异名现象

严重的重要原因ꎮ 四季花金花茶曾被命名为崇左金

花茶(Ｃ. ｃｈｕｏｎｇｔｓｏｅｎｓｉｓ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Ｌ. Ｄ. Ｈｕａｎｇ)并
作为新种发表[１７]ꎬ而淡黄金花茶曾被命名为弄岗金

花茶 〔 Ｃ. ｇｒａｎｄｉｓ (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Ｍｏ ) Ｃｈａｎｇ ｅｔ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７]、陇瑞金花茶(Ｃ. ｌｏｎｇｒｕｉｅｎｓｉｓ Ｓ. Ｙｕｎ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Ｘ. Ｊ. Ｄｏｎｇ) [１８]、毛籽金花茶 ( Ｃ. ｐｔｉｌｏｓｐｅｒｍａ Ｓ. Ｙ.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Ｏ. Ｄ. Ｃｈｅｎ) [１９]和多瓣淡黄金花茶(Ｃ. ｆｌａｖｉｄａ
ｆ. ｐｏｌｙｐｅｔａｌａ Ｒ. Ｇ. Ｌｉ ｅｔ Ｓ. Ｑ. Ｈｅ) [２０]ꎮ 本研究结果显

示:四季花金花茶和淡黄金花茶花部形态指标变异系

数的均值较大ꎬ说明二者花部形态种内变异较大ꎬ易
被误认ꎮ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花部形态指标中ꎬ花冠

高度变异系数的均值最小ꎬ且变异幅度较小ꎬ说明该

性状较稳定ꎬ可作为金花茶类植物的分类依据ꎮ
巢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多数

花部形态指标存在显著变异ꎬ且种间变异大于种内变

异ꎬ说明通过比较花部形态及结合花色可明确金花茶

类植物种间以及种与变种间的差异ꎮ 本研究中ꎬ２ 种

花朵形态差异较大的金花茶生长在相同的环境中ꎬ不
仅花色有明显区别ꎬ花部形态和单花开放时间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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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或极显著差异ꎬ推测为 ２ 个不同的种类ꎮ
通过物候观测发现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的花期从

１２ 月延续到翌年 ７ 月ꎬ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ꎬ花部形

态可作为分类学参考依据ꎮ 本研究仅针对 ９ 种金花

茶类植物在南宁地区开花物候期和花部形态进行研

究ꎬ尚不够全面ꎬ需进一步对这 ９ 种金花茶类植物在

自然分布群落的开花物候期和花部形态进行观察ꎮ
另外ꎬ金花茶基因库内收集了 ３２ 种金花茶类植物ꎬ本
研究仅挑选了其中的 ９ 种进行研究ꎬ其余 ２３ 种金花

茶类植物也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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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宣传: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随着环境污染和破坏程度加剧ꎬ全世界生物物种正在以每小时一种的速度消失ꎮ 这些消失的物种不仅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

资源ꎬ还会通过生物链引起连锁反应ꎬ影响其他物种生存ꎮ 联合国大会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通过决议ꎬ宣布将每年的 ５ 月 ２２ 日

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ｙ)ꎬ以提高人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ꎬ共建美丽地球家园ꎮ 今年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ꎮ
中国虽然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ꎬ但却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和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的风险ꎮ 生物多样性是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ꎬ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ꎬ为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

的关系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ꎮ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持续关注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成

果ꎬ并呼吁全体作者、读者和专家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ꎬ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ꎮ

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