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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培育出矮生、花色艳丽的紫薇品种。 ［方法］通过矮生性状优良、引种美国的矮首领系列（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ｈｉｅｆ’）中的 ２ 个品种“矮生粉”“矮生堇”与灌木紫薇品种“粉娇容”“红火球”“繁花似锦”进行杂交，并对杂交 Ｆ１ 果实形状、坐果率、结实
率、发芽率、成苗率、花色、苗高、地径、分枝数、枝条长度等指标进行了分析。 ［结果］杂交后代蒴果全部呈椭圆形，果实颜色均为黑褐色，
不同杂交组合果实大小不同；不同的杂交组合其坐果率、结实率有较大的差异，其中 ２ 号杂交组合的坐果率最高，坐果率为 ７３．３％；１ 号、
５ 号、８ 号、９ 号结实率达到了 １００％，７ 号杂交组合的结实率最低；杂交苗发芽率有一定的差异，其中以矮生亲本为母本的杂交组合出苗
时间较早；以矮生亲本为父本的杂交组合成苗率高于以矮生亲本为母本的杂交组合；Ｆ１ 代的花色变异较广泛，但大部分在父母本花色变
异之间，亲本间花色相差较远的杂交组合，后代花色变异较大，有红火球作亲本的后代，不论作母本或是父本，都出现了复色花；不同杂
交组合的 Ｆ１ 代在苗高、地径、分枝数、枝条长度上的变异不同，其中 ２ 号和 ５ 号杂交组合的矮化性状较好。 ［结论］分别从 ２ 号和 ５ 号杂
交组合中选出了 ３ 个优良单株，为紫薇的新品种选育提供了育种材料。
关键词　 紫薇；杂交；育种；Ｆ１ 代；性状
中图分类号　 Ｓ ６８５．９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５１７－６６１１（２０１８）１８－００４７－０５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ａｐｅ Ｍｙｒｔ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ＸＵ Ｒｕｉ　 （Ｆｌ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ｙ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ｙａｎｇ， Ｈｅｎａｎ ４５５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ｗａｒｆ，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ｃｒａｐｅ ｍｙｒｔ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Ｔｗｏ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ｉｓｈｅｎｇｆｅｎ ａｎｄ Ａｉｓｈｅｎｇｊ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ｅ⁃
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ｃｈ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ｄｗａｒ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ｅｎｇｊｉａｏｒｏｎｇ，
Ｈｏｎｇｈｕｏｑｉｕ ａｎｄ Ｆａｎｈｕａｓｉｊｉｎ．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ｌｏ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ｏｖ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ｂｌａｃｋ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ｓ．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２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ｗａｓ ７３．３％；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ｏ．１，Ｎｏ．５，Ｎｏ．８ ａｎｄ Ｎｏ．９ ｗｅｒｅ １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７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ｈａｄ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ｗａｒ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
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ｈｅ ｄｗａｒ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ｗａｒ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ｂｕ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ｅ 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ｎｇ ｈｕｏｑｉｕ’ ａ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ｍａｌｅ ｏｒ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ｌｏｗｅｒ；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ｒａｎ⁃
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ｗａｒｆ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ｏ． ２ ａｎｄ Ｎｏ．５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２ ａｎｄ Ｎｏ． 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ｒａｐｅ ｍｙｒｔ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ｒａｐｅ ｍｙｒｔｌｅ；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Ｆ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基金项目　 安阳市重大科技专项（１４２１０２１１０１０５）。
作者简介　 许蕊（１９８２—），女，河南安阳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从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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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美国和日本等国已开展以抗病、矮化等为主要目

标的紫薇种间杂交育种。 我国天然资源丰富，现有紫薇属植

物 ２１ 种［１］，有许多种在抗病性、抗逆性上都明显优于紫薇。
紫薇与南紫薇、福建紫薇存在天然杂交种，说明紫薇易和相

关的近缘种产生种间杂交。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却一直没有

大规模地开展紫薇种间杂交育种工作。 进行紫薇的杂交育

种工作，培育出更多抗性强、花色鲜艳、花型特殊、观赏性强

的紫薇新品种是紫薇育种的重要任务之一，极大地丰富了夏

季园林景观品种［２］。 鉴于此，笔者开展了矮生紫薇与灌木紫

薇杂交，以期在 Ｆ１ 代初步筛选出一些具有矮生性状的优良

单株，同时也为紫薇新品种的培育提供育种材料，并在此基

础上选育新的紫薇品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杂交亲本的选择　 根据育种目标从引种美国的矮生紫

薇矮首领系列中选择了开花早、开花多、矮化性状好的 “矮
生粉”和“矮生堇”与灌木紫薇“粉娇容”“红火球”“繁花似

锦”进行杂交（图 １） ［３－４］。 其主要亲本开花性状见表 １。
１．２　 杂交试验设计　 以矮生性状优良的“矮生粉”“矮生堇”
与灌木品种“粉娇容”“红火球” “繁花似锦”为亲本进行杂

交，每个杂交组合授粉 ２０～３０ 朵花。
１．３　 杂交方法　 采用去雄、套袋、隔离人工授粉法。 挑选正

在松蕾的花朵进行去雄、套袋。 杂交袋上注明去雄日期、去
雄花蕾数。 第 ２ 天开袋检查，若柱头顶端变白有透明粘液则

表示已具备接受花粉能力，按照杂交组合进行授粉。 授粉后

第 ４～５ 天去袋。 在授粉 ２４ ｈ 后，紫薇子房已明显膨大，４ ～
５ ｄ后子房完全膨胀，说明授粉成功［５－６］。 记录果实的形状、
颜色、坐果率、结实率。
１．４　 杂种苗性状的观察　 将杂交种子晾晒，沙藏。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将不同杂交组合的种子分别撒播到育苗盘中，
基质为草炭、蛭石 １ ∶１比例混合［７］。 每天保持湿润，种子萌动

时开始记录，观测种子的发芽率、成苗率。
１．５　 后代性状的观察方法　 （１）在 １１ 月杂交苗停止生长

时，每个杂交组合随机选取 ２０ 株，测定苗高、地径、分枝数、
枝条长度。

（２）测量的工具和方法。 感官和测量工具相结合，定性

指标以目测为主。 花色主要以设计用色速查图典为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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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粉红色、艳红色、绛红色、淡紫色、堇色、紫色。 枝条长度用 钢尺测量，地径用游标卡尺测量。

注：Ａ～Ｅ．杂交亲本；Ｆ～Ｈ．杂交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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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杂交亲本及杂交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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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品种杂交亲本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种或品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ｒ ｖａｒｉｅｔｙ

拉丁学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采集或来源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ｉｅｓ 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性状特点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粉娇容 Ｌ．ｉｎｄｉｃａ ‘ｆｅｎ ｊｉａｏｒｏｎｇ’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示范基地 花粉红色，灌木

红火球 Ｌ．ｉｎｄｉｃａ ‘ｈｏｎｇ ｈｕｏｑｉｕ’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示范基地 花绛红色，灌木

繁花似锦 Ｌ．ｉｎｄｉｃａ ‘ｆａｎｈｕａ ｓｉｊｉｎ’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示范基地 花紫色，灌木

矮生粉 Ｌ．ｉｎｄｉｃａ ‘ａｉ ｓｈｅｎｇｆｅｎ’ 引种美国 花粉红色，矮生

矮生堇 Ｌ．ｉｎｄｉｃａ ‘ｆａｎｈｕａ ｓｉｊｉｎ’ 引种美国 花堇色，矮生

１．６　 数据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对杂交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杂交果实比较　 由表 ２ 可知，杂交后代蒴果全部呈

椭圆形，果实颜色均为黑褐色。 不同杂交组合果实大小不

同，９ 号杂交组合的果实纵径最长，为 ９．２６ ｍｍ，大于均值

８．２９ ｍｍ，６ 号杂交组合的果实纵径最短，为 ７．５６ ｍｍ；果实横

径最大的是 ９ 号杂交果，横径长 ８．２０ ｍｍ，最小的是 ６ 号杂交

８４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果，横径长６．９０ ｍｍ。
２．２　 杂交坐果率、结实率、发芽率、成苗率的比较　 ２０１５ 年

共开展了 １２ 个杂交组合，得到 ２０７ 个果实，平均坐果率为

５７．５％；平均结实率为 ９３．６％（表 ３）。 杂交获得的种子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播种，得出种子的发芽率为 ５６．６％，成苗率

为８４．７％。从表 ４ 可以看出，不同的杂交组合坐果率、结实率、
发芽率、成苗率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２　 不同杂交组合果实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杂交配置
Ｃｒｏｓ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果实纵径
Ｌｏｎｇ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果实横径
Ｓｈｏｒ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ｍｍ

蒴果形状
Ｓｈａｐｅ

蒴果颜色
Ｃｏｌｏｒ

１ 号 Ｎｏ．１ ♀矮生粉×♂粉娇容 ７．９４ ７．０２ 椭圆形 黑褐色

２ 号 Ｎｏ．２ ♀矮生粉×♂红火球 ８．２２ ７．６４ 椭圆形 黑褐色

３ 号 Ｎｏ．３ ♀矮生粉×♂繁花似锦 ９．１４ ８．００ 椭圆形 黑褐色

４ 号 Ｎｏ．４ ♀矮生堇×♂粉娇容 ７．９０ ７．００ 椭圆形 黑褐色

５ 号 Ｎｏ．５ ♀矮生堇×♂红火球 ８．２４ ６．９８ 椭圆形 黑褐色

６ 号 Ｎｏ．６ ♀矮生堇×♂繁花似锦 ７．５６ ６．９０ 椭圆形 黑褐色

７ 号 Ｎｏ．７ ♀粉娇容×♂矮生粉 ８．２０ ７．０２ 椭圆形 黑褐色

８ 号 Ｎｏ．８ ♀粉娇容×♂矮生堇 ９．１２ ８．２２ 椭圆形 黑褐色

９ 号 Ｎｏ．９ ♀红火球×♂矮生粉 ９．２６ ８．２０ 椭圆形 黑褐色

１０ 号 Ｎｏ．１０ ♀红火球×♂矮生堇 ８．９６ ７．９８ 椭圆形 黑褐色

１１ 号 Ｎｏ．１１ ♀繁花似锦×♂矮生粉 ８．８８ ７．６６ 椭圆形 黑褐色

１２ 号 Ｎｏ．１２ ♀繁花似锦×♂矮生堇 ８．４２ ７．２４ 椭圆形 黑褐色

均值 Ｍｅａｎ ８．２９ ７．４９

　 　 由于配置的杂交组合属于种内杂交，亲和力较高，因此

坐果率较高。 其中 ２ 号杂交组合的坐果率最高，坐果率为

７３．３％，其他杂交组合的坐果率相差不大，坐果率均较高，７
号杂交组合的坐果率较低，仅为 ３６．７％，１１ 号杂交组合的坐

果率其次，为 ４３．３％，这 ２ 个杂交组合是同一天授粉，这可能

与阴雨天授粉有关。
由表 ３ 可知，杂交组合结实率很高，１ 号、５ 号、８ 号、９ 号杂

交组合结实率达到了 １００％，而 ７号杂交组合的结实率最低。

表 ３　 杂交坐果率及结实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

ｎａｔｉｏｎ ％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坐果率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结实率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

发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成苗率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号 Ｎｏ．１ ６０．０ １００ ４８．０ ７８．６
２ 号 Ｎｏ．２ ７３．３ ９０．９ ５０．９ ８２．７
３ 号 Ｎｏ．３ ５６．７ ９４．１ ４５．６ ７９．３
４ 号 Ｎｏ．４ ５３．３ ９３．８ ３８．８ ７５．６
５ 号 Ｎｏ．５ ７０．０ １００ ５２．４ ８０．８
６ 号 Ｎｏ．６ ５３．３ ９３．８ ４７．３ ８０．９
７ 号 Ｎｏ．７ ３６．７ ８１．８ ５９．６ ８５．６
８ 号 Ｎｏ．８ ７０．０ １００ ６９．８ ９０．５
９ 号 Ｎｏ．９ ５０．０ １００ ７２．５ ９４．８
１０ 号 Ｎｏ．１０ ６３．３ ９４．７ ６９．９ ９０．５
１１ 号 Ｎｏ．１１ ４３．３ ８４．６ ５８．３ ８７．２
１２ 号 Ｎｏ．１２ ６０．０ ８８．９ ６５．５ ８９．９
均值 Ｍｅａｎ ５７．５ ９３．６ ５６．６ ８４．７

　 　 根据田间观察可知，杂交苗发芽率有一定的差异，其中

以矮生亲本为母本的杂交组合出苗时间较早，３ 月 １０ 日播种

后，５ ｄ 开始出苗，发芽较早，但发芽势不集中，发芽时间长，
直到 ３ 月 ２７ 号才停止发芽，其中 ４ 号杂交组合的发芽率最

低，仅有 ３８．８％；以矮生亲本为父本的杂交组合出苗稍晚，３
月 １７ 日开始出苗，但发芽势集中，其中 ９ 号杂交组合的发芽

率最高，达到 ７２．５％。
以矮生亲本为父本的杂交组合成苗率高于以矮生亲本

为母本的杂交组合，这可能与发芽势有关。 发芽势低，出苗

不集中，影响苗木的成苗率。 其中 ９ 号杂交组合的成苗率最

高，为 ９４．８％，４ 号杂交组合的成苗率最低，仅 ７５．６％。
２．３　 Ｆ１ 代花色变异的比较　 杂交获得的杂种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播种，当年能开花的占 ９１％。 其中以矮生品种为母

本的杂交苗开花较多，这也体现了矮生亲本开花早的特性。
由表 ４ 可知，亲本间花色相差较远的杂交组合，后代花

色变异较大，如母本“矮生粉”（粉红色）和父本“繁花似锦”
（紫色）杂交，后代花色变异较大，出现了艳红色、浅紫色的变

异花色；其次是堇色和粉红色亲本杂交，后代花色也出现了

变异。
由表 ４ 可知，母本“矮生粉”（粉红色）和父本“粉娇容”

（粉红色）杂交，后代没有出现花色上的变异；堇色和紫色作

亲本杂交，后代花色也没有发生变异。 因此在紫薇杂交育种

中应当选择花色相差较远的植株，这样有利于花色的变异，
以便选择出新花色的品种。

以“红火球”作亲本的后代，不论作母本或是父本，都出

现了复色花，如母本“红火球”（绛红色）和父本“矮生堇”（堇
色）杂交，出现了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和中间浅紫色，边缘

白色 ２ 种复色花，所占比例分别为 １９．９％和 １１．８％；反交亦出

现 ２ 种复色花，所占比例分别为 ７．９％ 和 ２５．３％；母本“红火

９４４６ 卷 １８ 期　 　 　 　 　 　 　 　 　 　 　 　 　 　 　 　 　 　 　 许 蕊　 紫薇杂交试验及后代早期性状分析



球”（绛红色）和父本“矮生粉”（粉红色）杂交，出现了中间粉

红色，边缘白色和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所占比例分别为

１０．５％ 和 １８．８％，反交亦出现 ２ 种复色花，所占比例分别为

１０．７％和 １０．９％。 红火球花蕾捏开后有的呈红色，有的为白

色，花偶有白边，复色花白边的出现与可能与亲本红火球

有关。

表 ４　 不同杂交组合 Ｆ１ 代花色变异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ｍｕｔａｔｅ ｏｆ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母本花色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父本花色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子代颜色及所占比例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号 Ｎｏ．１ 粉红色 粉红色 粉红色 １００％
２ 号 Ｎｏ．２ 粉红色 绛红色 粉红色 ５２．５％，复色（中间粉红色，边缘白色）１０．７％

复色（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１０．９％，艳红色 ２５．９％
３ 号 Ｎｏ．３ 粉红色 紫色 粉红色 ２５％，艳红色 ２５％，浅紫色 ２５％，紫色 ２５％
４ 号 Ｎｏ．４ 堇色 粉红色 堇色 ５２．２％，浅紫色 ２１．６％，粉红色 ２６．２％
５ 号 Ｎｏ．５ 堇色 绛红色 堇色 ４９．１％，复色（中间浅紫色，边缘白色）２５．３％

艳红色 １７．７％，复色（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７．９％
６ 号 Ｎｏ．６ 堇色 紫色 堇色 ５０．６％，紫色 ４９．４％
７ 号 Ｎｏ．７ 粉红色 粉红色 粉红色 １００％
８ 号 Ｎｏ．８ 粉红色 堇色 粉红色 ４７．２％，浅紫色 ２４．７％，堇色 ２７．６％
９ 号 Ｎｏ．９ 绛红色 粉红色 艳红色 ３７．６％，复色（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１８．８％

复色（中间粉红色，边缘白色）１０．５％，粉红色 ３３．１％
１０ 号 Ｎｏ．１０ 绛红色 堇色 艳红色 ３４．６％，复色（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１９．９％，复色（中间浅紫色，边缘白色）１１．８％，堇

色 ３３．７％
１１ 号 Ｎｏ．１１ 紫色 粉红色 紫色 ４８．２％，紫红色 ２５．６％，粉红色 ２６．２％
１２ 号 Ｎｏ．１２ 紫色 堇色 紫色 ５１．６％，堇色 ４８．４％

２．４　 Ｆ１ 代苗高和地径生长比较　 由表 ５ 可知，不同杂交组

合的苗木苗高有较大的差异。 其中 ２ 号杂交组合的矮化性

状最好，苗高为 ３３．２ ｃｍ，１１ 号杂交组合的矮化性状最差，苗
高为 ５０．１ ｃｍ。 矮生亲本做母本，杂交后代矮化性状较好。

表 ５　 不同杂交组合 Ｆ１ 代苗高、地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杂种苗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株

子代苗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Ｆ１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ｃｍ

子代地径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ｍ

１ 号 Ｎｏ．１ ２０ ３７．６±４．７ ０．４４±０．０５３
２ 号 Ｎｏ．２ ２０ ３３．２±３．３ ０．３８±０．０４１
３ 号 Ｎｏ．３ ２０ ４０．２±４．４ ０．４８±０．０４７
４ 号 Ｎｏ．４ ２０ ３９．４±４．９ ０．４８±０．０５１
５ 号 Ｎｏ．５ ２０ ３３．９±２．８ ０．４２±０．０３７
６ 号 Ｎｏ．６ ２０ ４０．８±３．５ ０．５０±０．０４９
７ 号 Ｎｏ．７ ２０ ４８．５±５．９ ０．６８±０．０７０
８ 号 Ｎｏ．８ ２０ ４７．８±６．２ ０．６０±０．０６８
９ 号 Ｎｏ．９ ２０ ４５．６±５．４ ０．５６±０．０５６
１０ 号 Ｎｏ．１０ ２０ ４４．３±４．８ ０．５６±０．０５９
１１ 号 Ｎｏ．１１ ２０ ５０．１±７．８ ０．７２±０．０７３
１２ 号 Ｎｏ．１２ ２０ ４９．５±７．０ ０．７０±０．０６０

　 　 各杂交组合内株高变异不同，其中 １１ 号杂交组合变异

幅度最大，２ 号杂交组合变异幅度最小。 矮生紫薇作母本的

杂交组合较矮生紫薇作父本的杂交组合变异幅度小。
此外，植株的株高和地径呈正相关，植株越高，地径越

粗。 杂交后代平均地径差异较大，其中 １１ 号杂交组合地径

最粗，地径为 ０．７２ ｃｍ，２ 号杂交组合地径最细，为 ０．３８ ｃｍ。
各杂交组合内地径变异程度不同，其中 １１ 号杂交组合

变异程度最大，５ 号杂交组合地径变异程度最小。
２．５　 Ｆ１ 代苗木分枝数和枝条长度的比较　 由表 ６ 可知，杂
种苗分枝数平均为 ４１．１，其中 ５ 号杂交组合后代分枝数最

多，为 ５１．８，而 １２ 号杂交组合分枝数最少，为 ３１．１；以矮生品

种作母本的杂交组合分枝数多于以矮生品种作父本的杂交

组合，说明矮生品种作母本的杂交组合后代的矮化性比矮生

品种作父本的杂交组合后代的矮化性要好。 枝条长度平均

为 １５．５ ｃｍ，１２ 号杂交组合后代枝条长度最长，为 １７．４ ｃｍ；２
号杂交组合后代枝条长度最短，为 １３．１ ｃｍ。

表 ６　 Ｆ１ 代分枝数和枝条长度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分枝数
Ｂｒａｎ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枝条长度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ｃｍ

１ 号 Ｎｏ．１ ４７．５±５．０ １５．９±５．７
２ 号 Ｎｏ．２ ４９．５±３．１ １３．１±４．５
３ 号 Ｎｏ．３ ４４．２±４．３ １４．４±４．９
４ 号 Ｎｏ．４ ４０．７±３．８ １５．０±５．９
５ 号 Ｎｏ．５ ５１．８±３．６ １３．６±５．７
６ 号 Ｎｏ．６ ４５．６±４．６ １４．２±６．７
７ 号 Ｎｏ．７ ３５．８±７．０ １７．１±８．４
８ 号 Ｎｏ．８ ３４．７±６．１ １６．９±７．１
９ 号 Ｎｏ．９ ４０．１±５．２ １５．５±６．６
１０ 号 Ｎｏ．１０ ３９．２±５．６ １５．９±６．４
１１ 号 Ｎｏ．１１ ３３．５±６．５ １７．０±７．８
１２ 号 Ｎｏ．１２ ３１．１±７．８ １７．４±８．９
均值 Ｍｅａｎ ４１．１±６．７ １５．５±１．５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不同杂交果实长短径的差异性分析　 杂交后代蒴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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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呈椭圆形，果实颜色均为黑褐色。 不同杂交组合果实大小

不同。 由于授粉时选择的都是中部较大、较饱满的母本花

蕾，因此结果后果实的饱满度较好。 在授粉时花蕾的选择很

重要，应选择中下部较大、较饱满、光泽度较好的花蕾进行

授粉。
３．２　 杂交坐果率、结实率、发芽率、成苗率的分析　 不同杂交

组合的坐果率、结实率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杂交组合的配置

过程中要选择好父母本。 紫薇是异花授粉植物，天然杂交率

高。 ８０ 年代，张启翔［１］曾对紫薇的品种及种质资源情况进行

调查，并进行初步杂交授粉试验，证明紫薇授粉较易结实，因
此用紫薇的合适资源通过杂交培育出新品种是可能的。

坐果率、结实率较低的杂交组合，除与亲本的遗传特性

相关外，还与外界环境有关，可能受以下几个方面影响：①去

雄时镊子碰伤了柱头或子房。 ②柱头无可授性。 选择母本

花蕾时一定要蕾大、光泽度好的花蕾，观察发现柱头开始产

生大量透明的粘液，柱头有可授性时进行授粉，结合花粉的

散粉时间，一般授粉在 １０：００ 进行。 ③阴雨天气。 雨水对花

朵的冲淋影响光合作用正常进行，致使花朵发育不良而出现

落花落果；阴雨天影响花粉散粉，花粉活力下降也会影响授

粉的成功率。 紫薇授粉一般在 ７ 月进行，此时雷雨活动频

繁，个别试验组合也受到了阴雨天气的影响。
杂交结实率与 Ｆ１ 代种子发芽率、成苗率之间未呈正相

关；除与种子自身的遗传特性有关外，外界环境条件（温、光、
水、肥）也影响种子的发芽率和成苗率。
３．３　 Ｆ１ 代性状分离　 试验的目的是用从美国引种的“矮生

粉”和“矮生堇”与灌木品种“粉娇容”“红火球”“繁花似锦”
进行杂交，以期培育出花色更多、更丰富的矮生品种。 试验

显示，Ｆ１ 代的花色变异较广泛，但大部分在父母本花色之间

变异，亲本间花色相差较远的杂交组合后代花色变异较大，
因此在紫薇花色育种中应当选择花色相差较远的亲本，以便

培育出花色变异的品种。 有红火球作亲本的后代，不论作母

本或是父本都出现了复色花，这可能与亲本红火球的基因型

有关。 ２ 号、５ 号、９ 号、１０ 号出现了变异花色。 其中，２ 号杂

交组合出现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的复色花植株，５ 号杂交组

合出现中间浅紫色，边缘白色的复色花植株和中间艳红色，
边缘白色的复色花植株，９ 号杂交组合出现中间艳红色，边缘

白色的复色花植株和中间粉红色，边缘白色的复色花植株，
１０ 号杂交组合出现中间艳红色，边缘白色的复色花植株和中

间浅紫色，边缘白色的复色花植株。 Ｆ１ 代绝大多数植株当年

都开花，只有极个别植株未开花，这可能都与矮生亲本作母

本杂交有关。
不同杂交组合的 Ｆ１ 代在苗高、地径、分枝数、枝条长度

上的变异不同。 其中 ２ 号和 ５ 号杂交组合的矮化性状较好。
紫薇的分枝数与花枝数呈一定的正相关，研究苗木的分枝数

及枝条的长度对研究紫薇的矮化性、花枝数、花序的长度有

一定的意义。 其中 ５ 号和 ２ 号杂交苗分枝数较多。
综上所述，分别从 ２ 号和 ５ 号杂交组合中选出了 ３ 个优

良单株，为紫薇的新品种选育提供了育种材料，同时也将继

续对 ３ 个优良单株的稳定性、一致性进行试验，从而选育出

矮生紫薇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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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扩展即年指标：这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主要描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 具体算

法为：

扩展即年指标＝该期刊当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该期刊当年发表论文总数

扩展他引率：指该期刊全部被引次数中，被其他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 具体算法为：

扩展他引率＝被其他刊引用的次数
期刊被引用的总次数

扩展引用刊数：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反映被评价期刊被使用的范围。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指在统计源期刊范围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全部期刊数量之比。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 引用刊数
所在学科期刊数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指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全部期刊数量的比例。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所在学科内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数量
所在学科期刊数

１５４６ 卷 １８ 期　 　 　 　 　 　 　 　 　 　 　 　 　 　 　 　 　 　 　 许 蕊　 紫薇杂交试验及后代早期性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