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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来源与背景 本课题立项名称为广东红花山茶植物优质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与
繁育研究，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审批的地方计划，立项编号2013B060400019。 山茶属
植物具有饮料、油料、观赏、药用、抗污染等多重价值，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
对山茶属植物的研究从没间断过，在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收集保存、繁育栽培和良种
选育方面都积累了大量成果。在繁育技术方面，种子直播、嫁接、扦插及组培等技术
均有报道，但目前生产上以油茶为砧木，其他观赏种类为接穗的嫁接苗居多。 近年
来，项目组成员就广东省境内的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和保护植物保育方面作了大量工
作，并取得良好成果，多次受到科技奖励。同时，在农业生产、林木生产、观赏园艺
等方面也主持承担过多个项目，具备研究的能力。华南农业大学具有进行本项目研究
的基本仪器设备，现有大、中、小型离心机，多种电泳装置，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多台先进的DNA 扩增仪，超低温冰箱，凝胶图像分析系统等从事DNA 分析的设备；积
累了一大批DNA 探针、PCR 引物等，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条件。学校有
固定的教学实习农场和种质资源圃，为开展引种试验和苗木繁育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目前得到利用的山茶属植物种类还很有限，大部分
仍在野外，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或合理开发。此外，不少山茶属植物原种和品种因自身
繁育问题、抚育管理不善或人为破坏而濒临灭绝的危险。因此，对现有野生红山茶进
行收集、保存和优选，对其种苗繁育技术进行研究都非常重要和必要，这将有助于培
育茶花新奇品种，有助于保障和促进广东省茶花产业的长足健康发展。 三、主要论点
与论据 野生红花山茶植物极具观赏价值，通常分布于广东偏远山区，大部分种类还未
被人们熟识，对有关种类的生物学特性，尤其是繁殖特性研究甚少，因此解决扦插繁
殖时间长、生根难的问题，将是本项目的关键技术。项目组成员对东南山茶、大果南
山茶、石果红山茶和莽山红山茶进行了扦插繁育实验，掌握了插穗选用标准，初步掌
握各自的生根难易情况和提高生根率的技术，以及解决生根慢的方法。 四、创见与创
新 红花山茶作为重要的木本观赏植物，在我国有悠久的利用历史，开展其种质资源调
查，建立种质资源库，对红花山茶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
了解其遗传多样性，再结合株型、花期、抗性等性状选择和培育出适合广东省的优良
种质资源，推动红花山茶在广东省乃至全国的普及与推广，努力促进红花山茶的产业
化发展，使它在风景林带建设和园林绿化中有进一步的发展。 五、社会经济效益，存
在的问题 社会经济效益： （1）对广东省、福建省等8个野生红花山茶植物分布点进
行野外调查和引种，调查收集了4种红花山茶植物，并对生境特征、形态学表征、物候
学特性进行观测和记录，获得相关数据，开展山茶属植物资源观赏特性评价工作。
（2） 对4种红花山茶植物通过种源筛选，利用扦插、栽培抚育等试验，开展优良种源
的苗木繁育技术研究，繁殖培育红花山茶种苗4种，共600多株。 （3）根据苗木繁育
试验研究需要，在华南农业大学树木园建立1个优良山茶植物种质资源圃，自制播种床
和扦插床，其中钢架结构的大棚（12m×10m和10m×5m）具有喷雾系统，为苗木提供适
宜的温、湿度。 （4）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5）研究工作培养研究生4名，均获得
硕士学位。 存在问题： （1）在野外调查、种质资源收集中，野外资源破坏严重，且
生境条件恶劣，导致长期植株生长欠佳，缺乏幼苗，应加强野外资源的保护，同时进
行人工培育，将野外生境中进行补种。 （2）开展扦插、栽培技术试验，发现扦插生
根慢的问题普遍，导致扦插试验中假活现象存在，插条长期不生根，营养供应不足导
致死亡，是造成生根率低的原因之一。

成果简介：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