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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山茶品种的耐晒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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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筛选出耐晒性较强的山茶花品种,以烈香、六角大红、克瑞墨、金花茶、五色赤丹、迪斯 6 个

品种为试验材料,研究不同光照强度(全光照、遮阴率 50%、遮阴率 70%、遮阴率 90%)对植物形态

指标及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从生长特性、叶绿素含量、生物量积累等方面来看,全光照条

件下品种迪斯、克瑞墨的生长表现最好,不同程度的遮阴处理均影响各品种的生长。 最终筛选出品

种迪斯、克瑞墨作为耐晒性较强的山茶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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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creen
 

out
 

the
 

varieties
 

of
 

Camellia
 

japonica
 

with
 

strong
 

sunlight
 

resistanc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ight
 

intensity
 

(full
 

light,
 

50%
 

shade,
 

70%
 

shade
 

and
 

90%
 

shade)
 

on
 

plant
 

morpho-
logical

 

indexes
 

and
 

chlorophyll
 

content
 

were
 

studied
 

with
 

six
 

varieties
 

of
 

Strong
 

Fragrance,
 

Hexagonal
 

Red,
 

Kremer,
 

Jinhuacha,
 

Wuse
 

Chidan
 

and
 

L.
 

T.
 

Dees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the
 

aspects
 

of
 

growth
 

characteristics,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biomass
 

accumulati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L.
 

T.
 

Dees
 

and
 

Kremer
 

under
 

full
 

light
 

was
 

the
 

best,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shading
 

treatment
 

would
 

affect
 

their
 

growth.
 

Finally,
 

L.
 

T.
 

Dees
 

and
 

Kremer
 

were
 

selected
 

as
 

Camellia
 

japonica
 

varieties
 

with
 

strong
 

sunlight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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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又称山茶花,是山茶科、山茶属多种植物

和园艺品种的通称,因其植株形姿优美,叶浓绿而光

泽,花形艳丽缤纷,受到世界园艺界的珍视,得到广

泛应用[1] 。 山茶喜温暖、湿润和半阴环境,为半阴

性花卉[2] ,自古以来有“阴茶花,阳牡丹”的说法,山
茶生长期要置于半阴半阳的散射光环境中,不宜接

受过强的阳光直射[3] ,特别是夏、秋季的正午要进

行遮荫,或放树下疏荫处[4] 。 由于其半阴特性,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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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常栽植于山林边缘、假山亭旁、院墙一角,北方以室

内盆栽种植为主,阳光直射的开阔地段种植较少。 为

扩大山茶在城市公园、庭院、行道绿化中的应用范围,
充分发挥山茶的观赏价值,以烈香、六角大红、克瑞

墨、金花茶、五色赤丹、迪斯 6 个品种的 2 年生健壮扦

插苗为试验材料,研究不同光照强度下山茶的形态

指标及叶绿素含量,筛选出耐晒性较强的山茶品种,
为山茶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的应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选择烈香、六角大红、克瑞墨、金花茶、五色赤

丹、迪斯 6 个山茶品种的 2 年生健壮扦插苗为试验

材料,各品种间苗木长势基本一致。 统一换盆,栽植

容器盆径大小为 28 cm,高 23 cm。 换植土、种植土

均为混合土壤(红壤土与泥炭土体积比为 2 ∶ 1)。
1. 2 试验设计

本实验设置 4 个处理,即对照 CK(全光照,遮阴

率 0%)、遮阴率 50%、遮阴率 70%、遮阴率 90%,每
个处理 15 盆,共计 360 盆。 选用黑色遮阴网进行遮

阴处理,采用 Li - 6400 便携式光合仪校准遮阴率。
将遮阴网固定到高 1. 8 m 的杉木杆上,四角固定到

地面,培养 2 个月后进行试验。 培养期间日常管养

水、肥、病虫害防治均为同等条件。 通过人为控制,
让盆栽山茶的生长尽量仅受不同遮阴率影响,再通

过定期测定植株的苗高、冠幅、根径、叶绿素含量等

指标分析 6 种常用于盆栽山茶的耐晒性。
1. 3 测定方法

1. 3. 1 苗高、冠幅、根径生长量测定

苗高以种植容器盆上沿口边为基准线至植株最

高点;冠幅选择植株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测定

植株最大投影宽度;苗高及冠幅指标均直接采用有

刻度的卷尺进行测量;根径以苗木土痕处的最大根

径值为准,采用游标卡尺测定。
1. 3. 2 叶片叶绿素含量测定

整株植株分上、中、下 3 层,每层选取 3 片不同

朝向的叶片,待叶片擦拭干净后,在避开主脉的同一

位置处用便携式叶绿素测定仪 SPAD-502Plus 测定

叶片叶绿素含量。
1. 3. 3 植株鲜重及干重测定

待试验结束后选取 5 株山茶,将植株从种植容

器盆中取出,清洗根部泥土,在清洗过程中需提前浸

泡根部,避免因清洗泥土导致植株的须根断裂,此步

骤需尽量保证植株的完整性。 清洗干净的植株置于

阴凉通风处,待根部无明显水珠后进行称重。 分别

称重整株山茶、叶片(含花蕾)、茎杆、根的鲜重;将
称重完的根、茎、叶置于 65℃ 条件下连续烘 48 h 直

至恒重,然后再次称重,进行鲜重、干重对比分析。
1. 4 数据分析

本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2007 进行整理,用 DPS
 

V15. 10 进行方差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遮阴率对 6 种盆栽山茶生长特性的影响

不同品种山茶的形态特征在不同遮阴处理下存

在差异,从植株外观看,迪斯、克瑞墨、五色赤丹、烈香、
六角大红品种在全光照处理下植株长势正常,叶片浓

绿、有光泽且未发生明显灼伤的现象,5 种山茶在其他

遮阴处理下长势正常,苗高和地径生长速度差异显著;
金花茶品种在全光照条件下长势较差,叶片变黄、干枯

甚至出现植株死亡的情况,而在其他遮阴处理下长势

正常,部分植株叶片变黄、干枯,无植株死亡的现象。
不同遮阴处理对 6 种茶花苗高、地径增长量差

异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遮阴处理对 6 个山茶品种苗高及地径的增长量影响

Tab. 1　 Effect
 

of
 

different
 

shading
 

treatments
 

on
 

the
 

growth
 

of
 

seedling
 

height
 

and
 

diameter
 

of
 

six
 

Camellia
 

japonica
 

varieties

遮阴率
(处理)

/ %

苗高增长量 / cm

金花茶 烈香 克瑞墨 六角大红 迪斯 五色赤丹

地径增长量 / mm

金花茶 烈香 克瑞墨 六角大红 迪斯 五色赤丹

0 23. 85±
3. 20

15. 74±
2. 44

11. 65±
1. 54

7. 44±
1. 67

16. 29±
1. 63

16. 07±
1. 84

3. 36±
0. 49

9. 12±
0. 57

4. 15±
0. 57

4. 41±
0. 49

6. 08±
0. 75

6. 92±
0. 29

50 39. 11±
3. 52

21. 71±
2. 88

6. 79±
1. 06

9. 72±
1. 38

3. 15±
0. 49

23. 46±
2. 54

4. 89±
0. 64

4. 95±
0. 66

1. 52±
0. 32

2. 10±
0. 34

0. 63±
0. 13

5. 16±
0. 55

70 40. 91±
3. 90

13. 95±
1. 92

8. 17±
1. 26

7. 03±
1. 17

3. 74±
0. 70

13. 82±
2. 66

4. 45±
0. 53

3. 90±
0. 49

0. 93±
0. 19

2. 01±
0. 41

0. 67±
0. 11

3. 55±
0. 50

90 26. 13±
3. 84

19. 81±
3. 38

4. 93±
0. 90

6. 53±
0. 96

5. 20±
0. 81

14. 05±
2. 43

3. 72±
0. 35

4. 62±
0. 58

2. 03±
0. 64

1. 79±
0. 39

1. 44±
0. 28

3. 29±
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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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 可知,金花茶、烈香、六角大红、五色赤丹

品种苗高增长量随遮阴率的升高总体上呈现先增大

后减小的趋势;品种金花茶在遮阴率 50%和 70%处

理下苗高增长量显著大于其他处理组;烈香、六角大

红、五色赤丹品种在遮阴率 50%处理下苗高增长量

最大;迪斯、克瑞墨品种苗高增长量随遮阴率的升高

呈显著减小趋势,全光照下苗高增长量明显大于其

他处理组。 金花茶品种地径增长量随遮阴率的增大

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遮阴率 50%和 70%处理

地径增长量稍大于其他处理组,烈香、克瑞墨、六角

大红、迪斯、五色赤丹品种地径增长量随遮阴率的增

大总体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全光照下地径增长量

明显大于其他处理组。
2. 2 不同遮阴率对 6 种盆栽山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对光合作用起着决定性作用,可见光能

促使叶绿素的形成,光照的强弱、温度的高低均会对

植株体内的叶绿素含量产生影响[5-6] 。 叶绿素含量

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植物同化物质的能力[7] ,不同

遮阴率处理显著影响山茶叶片叶绿素含量(表 2)。

表 2　 不同遮阴处理对 6 种山茶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Tab. 2　 Effect
 

of
 

different
 

shading
 

treatments
 

on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of
 

six
 

Camellia
 

japonica
 

varieties

遮阴率
(处理)

/ %

叶绿素含量(SPAD 值)

金花茶 烈香 迪斯 克瑞墨
五色
赤丹

六角
大红

0 65. 5±
3. 60

63. 53±
1. 98

69. 56±
1. 59

72. 39±
1. 41

78. 07±
1. 71

77. 75±
2. 07

50 70. 53±
3. 22

62. 04±
1. 25

62. 04±
1. 75

66. 43±
1. 78

71. 62±
1. 71

70. 64±
2. 30

70 56. 94±
1. 54

64. 91±
1. 19

62. 03±
1. 63

71. 46±
1. 60

70. 21±
2. 28

71. 49±
1. 85

90 64. 07±
1. 69

65. 73±
1. 29

65. 02±
1. 73

72. 03±
1. 79

72. 37±
1. 78

66. 21±
1. 79

　 　 从表 2 可知,与全光照相比,不同遮阴处理下不

同品种叶绿素含量有明显变化。 随着遮阴率的增

大,迪斯、五色赤丹、六角大红品种叶绿素含量总体

呈递减趋势;品种烈香叶绿素含量有小幅度上升,克
瑞墨品种叶绿素含量有小幅下降,但总体变化不明

显;品种金花茶叶绿素含量则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

趋势,在遮阴率 50%处理下叶绿素含量最高。
2. 3 不同遮阴处理对 6 种山茶生物量积累及其分配

的影响

遮阴强度的变化显著影响了山茶生物量的积累

(表 3)。

从表 3 可知,五色赤丹品种在遮阴率 50%处理

下生物量积累最大,但与全光照处理间未见显著差

异,遮阴率 70%和 90%处理降低了其生物量积累,
且随遮阴率增大呈下降趋势。

生物量在植株各部分的分配中,随遮阴程度的

增加,不同遮阴率对五色赤丹品种叶生物量比的影

响大小依次为:50% > 0% > 70% > 90%,不同处理间

均无显著差异;对茎生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
90% > 0% > 70% > 50%,其中遮阴率 90%处理与全光

照处理间差异显著;对根生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

为:50% > 0% > 90% > 70%;对冠根比的影响大小依

次为:90% > 70% > 0% > 50%,不同处理间均无显著

差异。
山茶品种六角大红在全光照处理下生物量积累

最大,随遮阴程度增加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处理间均

无显著差异。 随遮阴程度的增加,叶生物量比逐渐

减小,不同遮阴率对茎生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
0% = 70% > 90% > 50%,不同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
对根生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90% >50% >70% >
0%,对冠根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0% > 70% > 50% >
90%,其中遮阴率 90%与全光照处理间差异显著。

山茶品种迪斯在全光照处理下生物量积累最

大,不同遮阴率对生物量积累的影响大小依次为:
0% > 50% > 90% > 70%,且遮阴率 90%与全光照处理

间差异显著。 随遮阴程度的增加,叶生物量比逐渐

减小,且遮阴率 90%与全光照处理间差异显著;茎
生物量比和根生物量比逐渐增大,其中不同处理间

茎生物量均无显著差异,而根生物量显著差异;冠根

比逐渐减小,不同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
山茶品种烈香在全光照处理下生物量积累最

大,不同遮阴率对生物量积累的影响大小依次为:
0% > 70% > 90% > 50%,不同处理间有显著差异。 随

遮阴程度的增加,不同遮阴率对叶生物量比和茎生

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0% > 90% > 50% > 70%,
且遮阴率 90%与全光照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对根

生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70% > 0% = 90% > 50%,
对冠根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0% > 90% > 50% > 70%,
且遮阴率 90%与全光照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

山茶品种金花茶在全光照处理下生物量积累最

小,不同遮阴率对生物量积累的影响大小依次为:
50% > 70% > 90% > 0%,但不同处理间均无显著差

异。 随遮阴程度的增加,不同遮阴率对叶生物量比

的影响大小依次为:70% > 90% > 50% > 0%,茎生物

量比逐渐减小,遮阴率 90%与全光照处理间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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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遮阴处理对 6 种山茶生物量积累和分配的影响

Tab. 3　 Effect
 

of
 

different
 

shading
 

treatments
 

on
 

biomass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ix
 

Camellia
 

japonica
 

varieties

品种
遮阴
率
/ %

生物量 / g

叶 茎 根 总计

生物量比

叶 茎 根
冠根比

五色
赤丹

0 44. 31±6. 74a 27. 50±4. 14a 24. 26±4. 80a 97. 70±14. 90a 0. 45±0. 02a 0. 29±0. 03b 0. 24±0. 02a 3. 17±0. 30a

50 44. 71±2. 51a 28. 23±1. 16a 24. 53±2. 70a 98. 14±6. 11a 0. 46±0. 01a 0. 29±0. 01b 0. 25±0. 01a 3. 07±0. 25a

70 26. 54±4. 93b 18. 99±4. 11a 13. 16±3. 34b 64. 81±11. 97ab 0. 43±0. 05a 0. 29±0. 02b 0. 20±0. 02a 3. 66±0. 23a

90 25. 75±4. 15b 21. 18±2. 43a 13. 36±2. 43b 60. 55±8. 79b 0. 42±0. 01a 0. 36±0. 01a 0. 22±0. 01a 3. 62±0. 27a

六角
大红

0 50. 11±1. 98a 31. 66±2. 44a 20. 37±2. 02a 101. 74±2. 21a 0. 49±0. 02a 0. 31±0. 02a 0. 20±0. 02b 4. 23±0. 55a

50 47. 81±6. 75a 26. 19±3. 04a 25. 71±7. 54a 99. 65±16. 08a 0. 49±0. 02a 0. 27±0. 01a 0. 24±0. 03ab 3. 33±0. 42a

70 37. 49±3. 74ab 24. 61±1. 77a 18. 33±2. 37a 80. 32±6. 91a 0. 47±0. 01a 0. 31±0. 02a 0. 23±0. 02b 3. 51±0. 31ab

90 26. 85±3. 70b 23. 60±5. 64a 24. 76±6. 09a 76. 91±14. 06a 0. 36±0. 02b 0. 30±0. 02a 0. 31±0. 03a 2. 21±0. 22b

迪斯 0 42. 28±3. 00a 33. 31±3. 12a 21. 44±2. 69a 96. 17±7. 93a 0. 44±0. 01a 0. 35±0. 01a 0. 22±0. 01b 3. 62±0. 26a

50 15. 42±3. 52b 12. 70±2. 78b 8. 56±1. 34b 36. 84±7. 75b 0. 41±0. 01a 0. 34±0. 01a 0. 24±0. 01ab 3. 16±0. 20a

70 9. 53±3. 81b 10. 25±2. 07b 7. 54±0. 68b 27. 98±5. 81b 0. 30±0. 06b 0. 38±0. 04a 0. 29±0. 04a 2. 58±0. 61a

90 9. 84±3. 13b 10. 84±1. 08b 7. 93±0. 70b 28. 59±7. 93b 0. 31±0. 05b 0. 40±0. 03a 0. 29±0. 02ab 2. 51±0. 27a

烈香 0 51. 17±6. 48a 63. 83±6. 66a 47. 11±3. 02a 160. 09±14. 34a 0. 32±0. 02a 0. 40±0. 01a 0. 30±0. 02b 2. 43±0. 19a

50 33. 58±4. 24b 41. 98±5. 92b 32. 18±4. 72b 111. 67±14. 80b 0. 31±0. 01b 0. 37±0. 01ab 0. 29±0. 01b 2. 37±0. 05a

70 41. 02±1. 45ab 52. 09±1. 81ab 51. 89±2. 63ab 148. 28±5. 44ab 0. 28±0. 02a 0. 35±0. 01b 0. 35±0. 01a 1. 81±0. 10a

90 39. 49±3. 90ab 50. 07±7. 69ab 38. 56±6. 08ab 128. 41±17. 01ab 0. 31±0. 01a 0. 39±0. 01a 0. 30±0. 02b 2. 38±0. 20b

金花
茶　

0 11. 68±3. 01a 17. 50±2. 93a 5. 95±1. 18a 35. 17±6. 90a 0. 32±0. 03b 0. 51±0. 02a 0. 17±0. 02a 5. 03±0. 74a

50 23. 99±2. 98a 29. 71±3. 37a 10. 31±1. 60a 63. 48±6. 16a 0. 38±0. 04ab 0. 47±0. 03ab 0. 16±0. 01a 5. 44±0. 48a

70 26. 05±7. 53a 28. 13±6. 87a 8. 80±2. 53a 62. 95±16. 83a 0. 41±0. 02a 0. 46±0. 01ab 0. 14±0. 01a 6. 34±0. 44a

90 21. 44±4. 12a 23. 41±3. 54a 8. 96±0. 89a 54. 49±8. 63a 0. 38±0. 03ab 0. 43±0. 01b 0. 18±0. 02a 4. 85±0. 59a

克瑞
墨　

0 23. 99±3. 36a 16. 04±2. 03a 12. 26±1. 12a 52. 07±5. 87a 0. 45±0. 03a 0. 31±0. 02a 0. 24±0. 02b 3. 28±0. 37a

50 16. 14±2. 94ab 10. 68±1. 70b 11. 73±1. 29a 38. 58±5. 82ab 0. 41±0. 02a 0. 28±0. 01a 0. 31±0. 02a 2. 26±0. 23a

70 14. 21±1. 26b 10. 63±0. 58b 10. 72±0. 87ab 35. 19±2. 07b 0. 40±0. 02a 0. 30±0. 01a 0. 31±0. 02ab 2. 36±0. 21a

90 13. 23±2. 31b 8. 85±1. 14b 8. 11±0. 68b 30. 18±3. 72b 0. 43±0. 03a 0. 29±0. 01a 0. 28±0. 03ab 2. 75±0. 42a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

显著;对根生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90% > 0% >
50% > 70%,对冠根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 70% >
50% > 0% > 90%,不同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

山茶品种克瑞墨在全光照处理下生物量积累最

大,随遮阴程度增加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处理间差异

显著。 随遮阴程度的增加,不同遮阴率对叶生物量

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0% > 90% > 50% > 70%,对茎

生物量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0% > 70% > 90% >
50%,对冠根比的影响大小依次为:0% > 90% > 70%
> 50%,不同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对根生物量比的

影响大小依次为:70% = 50% > 90% > 0%,且遮阴率

90%与全光照处理间差异显著。

3 讨论与结论

　 　 光是影响植物生长、存活和分布的重要生态因

子[8] ,不同植物对光照强度有不同的生理反应,体
现出不同的生长特征[9] 。
3. 1 苗高及地径增长量差异

光照强度影响植物生长。 与全光照处理相比,
不同程度的遮阴处理均会抑制品种迪斯、克瑞墨苗

高的增长,抑制品种迪斯、克瑞墨、烈香、五色赤丹、
六角大红地径的增长,而促进品种金花茶苗高、地径

的增长。 低遮阴率处理可促进品种烈香、六角大红、
五色赤丹苗高增长,高遮阴率处理将抑制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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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叶绿素含量

光照强度影响叶绿素的形成。 与全光照处理相

比,不同程度遮阴处理均会抑制品种迪斯、五色赤

丹、六角大红叶绿素的形成,对品种烈香、克瑞墨的

影响较小,低遮阴率处理可以促进品种金花茶叶绿

素的形成。
3. 3 生物量积累

光照强度影响植株生物量的积累。 与全光照处

理相比,低遮阴率处理不影响品种五色赤丹、六角大

红生物量的积累,但高遮阴率处理将抑制其生物量

积累。 不同程度遮阴处理均促进金花茶生物量积

累,而抑制品种迪斯、烈香、克瑞墨生物量积累,且对

品种迪斯抑制作用最强。 不同遮阴处理间 6 个品种

山茶生物量分配有差异,其中迪斯、克瑞墨两个品种

在全光照条件下叶生物量比最高,总生物量远高于

在其他遮阴处理,表明这两个品种山茶在全光照条

件下更倾向于长叶,有利于增加光合速率,使植株生

长速率更快。
综合不同测定指标得出,在全光照条件下,迪斯

和克瑞墨两个品种生长好于其他遮阴处理,且两者

间品种迪斯生长速率略高。 品种五色赤丹、六角大

红、烈香、金花茶在全光照条件下植株生长速率慢于

其他遮阴处理,但品种五色赤丹、六角大红、烈香间

无显著差异,品种金花茶在全光照条件下生长速率

最慢。 测定的数据一定程度反映出 6 种盆栽山茶对

光生境适应能力存在差异,品种迪斯和克瑞墨在全

光照条件下生长最佳,表明其耐晒性最强,品种五色

赤丹、六角大红、烈香相对较弱,品种金花茶耐晒性

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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