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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国 内外种质资源概况 、
生物学特性 、繁殖方法与栽培管理 、抗性研究以及应用等方面总结了矾根

的研究现状 ，
重点阐述了近年来矾根在 繁殖方法及其抗性方面 的研究进展 ，

认为高抗性矶根选育及其叶色形成

机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
相关研究 的深人可 丰富矾根 品种 ， 以满足不 同人群的 观赏需求 ， 进而促进矾根产业 的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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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根 （ ／／ｅｕｃ ／ｉｅｒａｓｐｐ
．

）是虎耳草科矶根属 （ ｆｆｃｕｃ／ｉｅｒａ ）植物的通称 ，为多年生彩叶草本花弁 。 用于矶根

园艺品 种 杂交选 育 的植 物 主要 包括矶 根属 的小 花矶根 （
ｍｉｃｒａ加／ｉａ

） 、美洲 矶 根 （
丑ｅｕｃ／ｉｅｒａ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ａ
） 、柔毛帆根 （ ｆ

／ｅｕｃ ／ｉｅｒａｖｉ ／ Ｚａｓａ
） 、红花肌根 （ ／／ｅｕｃ／ｉｅｒａ、柱状巩根 （

丑ｅｕｃ ／ｉｅｒａ、凌

风草研ｉ根 ｆｃｒｉｚｏ ｉ ｆｆｃ ）和雅致帆根 （
／／ｅｕｃ／ｉｅｒａ ｅＺｅｇａａｓ

） ，
以及黄水枝属的黄水枝 （ ＴｉａｒｅＷａ／

？ ｏＺ
；
ｙｐ／ｉｙＺＺａ ） 〇

有时矾根也会特指其亲本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种——小花矾根 ，但一般在研究和应用中所使用 的矾根绝大

部分为后来培育 出来的杂交品种 。 矾根属植物大多 自 然生长在湿润多石的高山和 山崖旁 ，具有较强的耐

寒性 ，属 于常绿植物
［

１
］

。 矶根是美国的本土植物 ，在美 国园林景观中应用广泛 ，被誉为
“

花园 的调色板
”

。

而我国最近几年引进后 ，被作为彩叶阴 生地被植物予以应用 ，
通常用于林下花境 、花坛 、花带 、地被 、庭院 ，

以此来增加色彩的丰富度 。 矾根也可作为观叶盆栽植物 ， 因其多彩的叶色和多样的叶形深受人们的喜

爱 ， 同样具有 良好的发展前景 。 目前 国 内外有关矶根的研究主要集 中 于新品种选育 、组培快速繁殖 、驯

化 、抗性研究 、光合生理特性以及开发与应用等方面
［
２ ＿

６ ］

。

１ 矾根的种质资源概况

矾根的地理分布较广 ，从太平洋海岸到大西洋 ，
以及从科迪亚岛 到南墨西哥的塞拉德瓦哈卡州

［
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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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小花矾根常分布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南部到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喀斯喀特山脉 ， 在海岸山

脉和美国加州 的内华达山脉也有分布 。 毛 叶矶根 （
故狀心？ 则完全分布于北美东部 ，

巨 型矾根

（
ｉｆｅｉｃｆｃｅｒａｍａｈｍａ ） 是加利福尼亚南海岸的圣克鲁斯和圣罗 莎岛上特有的种

［
８

］

。 大多数矾根生长在陡峭

的山崖和山地森林中 ， 从低海拔地区到海拔最高 的可 居住 的 高 山 区域
，
以及从海平面到 距离海平线

４ ５００ｍ 的分割高原地区都有其分布
［
７

］

。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逐渐兴起矶根的选育栽培之风 ，并从北美

蔓延到欧洲
［ ９ ］

，
目前国际上矶根杂交育种已经较为成熟 ，其新品种培育工作在美 国和法国 开展地相对较

多 ，有专业的育种公司 ，如 ：

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Ｎｕｒｓｅｒｉ ｅｓ 和 Ｔｈｉｅｒｒ
ｙ
Ｄｅ ｌａｂｒｏ

ｙ
ｅｏｆＦｒａｎ ｃｅ 。 国外帆根育种公 司每年会

培育新的品种 ，如
‘

李子布丁ＰｌｕｍＰｕｄｄ ｉｎｇ

’

） 、

‘

巴黎 

’

（

‘

Ｐａｒｉｓ 

’

） 、

‘

草莓漩涡

’

（

‘

Ｓｔｒａｗｂｅ ｒｒ
ｙＳｗ

ｉｒｌ 

’

） 、

‘

黄色里奇
’

（

‘

ＬｉｍｅＬｉｃｋｅｙ 

’

） 和
‘

桃色火焰
’

（

‘

ＰｅａｃｈＦｌａｍｂｅ
’

）等 。 虽然 ， 国 内在 ９０ 年代初就开始引进矶

根 ，但
一

直没被得到重视 ，近年才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被应用 。

巩根属有 ４０ 多个种 ，是美国本土虎耳草科植物 中最大的属
［

１ °
］

。 许多园艺杂交品种与 ２ 种及以上的

矶根属植物 ，或黄水枝属的黄水枝有亲缘关系 。 如
‘

咖啡馆
’

（

‘

Ｃａｆ６０ １６

’

） 与小花矾根及美洲矾根有亲缘

关系
；

‘

橘子果酱
’

（ 又名
‘

玛玛蕾都
’

、

‘

Ｍａｒｍ ａｌａｄｅ
’

） 中含有小花矾根 、美洲矾根 以及凌风草矾根的亲缘关

系
；

‘

瑞弗安
’

（

‘

ＲａｖｅＯｎ
’

） 与红花巩根 、小花矾根 、美洲矾根以 及柱状矾根都有 亲缘关系 ；

‘

花毯
’

（

‘

Ｔａｐｅ ｓｔｒｙ

’

）则与帆根属和黄水枝属有亲缘关系
［

１ １
＿

１ ４
］

。

矾根是
一

种新优彩叶植物 ， 因其具有耐寒 、耐阴 、抗旱 、耐盐碱等特点 ，
目前在全 国很多城市可见 ， 但

是大量 的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 、北京和西部地区的几个城市 ， 包括成都 、重庆 。 另外 ， 由于矶

根具有较强的耐寒性 ，未来在我国北方市场会有较大的推广应用
［

１ ５
］

。

２ 矾根的生物学特性

矾根为多年生耐寒草本花卉 ，浅根 ，
喜中性偏酸 、肥沃 、排水性良好以及富含腐殖质的土壤

［
１ ５４ ６ ］

， 叶基

生
，叶面上有短绒毛 ， 阔叶型 ， 叶形特殊 、多样 ， 叶色丰富 。 单色系的叶色有深紫色 ，绿色 ， 明黄 、橙红色等 ，

复色系的叶色有多种不 同类型 ： 叶片正反面有不同颜色 ， 叶脉和边缘呈现其他颜色 ，
或者叶片上有不 同颜

色斑纹 。 例如 ， 柔毛矶根
‘

棕色
’

（

‘

Ｂｒｏｗｎｉｅｓ

’

） 的正面是 巧克 力 色 ， 而背面则 是 紫红色 ，

‘

提拉米 苏
’

（

‘

Ｔｉｒａｍ ｉｓｕ
’

） 的嫩叶呈黄色 ，
而生长到中后期叶脉呈红色 ，

‘

绘画大师高更
’

（

‘

Ｍａｓｔｅ ｒＰａｉｎｔｅ ｒＧａｕｇｕ
ｉｎ

’

） 当

植株成熟后 ，老叶变成粉色－李子色 ，但仍有绿色的镶边 ，

‘

午夜玫瑰
’

（

‘

Ｍ ｉｄｎ ｉｇｈｔＲｏ ｓｅ
’

） 叶片黑色有亮粉

色斑点 。 有些矾根品种在不同季节和不同 叶龄 ，其叶色也会有较大的变化 ， 如
‘

绘画大师梵高
’

（

‘

Ｍａｓ ｔｅｒ

Ｐａ ｉｎｔｅｒＶａｎＧｏ
ｇ
ｈ

’

） ，在春季 ，新叶为紫色 －红色 ， 到了秋季变成红色网纹 。 矾根花期集 中在 ４－６ 月 ，花小 ，

钟状 ，两侧对称 ，花色以粉色居多 ，
也有奶 白色和红色等 。

３ 矾根的繁殖技术

矾根常规的繁殖多 采用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２ 种 ， 其 中 主要包括 ： 播种繁 殖 、分株繁殖 以及组织

培养 。

３ ．
１ 播种繁殖

有些巩根品种能结籽 ，但通过播种繁殖方法获得的后代往往变异较大 ， 因此 ，该方法不能用于商业化

生产 ， 只能用 于培育新个体 。 张德祥等
［ １７ ］

通过对
‘

烈火
’

（

‘

Ｍｅ ｌｔｉｎｇ
Ｆ ｉｒｅ

’

） 和
‘

紫 色宫殿
’

（

‘

Ｐａｌａｃｅ

Ｐｕｒｐｌｅ

’

）进行栽培管理中发现 ，
于 ８
－

１２ 月 份进行播种 ，育苗的温度在 １ ８
－２ １Ｔ

 ，播种后马上浇水覆膜保

湿
，

２—３ 周后可萌发 。
Ｈｉｄａｙａ ｔ ｉ 等

［
１ ８

］

对北美不 同地区的 ２ 种矾根进行 了种子萌发试验 ，结果发现不同 品

种的矾根 ，适宜其种子萌发的温度不 同 ，细花矾根 ｖａｒ ． ｐａｍｙ
Ｚｏｒａ

） ，其种子萌发最适温度为 白

天 ２５Ｔ
，晚间 １５ｔ

，其萌发率为 ８７％
，而柱状矾根种子萌发的最适温度为 白天 １ ５晚间 ６其萌发

率为 ９４％
；

不同矾根品种的种子经 ５Ｔ冷藏后的萌发率也有显著性差异 ， 冷藏后的小 白花地榆矾根的种

子在温变周期适宜的条件下萌发率达 ９６％
，
比不冷藏处理提高了１０ ． ３％ 。 而柱状矶根冷藏后萌发率比不

冷藏处理下降了 ２ ８ ． ７％ 。

３ ． ２ 分株繁殖

分株繁殖是花卉生产上常用的
一种扩繁方法 。 矾根一般每隔 ４

一５ 年花后进行分株繁殖 １ 次 ，分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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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株要注意消毒 ，并且需要带有一些根系 ，有助于子株成活 。 但是分株繁殖成活率低而且新育品种母

株的数量少 ，导致扩繁的速度慢 ， 限制了优 良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ｔ

ｌ ９ ］

。

３ ． ３ 组培繁殖

为满足市场对巩根的大量需求 ，近几年科研人员加大了对矶根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 ，用 以培育大量

优质的矶根组培苗 。 矾根组织培养主要多在春天采用顶芽 、茎尖 、腋芽以及叶鞘作外植体
［２（Ｗ １

］

， 这些具有

高分生能力的组织部分比叶片和茎段更容易诱导形成无菌系 。 通过诱导培养 、增殖培养 、
生根培养 以及

炼苗可以获得大量性状
一

致的巩根组培苗 。 但是 ， 由于基因型的原因 ，
品种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 ， 目前报

道能够组培成功的矾根品种较少
［ ２２

＿

２４ ］

。 陈宏等
［２ ５ ］

通过对矾根茎尖诱导培养发现 ：
ＭＳ ＋ ６

－ＢＡ ０
．
１ｍｇ／Ｌ＋

ＮＡＡ０ ． ０ １ｍｇ／Ｌ 中进行增殖培养 ，其增殖系数达 ３
．
１ ８

，且增殖苗的生长状况很好 。 高燕等通过对矾根
‘

布

西迪昂
’

（

‘

Ｏｂｓ ｉｄｉ ａｎ
’

）组培苗采用基质为草炭 ： 珍珠岩 ＝ ３ ：１进行育 苗时 ， 其成活率
一

般达 到 ９５％ 以

上
［ ２６ ］

。 Ｈｏｓｏｋｉ 等
［
２７ ］

对矾根
‘

红宝石
’

（

‘

ＲｅｄＳｐａｎｇｌ ｅｓ
’

） 的组培苗进行盆栽种植时有 ７３％ 的植株能够成

活 ，移栽至 田间栽培并顺利越冬后 ，大多数的矾根都能够在来年开花。 研究矾根的组织培养快速繁殖技

术 ，对于矾根的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 以及矾根新优品种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

４ 矾根的生态学特性

４ ． １ 光照

矾根是较耐 阴的常绿植物 。 Ｃｚｕｃｈａ
ｊ 等

［ ２８ ］

研究表明 ，相对于半阴条件下 （
４０％ 遮光度 ）

生长的矾根 ， 如
‘

紫色宫殿
’

、

‘

李子布丁
’

（

‘

Ｐ ｌｕｍＰｕｄｄｉｎｇ

’

） 和
‘

萤火虫
’

（

‘

Ｌｅｕ ｃｈｔｋＳｆｅｒ
’

） ，在全光照条件下会产生更多的

花序 ，而且始花期要更早 ，但是半阴条件下的花序要更长 。 这可能与矶根在全光照条件下 ，充分进行光合

作用 ，积累养分 ，为其后期 的开花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也有研究显示 ，矶根的最大光合作用在高光照下要

比低光照的强 ，
而且矶根在低光照下 ，

Ｆ
ｖ
／Ｆ

＿？（最大 ＰＳＩ Ｉ 的光能转换效率 ） 下降速度与范围要更大
［
２９

］

。 所

以不同的矾根品种对光照条件要求不
一

致 ，如 ，

‘

孔雀石
’

（

‘

Ｍａ ｌａｃｈ ｉ ｔｅ

’

）要求相对较低的光照强度 ，
而

‘

紫

色宫殿
’

对光照强度的要求较高
［

１ ７
］

。 据观察 ，在较强光照强度下 ，矾根叶色更深 ，
也有 出现老叶有褪色的

现象 ，并在夏季的直射阳光下容易产生焦叶以及叶面的烫伤状 。

４ ． ２ 温度

温度是影响矾根生长和存活的主要因素之
一

，其生性喜凉 ， 多数品种在高温条件下生长较差
［
４

］

，
生长

适宜温度为 １ ８
—２７Ｔ 。 据报道 ，该新优花卉即使在

－

１５Ｔ 的温度下也能生长 良好 ，在我国北方地区能安

全越冬
［
３°

］

， 同时在上海地区冬季也生长 良好 。

４ ． ３土壤与栽培基质
一

般在穴盘育苗中采用 的基质多为草炭 、椰壳和珍珠岩 ， 由 于矾根不耐水湿 ，栽培基质的调配 中应考

虑透气性 良好不积水 。 另外 ，对栽培的基质进行地膜覆盖有利于矶根产生更多的花序
［ ２８ ’ ３ １

］

。

４ ． ４ 水肥条件

在早期穴盘育苗时矾根须根较发达 ，需水量较大 ，要保持基质和空气的湿润 ， 最好用塑膜保湿 ，但是

成苗具有
一

定的耐旱性 。 矾根不耐水淹 ，适宜生长在斜坡上 。 同时对肥料的要求不高 ，在定植时施加缓

释肥有利于茎的加粗 ，嫩枝的增多以及生物量的增加
［
３２ ］

，
生长期间适当施加一些硫酸镁或硝酸镁补充微

量元素 ，
以利于叶色鲜艳

［
１７ ］

。 例如 ，

一

般浓度的 Ｎ 肥 （
７５ｍｇ／周 ，

２
．
４８Ｌ 基质 ／盆 ）就能促使矶根叶片和根

系的生长 ，

Ｂｅ
ｊ
ｌｅｒｉ

［ ３３ ］

认为水分对矾根的生长要比 Ｎ 肥的作用更大 ， 即使在高浓度的 Ｎ 肥条件下 ，减少水分

的供应会抑制矾根的生长 。

５ 矾根的抗性研究

５ ． １ 抗旱性的研究

在现今社会缺水严重的条件下 ，
观赏植物耐旱性高是现代绿化植物配置的重要选择条件 ，色彩鲜艳

又具有较强抗旱性的矾根品种在环境的美化和绿化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是立体景观的优先材料 。 矾

根作为园林绿化的
“

调色板
”

，对其进行干旱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 研究表明 ，不 同矾根品种的抗旱性差

异较大 ，秦登
［ ３４ ］

综合各种生理测定结果 ，如叶片水势的 降低程度 、相对导电率的上升幅度和叶绿素荧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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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 ，对三种不同 的矾根进行耐旱性研究 ， 认为三种不同矾根抗旱性为
‘

草莓漩涡
’

＞
‘

巴黎
’

＞
‘

好莱

坞
’

。

Ｓ
．
２ 抗寒性研究

近期研究表明 ，矶根是一种 比较耐寒 的花卉植物 。 王建强等
［
３ ５

］ 通过对矾根品种
‘

紫色宫殿
’

进行低

温处理 ， 并测定其抗寒性生理指标 ，结果显示 ， 在 －

２０Ｔ 的条件下 ，矾根的 叶片伤害度只有 １ ３
．
８２ ％

，
而且

其半致死的温度为 －

６ １ ． ０９Ｔ 。 研究者通过相对电导率的强弱来判断矾根受低温胁迫 的程度 ，低温胁迫

越大 ，相对电导率愈大 ； 在 － ２０
－

０Ｔ 的温度变化中 ，
矾根相对电导率变化小 ，说明细胞膜受伤害的程度

低 。 结果显示矶根具有很强 的抗寒性 。 许红娟等
［
５

］

对 ７ 种不同矾根品种进行 了贵州冬天适应性 比较 ，结

果发现 ：不同矾根的适应性不同 ，

‘

李子布丁
’

和
‘

海浪
’

（

‘

Ｓｔｏｒｍ
ｙ
Ｓｅａｓ

’

）具有较强 的适应性 ， 主要表现于

较好的形态指标和较快的生长速度 。

５． ３ 耐热性研究

矾根作为
一种较为抗寒的花丼植物 ，对其耐热性 的研究甚少 ， 黄少玲等

［ ４ ］

研究发现 ，平均气温在

２９ ．
５Ｔ 的条件下 ，

２ １ 个不同矾根品种的耐热性具有较大的差异 ，

‘

绿碧玺
’

和
‘

怡糖
’

（

‘

Ｃａｍｍｅｌ

’

）有较好

的耐热性 ，而颜色鲜艳的矾根品种 的耐热性较差 ，
经过露地越夏后其成活率较低 ， 如粉红色的

‘

蜜桃冰

沙
’

、桃红色的
‘

桃子甜酒
’

（

‘

ＰｅａｃｈＦｌａｍｂ６ 

’

） 、 叶 片 白 绿相间 的
‘

白雪天使
’

（

‘

ＳｎｏｗＡｎｇｅｌ
’

） 等 。 秦登

等
［７ ］

在研究 ３ 种矾根夏季光合特性中发现 ，
品种

‘

巴黎
’

（

‘

Ｐａｉ ｒｓ

’

）对夏季强光高温环境的适应性最好 ，例

如 ，其在上海地区夏天绿地栽培 中也能长势 良好 。 而且矾根在夏季存在明显 的光合
“

午休
”

现象
，
其原因

是因为温度过高导致叶肉细胞 自身羧化酶活性降低而引起光合速率下降 ， 而非 因高温下叶片气孔关闭从

而使 Ｃ０
２ 进入叶片受阻 ，光合速率下降 。

Ｓ
．
４ 病虫害防治研究

在国 内 ， 由于矶根是新优观赏植物 ， 引进时间较短 ，
目前未见有明 显的病虫危害 。 但作为

一

种观叶植

物 ，

一

旦有病虫危害 ，将大大影响其观赏价值 ， 影响严重的还会导致植株的死亡 。 Ｂｅ
ｊ
ｌｅｒｉ

［ ３３ ］

Ｗ究发现 ，通

过对矶根
‘

紫色宫殿
’

在 ２ 种水分和 ３ 种浓度氮肥施加 的条件下接种黑藤象鼻虫 （ ０心Ａｙｎｃ／ｕｗｍｆｃａｔｏｓ
） ，

高浓度为 １ ５０ｍｇ／周 的 Ｎ 肥施用量降低矶根对黑藤象鼻虫 的抗性 ， 因为高浓度的 Ｎ 肥有利于黑藤象鼻虫

在巩根上 的繁殖与生长 ， 而且矾根在
一

般浓度为 ７５ｍｇ／周 （
２ ． ４８Ｌ基质 ／盆 ） 的施用量就能使矾根很好的

生长 。 同时矾根不管是在正常水分供给或干旱条件下 ，对黑藤象鼻虫的抗性没有影响 。 出＾〇〖 ＆ 等
［ ３６ ］

在

硏根的新型柱枝胞叶斑病 （ Ｃｙ＆ｗｉｒｏｃ／ａｄｉｕｍｃａｎａｄｅｒｗｅ
） 的研究指 出 ，该病于 １ ９９ ８ 年在 日 本 田间栽培的矶根

中被发现 ，接种病菌 ５
—

８ｄ 后就可出现 白色的菌丝以近圆形的斑点分布在植株上 ， 紧接着叶片快速的 干

化 ，
落叶 以及突然的枯萎 。 由此可见 ，矾根对这种新型病的抗性较弱 。

５
．
５ 抗重金属研究

因 矿产的过度开发 ， 大面积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超标 ，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 ，
现阶段通过种植

一些

抗重金属的绿化植物来改善重金属超标的生态环境 。 通过研究发现 ，
矾根具有较强 的抗重金属 能力 ，

而

且具有 良好的吸收土壤 中重金属 的能力 。 Ｓａｋｏｌ 等
［ ３ ７ ］

研究指 出 ，

３ 种不同 的矶根在高金属含量的采矿区

域土壤中生长 良好 ，甚至能够在其根和叶中 累积镉 、铅 、锌这些重金属 ，
不 同矾根品种的重金属吸收能力

不同 ，

‘

紫色宫殿
’

对铅的吸收能力最强 ，相对较强的 品种 为
‘

话匣子
’

（

‘

Ｃｈａｒｔ ｔｅ ｒｂｏｘ
’

） 和
‘

草莓漩涡
’

（

‘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Ｓｗｉ ｒｌ

’

） ，其根系吸收重金属的能力为镉＞ 锌＞铅 。 同样的结果在品种
‘

紫色衬裙
’

（

‘

Ｐｕｒｐｌｅ

Ｐｅｔ ｔ ｉｃｏａｔｓ

’

） 中也得到证实
［ ３ ８ ］

，
而且不同苗龄的植株对重金属 的转化能力不同 ，

生长 １ １ 个月 的植株 比 ３６

个月 的转化效率要高 ，但其吸收的量比较有限 。

６ 巩根的应用

矾根是
一种具有较高观赏价值 ，

不可多得的新优彩叶植物 。 矾根的叶色繁多 ，且叶色会随着季节 、环

境 、温度和光照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
因其叶色瑰丽多变 ，花形小巧玲球 ，

开花期花朵数量众多 ，深受人们的

喜爱与关注 。 作为盆栽观赏 ，
矾根既可 以与其他观赏植物搭配种植 ，

也可以将不 同颜色的矶根品种搭配

种植 ，均具有很高的观赏性 。

一些抗性较强的 品种可 以应用于园林中 ， 如花坛 、花镜 、立体造景以及林荫

下 自然景观的布置等多种园林景观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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矾根在国外的应用较广 ， 不只 限于在观赏性的应用 ，在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方面也有
一

定 的应用研

究 ， 矾根 因其较好的抗性不仅能在恶劣环境中生存 ，
而且其较好的观赏性能够改善恶劣环境视觉效应 ， 同

时也起到保护环境生态的作用 。 矾根对土壤的重金属有较强的吸收 ，从而使
一些含重金属较高的土壤得

到修复 ，进而改善重金属污染地区的生态环境
［
３Ｍ８

］

。 近几年 ， 矾根作为阴生 的优良彩叶地被植物被 国内

引 进和应用 ，并逐渐受到关注 。 在片林群落中 ，种植
一些矾根等耐阴的彩色地被植物 ，

可增加植物群落色

彩的丰富度 ，组成较稳定 、外观较优美的多层混交群落 ， 以此来美化环境 ，提高城市生态效益
［
３ ９

］

， 可改变冬

季地被植物 比较缺乏的状况 。 最初引进国 内 ，矾根被定位于花园植物 ，
后应用于工程花卉 ，尤其是江 、浙 、

沪
一

带的工程将其应用于立体绿化 ， 因其优良的表现使其用量不断增加 ，
而且作为工程摆花的时间 可以

从当年的 ９ 月 至翌年 ６ 月
， 更换周期长 ，换花次数降低 。 矾根作为家庭花卉的应用也具有较大的市场 。

７ 展望

目前 ，我国花丼市场对矾根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但是迄今为止国 内的矾根品种相对较少 ，而且优 良矾

根品种的选育较 困难 。 同时虽然矾根在需求 的量上有很大的提高 ， 但是应用的范围和地区不是很广泛 ，

所以今后应当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
１

）加大对矾根新优品 种的 引进 以及建立 引进的矶根 品种和已

有品种的观赏性和适应性评价体系 ，为后期矾根的应用推广打好基础 ， 在引 进的 同 时也亟需建立我国在

矶根杂交育种的技术体系来培育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 （
２

）矾根的推广和应用离不开高效繁育技

术的建立 ，
虽然矾根组培繁育方面有一定 的研究 ，但还存在污染率高 、 繁殖系数低 ，

不同 品种对培养基激

素水平要求不
一致等问题 ，所以应加强观赏性以及适应性优 良的矾根品种繁殖技术的研究 ， 以降低其种

苗的生产成本 。 （
３

） 叶色是矾根最为重要的观赏性状之
一

，叶色鲜艳的 品种在市场上更受欢迎 ， 然而矾根

的叶色形成机理和杂交后代叶色变异规律等方面的研究 目 前还处 于空 白 阶段 ，
也将成为今后研究 的重

点 。 （
４

） 同时矾根抗性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全面 ，
研究的品种较少 ，程度较浅 ，所以加强其抗性方面的研究 ，

以及筛选和驯化出抗性好且观赏性高的品种 ， 以适应不同气候条件 ，满足不同地区市民的观赏需求 。

目前 ，
矾根在园林造景 、工程摆花以及都市家庭和办公室盆栽等方面的应用相对较少 ，

矾根在市场上

的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近年来 ，我国对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越来越重视 ， 同时 ， 园林上对彩叶

植物的应用不断加强 ，矾根在国 内园林绿化 、美化环境中 的应用也得到了关注 ，相关的研究和应用也将逐

渐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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