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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低海拔区域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物候特性!对浙江金华东方红林场的 "" 个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

开花物候%花期长短%开花数量进行了调查观测) 结果表明$低海拔地区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花期始于 $ 月下旬!结

束于 ' 月中下旬!花期长达 :".% H!花期较集中!但开花期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 不同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物

候差异显著!开花期最早的是无性系 HF$''!最晚的是无性系 4FV$) 花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无性系 4F%'%4F$*)!花

期持续时间均值为 %V.% H+最短的是无性系 4F%&!花期持续时间均值为 ":.%H) "" 个无性系之间开花数量存在极显

著差异"Fr#.#$#) 根据本试验的研究结果!其中无性系 HF$%:%4F&%4F"&%4FV$%4F'V%4F'*%4F%)%4F:V%4F%'%4F*$%

4F$*) 可以考虑作为园林观赏推广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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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4@AD<HF! D4@;275@AA<,D1K2@D7K@<A@H 1A7B510@5D12N1B,@D,@AR@B@B@;700@5H@H.

;#< $*0.&$I(C$::4( )*$D4(01":$"%(+ -27R@B,56Q4@57276F+ -27R@B,56DFQ@+ -27R@B,568<15D,DF

浙江红花油茶"I(C$::4( )*$D4(01":$"%( j<.#属

山茶科"L4@1;@1@#山茶属"I(C$::4( J.#山茶亚属

"><K6@5.I(C$::4(#红山茶组">@;D.I(C$::4(#植物!

是我国特有的树种!在浙中南山区%江西东部%福建

东北部分布广而集中!能在海拔较高的山区正常开

花结果!不仅可以弥补普通油茶"IEO:$4T$#( ?K@2.#

垂直分布低之不足!而且具有花红%果大%含油率高

等多种优点,$-

) 在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已经选育

出大量的普通油茶等经济树种优良品种," W%-

!但浙

江红花油茶作为优良的木本油料树种和园林绿化树

种!目前只是对其经济性状进行了部分的研究,: W*-

)

浙江红花油茶至今仍处于野生或实生繁殖栽培!无

性系栽培刚开始起步!没有形成单独供观赏的优良

品种)

开花物候是植物生活史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植

物生殖生态学上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表现在群

落%科%属%种群%种%个体%单花和花序等多水平上!

主要是对雌花和雄花的开花数量%开花时间和持续

时间等一些指标的观测,& W$#-

) 浙江红花油茶为冬

春开花的树种!总体花期在 " 至 % 月份,$$-

!其开花

持续时间长!容易受到花期温度和降雨等因素的影

响,$"-

!其开花物候需要连续多年观测才能了解清

楚!国内外至今尚未见相关的报道) 本研究通过持

续 " 1的观测!对浙江金华东方红林场 "" 个浙江红

花油茶无性系开花物候特性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

究!以为该树种在低海拨地区栽培及园林观赏优良

品种筛选等提供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东方红林场的

浙江红花油茶种质资源圃内!地理位置位于 "#a#$b

c!$$)aV#b/!海拔高度 V# 0!全年平均气温 $*.

'd!年降水量 $ '#&.' 00!土壤以第四纪土壤形成

的红壤为主!土层较深厚!间杂少量砂石砾) 该资源

圃于 "##& 年春营造!收集了 V$ 个浙江红花油茶无

性系!为 " 年生种苗造林!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

小区 * 株!V 次重复!定植密度为 " 0ZV 0)

=.?>试验材料

从资源圃内随机选取 "" 个浙江红花油茶无性

系作为供试材料!分别为无性系 HF$V#% HF$''%

HF$%:%HF$%)%4F'%4F&%4F"&%4FV#%4FV$%4FV"%4F'V%

4F'*%4F%'%4F%%%4F%&%4F%)%4F:$%4F:V%4F:'%4F*$%

4F$$'%4F$*)!树体生长正常)

=.A>试验方法

"#$V*"#$' 年浙江红花油茶花期!从无性系植

株第一朵花开放后!每隔 * H 调查 $ 次!从始花期开

始至末花期结束每天调查 $ 次!主要调查%记录无性

系单株开花数量!连续调查 " 1)

开花以有花蕊初露为依据!花期物候各时期划

分标准$始花期!全树开花率为 %= "%=+盛花期!

全树开花率为 "%= *%=+末花期!全树开花率为

*%= $##=

,$V-

)

花量类型划分标准为$极多花量"单株 %## 朵以

上#%多花量"单株 $## %## 朵#%中花量"单株 %#

$## 朵#%少花量"单株 "# %# 朵#%极少花量"单

株 "# 朵以下#

,$'-

)

=.B>数据处理

采用/X;@2"##* 软件进行数据计算%作图!并运

用 >U>>$).# 进行方差分析!采用 P<5;15 方法进行

多重比较)

"!结果与分析

?.=>浙江红花油茶不同无性系的花期物候

由表 $ 观测结果可看出!"#$V 年供试的浙江红

花油茶 "" 个无性系开花期存在差异!大部分无性系

在 " 月下旬开始开花!第一朵花开放时间最早的是

无性系 HF$''%4F'*%4F%'%4F:V%4F:'%4F$*)"$ 月 V$

日#!最晚的是无性系 4FV#%4FV$"V 月 V 日#!极差为

V$ H!第一朵花开放时间波动幅度较显著+进入始花

期最早的是无性系 4F$*)"$ 月 V$ 日#!其次为无性

系 HF$'' "" 月 $: 日#!无性系 HF$%)% 4F'V% 4F'*%

4F%)% 4F:'% 4F$$'% HF$%:% 4F"&% 4F:$% 4F:V% 4F*$%

HF$V#%4F'%4F&%4FV"%4F%'%4F%%%4F%& 进入始花期

较集中"" 月 "# 日***" 月 "& 日#!无性系 4FV#%

4FV$ 进入始花期最晚"V 月 % 日#!最早与最晚进入

始花期相差 VV H) 无性系 HF$''%4F$*) 最早进入盛

花期"" 月 "##!其次是无性系 4F'*% 4F'V% 4F%)%

HF$V#%HF$%:%HF$%)%4F"&%4F:$%4F:'%4F*$%4F$$'!

进入盛花期较早"" 月 "V 日***" 月 "& 日#!无性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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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4F&%4F%'%4F%%%4F:V%4FV"%4F%&%4FV# 进入盛

花期较集中"V 月 V 日*V 月 * 日#!无性系 4FV$ 最

晚进入盛花期"V 月 ) 日#!最早与最晚进入盛花期

相差 $* H!进入盛花期的平均日期为 V 月 $ 日) 无

性系 HF$''%4F%) 最早进入末花期"V 月 $ 日#!其次

为无性系 HF$V#% 4F"&% 4F'V% 4F'*% 4F:$% 4F$*)%

HF$%:%4F:'%4F$$'%4F:V%HF$%) "V 月 ' 日*V 月 &

日#!无性系 4F'%4F&%4F%'%4F*$%4FV"%4F%%%4F%& 进

入末花期集中 "V 月 $# 日*V 月 $" 日#!无性系

4FV#%4FV$ 最晚进入末花期"V 月 $: 日#!最早与最

晚进入末花期相差 $% H!进入末花期的平均日期为

V 月 & 日) 无性系 4F%&% 4F%) 最早凋谢 "V 月 "'

日#!其次为无性系 HF$V#%HF$''%4F'%4F'V%4F:$%

4F:V% 4F:'% 4F*$% HF$%:% HF$%)% 4F&% 4F"&% 4FV#%

4FV"%4F'*%4F%%% 4F$$'% 4F$*)!凋谢集中 "V 月 V#

日*' 月 V 日#!无性系 4FV$%4F%' 最晚凋谢"' 月 *

日#!极差为 $' H!落花时间集中) 浙江红花油茶 ""

个无性系花期持续时间均值为 '*.# H!无性系 4F%'

花期持续时间最长!为 :* H!其次为无性系 4F'*%

4F$*)!为 :V H!无性系 4F"& 花期持续时间最短!为

"% H!极差为 '" H!不同无性系花期差异显著)

表 =>浙江红花油茶不同无性系花期物候

无性

系号

"#$V年花期物候

第一朵

花开放

时间_

"月W日#

始花期

_"月W日#

盛花期

_"月W日#

末花期

_"月W日#

花期

_H

"#$'年花期物候

第一朵

花开放

时间_

"月W日#

始花期

_"月W日#

盛花期

_"月W日#

末花期

_"月W日#

花期

_H

HF$V# #"W"' #"W"%*#"W"* #"W"&*#V W#V #VW#'*#V WV# V% #V W#) #VW$"*#V W$' #VW$%*#V W$& #VW$)*#'W$# VV

HF$'' #$WV$ #"W$:*#"W$) #"W"#*#"W"& #VW#$*#V WV# %) #"W"V #VW#$*#V W#' #VW#%*#V W$V #VW$'*#'W#$ V&

HF$%: #"W#$ #"W"'*#"W"* #"W"&*#V W#% #VW#:*#'W#V :" #V W#) #VW$V*#V W$* #VW$&*#V W"" #VW"V*#'W$$ V'

HF$%) #"W"# #"W"#*#"W"* #"W"&*#V W#* #VW#&*#'W#V 'V #V W#) #VW#)*#V W$V #VW$'*#V W"$ #VW""*#'W$# VV

4F' #"W"& #"W"&*#V W#" #VW#V*#V W#) #VW$#*#V WV# V$ #V W$V #VW$V*#V W$: #VW$**#V W"# #VW"$*#'W$" V'

4F& #"W"# #"W"&*#V W#" #VW#V*#V W#) #VW$#*#'W#V 'V #V W#) #VW$V*#V W$: #VW$**#V W"# #VW"$*#'W#* V#

4F"& #"W#$ #"W"'*#"W"* #"W"&*#V W#V #VW#'*#'W#V :" #V W#$ #VW#V*#V W#) #VW$#*#V W$* #VW$&*#'W#) '#

4FV# #VW#V #VW#%*#V W#: #VW#**#V W$% #VW$:*#'W#V V" #V W$V #VW$V*#V W$: #VW$**#V W$) #VW"#*#'W$$ V#

4FV$ #VW#V #VW#%*#V W#& #VW#)*#V W$% #VW$:*#'W#* V: #V W$' #VW$%*#V W$& #VW$)*#V W": #VW"**#'W"$ V)

4FV" #"W"& #"W"&*#V W#' #VW#%*#V W$$ #VW$"*#'W#V V% #V W#% #VW#%*#V W$% #VW$:*#V W$& #VW$)*#'W#) V:

4F'V #"W#$ #"W"#*#"W"V #"W"'*#V W#V #VW#'*#V WV# %) #"W"' #"W"&*#V W#" #VW#V*#V W$' #VW$%*#'W#) '%

4F'* #$WV$ #"W"#*#"W"" #"W"V*#V W#V #VW#'*#'W#V :V #V W#% #VW#%*#V W$% #VW$:*#V W"# #VW"$*#'W$V '#

4F%' #$WV$ #"W"&*#V W#" #VW#V*#V W#) #VW$#*#'W#* :* #V W#% #VW#)*#V W$: #VW$**#V W"# #VW"$*#'W$V '#

4F%% #"W"& #"W"&*#V W#" #VW#V*#V W$$ #VW$"*#'W#V V% #V W#% #VW#%*#V W$: #VW$**#V W"# #VW"$*#'W$$ V&

4F%& #"W"& #"W"&*#V W#' #VW#%*#V W$$ #VW$"*#V W"' "% #V W$V #VW$V*#V W$* #VW$&*#V W"' #VW"%*#'W#) "&

4F%) #"W#$ #"W"#*#"W"V #"W"'*#"W"& #VW#$*#V W"' %" #"W"V #"W"**#"W"& #VW#$*#V W#% #VW#:*#'W#* 'V

4F:$ #"W"' #"W"'*#"W"* #"W"&*#V W#V #VW#'*#V WV# V% #V W#% #VW#%*#V W$# #VW$$*#V W$& #VW$)*#'W#V V#

4F:V #$WV$ #"W"'*#V W#" #VW#V*#V W#: #VW#**#V WV# %) #V W$# #VW$$*#V W$: #VW$**#V W"# #VW"$*#'W$V V'

4F:' #$WV$ #"W"#*#"W"* #"W"&*#V W#% #VW#:*#V WV# %) #V W#% #VW#)*#V W$" #VW$V*#V W$& #VW$)*#'W$$ V&

4F*$ #"W"' #"W"'*#"W"* #"W"&*#V W#) #VW$#*#V WV# V% #V W#) #VW#)*#V W$" #VW$V*#V W$& #VW$)*#'W$V V:

4F$$' #"W"# #"W"#*#"W"* #"W"&*#V W#% #VW#:*#'W#V 'V #V W#% #VW#%*#V W$" #VW$V*#V W$) #VW"#*#'W#* V'

4F$*) #$WV$ #$WV$*#"W$) #"W"#*#V W#V #VW#'*#'W#V :V #"W"* #"W"&*#V W$# #VW$$*#V W$* #VW$&*#'W$$ ''

变异系数 #.&*: #."&$ #.$'& #.#%& #."&* #.'&% #.V:& #."%% #.#&' #.$V#

"#$' 年试供的浙江红花油茶 "" 个无性系大多

在 V 月上旬开花!开花期有较大差异!花期持续时间

均值为 V:." H!但无性系间差异较大!无性系 4F'V

花期持续时间最长!为 '% H!无性系 4F%& 只有 "& H!

极差为 $* H!其余的无性系花期持续时间都在 V#

'% H 之间) 第一朵花开放时间最早的是无性系

HF$''%4F%)%4F'V"" 月 "V 日*" 月 "' 日#!其次为

无性系 4F$*)"" 月 "* 日#!最晚的是无性系 4FV$"V

月 $' 日#!第一朵花开放时间最早与最晚相差 $) H!

与 "#$V 年第一朵花开放时间相比较集中) 无性系

4F%)% 4F'V% 4F$*)% HF$''% 4F"&% 4FV"% 4F'*% 4F%%%

4F:$%4F$$' 进入始花期相对较早"" 月 "* 日*V 月

* 日#!无性系 HF$%)%4F%'%4F:'%4F*$%4F:V%HF$V#%

HF$%:%4F'%4F&%4FV#%4F%&%4FV$ 进入始花期相对较

晚"V 月 & 日*V 月 $% 日#!其中无性系 4F%) 最早进

入始花期"" 月 "* 日#!无性系 4FV$ 最晚进入始花

期"V 月 $% 日#!极差为 $: H!进入始花期的平均日

期是 V 月 & 日) 无性系 4F%) 最早进入盛花期"V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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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其次是无性系 4F'V%HF$''%4F"&"V 月 V 日*V

月 $# 日#!无性系相对较少!无性系 4F:$%4F$*)%

4F:'% 4F*$% 4F$$'% HF$%)% HF$V#% 4FV"% 4F'*% 4F'%

4F&%4FV#%4F%'%4F%%%4F:V%HF$%:%4F%& 进入盛花期

较集中"V 月 $$ 日*V 月 $& 日#!无性系 4FV$ 最晚

进入盛花期"V 月 $) 日#!最早与最晚进入盛花期相

差 $& H!进入盛花期的平均日期为 V 月 $$ 日) 无性

系 4F%) 最早进入末花期"V 月 : 日#!其次为无性系

HF$''%4F'V"V 月 $' 日*V 月 $% 日#!无性系 4F"&%

4F$*)% HF$V#% 4FV"% 4F:$% 4F:'% 4F*$% 4FV#% 4F$$'%

4F'%4F&%4F'*%4F%'%4F%%%4F:V%HF$%)%HF$%:%4F%&

进入末花期集中"V 月 $& 日*V 月 "% 日#!无性系

4FV$ 最晚进入末花期"V 月 "* 日#!最早与最晚进入

末花期相差 "$ H!进入末花期的平均日期为 V 月 "#

日) 无性系 HF$'' 最早凋谢 "' 月 $ 日#!无性系

4FV$ 最晚凋谢"' 月 "$ 日#!最早与最晚凋谢时间相

差 "# H!无性系 4F:$%4F&%4F%)%4F$$'%4F"&%4FV"%

4F'V%4F%&%4F$V#%HF$%) 凋谢时间相对较早"' 月 V

日*' 月 $# 日#!无性系 4F$%:% 4FV#% 4F%%% 4F:'%

4F$*)%4F'%4F'*%4F%'%4F:V%4F*$ 凋谢时间相对较

晚"' 月 $$*' 月 $V 日#!落花时间集中)

综合 "#$V*"#$' 年花期观测结果!从整体来

看!浙江红花油茶 "" 个无性系开花物候差异显著!

花期在无性系间变异较大!可作为重要的研究性状

进行筛选)

?.?>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不同年份花期物候

由表 $ 可看出!在自然条件下!试供的浙江红花

油茶无性系花期一般开始于 $ 月下旬!结束于当年

的 ' 月中下旬!整个花期物候总历时$"#$V 年从 $ 月

V$ 日至 ' 月 * 日历时 :* H!"#$' 年从 " 月 "V 日至 '

月 "$ 日历时 %& H!两年平均历时 :".% H+"#$V 年%

"#$' 年 "" 个无性系花期持续时间均值分别为 '*h#

H%V:." H)

"#$V 年%"#$' 年花期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

和 #.$V#!总体上花期的变异系数均较小!说明以上

"" 个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相对集中!且 "#$'

年相比 "#$V 年无性系开花更集中) 无性系第一朵

花开放时间变异系数s始花期变异系数s盛花期变

异系数s末花期变异系数) 无性系之间第一朵花开

放时间差别明显!极差大!且变异系数最大!分别为

#.&*: 和 #.'&%!说明浙江红花油茶不同无性系第一

朵花开放时间最为分散+无性系之间末花期的变异

系数最小!为 #.#%& 和 #.#&'!说明浙江红花油茶无

性系落花集中+其次变异系数较小的是盛花期!说明

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集中!增加了无性系之间

杂交授粉的几率!同时开花观赏期也较集中)

浙江红花油茶是冬春开花树种!开花期容易受

到温度%降雨%降雪等气候因子的影响) 从表 $ 可看

出!不同年份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时间不同!

"#$' 年各开花期大多比 "#$V 年晚 $% H 左右!这与

"#$' 年入春比 "#$V 年晚半个多月有关!且 "#$' 年

" 月份出现了连续的降雪天气!降雪导致花期滞后)

浙江红花油茶最适开花温度为 $&d以上!温度越

高!花期持续时间就越短)

?.A>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期变化特点

从图 $%图 " 可看出!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始花

期持续时间一般较短!"#$V 年始花期最短的为 V H!

大部分为 # $# H!最长的始花期为 "$ H!始花期 #

$# H所占比例为 )%.%=+"#$' 年始花期最短的为

" H!始花期范围 # $% H!最长的为 $V H!始花期 #

% H%: $# H%$$ $% H 所占比例分别 '%.%=%

V:.'=%$&.$=) 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盛花期持续

时间较短!"#$V 年盛花期最短的为 V H!最长的为 $$

H!大部分盛花期为 # $# H!盛花期 # % H%: $#

H%$$ $% H 所占比例分别为 '%.%=%%#=%'.%=+

"#$' 年盛花期最短的为 " H!最长的为 $$ H!大部分

图 $!"#$V 年各开花期持续时间分布

盛花期为 # $# H!盛花期 # % H%: $# H%$$

$% H所占比例分别为 :V.:=%V$.&=%'.:=) 浙江

红花油茶无性系单株末花期持续时间较长!其均值

较始花期和盛花期持续时间均值之和都长!"#$V 年

末花期最长的为 V$ H!最短的为 $V H!大部分为 "$

V# H!末花期 $$ $% H%$: "# H%"$ "% H%":

V# H%V# V% H 所占比例分别为 '.%=%'.%=%

'#.)=%V:.'=%$V.:=+"#$' 年末花期最长的是 VV

H!最短的是 $: H!大部分为 $: V# H!末花期 $:

"# H%"$ "% H%": V# H%V# V% H所占比例分别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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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年各开花期持续时间分布

综合图 $%图 " 和表 " 可看出!不同年份浙江红

花油茶无性系始花期%盛花期%末花期持续时间不存

在明显差异!始花期介于 # $% H!持续时间均值为

:.# *.# H+盛花期介于 # $% H!持续时间均值为

'.) :.# H+末花期介于 $$ V% H!持续时间均值

为 "".% "%.' H) 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盛花期持

续时间变异系数较初花期%末花期持续时间小!说明

盛花期开花集中)

表 ?>各开花期持续时间均值及范围

项目
"#$V 年花期持续时间_H

始花期 盛花期 末花期

"#$' 年花期持续时间_H

始花期 盛花期 末花期

均值 :.# :.# "%.' *.# '.) "".%

范围
V "$ V $$ $V V$ V $V " $$ $: VV

变异系数 #.:"# #.#)& #.$*V #.'$$ #.'%) #.$**

?.B>浙江红花油茶不同无性系开花数量分析

从表 V 可看出!浙江红花油茶 "" 个无性系单株

开花量范围为 # "'* 朵!无性系 HF$%: 开花数量最

多!均值为 $*).* 朵!4FV#%4F%& 开花数量最少!均值

为 :.V 朵) 浙江红花油茶可分为多花量%中花量%少

花量%极少花量品种!所试无性系多花量类型$

HF$%:%4F%'% 4F*$% 4F$*)+中花量类型$ 4F&% 4F"&%

4FV$%4F'V% 4F'*% 4F%)% 4F:V+少花量类型$ HF$''%

HF$%)%4FV"%4F%%%4F:'+极少花量类型$HF$V#%4F'%

4FV#%4F%&%4F:$%4F$$')

表 A>不同无性系开花数量均值及范围

无性系号 均值_朵 范围_朵 变异系数 无性系号 均值_朵 范围_朵 变异系数

HF$V# $'.V

# "#

#.V%& 4F'* *'.*

:' *)

#.#:#

HF$'' "%.*

& V#

#.V)& 4F%' $#).#

$" $*V

#.*&'

HF$%: $*).*

$"" "'*

#.V%$ 4F%% '".#

!& ::

#.:&*

HF$%) V).*

"* :"

#.'&) 4F%& :.V

!" )

#.V)*

4F' $".#

V *

#.*": 4F%) $"%.#

!# $%"

#.$&*

4F& $#:.V

!' $'$

#.)V' 4F:$ $'.V

!' V#

#.)%"

4F"& )).#

$* $%*

#.*V& 4F:V *%.*

': $$:

#.':"

4FV# :.V

# )

#.V:% 4F:' V*.V

$" *%

#.&)$

4FV$ %).*

!) $$V

#.&V$ 4F*$ $$".#

V) "#%

#.*%*

4FV" V).V

% :%

$.$V# 4F$$' $V.V

!V "V

#.:V&

4F'V :$.*

"% &$

#.%$% 4F$*) $%V.#

$%# $%*

#.#"'

对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每个单株开花数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出"表 '#!"" 个无性系之间开花

数量存在极显著差异"Fr#.#$#) 经多重比较可看

出"图 V#!无性系 4F%)%4F*$%4F%'%4F&%4F"&%4F:V%

4F'*%4F'V%4FV$%4F%% 之间开花数量不存在显著差

异!其中无性系 4F%) 开花数量最大!均值为 $"%.#

朵!显著高于无性系 4F'V%4FV$%4F%%+无性系 HF$%)%

4FV"%4F:'%HF$''%4F:$%HF$V# 之间开花数量不存在

显著差异!其中 HF$%) 开花数量最大!均值为 V).*

表 B>不同无性系开花数量方差分析

误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值 F值

无性系间 $:# #&'.:"$ "$ * :"V.#**

V.&'

!!

#.###

无性系内 &* V*".### '' $ )&%.*"*

总数 "'* '%:.:"$ :%

!!注$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

朵!显著高于无性系 4F:$%HF$V#!均值为 $'.V 朵+无

性系 4F$$'%4F'%4FV#%4F%& 之间开花数量不存在显

著差异!均值分别为 $V.V%$".#%:.V%:.V 朵!无性系

4FV#%4F%& 开花数量最少)

V!小结与讨论

浙江红花油茶为冬春开花的树种!正是一年四

季缺少花和色彩的季节,$%-

!花色红艳!具有极高的

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浙江红花油茶能在高海拔地

区正常开花结实!但在低海拔地区正常开花!结实很

少) 对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物候%花期长短%开

花数量等进行调查研究!可为后期开展优良品种选

育%园林观赏主栽品种选择等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低海拔地区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整体花期开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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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达 %=显著水平)

图 V!不同无性系开花数量多重比较

于 $ 月下旬!结束于 ' 月中下旬!长达 :".% H!花期

较为集中!属于'持续开花模式(!但无性系早期开

花较分散!一般为一株树上几朵花!开花期容易受到

气候的影响!这与王开良等,$$-在浙江缙云县大洋山

林区研究得出浙江红花油茶总体花期在 " 至 % 月份

大致相吻合!但低海拔和高海拔地区之间无性系开

花特性差异还有待后续研究)

低海拔地区 "" 个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开花物

候差异显著!同一无性系在不同年份开花物候存在

一定的差异!在不同年份开花次序却相对稳定!开花

期最早的是无性系 HF$''!最晚的是无性系 4FV$+花

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无性系 4F%'%4F$*)!两年花期

持续时间均值为 %V.% H!最短的是无性系 4F%&!两年

花期持续时间均值为 ":.% H)

浙江红花油茶无性系第一朵花开放时间变异系

数s始花期变异系数s盛花期变异系数s末花期变

异系数!无性系单株始花期%盛花期%末花期持续时

间均值分别为 :.# *.# H%'.) :.# H%"".%

"%h' H!无性系单株末花期持续时间均值较始花期

和盛花期持续时间均值之和都长!且不同年份始花

期%盛花期%末花期持续时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浙江红花油茶不同无性系开花时间%开花速度

不一致!其中无性系 HF$''%4F:$ 花期早!花期短!开

花整齐!开花速度较快+无性系 HF$V#%HF$%:%4F'%

4F&%4FV#%4F%&%4F:V 花期晚!花期短!开花整齐) 这

些花期物候特性为今后浙江红花油茶园林观赏主栽

品种%配栽品种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 园林观赏品

种除了花期外!花量也是很重要的品质) 无性系

HF$%:%4F&%4F"&%4FV$%4F'V%4F'*%4F%)%4F:V%4F%'%

4F*$%4F$*) 花量多!开花集中!可以初步考虑作为园

林观赏推广品种) 此外!同一无性系花期在不同年

限存在差异!可能与本身树体大小%生长环境因子有

关!有必要后续深入研究浙江红花油茶花期物候与

树体本身营养生长及环境气候因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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