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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叶桂品种资源与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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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桂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彩叶桂品种群作为桂花的新品种群，集绿化、香 化 和 彩 化 三 种 功 能 于 一 体，
在园林应用领域价值大、前景广。本文总结彩叶桂品种资源概况，发现目前通过审定的２７个彩叶桂品种主要来源于

播种苗的人工选择、扦插苗及芽变，多来自广西桂林地区，从色系角度可分为红色系和黄色系；同时对研究现状进行

了梳理，发现彩叶桂在繁育与栽培方面研究较 多，生 理 生 化 和 分 子 生 物 学 方 面 也 做 了 一 定 研 究，并 对 其 今 后 的 研 究

和应用前景进行探讨及展望，为今后彩叶桂的品种鉴定、保护及新品种开发和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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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Ｌｏｕｒ．）属 于 木 犀 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木犀 属（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原 产 于 中 国，是 世

界上园艺化最早的观赏植物之一［１］。桂花作为中国

传统十大名花之一，分布范围广，品种资源多，被广

泛应用于园林绿化［２］。近年来出现的新优品种不同

于常见的绿色叶桂花品种，它们以丰富的新叶色彩

变化突破了人们对桂花常用以观花、闻香的传统观

念［３］。桂花品种的新梢或新叶（营养体部分）在成熟

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颜色变化（绿色除外），变异长达

半年以上或全年，形态稳定，表征一致，且不能归于

目前桂花的任一品种群，该类型的变异桂花归为“彩
叶桂品 种 群”（Ｏ．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ｃｏｌ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其 观 赏

性强，是园林景观中色叶树种的重要品种［３］。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园林规划设计中，



人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绿叶植物，转而对园林树种

色彩的要求越来越高［３］。园林设计师们在进行植物

种植设计中，已从原来的单一绿色向彩色方向发展，
彩叶树种成为园林植物选材中的宠儿，正逐渐较多

地被运用于城市园林中［４－５］。彩叶桂在 具 备 传 统 桂

花的优良性状外兼具绚丽多变的叶色，主要以观叶

或观茎干为目的，是少有的常年彩色叶植物之一，也
是不可 多 得 的 园 林 绿 化 树 种，具 有 广 阔 的 应 用 前

景［５］。彩叶桂品种群虽为近年刚确立的新品 种 群，
但新品种授权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因此，有必要

对当前彩叶桂品种资源与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

总结，并对后期的研究与其应用前景进行深入探讨

及展望，为推进彩叶桂优良种质挖掘和资源的合理

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１　彩叶桂品种资源

桂花在长期栽培过程中，发生天然杂交和变异，
并经长期选优逐渐而产生较多的彩叶品种［６］。近几

年已有２７个彩叶桂品种陆续通过审定，如‘云田彩

桂’［７］、‘金 玉 桂 花’［８］、‘虔 南 桂 妃’［９］、‘银 碧 双

辉’［１０］、‘金 叶 天 香’［２］、彩 虹’［１１］、‘永 福 彩 霞’［１２］和

‘紫嫣公主’［１３］等。
目前已有的彩 叶 桂 品 种（表１）主 要 来 源 于 播

种苗的 人 工 选 择、扦 插 苗 及 芽 变。‘虔 南 桂 妃’、
‘永福彩霞’和‘紫嫣 公 主’等 均 是 由 播 种 苗 选 育 而

来；‘银 碧 双 辉’和‘彩 虹’是 从 扦 插 苗 中 被 发 现；
‘金玉桂花’则 是 由 银 桂 芽 变 而 来［８－１３］。各 地 栽 培

的多为传统地方品种，近年来多地也进行了优良品

种的选育，从培育地点来看多集中在福建与广西，其
他地点数量较少，经查实福建申请的品种是从广西

桂林采集的桂花种子经播种后选育，因此绝大部分

彩叶桂品种变异均来自广西桂林地区。彩叶桂的色

系主要为红色系与黄色系，且红色系也会在特定时

期变为黄色，大多数最终均变为绿色，属季节性变色

树种，只有‘闽农桂冠’最终变为墨绿，‘金玉桂花’为
黄绿色。

表１　彩叶桂品种概况

序号 品种名 彩叶主要性状 变异来源 培育地点

１ ‘虔南桂妃’幼叶紫红色或浅紫红色，后变为灰黄色或黄绿色盛夏可呈灰白色 播种苗 广西桂林

２ ‘云田彩桂’
嫩叶紫红色，或边缘紫红色而中脉附近有紫绿色斑块；随着生长，叶片边缘变为浅紫

红色、浅黄色以至黄白色，中脉附近为绿色至黄绿色斑块
播种苗 湖南株洲

３ ‘银碧双辉’新梢紫红色，幼叶边缘浅紫红色或粉红色，后变为乳白、乳黄或白色，中部呈浅绿色 扦插苗 湖南株洲

４ ‘彩虹’ 幼叶紫红色至浅红色、黄白色，或中脉附近散布不规则绿色斑块 扦插苗 湖南株洲

５ ‘紫嫣公主’幼叶至成年叶期依次呈现紫红、浅黄、墨绿等颜色变化，彩色观赏期达半年之久 银桂播种苗 江西全南

６ ‘金玉桂花’幼叶金黄色，或仅中脉附近带绿色，成熟叶黄绿色，中脉附近常有不规则绿色斑块 银桂芽变 山东沂水

７ ‘金叶天香’叶具有乳黄色斑块至全叶呈乳黄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８ ‘朝阳金钻’幼叶先橙黄色，后变为金黄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９ ‘永福彩霞’幼叶粉红色，并渐变为淡黄色，夏季叶面有黄白色斑纹，叶缘乳白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０ ‘永福紫绚’幼叶为紫红，并渐变为浅紫、乳白色、黄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１ ‘永福幻彩’幼叶紫红色，后变为粉红色，乳黄色，之后呈黄绿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２ ‘永福粉彩’幼叶粉红色或紫红，后变为乳黄色或黄绿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３ ‘永福金彩’幼叶紫红色，后变黄绿色，后呈绿白相间花叶状态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４ ‘永福绚彩’幼叶紫红色，之后变黄绿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５ ‘闽彩１２’ 幼叶深紫红色，后变黄绿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６ ‘闽彩１０’ 幼叶浅紫红色，然后变为黄绿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７ ‘闽彩１３’ 幼叶紫红色，后变为乳黄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８ ‘闽彩２５’ 幼叶初期粉红色或橙黄色，后变为乳黄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１９ ‘闽彩２８’ 幼叶初期橙红色，之后变为乳黄色，后变为黄绿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２０ ‘闽台桂魁’幼叶紫黑色，后变为深红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２１ ‘闽农桂冠’幼叶紫红色或紫色，变粉红，后变为黄绿色 播种苗 福建漳平

２２ ‘脂玉’ 幼叶粉红色，后变为灰黄色，然后黄绿色 播种苗 广西桂林

２３ ‘脂粉’ 幼叶暗紫色，逐渐变为粉红、灰黄、黄绿 播种苗 广西桂林

２４ ‘金帝’ 幼叶橙黄色，后变为金黄色，浅黄色 播种苗 广西桂林

２５ ‘金鹏’ 幼叶水红，后变为橙黄，再变黄色 播种苗 广西桂林

２６ ‘贵妃醉酒’幼叶紫色，逐渐变为红色，后变水红色 播种苗 广西桂林

２７ ‘少女红晕’幼叶紫红色，后变为粉红色 播种苗 广西桂林

　　注：１１－２７号为彩叶桂品种，已通过国家林业与草原局新品种办公室实审，正处于后期授权阶段；‘虔南贵妃’又名‘珍珠彩桂’。

４９７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　第４１卷



２　彩叶桂研究现状

２．１　繁育研究

桂花结实率低，种子具有后熟性 和 深 度 休 眠 特

性，生产上多采用扦插与嫁接繁殖［１４］。在彩叶桂的

实际生产中，扦插和嫁接的方式以较高的成活率和操

作简单，适于规模化栽培的特性，应用更为普遍［１５］。

２．１．１　扦　插

扦插能保持植物的优良品种特性［１６］，其繁殖成

功的关键在于插穗能否成功生根，受扦插时间、插穗

（年龄、部位、粗细与长短等）、基质及外源激素等因

素影响［１７］。扦插 时 间 的 选 择 影 响 彩 叶 桂 扦 插 苗 的

成 活 率，适 宜 时 间 接 近 传 统 桂 花，以６～８月 最

佳［１８－２０］，如‘珍珠彩桂’在６～８月期间的扦插苗成活

率可达９３．３３％１９］。不同气候区域的扦插月份可能

会有所不同，且插穗的生根能力一般与母树年龄成

反比［１７］。彩叶桂 的 插 穗 选 取 当 春 萌 发 的 上 部 的 半

木质化枝条［５，２１］，长度在７～１５ｃｍ之间，保留２～３
个芽节，顶端留２个叶片左右，该类型的插穗生根率

较高，可 使 平 均 根 长 更 长［５，１９－２２］。高 小 坤［５］发 现 插

穗消毒在彩叶桂扦插育苗中起重要作用。他在对３
种彩叶 桂 进 行 扦 插 的 过 程 中，用５０％多 菌 灵１０００
倍液浸泡５ｍｉｎ进行消毒处理，可将生根率至少提

高２５％。培养基 质 提 供 了 不 同 营 养 物 质 以 满 足 插

穗生长发育所需，不同基质因具不同的保水与通气

性能存在较大差异性，也会影响插穗的生根［２３］。杨

国栋等［２１］对彩叶桂品种‘虔南桂妃’研究表明，扦插

基质配比Ｖ珍 珠 岩∶Ｖ蛭 石∶Ｖ草 炭 土 为１∶１∶３时生根效果最

佳；综 合‘虔 南 桂 妃’［１９，２１］、‘彩 虹’［２５］和‘银 碧 双

辉’［１８］品种在 扦 插 基 质 方 面 的 研 究，可 得 出 彩 叶 桂

在扦插时基质一般选酸性砂质壤土，或是泥炭土：珍
珠岩为２∶１，品种间对基质的要求基本没有差异。

植物激素主要有生长激素和生根促进剂，通过

植物激素处理可促使插穗更快发生形态变化，有效

地提前并缩 短 插 穗 的 生 根 时 间［２６］。针 对 彩 叶 桂 的

扦插 繁 育，主 要 采 用 萘 乙 酸（ＮＡＡ）、吲 哚 丁 酸

（ＩＢＡ）、吲哚 丁 酸 钾（ＫＩＢＡ）和 ＡＢＴ１号 生 根 粉 等。
马立 辉 等［２０］以３种 彩 叶 桂（‘银 碧 双 辉’、‘虔 南 桂

妃’和‘云田 彩 桂’）进 行 扦 插 试 验，发 现 ＮＡＡ扦 插

处理的最佳浓度为１００×１０－６　ｍｇ／Ｌ；高小坤［５］以上

３种品种为材 料，发 现 ＡＢＴ１扦 插 处 理 的 最 佳 浓 度

为０．３ｍｇ／Ｌ。Ｔｏｎｇ等［２２］以‘云 田 彩 桂’为 研 究 对

象，发现 ＮＡＡ扦插处理的最 佳 浓 度 为１００ｍｇ／Ｌ；
禹霖 等［２５］发 现 扦 插‘彩 虹’时 以 １５００ ｍｇ／Ｌ 的

ＮＡＡ速蘸３０ｓ效果最好，生根率可达９４．３３％。杨

国栋等［２１］以‘虔 南 桂 妃’为 材 料 进 行 扦 插 处 理 时 发

现以１０００ｍｇ／Ｌ的ＩＢＡ处理１０ｍｉｎ可获得最佳生

根效果。在 利 用 ＫＩＢＡ 处 理 时，蔡 能 等［１９］研 究 表

明，在 利 用 间 歇 喷 雾 技 术 扦 插‘珍 珠 彩 桂’时，以

２０００ｍｇ／Ｌ的ＫＩＢＡ速 蘸３０ｓ可 获 得 最 佳 生 根 效

果。总体来看，彩叶桂扦插的研究较多，较为全面，
有的研究结果也已申请专利［２７－２９］，影响彩叶桂扦插

繁殖成功率的关键因素均有研究报道；扦插时间与

插穗的选择可参照传统桂花扦插繁殖，品种间扦插

基质选择方面差异较小，外源激素处理方式多样，但
随着彩叶桂品种数量的与日俱增，影响新兴彩叶桂

品种的扦插繁殖因素是否与前期研究一致仍有待进

一步考察。

２．１．２　嫁　接

嫁 接 是 桂 花 培 育 过 程 中 最 常 用 的 育 苗 方 式 之

一，在育苗过程中可以使用切接、腹接、皮接和靠接

等多种嫁接 方 式［３０］。彩 叶 桂 的 嫁 接 主 要 采 用 的 是

切接法［３１］和腹接法［３２］。曾慧杰等［３３］以‘珍珠彩桂’
为接穗，八月银桂为砧木，分别对其高位嫁接方法、
时间段选择、接穗类型和粗度等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在嫁接 方 法 中 以 三 刀 切 接 法 的 成 活 率 最 高，可 达

９１．１％，时间选择上以３月中旬为佳，接穗则挑选枝

条下部，适宜粗度为０．８ｃｍ。禹霖等［３１］探讨不同砧

木对‘彩虹’彩叶桂嫁接效果的影响，发现最适宜的

嫁接时期是每年２月中旬，４种砧木嫁接的成活 率

以四季桂最高，八月桂其次，大叶女贞最低。‘彩虹’
是四季桂变异而来，因此四季桂作为砧木成活率最

高，其余彩叶桂品种在选择砧木时应优先选择其变

异品种，在选择其他树种为砧木进行嫁接时，需注意

嫁接时间的选取，提前做好预实验，一般也会取得较

高的成活率［３１］。嫁 接 为 快 速 获 得 彩 叶 桂 的 大 规 格

苗木提供可能，提前开花结果的时间并保持抗性，加
速彩叶桂产业的发展进程。

２．２　栽培研究

科学的种植养护技术能有效提高栽培苗木的成

活率，更好发挥树木本身的生物学潜能而获得最大

程度上的栽 植 效 益。李 春 华 等［１８］对 银 边 彩 叶 桂 温

室盆栽生产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包括装盆定植、栽
培管理与病 虫 害 防 治 等。罗 永 松 等［３４］对 彩 叶 桂 花

新品种进行为期３年的观测，发现其主要病虫害发

生种类有５种，病害发生程度轻微，有褐斑病、叶枯

病和叶斑病３种；虫害有白粉虱、红蜘蛛２种，与桂

花四大品种群的常见品种相比，属于易受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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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引种是发展人工林、获得乡土树种所不能

提供的特殊种质资源的重要手段，同时又能提高生

物多样性、改 善 人 居 环 境［３５］；引 进 林 木 新 品 种 能 丰

富绿化树种资源，迅速有效地增加园林植物新种类，
提升园林景观效果［３６］。马立辉等［３７］对重庆市彩叶

桂的引种栽培现状进行调查后发现存在引种数量较

少、鲜少被应用到园林绿化中及引种栽培技术较差

等问题。王晓 娟 等［３８］在 泸 州 市 区 对 彩 叶 桂 进 行 引

种试验，主要从成活率、生长情况和叶色变化情况进

行观测分析，结果表明彩叶桂在该地区成活率较高

（９８．１５％），长势较好，未出现严重病虫害，变色呈梯

度变化规律明显，总体适合在该地区推广应用。

２．３　生理生化研究

彩叶植物叶片细胞内的色素种类、相对含量和

分布决定了叶片所呈现的颜色［３９］。陈碧露等［４０］通

过测定‘紫嫣公主’和‘虔南桂妃’这两个彩叶桂新品

种中的叶绿素和花青素含量，发现两者在叶片中的

叶绿素含量以中下部最高，中上部其次，未成熟叶片

最低，且未成熟叶片中花青素含量每年都会出现３
个峰值，时间节点分别为３月、５月和１０月，此时期

亦为两种彩叶桂的最佳观赏期，同时还得出在实际

园林造景应用中可通过秋季修剪等措施，使两种彩

叶桂再造绚丽紫红景观。关于彩叶桂色素的相关研

究在理论方面为彩叶桂新品种创制提供了支持。
植物对各种胁迫（或称逆境）因子的抗御能力，称

为抗逆性；抗逆性是绝大多数植物响应环境胁迫的普

遍方式［４０］。彩叶桂潜在的推广区域或多或少存在环

境问题，其中以酸雨污染问题最为突出。邓玉姣［１５］

以‘云田彩桂’、‘银碧 双 辉’和‘虔 南 桂 妃’为 试 验 对

象，在不同梯度的模拟酸雨胁迫下，系统研究了这３
种彩叶桂光合生理、生理生化和生长状况。在酸雨污

染程度较低地区，３种彩叶桂生长状况良好，但在酸

雨较为严重地区，叶片返绿情况明显，且生长发育迟

缓，其中‘虔南桂妃’抗酸性最 强，其 ‘银 碧 双 辉’其

次，‘云田彩桂’相对较弱，以上研究工作为彩叶桂后

续的地域推广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１５］。

２．４　分子生物学研究

利用现代生物学—分子标记技 术，开 展 桂 花 品

种分子标记研究，构建桂花品种指纹图谱，有利于从

分子水 平 进 行 桂 花 品 种 鉴 别，促 进 桂 花 新 品 种 选

育［４２］。乔中全等［４３］利用简单重复序列区间扩增多

态性分子标记 技 术 对 新 品 种‘珍 珠 彩 桂’和 其 他４３
个桂花品种进行分子标记研究，得出桂花品种间遗

传多样性较高，建立了这４４个桂花品种的ＤＮＡ指

纹图谱，并从分子水平鉴别这些品种，打破了以往大

多从形态学水平进行品种分类的现状，利于彩叶桂

新品种鉴定，推动新品种选育。

３　展　望

桂花是中国传统的园林绿化植物，彩叶桂的出

现可弥补桂花在花期后观赏特性单一的缺陷，成为

桂花除花香花色外的又一亮点，加大桂花的园林应

用范围。在长期栽培过程中，由于自然杂交、人工选

择及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许多性状发生变异，品种

资源日愈丰富［４３－４４］。目前，人们已经对彩叶桂的繁

育、栽培及分子标记等方面均开展相关研究，但深度

与广度还远远不够，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彩叶桂这

一优异的观赏类群，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加强彩

叶桂的针对性研究，推动彩叶桂产业化发展。

３．１　加强品种资源的收集与品种间遗传变异研究，
为种质创新及新品种保护奠定基础

积极开展彩叶桂品种种质资源的收集，建立品

种收集圃与繁育中心，明确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和

遗传多样性，以便于开展杂交育种；对现有品种通过

形态 与 分 子 手 段 建 立 彩 叶 桂 品 种 的 表 型 图 像 和

ＤＮＡ指纹图谱的数据库等种质资源的网络信息系

统。彩叶桂不同于传统桂花，也无法归类于桂花现

阶段的任一品种群，因此最好有针对性地对彩叶桂

品种的ＤＵＳ测试指 南 建 立 鉴 定 标 准，解 决 现 在 其

品种分类中存在 的 问 题。加 强 对 彩 叶 桂 新 品 种 的

保护也 非 常 重 要。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中 提 出，创 新

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 动 力，加 快 建 设 创 新 型 国 家，迫

切需要强化新品种保护［４５］，对现有彩叶桂品种加强

保护，不仅有 助 于 充 分 实 现 育 种 者 的 经 济、精 神 利

益，且有助于林业植物育种的发展，同时还能保护农

民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进而推进林业植物育种

的进程。

３．２　加快建立快速繁育技术体系与栽培管理标准，
开展多类型多用途苗木的培育研究

尽快突破彩叶桂组织培养的技术壁垒，实现非

扦插季节苗木繁育，扩大彩叶桂的整体繁育量。培

育苗木类型上，进行生产大苗及低矮灌木等为目标

的嫁接研究，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可培育成高干

彩叶行道树，亦可在公园、社区与景区等形成独立景

观，或作为盆景精心培育。容器苗是今后苗木产业

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需加强彩叶桂容器苗的研究，
明确其容器栽培的最佳基质配比，便于其市场应用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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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开展呈色机理及抗性的研究，助推种质创新与

新品种的推广应用

从生理生化和分子水平多方面揭示其彩叶的呈

色规律，为新品种的研发提供依据；充分利用桂花全

基因组测序 结 果［４６］，进 行 分 子 辅 助 育 种 研 究，加 快

新品种的开发。加强彩叶桂抗性的研究试验，如抗

寒性、抗干旱和耐热性等，克服彩叶桂品种推广的局

限性。根据不同区域，进行品种引种筛选，可参照桂

花引种时的 品 种 评 价［４７］，做 到 适 地 适 品 种，筛 选 出

既适合该地区环境特点，又具有较高观赏价值和推

广应用前景的优良品种，以便进一步扩大引种。

３．４　加强彩叶桂的宣传与园林应用，助力浙江“大

花园”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新兴的彩叶植物品种，彩叶桂曾引起过引

种热潮，但在城市绿化中的运用仍然较少。加强彩

叶桂品种的宣传力度，使其广为景观设计师所熟知，
才能更广泛运用于园林景观规划，可孤植、列植或丛

植成景观树，亦可用作灌木绿篱或植物造景色块，还
可以制作成较高观赏价值的盆景或专类园。在具体

配置时可充分利用彩叶桂品种丰富度，适当搭配达

到全年观叶 的 效 果，使 城 市 景 观 更 加 绚 丽 多 彩［３７］。
杭州做为传统桂花五大产区之一，可借助西湖风景

区进行适当栽种，借此来推介彩叶桂品种；２０２２年９
月亚运会在杭州举办，正是桂花盛开的好季节，应该

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及时推广和应用这些新品种，加
大全年赏叶彩叶桂品种的开发力度。

林木种苗是城乡绿化的物质基础，是农业农村

的重要产业，是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重要措施［４８］。
彩叶桂树形 优 雅 自 然，花 香 清 新 脱 俗，叶 色 绚 丽 多

彩，是园林绿化中不可多得的好材料，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科研单位的带动以及

市场的巨大需求必将使得越来越多的苗农投身于彩

叶桂产业，进而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参考文献：
［１］向其柏，刘玉莲．中国桂花品种图志［Ｍ］．杭州：浙江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８０－８６．
［２］臧德奎．桂花 优 良 品 种 图 谱［Ｍ］．北 京：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２０１７：１．
［３］向民，段一凡，向其柏．木犀属品种国际登录中心年 报

（１）：彩叶桂品种群的建立［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８（１）：２．
［４］杨康民．分析认 识 和 评 价 彩 叶 桂 花 品 种［Ｎ］．中 国 花 卉

报，２０１３－１１－２１（４）．
［５］高小坤．彩叶桂扦插 育 苗 技 术 试 验［Ｊ］．湖 北 林 业 科 技，

２０１８，４７（４）：１４－１７．
［６］刘玉莲．桂花品种分类及木犀属种质资源的利用［Ｊ］．植

物资源与环境，１９９３，２（２）：４４－４８．
［７］柳群．云 田 彩 桂［Ｊ］．花 木 盆 景（花 卉 园 艺），２０１４，３１
（２）：５．

［８］沂水“金玉桂花”通 过 新 品 种 审 查［Ｊ］．林 业 实 用 技 术，

２０１４，５７（８）：６７．
［９］江军，谭志 明，王 海 涛，等．彩 叶 桂 花 新 品 种‘虔 南 桂

妃’［Ｊ］．园艺学报，２０１５，４２（６）：１２１９－１２２０．
［１０］涂祖霞，王 远 会，杜 华 平，等．彩 叶 桂 花 新 品 种‘银 碧

双辉’［Ｊ］．南方农业，２０１７，１１（２２）：１－２．
［１１］禹霖，李建挥，柏文富，等．桂花新品种‘彩虹’［Ｊ］．园

艺学报，２０１８，４５（５）：１０１７－１０１８．
［１２］臧德奎．桂花新品种‘永福彩霞’［Ｊ］．园 艺 学 报，２０１８，

４５（８）：１６２９－１６３０．
［１３］罗永松，罗惠文，江军，等．彩叶桂新品种‘紫嫣公主’

［Ｊ］．林业世界，２０１８，７（３）：１０５－１０７．
［１４］何礼军，黎八保，杨园园，等．桂花扦插与实生繁殖技

术研究［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５２（６）：１３４３－１３４５．
［１５］邓玉姣．模 拟 酸 雨 对 三 种 彩 叶 桂 的 生 长 和 生 理 影 响

［Ｄ］．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２０１７：１１－５０．
［１６］赵翔，姜清彬，仲崇禄，等．灰木莲繁殖技术研究进展

［Ｊ］．种子，２０１７，３６（３）：４６－４９．
［１７］赵和文．风景 园 林 苗 圃 学［Ｍ］．北 京：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２０１７：１７４－１７５．
［１８］李春华，李天 纯，李 柯 澄．银 边 彩 叶 桂 温 室 盆 栽 生 产

［Ｊ］．中国花卉园艺，２０１４，１４（２）：４０－４３．
［１９］蔡能，王晓明，李永欣，等．桂花优良品种‘珍珠彩桂’

间歇喷雾扦插技术 研 究［Ｊ］．湖 南 林 业 科 技，２０１５，４２
（６）：５１－５６．

［２０］马立辉，杨琼，谢英赞，等．３个 彩 叶 桂 花 品 种 的 扦 插

繁殖试验［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１５，４０（５）：１５３－１５６．
［２１］杨国栋，陈林，程岩．彩叶桂品种‘虔南桂妃’嫩枝扦插

技术研究［Ｊ］．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１８，４３（２）：４２－４６．
［２２］Ｔｏｎｇ　Ｔ　Ｔ，　Ｓｈａｏ　Ｌ　Ｌ，Ｐｅｎｇ　Ｚ　Ｈ，ｅｔ　ａｌ．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Ｃａｉ　Ｙｅ　Ｇｕ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Ｊ］．
Ｈｏｒ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５３（５）：７２９－７３１．

［２３］曾刚，李从玉．桂 花 扦 插 繁 殖 研 究 进 展［Ｊ］．科 技 信 息

（科学教研），２００８，１５（１４）：３２６－３２７．
［２４］贾志远，葛晓敏，唐罗忠．木本植物扦插繁殖及其影响

因素［Ｊ］．世界林业研究，２０１５，２８（２）：３６－４１．
［２５］禹霖，柏文富，李建挥，等．‘彩虹’彩桂扦插繁殖技术

研究［Ｊ］．林业科技，２０１９，４４（１）：３５－３８．
［２６］扈红军，曹帮华，尹伟伦，等．榛子嫩枝扦插生根相关

氧化酶活性 变 化 及 繁 殖 技 术［Ｊ］．林 业 科 学，２００８，４４
（６）：６０－６５．

［２７］罗永松，谭志明，廖凯，等．一种彩叶桂花‘紫嫣公主’

非试管快繁方法：１０６８８８７１５［Ｐ］．２０１７－０６－２７．
［２８］周余华，周琴，巫 建 新，等．一 种 彩 叶 桂 花 雾 插 方 法：

１０７１７３１４９［Ｐ］．２０１７－０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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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何矢车．一种珍珠彩 叶 桂 标 准 化 栽 培 方 法：１０７９１２２１３
［Ｐ］．２０１８－０４－１７．

［３０］邱玲．嫁接技术在桂 花 育 苗 中 的 实 践 应 用 探 究［Ｊ］．现

代园艺，２０１９，４２（４）：４２．
［３１］禹霖，柏文富，李建 挥，等．‘彩 虹’彩 桂 高 位 嫁 接 技 术

研究［Ｊ］．湖南林业科技，２０１８，４５（６）：１９－２３．
［３２］郑伟，徐晓丹，徐建波，等．一种快速培植彩叶桂花大

规格苗木的方法：中国，１０２６１３０１１［Ｐ］．２０１２－０８－０１．
［３３］曾慧杰，王晓明，李永欣，等．‘珍珠彩桂’高位嫁接技

术研究［Ｊ］．湖南林业科技，２０１５，４２（３）：６－１１．
［３４］罗永松，廖凯，赖福胜．彩叶桂花新品种主要病虫害发

生初步观测［Ｊ］．农业开发与装备，２０１３，１９（１）：７８．
［３５］王豁然，江泽 平．论 中 国 林 木 引 种 驯 化 策 略［Ｊ］．林 业

科学，１９９５，３１（４）：３６７－３７２．
［３６］孙晓妮，林登峰，李斌，等．临沂地区红叶栎树引种试

验研究［Ｊ］．陕西林业科技，２０１８，４６（４）：７１－７３．
［３７］马立辉，杨琼，黄世友，等．重庆市彩叶桂花引种栽培

现状调查研究［Ｊ］．绿色科技，２０１５，５３（１１）：７６－７７．
［３８］王晓娟，李呈翔，陈洪，等．泸州市区彩叶桂引种试验

研究［Ｊ］．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１９，４０（１）：５６－５８．
［３９］周树军，臧得奎，周瑾．秋色叶树种在园林中的应用探

讨［Ｊ］．中国园林，１９９９，１５（１）：１１－１２．
［４０］陈碧露，张远福，罗永松，等．两种彩叶桂花新品种叶

绿素和花青素的比较分析［Ｊ］．农业科学，２０１８，８（９）：

１０４０－１０４４．
［４１］朱雯雯．植物抗逆性的研究进展［Ｊ］．种 子 科 技，２０１７，

３５（７）：１３３．
［４２］乔中全，王 晓 明，李 永 欣，等．桂 花 优 良 品 种‘珍 珠 彩

桂’遗传多样性的ＩＳＳＲ分析及指纹图谱构建［Ｊ］．湖南

林业科技，２０１６，４３（３）：１－５．
［４３］臧德奎，向其 柏．中 国 桂 花 品 种 分 类 研 究［Ｊ］．中 国 园

林，２００１，２０（１１）：４０－４９．
［４４］臧德奎，向其柏，刘玉莲．木犀属品种分类研究［Ｊ］．林

业科学，２００６，４２（５）：１７－２１．．
［４５］崔野韩，温雯，陈红，等．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

作回顾与展望［Ｊ］．中国种业，２０１９，３８（２）：９－１１．
［４６］Ｙａｎｇ　Ｘ　Ｌ，Ｙｕｅ　Ｙ　Ｚ，Ｌｉ　Ｈ　Ｙ，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ｇｅ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ｏｍａ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Ｊ］．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５（１）：７２．
［４７］勇毫，魏亚平，郭占胜．南阳市引进桂花新品种的灰色

关联分 析 及 综 合 评 价［Ｊ］．河 北 农 业 科 学，２０１２，１６
（１）：３０－３２．

［４８］高乾奉，任杰．林木种苗产业供给侧改 革 的 路 径 探 析：

基于合肥市林木种苗产业的现状分析［Ｊ］．安徽农业科

学，２０１８，４６（２６）：１０２－１０４．
（责任编辑：廖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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