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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金花茶引种栽培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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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广东省梅州市对３种金花茶组植物进行引种和扦插试验，结果表明：显脉金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ｅｕ
ｐｈｌｅｂｉａ）、凹脉金花茶（Ｃ．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和金花茶（Ｃ．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均适合在广东省梅州市种植。用５００ｍｇ／Ｌ
的ＡＢＴ１溶液浸泡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插条基部２ｈ，在黄心土上扦插，成活率可达９０％以
上；用２５０ｍｇ／Ｌ的ＮＡＡ溶液浸泡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插条基部２ｈ，在黄心土＋河沙基质
上扦插，成活率达９２％以上。建议加快金花茶在梅州市的引种繁育及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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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组植物属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是世界上著名的观赏植物。
金花茶分布极其狭窄，全世界９０％的野生金花茶分布于我国广西省防城港市十万大山的兰山支脉一带［１］。

我国对金花茶引种扦插的研究比较少，仅在不同药剂种类、药剂浓度、浸泡药剂时间和不同基质方面进行了

初步的研究［２６］，这对于金花茶规模化繁育和保护利用是远远不够的。目前，金花茶在广东各个地区引种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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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研究少，仅赵晓辉等［７］在广东省江门市东湖公园对引种的凹脉金花茶适应性与繁育进行了研究，但不

同种类的金花茶是否适应粤东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否能成功引种缺乏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广东省梅

州市２个区的３个镇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连续引种试验，目前试验面积约１３３ｈｍ２，并开展了不同年龄金花茶
的３个种在不同生根剂处理及不同基质扦插的对比试验，以期为园艺部门提供新的观赏植物和培育黄色山
茶花优良新品种及其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引种地概况
引种地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经１１５°１８′～１１６°５６′，北纬２３°２３′～２４°５６′。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日

照充足，年平均气温２１．２～２２．３℃，无霜期３３０ｄ以上，年平均降雨量１０１６～１７１２ｍｍ。引种地主要分为３
个区域，第一个位于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横西村丘陵地，最高海拔２１０ｍ，酸性红壤，ｐＨ值为４．５～５．５，有机
质含量低；第二个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垸下村山谷旱地和低坡地，红壤，ｐＨ值为４．５～５．０；第三个位于
梅州市梅江区西阳镇境内的清凉山上，海拔９２０ｍ，红壤，ｐＨ值为４．５～５．０。

引种的金花茶原产地为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经１０７°５３′～１０８°１５′，北纬２１°３１′～２１°４４′。属南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四季气候温和，全年无霜冻，平均气温２２．４℃，年平均降雨量约２８００ｍｍ，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分布区多为酸性赤红壤，ｐＨ值为４．５～５．３，有机质含量４．５％～５．８％。
１．２　材料来源

包括３个种（表１）：显脉金花茶（Ｃ．ｅｕｐｈｌｅｂｉａ）、凹脉金花茶（Ｃ．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ｎｅｒｖｉｓ）、金花茶（Ｃ．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２００９年引种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均带直径１．２ｍ土球并包扎好，在１．６ｍ处截去树干，涂
抹消毒；并引种２龄金花茶容器苗。２０１０年引种２龄显脉金花茶和凹脉金花茶容器苗。２０１１年引种８龄显
脉金花茶和凹脉金花茶，带０．８ｍ土球；并引种２龄金花茶容器苗。

表１　引种金花茶概况

引种时间 种名 苗木来源 年龄／ａ 平均树高／ｃｍ 平均地径／ｃｍ 数量／株

显脉金花茶 实生苗 ２０ ３５０ １４．６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９ 凹脉金花茶 实生苗 １２ ３２０ １３．５６ １２２

金花茶 嫁接苗 ２ ８４ １．８１ ２２００

２０１０ 显脉金花茶 嫁接苗 ２ ８５ １．５０ ５２００

凹脉金花茶 嫁接苗 ２ ８５ １．８２ ５８００

显脉金花茶 嫁接苗 ８ ２８０ ９．５５ ３２０

２０１１ 凹脉金花茶 嫁接苗 ８ ２８０ ９．２４ ３００

金花茶 嫁接苗 ２ ８０ １．８２ １２０００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大龄树引种　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于２００９年２月引种至梅江区三角镇垸下村和梅
县松口镇横西村，用作金花茶繁殖母体；８龄显脉金花茶和凹脉金花茶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引种至梅江区西阳镇
清凉山和梅县松口镇横西村。株行距３ｍ×３ｍ，穴规格１．８ｍ×１．８ｍ×１．５ｍ，行间混交。种植时先将５０ｇ
保水剂充分吸水后填入穴底，并施入１ｋｇ复合肥，接着在穴底用土堆出高２０ｃｍ的小土堆，使植株土球直立
在土堆上，用木杆支撑树体，解除草绳等并取出包装材料，用土填满土球与穴壁间隙，捣实。栽后立即浇透１
次水，配合生根液（浓度为０．８５ｇ／Ｌ的ＡＢＴ１）和根腐灵（浓度为１．２５ｇ／Ｌ）一起使用，隔一天再浇水，浇水的
次数根据土壤湿度而定。立好支柱后将主干用草绳紧密缠绕，卷干缠绕前用１％硫酸铜溶液涮树干灭菌。
移植后用８５％遮阳网搭棚。
１．３．２　小苗引种　３种金花茶的２龄小苗引种至梅县区松口镇横西村、梅江区西阳镇清凉山与梅江区三角
镇垸下村的松（Ｐｉｎｕｓｓｐ．）林下空地，松树林分郁闭度为０．８～０．９，种植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１０年１
月、２０１１年３月。株行距２．０ｍ×２．５ｍ，穴规格４０ｃｍ×４０ｃｍ×４０ｃｍ，行间混交。移植时先切除主根根尖，
在植穴底部放入１５０ｇ复合肥后再填入一层薄土，栽植前将苗木营养袋内的土壤捏实后再剥除营养袋，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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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穴中，培土压实浇透水。

１．３．３　扦插　扦插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５月，选用２００９年引种的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当年生半
木质化枝条。插条规格为１０ｃｍ左右，保留上端叶片１～２枚，剪去下部叶片，插条顶端在离芽０．８ｃｍ左右
平剪，插条基部在近节间处斜剪。基质分别为黄心土、黄心土 ＋纯净河沙（插床下层为黄心土，上层铺２ｃｍ
厚的河沙），扦插前１周，基质在阳光下暴晒３ｄ，然后用０．５％多菌灵溶液消毒，扦插前１ｄ基质淋透水。生
根剂选用ＡＢＴ１和ＮＡＡ，各设３个浓度处理，分别为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ｇ／Ｌ，清水为对照（ＣＫ），处理２ｈ，浸泡
的部位是枝条基部至以上２ｃｍ处。每个处理１００枝。插入深度为１／３～１／２，分别在有喷灌和遮荫设备的大
棚内进行扦插。插后加强叶面喷雾，保持大棚内的空气湿度。

１．４　数据调查与分析
在引种当年１１月，调查不同年龄３种金花茶的成活株数，统计成活率；从引种第二年开始，每年５月中

旬进行显脉和凹脉金花茶８龄以上大龄树生长情况调查，记录新枝条数量、新枝条长度和是否开花结果；
２０１４年５月在３个引种地随机抽取３０株２０１１年引种的２龄金花茶小苗，调查地径、苗高、水平冠幅（指沿等
高线方向的冠幅）和垂直冠幅（指垂直于等高线方向的冠幅）。扦插试验６个月后，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调查金
花茶成活情况，统计生根率。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２０１１年引种的２龄金花茶小苗在不同引种地３ａ
生长性状作方差分析和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金花茶大龄树引种生长情况
由表２可知，２００９年种植的显脉金花茶和凹脉金花茶共２２２株，３个月后成活了１９９株，成活率达８９％

以上。２０１１年引种８龄显脉和凹脉金花茶６２０株，成活了５８１株，平均成活率为９３．７１％。引种的８龄金花
茶成活率普遍比２０龄、１２龄的成活率高，可能是移植时损伤较小、适应性较强；而２０龄、１２龄的金花茶引种
成活率相近。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金花茶不同种引种成活率
引种

时间／年
引种地 年龄／ａ 种名 引种数／株 成活数／株 成活率／％ 平均成活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６８ ６１ ８９．７０ ９０．０２
梅江区三角镇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８４ ７５ ８９．２９

２ 金花茶 ８００ ７２１ ９０．１３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３２ ２９ ９０．６３ ９１．０２

梅县区松口镇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３８ ３４ ８９．４７
２ 金花茶 １４００ １２７５ ９１．０７

梅县区松口镇 ２ 显脉金花茶 ４７００ ４４４５ ９４．５７ ９５．０８
２ 凹脉金花茶 ５３００ ５０６３ ９５．５２

梅江区西阳镇 ２ 显脉金花茶 ５００ ４７６ ９５．２０ ９４．４０
２ 凹脉金花茶 ５００ ４６８ ９３．６０
８ 显脉金花茶 ２８０ ２６３ ９３．９２ ９５．９９

梅县区松口镇 ８ 凹脉金花茶 ２６０ ２４１ ９２．６９
２ 金花茶 ５０００ ４８１４ ９６．２８
８ 显脉金花茶 ４０ ３８ ９５．００ ９６．０６

梅江区西阳镇 ８ 凹脉金花茶 ４０ ３９ ９７．５０
２ 金花茶 ２０００ １９２１ ９６．０５

梅江区三角镇 ２ 金花茶 ５０００ ４７９９ ９５．９８ ９５．９８

　　
由表３可看出，１２，２０，８龄显脉和凹脉金花茶在引种后第二年都能开花，２０龄显脉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

在引种后第三年（２０１２年）都能结果，而引种的８龄显脉和８龄凹脉金花茶在２０１４年也结果。结果的金花
茶新枝条数量和新枝条长度都高于未结果的，其中新枝条数量增长最明显。２０龄显脉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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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新枝条数量分别为２０１～２３５、４０３～４６９、５４６～６０３，而新枝条长度为２８．５～３１．４ｃｍ。

表３　金花茶大龄树引种生长情况
调查时间

／（年．月）
引种地 年龄／ａ 种名

平均新枝条

数量／枝
平均新枝条

长度／ｃｍ
是否开花 是否结果

２０１０．５

２０１１．５

２０１２．５

２０１３．５

２０１４．５

梅江区三角镇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１０ ２６．２ 开花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９ ２５．５ 开花

梅县区松口镇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１０ ２５．６ 开花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９ ２４．７ 开花

梅江区三角镇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６１ ３０．６ 开花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６３ ２７．６ 开花

梅县区松口镇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７１ ２９．５ 开花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６２ ２８．１ 开花

梅江区三角镇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２０１ ３０．９ 开花 结果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２１３ ２８．５ 开花 结果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２２４ ２９．４ 开花 结果

梅县区松口镇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２３５ ２９．２ 开花 结果

８ 显脉金花茶 ９ ２４．５ 开花

８ 凹脉金花茶 ８ ２５．１ 开花

梅江区西阳镇 ８ 显脉金花茶 ９ ２６．９ 开花

８ 凹脉金花茶 ９ ２７．８ 开花

梅江区三角镇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４０３ ３０．４ 开花 结果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４３２ ２９．８ 开花 结果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４４８ ３１．４ 开花 结果

梅县区松口镇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４６９ ３０．５ 开花 结果

８ 显脉金花茶 ５８ ２６．８ 开花

８ 凹脉金花茶 ５３ ２７．５ 开花

梅江区西阳镇 ８ 显脉金花茶 ６３ ２９．４ 开花

８ 凹脉金花茶 ６６ ２９．３ 开花

梅江区三角镇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５８３ ２９．８ 开花 结果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５４６ ２９．５ 开花 结果

２０ 显脉金花茶 ６０３ ３０．２ 开花 结果

梅县区松口镇 １２ 凹脉金花茶 ６０２ ２９．０ 开花 结果

８ 显脉金花茶 １８９ ２８．８ 开花 结果

８ 凹脉金花茶 １９０ ２９．２ 开花 结果

梅江区西阳镇 ８ 显脉金花茶 ２０３ ３１．８ 开花 结果

８ 凹脉金花茶 ２０１ ３１．２ 开花 结果

　　
２．２　金花茶小苗引种生长情况

２００９年引种的２龄金花茶苗２２００株，成活１９９６株，平均成活率为９０．７３％；２０１０年种植的２龄显脉金
花茶和凹脉金花茶嫁接苗共１１０００株，平均成活率为９５．０２％（表２）。２０１１年引种的２龄金花茶在梅江区
西阳镇的平均地径、树高、水平冠幅和垂直冠幅分别为４．８１，１７９．６８，１４６．２８，１４９．６３ｃｍ，均高于其它两个引
种地（表４）。其中，平均树高显著高于梅县区松口镇；平均水平冠幅显著高于梅江区三角镇；而平均垂直冠
幅显著高于梅县区松口镇和梅江区三角镇。可能原因是梅江区西阳镇海拔高，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周

边无污染，与原产地环境较为相近。

２．３　金花茶大龄树枝条扦插生长情况
使用ＡＢＴ１、ＮＡＡ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对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插穗进行扦插前处理，能明

显促进插条成活（表５）。清水对照成活率较低，只有４０％ ～４２％。在黄心土上扦插，用５００ｍｇ／ＬＡＢＴ１溶
液处理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插条的成活率最高，达９０％以上；其次为２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溶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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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成活率，达８９％。在黄心土＋河沙基质上扦插，用２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溶液处理插条的成活率最高，达９２％
以上；其次为５００ｍｇ／ＬＡＢＴ１溶液处理的成活率，达８９％以上。在黄心土 ＋河沙基质上扦插的成活率略高
于黄心土扦插的成活率，其原因可能是河沙铺在黄心土上面能起到保湿作用。

表４　不同引种地金花茶小苗生长性状　　　　　　　　　　　ｃｍ
引种地 平均地径 平均树高 平均水平冠幅 平均垂直冠幅

梅县区松口镇 ４．３２±０．５６ａ １６７．９２±１９．２４ｂ １３９．５１±１８．３２ａｂ １３７．１４±２０．４１ｂ

梅江区西阳镇 ４．８１±０．３７ａ １７９．６８±２２．５２ａ １４６．２８±１５．５７ａ １４９．６３±１８．１５ａ

梅江区三角镇 ４．３１±０．４２ａ １７０．３３±２０．６１ａｂ １３２．５３±２０．７２ｂ １３６．３８±１６．７４ｂ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α＝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５　不同基质不同生根剂扦插金花茶生根情况

生根剂 浓度／（ｍｇ·Ｌ－１） 种名
生根率／％

黄心土 黄心土＋河沙

ＡＢＴ１

ＮＡＡ

ＣＫ

２５０ 显脉金花茶 ８８ ８８
凹脉金花茶 ７８ ８６

５００ 显脉金花茶 ９３ ９０
凹脉金花茶 ９０ ８９

１０００ 显脉金花茶 ７２ ７７
凹脉金花茶 ６９ ７９

２５０ 显脉金花茶 ８９ ９３
凹脉金花茶 ８９ ９２

５００ 显脉金花茶 ８５ ９０
凹脉金花茶 ８２ ８９

１０００ 显脉金花茶 ７５ ７８
凹脉金花茶 ７８ ７９
显脉金花茶 ４０ ４２
凹脉金花茶 ４１ ４０

　　注：显脉金花茶为２０龄，凹脉金花茶为１２龄。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２龄、８龄和２０龄显脉金花茶、２龄、８龄和１２龄凹脉金花茶、２龄金花茶均适合在梅州生长。金花茶
引种到梅州能成活，并且能够正常开花结果。金花茶一年抽梢３次，在春、夏季温度高时能快速生长，叶片有
光泽，秋、冬季抽梢较少。在２０１１年冬季，试验地最低气温为２℃，金花茶没有出现冻害（但开花较少，坐果
率低），但低温对金花茶生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金花茶不能忍耐强光照射，如果长时间强光照射，植

株会生长不良，嫩叶灼伤，老叶变黄变小，逐渐枯萎，甚至整株死亡。试验地松树纯林下的林中空地无强光，

为种植金花茶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金花茶引种地与原产地的各项环境因子较相似，为成功引种金花茶

提供了必要条件。

３．２　使用 ＡＢＴ１、ＮＡＡ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对金花茶插穗进行扦插前处理，能明显促进插条成活。不同种类
和不同浓度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插穗的效果也因品种、扦插季节、树龄、枝龄、硬枝或嫩枝，以及环境条件

和处理方法等不同而有所差异［８］。本研究以２５０ｍｇ／ＬＡＢＴ１、５００ｍｇ／ＬＮＡＡ对２０龄显脉金花茶和１２龄凹
脉金花茶插条进行２ｈ浸泡处理，能提高金花茶的成活率；用５００ｍｇ／ＬＡＢＴ１溶液浸泡插条基部２ｈ，在黄心
土上扦插的成活率可达９０％以上；用２５０ｍｇ／ＬＮＡＡ溶液浸泡插条基部２ｈ，在黄心土＋河沙基质上扦插，成
活率达９２％以上；而这２种药剂浓度为１０００ｍｇ／Ｌ时的扦插成活率反而降低，这可能是因为浓度过高抑制
了插穗的生长。

３．３　 梅州市有林地面积约１２１．８万 ｈｍ２，平均海拔在２５０ｍ以下，利用林中空地种植金花茶，发展林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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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有利于增加林农的经济收入，提升山地价值；同时也能增加观赏植物的多样性，为加快建设广东梅州文化

特色旅游区作贡献。因此，建议加快金花茶在梅州市的引种繁育和大面积推广种植。

参考文献

［１］　张本能，黄广宾．金花茶的分类和地理分布［Ｊ］．武汉植物学研究，１９８６，４（１）：３１４１．
［２］　杨成华，张廷惠，方小平．贵州２种金花茶的扦插繁殖试验［Ｊ］．林业科技通讯，１９９６（１０）：２３２４．
［３］　郭伦发，林春蕊，何金祥，等．ＮＡＡ对金花茶扦插成活率的影响［Ｊ］．福建林业科技，２００８，３５（３）：１０６１０９．
［４］　吴儒华，潘子平，潘子来．ＮＡＡ和ＩＢＡ在金花茶扦插育苗中的组合应用［Ｊ］．科技信息，２００８（９）：６１２６１３．
［５］　龚弘娟，胡兴华，李洁维，等．３种不同基质对金花茶扦插的影响［Ｊ］．福建林业科技，２００９，３６（３）：１４５１４７．
［６］　杨泉光，宋洪涛，张洪，等．几种处理措施对金花茶扦插成活的影响［Ｊ］．绿色科技，２０１０（１２）：３６３８．
［７］　赵晓辉，赵真庆，孙思．引种金花茶组植物的适应性与繁育试验初报［Ｊ］．广东林业科技，２０１３，２９（２）：３２３３．
［８］　何生根，刘伟，许恩光，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在观赏植物和林木上的应用［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４王运昌等：　梅州市金花茶引种栽培试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