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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优良花卉地涌金莲的繁殖研究进展
!

田美华，唐安军

（重庆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重庆 H#$II$）

摘要：野生地涌金莲是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种。本文综述了地涌金莲的繁殖与品种选育，为优良花卉资源开发和利用

提供参考。营养繁殖方面，地涌金莲适合分株繁殖，雨季进行分株繁殖十分容易，成活率 $##J；目前，正在构建高效

新的技术体系以培育种苗，如组培快繁技术等；有性繁殖方面，发现地涌金莲是虫媒花植物，有多种昆虫为其有效传

粉，胚珠呈倒生型，种子可以萌发。深入分析地涌金莲种子休眠机制和萌发模式，构建高效的育苗方法与技术体系，

探索和构建长期有效保存试管苗的方法，有效地维持地涌金莲的遗传多样性，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种群进化

的作用等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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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涌金莲（!"#$%%& %&#’()&*+&（N,&’=0( ）/( O( P+
8Q R( P( S3）又名地金莲、千瓣莲花、矮芭蕉、山芭蕉

或地母鸡等，是芭蕉科（T+9&=8&8）单种属（T*’*:;UD
3= 18’+9）地涌金莲属（!"#$%%&）唯一的一种多年生草

本植物，为中国特有［$］。地涌金莲曾经分别归属于

芭蕉属（ 学名为 !"#& %&#’()&*+& N,&’=0( ）和象腿蕉

属（ 学名为 ,-#$.$ %&#’()&*+&（N,&’=0( ）V( V( /0889D
5&’）［"］。野生地涌金莲为中国西南地区特有，主要

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四川南部金沙江流

域的某些地区，如元谋、华坪、宾川、攀枝花、盐边、米

易等地的偏远山区［IDH］。这种植物能适应较广泛的

生态条件，常生长于金沙江流域的干热河谷、山坡或

陡峭的悬崖，也常被栽植于田间地角、房前屋后、庭

院和路旁等处，用以饲养牲畜、观赏或防止水土流

失，改善生态环境［C］。

近年来，除了深入研究自然分布区域与生存现

状［H，E］、化学成分及其药用价值［LD$#］、营养成分与饲

用价值［"］及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等方面外，很多园

艺学家或园艺科技工作者聚焦于地涌金莲的繁殖与

品种的选育，这主要因为地涌金莲被视为“ 奇葩”，

视为优良花卉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通常，地涌金

莲雌雄同株，花序直立，花自下而上开放，苞片和花

被呈黄色或淡黄色，看似“ 金色莲花”，花期可达 G
个月［$，C，$$］。"##I—"##G 年，作者多次调查了地涌

金莲野外分布情况与利用现状，发现某些野生居群

中存在开红色花或橙红色花（ 其实为苞片）的植株

（有关 数 据 待 发 表），这 与 他 人 的 调 查 结 果 相 一

致［$"］。红花植株的发现与引种栽培，吸引了海内外

的众多园艺家深入开展人工杂交种的选育工作，如

人工进行黄花植株 W 红花植株的杂交等。尽管新品

种选育尚处于探索的初步阶段，但前景广阔。

目前，由于绝大多数野生的地涌金莲生长在偏

远山区的陡峭山地或悬崖，获取植株十分困难。因

此，人们引种栽培的几乎都是栽培种的无性分株，少

量源于实生苗，极少数来自野生植株的实生苗。长

此以往，栽培的地涌金莲的遗传基础将变得越来越

狭窄，进化潜力衰减，从而难以可持续发展［$I］。能

否成功选育优良品种和繁育大量植株，是大规模开

发和利用地涌金莲所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所以，

像其他诸多植物学科研工作者或园艺家一样，作者

一直非常关注地涌金莲的繁殖，尤其是有性繁殖技

术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本文评述了有关繁殖与栽培

的技术与方法，旨在为高效培育地涌金莲并使之产

业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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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繁殖

!" ! 分株繁殖

在适宜环境条件下，栽培地涌金莲比较容易，一

般以分株为主，其次是利用匍匐茎繁殖。#$$$ 年，

李洪波等人从云南省引进了红、白、黄 % 个地涌金莲

品种，定植于东莞市香蕉蔬菜研究所，以后于早春或

秋季进行分株繁殖，即把根部分蘖长成的小株，连同

地下的匍匐茎，从母株上分离加以种植，成活率高达

&’(［!)］。作者在丽江、楚雄、昆明和攀枝花等地野

外考察时得知，当地均通过分株形式进行栽种。在

实践中，作者多次进行了分株繁殖，而且在春、夏、秋

等 % 个季节分别进行了地涌金莲的分株繁殖。结果

发现，在昆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雨

季进行分株繁殖十分容易，成活率 !$$( ，而在春季

或晚秋，由于降雨较少，可适当浇水，也能确保分株

小苗的成活率达 !$$( 。#$$& 年 * 月，将从昆明采

集的 +$ 余株开黄色“ 小花”的地涌金莲，栽种于重

庆师范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存活率达 &$( ，且也已

开花结实。可见在适宜的环境中，通过分株方式繁

殖地涌金莲是可行的。除了利用根蘖的无性系分株

进行繁殖外，还可以利用根状茎进行营养繁殖，因为

地涌金莲的根状茎较发达，母株周边的分株正是由

横向生长的根状茎顶端的分生组织所产生。

!" # 组织培养

在规模化种植时，常需要大量的种苗。但是，分

株繁殖系数低，速度慢；并且通过种子产生小苗的效

率极低。因此，必须寻求新的种苗培育方法，构建高

效的技术体系，快速繁殖地涌金莲种苗，而组织培养

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方法。

目前，已有少量的关于地涌金莲组培快繁技术

的报道。例如，关文灵以地涌金莲的吸芽为外植体，

以 ,- 为基本培养基，并添加 !$( 的椰子汁。在试

验中，他发现 ./01 %" $ 23 4 5 6 711 $" ! 23 4 5 的增

殖效果最好，增殖系数为 #" .，芽苗质量较好；相比

之下，./01 +" $ 23 4 5 6 711 $" ! 23 4 5 诱导芽的效

率最高（&." *( ），但芽苗细弱，生长较慢。将具有

%) 片绿 色 叶 片 的 幼 苗 转 接 到 生 根 培 养 基（ 801
$" + 23 4 5 6 $" +( 活性炭）上培养，!$!+ 9 后开始长

根，生根率为 &#( ，效果良好。而后，待试管苗长达

+ :2 以上时，则可进行炼苗与移栽［!+］。类似地，在

一系列实验后，张树河等报道了另一种地涌金莲组

培快繁技术，即切取茎顶，无菌处理后置于 ,- 6
801 $" + 23 4 5 6 ./01 !" $ 23 4 5 的培养基上诱导丛

生芽的形成，然后将丛生芽切割呈单芽，并将之培

养，结果发现 ,- 6 801 $" ! 23 4 5 6 ./01 $" % 23 4 5
对丛芽增殖的效果最好；就生根而言，培养基 ,- 6
711 !" $ 23 4 5 的 促 进 生 根 效 果 最 好，生 根 率 为

!$$(［!.］。

此外，曾宋君等报道了他们的地涌金莲快繁技

术体系，即以地涌金莲吸芽为外植体建立了有效的

快繁体系。他们发现，经灭菌处理后，接种在特定的

培养基（即 ,- 6 ./01 )" $ 23 4 5 6 711 $" # 23 4 5
6 ;: !+$ 23 4 5 6 !$( 椰子乳 6 %( 蔗糖）上的外

植体能进行不定芽的诱导和增殖，且以 ! 4 # ,- 6
711 !" $ 23 4 5 6 ;: +$ 23 4 5 的生根效果最佳；通

过此方法，在 !# 个月已生产了 !$ $$$ 多 株 试 管

苗［!*］。最近，刘秀贤等报道了有关地涌金莲的离体

培养和快速繁殖技术体系。在此技术体系中，她们

以地涌金莲吸芽为外植体，诱导不定芽分化、增殖和

生根，结果表明适宜不定芽增殖的培养基为 ,- 6
./01 %" $ 23 4 5 6 711 $" % 23 4 5 6 ;: #" $ 3 4 5 6 蔗

糖 %$ 3 4 5，增值系数为 )" ’&；适宜的生根培养基为

! 4 ) ,- 6 801 $" + 23 4 5 6 蔗糖 #$ 3 4 5，生根率达

!$$( ；随后的幼苗移栽成功率为 &!(［!’］。这些组

培快繁技术的创建与优化为大面积推广种植地涌金

莲奠定了重要基础。

# 有性繁殖

#" ! 花、传粉与种子结构

花是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地涌金莲的花

色具有连续变异的现象［!#］。在直立的金黄色花序

上，雌花或两性花位于花序下部，每苞片内通常有花

% 朵，少为 # 或 ) 朵，罕为 ! 朵；雄花位于花序上部，

每苞片内通常有花 ) 朵，少有 #% 朵或 +. 朵，罕为 !
朵。每苞片内的花均为一列，含有 %) 朵为一列而仅

有 ! 朵在外形成的假二列现象［.］。5<= 等研究了地

涌金莲的野外传粉过程，发现地涌金莲是虫媒花植

物，有多种昆虫为其进行有效传粉；在有效传粉受精

后，地涌金莲的果实和种子的产量较大［!!］。此外，

>=? 等 指 出，地 涌 金 莲 的 胚 珠 是 倒 生 的（ 1@ABCD/
ED=F），双 珠 被，厚 珠 心 的；珠 孔 由 双 珠 被（ 8@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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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而成；胚囊是蓼型的（%&’()&#*! $(+"），胚

乳核型（,*-’"./ $(+"）；而且，合子（0()&$"）退化，胚

由此发育而成，产生的种子是没有生存能力的，换而

言之，种子是不能萌发的［12］。但是，3/"44 发现地涌

金莲的种子是可以萌发的［56］。7/.8"# 等比较研究

了芭蕉科 9 个属的种子结构，指出地涌金莲的种皮

结构具有硅质晶体，较厚的中种皮（:"4&$"4$.）保护

着内部的胚［51］。唐安军指出，在地涌金莲种子成熟

时，胚乳发育充分，而胚尚未分化完全，头状，呈倒置

的 ! 型（即 ; 型胚）；在适宜的条件下，胚将进一步

分化和发育，达到生理和形态上的成熟［19］。

5< 5 种子休眠与萌发

地涌金莲的果实为浆果，在成熟的浆果中有多

粒种子，一般为 1=5> 粒，有时多达 ?6 粒［@，11］。在育

苗实践中，地涌金莲种子因休眠特性的存在而阻碍

了实生苗的形成。杨晓霞和赵锦基在软化地涌金莲

种皮后，将其分别点播于 56 A 和 96 A 的环境下。

在 56 A 下，第 5B C 可见第 1 苗；发芽温度控制在

96 A时，第 1> C 开始见苗；随后各自的总出苗率分

别为 ??< >D和 =2D，这表明利用地涌金莲种子进行

繁殖可以成功得到种苗［55］。唐安军发现地涌金莲

种子是形态与生理的复合休眠，且种皮透水性极差，

厚而坚硬的种皮是种子萌发的障碍；而且，在暖层积

过程中，地涌金莲逐渐完成形态分化和生理成熟，在

适宜温度（ 如 96 A）下可萌发，但萌发率较低［19］。

另外，3/"44 发现，地涌金莲的种子是可以萌发的。

基于查阅的文献和作者自己的研究，采集种子繁育

地涌金莲的实生苗是可行的，尽管因休眠而种子萌

发被延迟，但这种休眠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打

破［56］。

9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繁殖是进化过程的核心，也是研究任何生物进

化问题的关键。诸多研究人员对地涌金莲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

是，就繁殖而言，尚有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亟需研究

与解决。

首先，花部特征与传粉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阐

明影响交配格局的花部机制与传粉过程，系统分析

有性生殖过程。如前所述，唯一的文献描述关于地

涌金莲胚胎发育的研究结果说明其合子是退化的，

种子是不育的。这与种子能萌发形成幼苗的现象相

矛盾。因此，尚需进一步采集样品分析地涌金莲胚

胎形成与发育的全过程，阐释种子结构与功能的相

关性。

第二，深入分析地涌金莲种子休眠机制和萌发

模式，构建高效的育苗方法与技术体系，为培育实生

苗提供技术参考。

第三，探索和构建长期有效保存试管苗的方法，

减少继代培养的次数，长期有效地维持地涌金莲的

遗传多样性。

第四，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野生地涌金

莲种群进化（扩展）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并分析其

对种群遗传结构分化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与解决，不但能为有效

保护野生的地涌金莲提供科学依据，而且有助于构

建高效的繁殖技术体系，推动在适宜生长区规模化

种植奇葩地涌金莲，从而使之成为花农新的收入增

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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