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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 薇 （Rosa mutiflora Thumb.） 为 蔷 薇 科

（Rosaceae）蔷薇属植物（Rosa），属落叶小灌木，原
产于北半球。我国西部地区是世界优秀蔷薇原始

种群的发源地，目前有蔷薇属植物 95种，其中 64

种为特有种［ 1］。与月季相比，蔷薇更具耐湿、耐

热、抗寒、抗病特性，并且有独特的香味，是现

代月季的重要祖先之一，为月季的育种和培育提

供了大量优秀的种质资源。蔷薇大多为藤本，具

有较好的观赏特性，开花繁密，色彩鲜艳，香气

浓郁，秋果红艳，是极好的绿化材料［ 2］。因此，

研究和利用蔷薇，对保护开发这一珍贵资源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栽培历史

中国蔷薇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 2 000年前的

汉武帝时代，当时宫廷花园内即有蔷薇栽培［ 3］。

距今 1 000多年前，我国己选育出了与现代月季观

赏性状几近一致的灌木状四季开花的月季品种［ 4］，

它们花色丰富、花期不断、花香浓郁，适应性和

抗病性强，是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长期自

然野生和人工栽培的变异杂交选择下，蔷薇种演

化为古代月季，进而由古代月季演化为现代月季。

中国蔷薇约自 1 800 年前传入欧洲，“月月红”、

“月月粉”、“彩晕”香水月季、“淡黄”香水月季等 4

个品种被欧洲人用作杂交育种的重要亲本，并用中

国月季、蔷薇与欧洲原有蔷薇杂交回交，创选出许

多优秀的月季、蔷薇的新类型新品种［ 5］，目前，不

同品系的近代蔷薇类型有 15 000～16 000个。

2 种质资源

蔷薇属植物在我国水平分布的区域十分广泛，

且多呈片状分布。蔷薇属植物喜阳，多生长在阳

光充足的山坡、林缘、河滩等光热条件较好的地

方，耐干旱，对土壤要求不严，分布点垂直变化

幅度大，海拔范围 700～3 000 m。不同生境、不

同海拔、分布种类、种群数量有差异。群聚能更好

的改变气候和小生境，或由于小生境的特点有利于

个体集中于某一地段生长，或由于繁殖特性（无性

繁殖）所决定，或者由于种子传播的距离很近［ 6］。

对蔷薇野生资源来说，野生种群体变异程度高，

繁殖能力强，自然状态下发生种间杂交，加大了

整理、鉴定的难度。

我国很多地区开展了对蔷薇种质资源的调查

与研究工作。西部地区，包括云南滇西北地区、

四川岷江地区与新疆天山山脉地区，都开展了对

本土优良蔷薇物种资源的调查和园艺观赏价值的

评价［ 7 - 9］。其中云南大学通过表型标记、染色体标

记和 DNA分子标记，对云南的蔷薇资源进行调查

和收集，从不同层面对云南蔷薇植物资源开展系

统和全面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并探讨了蔷薇种质

资源在月季育种中的地位和作用［ 10］。山东对本地

的蔷薇品种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观测、记录，

在全面了解山东蔷薇品种资源情况的基础上，通

过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实验分离过氧化物酶同工

酶，分析酶谱，探寻了蔷薇各品种之间的亲缘关

系［ 11］。贵州省的调查研究表明，迄今贵州已知蔷

薇属植物 25种，6变种，4变型，占中国蔷薇属

植物种类的 23.2%［ 12］。

伍翔宇等的研究表明，中甸刺玫和川滇蔷薇

是中国西南横断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2种蔷薇属

我国蔷薇属植物的研究利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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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并对二者进行花形态观测、访花昆虫观察

和控制性人工授粉试验［ 13］。李世超等对新疆天山

地区 5个弯刺蔷薇居群进行叶片、果实、种子等

11个表型性状的多样性分析，并以 5种野蔷薇种

子为试材，初步分析了影响野蔷薇种子萌发的内

在生理因素［ 14］。陈睿等为了研究 8种野生蔷薇植

物的亲缘关系，对其的 33个形态性状进行统计，

并对获得的信息数据运用数量分类学聚类方法依

次进行主成分分析、R 型聚类和 Q型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以距离系数 0.165为截距时，可将供试野

生蔷薇种划分为 2组，第 1组为金樱子、小果蔷

薇、扁刺峨眉蔷薇、悬钩子蔷薇；第 2组为紫花

重瓣玫瑰、无籽刺梨、刺梨［ 15］。

重要的蔷薇野生种主要有以下几种。

2.1 峨眉蔷薇

直立灌木，高 3.0～4.0 m，小枝细弱，无刺或

有扁而基部膨大皮刺，幼嫩时常密被针刺或无针

刺。小叶 9～13枚，偶见 17枚，全缘有锯齿，下

面无毛或仅在中脉上有短柔毛。花瓣 4，白色。果

倒卵形或梨形，直径 0.8～1.5 cm，果成熟时果柄

膨大，粗肥并与果实近等长。不同居群果实变异

大，果色从橘红到朱红色不等，果色有单色即亮

红色或橘色，双色即向阳面红色，背阴面橘黄色，

或果实红色，果柄黄色等。果柄长 0.7～2.5 cm，

直径 0.2～0.5 cm。花期 5— 6月，果期 7— 9月。

峨眉蔷薇属广布种，适应性强，抗病性强［ 16］。

2.2 川滇蔷薇

直立开展灌木，高 2.0～4.0 m，枝条开展，圆

柱形，常弓形弯曲，无毛。小叶 5～9枚，连叶柄

长 3～8 cm，小叶片椭圆形或倒卵形，长 1～3 cm，

宽 7～20 mm。花成多花伞房花序，稀有单花顶生，

直径 3～4 cm。花梗长不足 1 cm，有小苞片，花梗

和萼筒无毛，有时具腺毛。花直径 3.0～3.5 cm，萼

片卵形，先端渐尖，全缘，基部带有 1～2裂片，

外面有稀疏短柔毛，内面密被短柔毛。花瓣黄白

色，倒卵形，先端微凹，基部楔形；心皮多数，密

被柔毛，花柱结合成柱，伸出，被毛，比雄蕊稍

长，果实近球形至卵球形，直径约 1 cm，桔红色，

老熟时变为黑紫色，有光泽，花柱宿存，萼片脱

落，果梗长可达 1.5 cm。花期 5—7月，果期 8—9

月［16］。

2.3 大叶蔷薇

灌木，高 1.5～3.0 m，小枝粗壮，有散生或成

对直立的皮刺或有时无刺。小叶 7～9枚，偶见11

枚，连叶柄长 7～15 cm。花单生或 2～3朵簇生，

苞片 1～2 片，长卵形，长 1.4～2.5 cm，先端渐

尖，边缘有腺毛，外面沿中脉有短柔毛或无毛，

中脉和侧脉明显突起。花梗长 1.5～2.5 cm，花梗

及萼筒密被腺毛，有柔毛或无毛；花直径 3.5～5.0

cm，萼片卵状披针形，长 2.0～3.5 cm，稀达 5

cm，伸出花瓣外方，先端伸展成叶状，全缘，外

面有腺毛和稀疏柔毛或无毛，内面密被柔毛；花

瓣深红色，倒三角卵形，先端微凹，基部宽楔形；

花柱离生，被柔毛，比雄蕊短很多。果大，长圆

卵球形至长倒卵形，长 1.5～3.0 cm，直径约 1.5

cm，先端有短颈，紫红色，有光泽，有或无腺毛，

萼片直立宿存。产于我国西藏及云南西北部。生

山坡或灌丛中，海拔 3 000～3 700 m［ 16］。

2.4 钝叶蔷薇

直立灌木，高约 2.0 m，散生直立皮刺或无

刺，小叶 3～10枚，连叶柄长 5～6 cm，叶缘有尖

锐锯齿，近基部全缘，两面无毛。花单生或 3～5

朵排成伞房花序，花径 2.0～3.5 cm；苞片 1～3

枚，大，卵形，边缘有腺毛；花梗长 1.5～3.0 cm，

花梗或花筒无毛；萼片卵状披针形，先端叶状。

花瓣粉红或玫瑰色，先端微凹，短于萼片。果卵

圆形，顶端有短颈，长 1.2～2.0 cm，熟时深红色，

宿存直立。花期 6月，果期 8—10月。钝叶蔷薇

在全国分布范围极广，产自青海东部、甘肃、山

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

西、湖北、四川、贵州等省市。本种变异性强，

小枝具直、细皮刺、间或无刺；叶形大小不一。

主要特征是叶两面无毛，具尖锐单锯齿，花粉红

色，有长尾尖萼片和细长光滑花梗［ 16］。

2.5 疏花蔷薇

灌木，高 1.0～2.0 m，小枝圆柱形，直立或稍

弯曲，无毛，有成对或散生、镰刀状、浅黄色皮

刺。花常 3～6朵，组成伞房状，有时单生；苞片

卵形，先端渐尖，有柔毛和腺毛；花梗长1.0～1.8

cm（偶见3.0 cm），萼筒无毛或有腺毛；花直径约 3

cm；萼片卵状披针形，先端常延长成叶状，全缘，

外面有稀疏柔毛和腺毛，内面密被柔毛；花瓣白

色（据记载亦有粉红色者），倒卵形，先端凹凸不

平；花柱离生，密被长柔毛，比雄蕊短很多。果

长圆形或卵球形，直径 1.0～1.8 cm，顶端有短颈，

红色，常有光泽，萼片直立宿存。花期 6—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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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期 8—9月。产于新疆。多生灌丛中、干沟边或

河谷旁。海拔 500～1 150 m。阿尔泰山区及西伯

利亚中部有分布［ 16］。

2.6 宽刺蔷薇

小灌木，高 1.0～2.0 m。枝条粗壮，开展，无

毛，皮刺多，扁圆而基部膨大，黄色。花单生于

叶腋或 2～3 朵集生；无苞片；花梗长 1.0～3.5

cm，通常无毛；花直径 3～5 cm；萼筒、萼片外面

无毛，萼片披针形，先端渐尖，全缘，比萼筒长 1

倍，内面被柔毛；花瓣黄色，倒卵形，先端微凹，

基部楔形；花柱离生，稍伸出萼筒口外，被黄白

色长柔毛，比雄蕊短。果球形至卵球形，直径约 1

cm，暗红色至紫褐色，有光泽；萼片直立，宿存。

花期 5—8月，果期 8— 11月。产于新疆，生于

林边、林下、灌木丛中较干旱山坡、荒地或水旁

润湿处，海拔 1 100～1 800 m［ 16］。

2.7 弯刺蔷薇

灌木，高 1.5～3.0 m。分枝较多；小枝圆柱

形，稍弯曲，紫褐色，无毛，有成对或散生的基

部膨大、浅黄色镰刀状皮刺。小叶 5～9，连叶柄

长 3～9 cm。花数朵或多朵排列成伞房状或圆锥状

花序，极稀单生；苞片 1～3（偶见4），卵形，先端

渐尖，边缘有带腺锯齿；花梗长 1～2 cm，无毛或

偶有稀疏腺毛；花直径 2.0～3.0 cm，萼筒近球形，

光滑无毛；萼片披针形，先端尾尖，稀扩展成叶

状，外面被腺毛，内面密被短柔毛；花瓣白色，

稀粉红色，宽倒卵形，先端微凹，基部宽楔形；

花柱离生，有长柔毛，比雄蕊短很多。果近球形，

稀卵球形，直径 6～10 mm，红色转为黑紫色，无

毛，熟时萼片脱落。花期 5— 7月，果期 7— 10

月。产于新疆、甘肃等省区山坡、山谷、河边及

路旁，海拔 880～2 000 m处［ 16］。

3 育种与繁育

近 200年来，被用于创造新品种的蔷薇属原

始种有 15种，其中 10种原产于中国。蔷薇具有

耐热、抗寒、抗病特性，有独特的香味，是现代

月季、中微型月季，聚花月季、丰华月季、壮花

月季的重要亲本，是现代月季的重要祖先与来源

之一。但在众多的蔷薇品种中，仅有 8个原始品

种对现代月季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所以，蔷薇的

品种还远没有被开发，诸多的理想特性如抗病、

香味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利用。

我国对蔷薇的育种工作从未间断。中国农业

科学院 1983年培育出“冰花”、“红火”等品种。黄

善武等用抗寒、抗旱性均强、连续开花性好的野

生种弯刺蔷薇、疏花蔷薇等，参与现代月季杂交，

培育出了耐低温、抗病性强、生长健壮的优良品

种天山之光、天山之星和天香等［ 17］。新疆石河子地

区园林科学研究所用高度耐寒的宽刺蔷薇、弯刺

蔷薇与 130个优良的现代月季品种杂交，对部分

蔷薇属种质资源亲缘关系进行分析及抗白粉病育

种，选育出能在 -32℃低温下自然露地越冬、一

年三季开花的月季新品系［ 18］。山东省在 2013年成

功培育具有优良性状的蔷薇新品种鲁硕红。山东

农业大学从新疆、河南、山东日照和泰安等地收

集蔷薇品种，在泰安建立蔷薇品种资源圃，从形

态学、孢粉学、数量分类学和过氧化物酶同工酶

分析等几方面进行了鉴定和亲缘关系的探讨［ 19］，

为蔷薇在育种过程中品种的形态观测记录、以及

分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

对蔷薇的繁育研究，不仅包括播种、扦插、

压条等传统的繁育方式，还包括对多个品种蔷薇

的组织培养等快速繁殖体系的研究。尹国等以邯

郸当地的蔷薇枝条为供试材料，研究不同种类激

素和稀释倍数对扦插生根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用 400 mg/L的特效生根粉（ABT）溶液浸蘸插条 1

min，扦插成活率可达到 85%，效果最佳；吲哚丁

酸（IBA）处理的插穗成活率低于 ABT，达 68%，但

高于对照的 46%［ 20］。管帮富等通过引种树月季砧

木狗蔷薇的栽培，对其成活率的统计和生长性状

的随机调查，初步确定了引种的可行性，并为树

月季嫁接和砧木快速繁殖做了充分的资源准备。

同时，对狗蔷薇繁殖试验也表明，播种、扦插、

组织培养 3种技术途径都具有可行性［ 21］。丁雪珍

以大马士革蔷薇的当年生枝条为外植体，研究了

不同浓度 6-BA和 NAA外源激素配比组合对其离

体培养的影响，表明适宜的诱导腋芽培养基为

MS+BA 0.4 mg/L+NAA 0.2 mg/L；继代增殖培养基

为 MS+BA 0.5 mg/L+NAA 0.2 mg/L；生根培养基为

1/2 MS+NAA 0.3 mg/L［ 22］。邵殿坤等以深山蔷薇新

生嫩茎段为外植体，应用均匀设计法对影响深山

蔷薇嫩茎段腋芽萌发、伸长、生长同时生根的各

主要因素及其水平的作用进行了实验探讨，结果

表明最适合深山蔷薇嫩茎段生根的培养基为 1/2

DR+IAA 0.06 mg/L+NAA 0.01 mg/L，生根率达

99.4%；在生根培养基中添加赤霉素 GA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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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以再生植株茎节为材料进行快繁试验的结

果表明，在 27 d的培养周期内，每段增殖倍数平

均达 5，植株再生率为 96.0%。再生植株的炼苗栽

培成活率达 98.0%以上。成功建立了高效植株再生

体系，所建立的高效植株再生体系可应用于深山

蔷薇工厂化育苗［ 23］。

4 利用现状

蔷薇作为一种蔓性植物，繁花簇锦的观赏特

性深受人们喜爱，可以作花架、花格、绿门、绿

廊、灯柱攀附装饰，或片植于栅栏、山壁石岩和

池边陡坡点缀，亦可作为盆景，体现野趣。在蔷

薇品种园林应用与研究上，山东和北京走到了国

内的先列。山东培育的蔷薇新品种“鲁硕红”已经

推广 200万株，北京的一些科研机构对蔷薇属的

部分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抗寒性的研究［ 28 - 29］。

对蔷薇的应用不仅包括其观赏性的应用，还

包括对其果实的开发利用。新疆地区对疏花蔷薇

的果实进行了营养成分分析，对其进一步的开发

利用提供了研究基础［ 24］。何嵩涛等以贵州 2种野

生蔷薇果实为材料，对其营养成分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宽刺绢毛蔷薇和扁刺峨眉蔷薇果实中含

有 16种氨基酸，包括 7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氨基

酸总量均高于 3 500 mg/100 g，且 75%氨基酸含量

在 100～400 mg/100 g，25％氨基酸含量低于 100

mg/100 g；果实中 Ca、K、Fe、Zn等矿质营养元素

含量丰富，其中 Ca 含量高达 5 000 mg/kg 以上。

此外，果实中还含有糖、酸和维生素等营养成

分［ 25］。陈树思对小果蔷薇的开发利用价值进行了

研究与探讨，认为其抗性与观赏性佳［ 26］。包海燕

等运用色谱方法对小果蔷薇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

离，根据理化性质和波普数据分析进行结构鉴定，

从小果蔷薇中首次分离得到 茁-谷甾醇、2琢-羟基

乌苏酸、蔷薇酸、胡萝卜苷、紫云英苷、翻白叶

苷 A、6中化合物［ 27］。

5 应用前景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建设

用地趋于紧张，各种建筑物越来越高，建筑的密度

越来越大，城市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的矛盾日益突

出，但城市生态环境又是衡量一个城市进步与发展

的标志。蔷薇兼具藤本与灌木的特性，占地面积

小、绿化见效快、管理粗放；即可观花，又可观

果，还可以作为起防护作用的植物围墙，是非常好

的垂直绿化材料和地被铺装植物材料。但目前对蔷

薇资源的种植、利用与开发还不太充分。随着园林

绿化科技工作者的努力，蔷薇在绿化中的角色会越

来越重要，有着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6 小结

目前对蔷薇的研究已涉及到种质资源的分类、

分布、群体遗传多样性、生化特性、育种繁殖以及

植物药学和园林应用等各方面。其中，蔷薇作为观

赏植物在国外得到了较好的资源选育利用，获得了

大量的优良品种及其类型，并进行了耐旱和耐寒实

验观测研究。国内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由于

中国野生资源研究保护比较滞后，资源丢失严重，

部分种类处于濒危状态。因此，今后应在充分利用

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资源清理、收集、保

护、园林绿化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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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县地处甘肃东部，属陇东黄土高塬丘陵沟

壑区，东南与陕西长武、彬县、麟游、千阳、陇县

相邻，西接崇信，北靠泾川，海拔 890～1 520 m，

年均气温 10.6℃，年降水量 550 mm，属雨养旱作

农业县［ 1 - 3］。全县现有耕地 5.2万 hm2，冬小麦是

灵台县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在 2.33万

hm2左右［ 4 - 6］。近年来，以冬小麦条锈病为主的农

业病虫害一直威胁着灵台县冬小麦生产安全，并

且有逐年加剧趋势，已逐渐发展成为制约冬小麦

产量和品质的重要障碍因素。为此，笔者分析了

冬小麦条锈病发生规律，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控策

略，以期为灵台县冬小麦生产提供参考。

1 条锈病发生特点

近年来，由于受全球“温室效应”、病源、耕

作栽培条件及技术防御机制等因素的综合制约，

灵台县冬小麦条锈病呈现新的流行动态。

1.1 灾害损失严重

冬小麦条锈病作为北方麦区大面积发生的流

行性病害，灵台县年发生面积在 1.0万 hm2 左右，

灾害损失严重，致使冬小麦产量低而不稳，品质

下降，市场竞争力不强。条锈病发生一般年份造

成冬小麦减产 5%～15%，重则达 30%以上。平均

2～3年中度以上流行 1次，6～7年大流行 1次。

2002年，灵台县冬小麦条锈病发生面积达 1.9 万

hm2，占冬小麦总播面积的 84%，造成冬小麦减产

20.3%；2003年发生面积 1.2万 hm2，2004年发生

面积 1.33万 hm2，2005年发生面积 1.6万 hm2，仅

近 3 a，因条锈病危害造成全县冬小麦减产 1 200

万 kg，损失额高达 1 600万元。

1.2 当地越冬菌源量大、范围广

灵台县冬季最冷月旬平均气温为 -4.2℃，在

此条件下条锈菌可越冬。灵台县西部冷凉山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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