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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 蕨类引种栽培及其物候期的观察 

曾汉元，邱 昆，张清政，肖 红 
(怀化学院 生物工程系，湖南 怀化 418008) 

摘 要：对中华水韭、福建观音座莲 、华南紫萁、西南凤尾蕨、剑叶铁角蕨、翅轴蹄盖蕨 、东方荚果蕨、同形鳞毛 

蕨、圆顶耳蕨等 3O种蕨类进行了引种栽培和物候期观察．结果表明：(1)引种成活率高 ；(2)管理粗放；(3)多数 

种类四季常青，形态优美，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能够在怀化市安全越冬，值得在亚热带地 区开发利用；(4)华 

南紫萁、小黑桫椤、光蹄盖蕨、长江蹄盖蕨、翅轴蹄盖蕨、三相蕨、同形鳞毛蕨、圆顶耳蕨、镰羽贯众等9种蕨类 

在展叶时，同时长出孢子囊；(5)多数蕨类的孢子囊在长出后 1个月左右发育成熟；(6)在叶开始萌动时引种栽 

培的蕨类 ，当年的营养叶萌发期和展叶期都推迟半个月左右 ，但孢子囊群的出现期和成熟期不受影响；(7)不 

同蕨类的孢子囊群形成期具有差异性 ，同种蕨类的孢子囊群形成期具有相对稳定性 ，因此，可以作为鉴别物种 

的依据之一。建议在编写、修订《中国植物志》和地方植物志时增加蕨类孢子囊群形成期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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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ure of 30 ferns are researched．They are Isoetes sinensis，Ang iopteris fokiensis， 

Osmunda vachellii，Pteris voallichiana，Asplenium ensiforme，Athyrium caudiforme，Matteuccia orientalis， 

Dryopteris uniformis，Polystichum dielsii，etc．The results showed：(a)the introduced ornamental ferns have very 

high survival rate；(b)they can be supervise easily；(c)most of them are evergreen and graceful，and have higher or— 

namental value．They can overwinter safely in Huaihua city SO long as the temperature below zero in winter which 

never last 1 week or more．Hence，these ferns are worth exploiting in subtropical zone；(d)nine ferns(Osmunda 

vachellii，Alsophila metteniana，Athyrium otophorum，Athyrium t'seanum，Athyrium caudifoFlgze，Ctenitopsis sinii， 

Dryopteris unifor~nis，Polystichum dielsii，Cyrtomium balansae)yield sporangium as soon as they expand leaf (e)the 

sporangium of most of the ferns becomes ripe after 30-40 days’development；(f)the periods of foliage leaf germination 

and expansion will be postponed half a month also if they are introduced and cultivated after germinating．But the ap— 

pearance time and ripeness time of sorus remains changeless；(g)the sorusperiods of different species are different．Nev— 

ertheless，they are relative stable in the same species and therefore can be used as one of the evidences of differentiation． 

We propose that the ferns sorus periods should be put in the revisal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and local floras
．  

Key words：ferns；ornamental plant；introduction cultivation；phenophase 

我国蕨类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 2 600多种，占 

全世界 12 000种的 1／5强，其中许多种类形态十分 

优美，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蕨类之美在于：高雅飘 

逸的体态、碧绿青翠的叶色、美丽的羽片图案、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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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的脉序、变化多样的孢子囊群。蕨类植物保持 

了大自然的健康美，虽婀娜多姿却毫无矫揉造作的 

病态美或人工美(吴兆洪，1995)。蕨类既适宜盆栽 

作室内观叶植物，又可作庭园景观栽植，还可制作 

鲜、干切叶配置插花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各类千姿百态的蕨类植物，以其耐荫的生长习性和 

清新的格调终将博得众人的喜爱。我们在蕨类植物 

资源调查中，对形态优美的种类进行引种栽培，观察 

和记录它们的物候期，旨在为观赏蕨类资源的开发 

利用以及蕨类植物志的编写和修订积累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引种方法 

蕨类植物引种主要有引种活植株和采集孢子两 

种方法。在活植株引种时要注意保湿并带些母土， 

表 1 怀化学院生物园引种栽培蕨类的成活率 

Table 1 Survival rate of the ferns introduced and cultivated in the garden of Huaihua College 

孢子采集则用信封分装。具体引种方法参阅有关专 

著(曾宋君等，2002；石雷，2002；邵莉楣，1994)。本 

试验采用活植株引种法。所引种的 3o种蕨类都种 

植在怀化学院生物园大棚内。根据引种蕨类生境的 

土生、石生或水生等特点，选用不同的栽培基质。 

1．2物候期观察方法 

引种蕨类的物候期观察每周进行 1次，记录的 

内容有：营养叶萌发、展叶、孢子囊群出现、孢子囊群 

成熟、越冬情况等。检验孢子囊群是否成熟采用肉 

眼观察结合镜检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引种栽培蕨类的成活情况 

引种栽培的3o种蕨类的中名、学名、引种时间、 

地点、生境、引种数量和成活率等见表 1。结果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88 广 西 植 物 28卷 

明：(1)除水龙骨、小黑桫椤的引种成活率较低外，其 

它种类的成活率都很高 。(2)一年四季均可引种。 

2．2引种栽培蕨类在怀化市的物候期 

引种栽培蕨类在怀化市的物候期如表 2。结果 

表明：(1)中华水韭、东方荚果蕨、蜈蚣草、光蹄盖蕨、 

长江蹄盖蕨、翅轴蹄盖蕨等 6种蕨类在冬季时地上 

部分枯萎，其它种类均为常绿植物。(2)在蕨类的叶 

开始萌动时再引种栽培(如 3月份引种)，会使当年 

的营养叶萌发期和展叶期都推迟半个月左右，但孢 

子囊群的出现期和成熟期不受影响。(3)孢子囊群 

形成期具有相对稳定性。(4)多数蕨类的孢子囊在 

长出后 1个月左右发育成熟。但金毛狗和溪边凤尾 

蕨的孢子囊出现后要经过 3个月左右的发育才成 

熟。(5)华南紫萁的孢子囊发生期最长，它在4月中 

下旬展叶时开始出现孢子叶，以后陆续有新的孢子 

叶形成，一直持续到 10月下旬。(6)--~FN蕨、华南紫 

萁、小黑桫椤、光蹄盖蕨、长江蹄盖蕨、翅轴蹄盖蕨、 

同形鳞毛蕨、圆顶耳蕨、镰羽贯众等9种蕨类在展叶 

时，同时长出了孢子囊群。(7)对马耳蕨、短肠蕨和 

肾蕨在引种后的两年内均未长出孢子囊群。金毛狗 

在两年内未出现孢子囊群，直到第三年才有少数植 

株长出了孢子囊群。 

表 2 引种栽培蕨类在怀化市的物候期 

Table 2 Phenophase of the introduced and cultivated ferns in Huaihu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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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有 2个数据的，为2004~2005年的观察结果，有 3个数据的，则为 2003～2005年的观察结果。 

3 讨论 

(1)多数蕨类的引种成活率高，但小黑桫椤和水 

龙骨的引种成活率较低，可能原因是：小黑桫椤生长 

在铜矿土上，水龙骨附生于岩石上，在采集过程中很 

易受伤；加之栽培基质不合适、空气湿度不够，从而 

影响了成活率。其它种类的成活率都很高，主要原 

因可能是它们是土生种类并且具有较粗的根状茎或 

其它贮藏器官。(2)从蕨类植物的引种时间来看，一 

年四季均可引种，只要引种后遮荫和经常喷水保湿 

就能成活。有粗壮根状茎的蕨类很容易成活。但引 

种时间还是以秋冬季和早春的蕨类生长“停滞期”为 

佳，因为此时引种可以不作保湿处理，并且许多种子 

植物已经落叶或者枯萎，易于发现蕨类植物。(3)在 

蕨类植物的引种栽培和管理方面，有以下几点值得 

注意 ：(a)引种栽培时要带些母土。因为：拟蕨类和 

厚囊蕨类几乎全部具有 VA菌根，薄囊蕨类约25 

的种类具有VA菌根。VA菌根对于蕨类植物的营 

养和适应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赵之伟，1997， 

1998a’b)。因此，引种时带些母土可提高成活率和 

促进生长发育。(b)要尽可能地为引种蕨类创造与 

自然生境相似的栽培条件。从蕨类植物的生态类型 

来看，有土生、石生、湿生、附生、早生和水生；从生境 

的酸碱度来看，多数蕨类适宜生长在弱酸性和酸性 

的土壤中，也有部分蕨类需要弱碱性环境，还有的适 

宜生长在钙质土中；从所需要的光照强度来看，多数 

蕨类耐阴，但也有的喜阳。在蕨类引种栽培时，所有 

这些条件尽可能地满足。(c)蕨类生长的适宜温度 

为 15～24℃(曾汉元等，2004)，相对湿度为 6O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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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贺军辉等，1996)，因此，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 

遮荫，空气干燥时要喷水保湿。(4)在所引种的 3O 

种蕨类植物中，以福建观音座莲、华南紫萁、金毛狗、 

西南风尾蕨、蜈蚣草、溪边凤尾蕨、铁线蕨、剑叶铁角 

蕨、光蹄盖蕨、长江蹄盖蕨、翅轴蹄盖蕨、铁角蕨、东 

方荚果蕨 、荚囊蕨 、肾蕨 、同形鳞毛蕨 、圆顶耳蕨和对 

马耳蕨等 18种蕨类的观赏价值尤高，又能在怀化市 

安全越冬，值得在亚热带地区推广应用。(5)在种子 

植物引种理论方面，有多种假说，如：达尔文的“遗传 

变异学说”、米丘林的“风土驯化学说”、迈依尔的“气 

候相似论”，库里基阿索夫的“生态历史分析法”、鲁 

萨诺夫的“专属引种法与优势种法”、贺善安的“生境 

因子分析法”、谢寿福的“协调统一原则”等等(谢孝 

福，1994)。在这些理论中，我们认为“气候相似论” 

和“协调统一原则”更适用于指导蕨类植物的引种栽 

培工作。(6)目前，我国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及《地 

方植物志》中，有种子植物开花期和结实期的描述， 

却没有蕨类植物孢子囊形成期的描述。本研究表 

明，每种蕨类植物的孢子囊群形成期与种子植物的 

开花结实期一样，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以作为鉴别物 

种的依据之一。因此，在编写和修订《中国植物志》 

和地方植物志时，应增加孢子囊群形成期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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