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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红花油茶开花性状变异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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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浙江红花油茶 (Cam ellia chek iangoleosa Hu. )开花性状的变异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浙江红花油茶

花及花蕾的性状在单株内和产地内单株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单株内花的性状变异系数均值最大的是花

冠冠幅 ,最小的是柱头的裂数。在大洋山林区和黄檀林场 2个产地 ,单株间花的性状变异系数最大的分别是花

冠冠幅和柱头裂数。花蕾量、开花量、开花率、结果量和结果率在单株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单花可授期在单株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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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 study on the varying law of flowering characters of Cam ellia chek iangoleosa Hu.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flower and buds characters of Cam ellia chek iangoleosa

Hu. among and within strainswithin habitats. The maximal average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flower charac2
ters is the crown size of flower and the m inimal is the number of sp lit of stigma. The maximal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are the crown size of flower and the number of sp lit of stigma among strainswithin Dayangshan forest2
ry section and Huangtan forestry center. The number of buds, the number of flowers, the percentage of flower2
ing, the number of fruit, the percentage of fruit and the pollination periods of single p lant had significance

differences among p 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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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开花性状在物种间、物种内品种间、品种内单株间以及单株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1 - 3 ]。影

响物候变化的因素繁多 ,主要有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前者是内在因素 ,包括物种及品种类型 ,生理控

制等 ,后者是外在因素 ,包括温度、光照、水分、生长调节剂等 ,其中气温、光照、水分为主要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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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1 ]。张福春 [ 4 ]认为 ,春季树木的展叶开花等主要受春季气温波动的影响。普通油茶的花期从 10月

中旬一直到 12月中下旬 ,后期开花则因为气温下降 ,昆虫活动减少 ,授粉率下降 ,座果率降低 [ 5 ]。同时

花期不一致 ,引起油茶成熟期的不一致 ,从而导致油茶籽出油率的降低。在油茶品种选育中花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 ,一般优良品种的花期都在早、中期 ,有利于授粉 ,提高座果率 ,从而达到高产的目的。

浙江红花油茶 (Cam ellia chek iangoleosa Hu. )一直处于野生或实生繁殖状态 ,花期从 2月下旬到 3月下

旬 ,开花性状的变异很大。本文对浙江红花油茶开花性状的变异规律进行了研究 ,以期为后期品种选育

中花期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基础资料。为解决浙江红花油茶只开花不结果 ,提供解决方案 ,选育高产新品

种 ,提供适应高海拔高地的油茶品种 ,并可丰富我国高级食用油品种。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的选择

花期、花蕾性状为观察大洋山林区各样株所得 ,花的性状为测量大洋山林区和黄檀林场样株所得 ;

在大洋山林区一个样地内 ,随机选取 15株样株 ,每株选 5个标准枝 ,观察其花蕾数量、开花数量和结果量。

1. 2　测量方法

花期、花蕾数量、开花数量、结果量、花瓣数、花萼数、柱头裂数为观察所得 ,花柱长、花冠冠幅、花蕾

高、花蕾径用游标卡尺测量 ,花蕾高径比由花蕾高和花蕾径换算得出。

1. 3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 M icrosoft Excel进行分析。

2　结果分析

2. 1　花及花蕾性状的变异

由表 1可以看出 ,在大洋山林区和黄檀林场 2个产地 ,浙江红花油茶花冠冠幅为 7. 280～123. 2 cm
2
,花

瓣数为 5～10瓣 ,花柱长为 1～4. 2 cm,柱头裂数为 2～10裂。在大洋山林区 ,花萼数为 7～15片 ,花蕾

高为 1. 51～3. 22 cm,花蕾径为 1. 11～2. 8 cm,花蕾高径比为 0. 770 1～1. 987。在不同的产地各性状的

变化范围不尽相同 ,均值大小差别也不一样。
表 1　浙江红花油茶产地内单株间花及花蕾性状变异

Tab. 1　The tra it var ia tion of flowers and buds var ia tion am ong these

d ifferen t trees in sam e places for C am ellia chekiango leosa Hu

产地

Source

花冠冠幅 / cm2

Crown diameter

花瓣数 /瓣

Petals

花柱长 / cm

Style length

柱头裂数 /裂

Chap iter sp lit

花萼数 /片

Calyx

花蕾高 / cm

Buds height

花蕾径 / cm

Buds diameter

花蕾高径比

Buds H /D

大洋山林区

Dayang forest area

均值

M ean
35. 34 6. 642 2. 298 3. 477 11. 18 2. 379 1. 768 1. 356

范围

Extremum
7. 280～101. 8 5～10 1～3 3～10 7～15 1. 51～3. 22 1. 11～2. 8 0. 770 1～1. 987

黄檀林场

Huangtan

均值

M ean
46. 95 6. 491 2. 866 5. 080

forestry centre
范围

Extremum
11. 40～123. 2 5～10 1. 2～4. 2 2～6

　　在大洋山林区 ,花冠冠幅在单株间相差 94. 48 cm2 ,花瓣数相差 5瓣 ,花柱长相差 2 cm,柱头裂数相

差 7裂 ,花萼数相差 8片 ,花蕾高相差 1. 71 cm,花蕾径相差 1. 69 cm,花蕾高径比相差 1. 216 9;在黄檀

林场 ,花冠冠幅在单株间相差 111. 8 cm
2

,花瓣数相差 5瓣 ,花柱长相差 3 cm,柱头裂数相差 4裂。

从表 2可以看出 ,浙江红花油茶花冠冠幅、花瓣数、花柱长、柱头裂数、花萼数、花蕾高、花蕾径和花

蕾高径比在产地内单株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2. 2　开花与结果性状变异规律的研究

从表 3可以看出 ,浙江红花油茶 15株单株中 5个标准枝总体花蕾量、开花量、开花率、结果量和结

果率在单株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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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江红花油茶总花蕾量、总开花量、总结果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bud quantity, flowering and

fruit quantity for Cam ellia chek iangoleosa Hu.

表 2　浙江红花油茶产地内单株间方差分析

Tab. 2　The ana lysis of var ia tion of flowers tra its in sam e places for Cam ellia chek iango leosa Hu

产地

Source

变因

Variable factor
df

花冠冠幅

Crown diameter

花瓣数

Petals

花柱长

Style Length

柱头裂数

Chap iter sp lit

大洋山林区

Dayang forest area

株间 Variation

between group s
36 979. 5 7. 10733 2. 637 7. 32433 0. 5311 14. 2233 8. 270 102. 133

株内 W ithin

group variation
181 137. 8 0. 360 0 0. 037 36 0. 081 03

黄檀林场

Huangtan forestry centre

株间 Variation

between group s
58 811. 9 4. 23933 4. 246 16. 4233 1. 303 13. 3533 10. 96 78. 5033

株内 W ithin

group variation
299 191. 5 0. 258 5 0. 097 59 0. 139 6

产地

Source

变因

Variable factor
df

花萼数

Calyx

花蕾高

Buds height

花蕾径

Buds diameter

花蕾高径比

Buds H /D

大洋山林区

Dayang forest area

株间 Variation

between group s
36 5. 298 7. 05633

黄檀林场

Huangtan forestry centre

株内 W ithin

group variation
181 0. 750 9

株间 Variation

between group s
41 0. 410 6 7. 65133 0. 274 9 10. 0533 0. 183 6 17. 9733

株内 W ithin

group variation
354 0. 053 66 0. 027 34 0. 010 21

　　3 为差异显著 ; 33 为差异极显著。3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3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表 3　浙江红花油茶开花结果性状方差分析

Tab. 3　The ana lysis of var ia tion flowers and fru its tra it in sam e places for Cam ellia chek iango leosa Hu

变因

Variable factor
df

花蕾量

Bud quantity

M S F值

开花量

Flowering Amount

M S F值

开花率

Flowering rate

M S F值

结果量

Fruit quantity

M S F值

座果率

Fruit set percentage

M S F值

株间 Variation between group s 14 373. 4 4. 54333 311. 6 3. 83433 0. 014 33 4. 49033 131. 7 15. 0833 0. 156 6 10. 9933

株内 W ithin group variation 60 82. 19 81. 27 0. 003 191 8. 733 0. 014 25

　　3 为差异显著 ; 33 为差异极显著。3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3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从图 1可以看出 ,浙江红花油茶在单株内和单株间 5个标准枝总体花蕾量、开花量和结果量都有很

大的差异。在单株内 5个标准枝总

体开花量与花蕾量基本相同 ,而结

果量则较小 ,且标准枝之间开花量、

花蕾量和结果量也有很大差异。

在单株间 5个标准枝总体花蕾

量、开花量和结果量都有很大的差

异 , 15株单株中有 3株 5个标准枝

总体的花蕾量和开花量小于 100

个 ,其余均为 100～200个 ;有 6株

5个标准枝总体的结果量不足 10

个 ,有 4株为 10～20个 ,有 3株为

20～40个 ,有 2株为 60～100个。

15株单株中 5个标准枝总体花蕾

量最大的为 193 个 ,最小的为 51

个 ,相差 142个 ;开花量最大的为 186朵 ,最小的为 51朵 ,相差 135朵 ;结果量最大的为 93个 ,最小的为

0个 ,相差 9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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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红花油茶开花率和座果率变化

Fig. 2　The change of flowering rate and fruit setting rate

for Cam ellia chekiangoleosa Hu

图 3　浙江红花油茶花期持续天数分布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flowering days for Cam ellia chekiangoleosa Hu

　　从图 2可以看出 ,浙江红花油茶

开花率基本相同 ,座果率变化比较大。

15 株单株中有 9 株开花率达到

100% ,有 5株为 95% ～100% ,只有 1

株为 79. 33% ;有 1株座果率为 0,有 4

株为 0～10% ,有 7株为 10% ～20% ,

有 1株为 20% ～30% ,有 2株为 40%

～70% ;开花率最大的为 100% ,最小

的为 79. 33% ,相差 20. 67% ;座果率

最大的为 66. 83% ,最小的为 0,相差

66. 83%。

2. 3　开花期变异规律的研究

对浙江红花油茶单花可授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在单株之间单花可授期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4可以看出 ,浙江红花油茶单花可授期在单株内和单株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在单株内 ,单花可授期

相差最大的为 9 d,最小为 0 d;在单株间 ,单花可授期为 5～14 d。单花可授期的株平均值最大为 13 d,

最小为 6. 1 d,相差 6. 9 d。在大洋山林区 ,浙江红花油茶总体花期在 2至 5月份。
表 4　浙江红花油茶单花可授期

Tab. 4　A single flower pollina tion tim e of Cam ellia chekiangoleosa Hu d

株号 Samp l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2 8 8 6 7 6 8 6 6 6 8

3 8 7 14 6 13 13 13 13 5 6

4 7 9 9 7 9 7 9 7 10 7

5 6 6 6 6 8 6 7 6 8 8

6 8 8 8 9 8 9 8 9 8 8

7 5 5 5 5 5 5 8 7 9 7

8 7 7 7 7 7 7 7 7 7 7

　　从图 3可以看出 ,在大洋山林区 ,

浙江红花油茶单株始花期持续天数一

般比较短 ,最短的为 0 d,大部分为 0

～10 d,最长的为 26 d;单株始花期为

0～10 d所占的比例为 75. 86%。浙

江红花油茶单株盛花期持续时间则比

较长 ,最长的为 32 d,大部分为 6～

25 d,最短的为 4 d;单株盛花期为 6

～10 d, 11～15 d, 16～20 d, 21～25 d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20. 69% , 36. 21% ,

18. 97% , 15. 52%。浙江红花油茶单

株末花期持续时间的平均值较始花期

和盛花期持续时间的平均值都长 ,最长的为 28 d,大部分在 6～30 d,最短的为 4 d;单株末花期为 6～10 d,

11～15 d, 16～20 d, 21～25 d, 25～30 d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20. 69% , 17. 24% , 32. 76% , 15. 52% , 12. 07%。

3　小结与讨论

浙江红花油茶花及花蕾的性状在单株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在大洋区林区和黄檀林场 2个产

地 ,单株内花的性状变异系数均值最大的是花冠冠幅 ,最小的是柱头的裂数。在大洋山林区 ,花瓣数在

·73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32卷

单株内变异系数的均值略大于花柱长 ,而黄檀林场则相反。在大洋山林区 ,花萼数在单株内变异系数的

均值亦较柱头裂数大 ,但与花瓣数和花柱长在单株内变异系数的均值接近 ;花蕾高、花蕾径和花蕾高径

比在单株内变异系数的均值依次减小 ,但其大小较接近。

浙江红花油茶花及花蕾的性状在产地内单株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在大洋山林区和黄檀林场

两个产地 ,单株间花的性状变异系数最大的分别是花冠冠幅和柱头裂数 ,但在 2个产地内单株间花冠冠

幅和柱头裂数变异系数的大小较接近 ;花冠冠幅、花瓣数、花柱长和柱头裂数在单株间变异系数最小的

是花瓣数 ,其次为花柱长 ,但花瓣数和花柱长在单株间变异系数的大小较接近。

浙江红花油茶花冠冠幅、花瓣数、花柱长、柱头裂数、花萼数、花蕾高、花蕾径和花蕾高径比在产地内

单株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浙江红花油茶 15株单株中 5个标准枝总体花蕾量、开花量、开花率、结果量

和结果率在单株间均存在极显著差异。浙江红花油茶在单株内和单株间 5个标准枝总体花蕾量、开花

量和结果量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单株内 5个标准枝总体开花量与花蕾量基本相同 ,而结果量则较小 ,且

标准枝之间开花量、花蕾量和结果量也有很大差异。浙江红花油茶开花率基本相同 ,座果率变化比较大。

在大洋山林区 ,浙江红花油茶单花可授期在单株内和单株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在单株之间单花

可授期存在显著差异。浙江红花油茶单株花期各阶段中末花期持续时间最长 ,其次是盛花期 ,最短的是

末花期。

经济林树种如油茶、板栗、油橄榄 [ 6 ]等的花期和单花可授期受温度、降水、湿度和风速等因子的影

响很大 ,一般温度越高 ,风速越大 ,花期持续时间就短 ,如花期内适逢降水 ,花期持续时间就长 ,这对开花

座果率和成果率影响极大 ,并对栽植密度等产生影响。因此针对不同的树种 ,根据其物候期的特性 ,选

择不同开花时间 ,不同开花类型的品种极其重要 [ 7 ]。本文中对浙江红花油茶而言 ,因其在 1至 3月份开

花 ,越往后气温越高 ,在品种选育中要选择花期长 ,开花期延后的优良单株 ,有利于提高座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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