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名片

川渝共建乡土植物种质

创新与利用重庆市重点实验

室，依托重庆市风景园林科

学研究院与成都市植物园

（成都市公园城市植物科学

研究院）于 2021 年 5 月设立，

是川渝两地首个乡土植物种

质资源重点实验室，也是我

市城市管理系统获批的首个

市级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围绕乡土植物

种质资源保育、种质创新和

新品种选育、栽培生理与生

长发育调控研究、乡土植物

景观应用及生态服务功能 4

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拥有

一支 40 余人的科研队伍，其

中，博士和拥有高级职称的

技术人员21人。2022年投入

实验室建设和仪器设备费用

2000 余万元，已设立开放课

题8项、自设课题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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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山茶◆
花期从每年11月到次年4月。目前，川渝共建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

利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正在利用杜鹃红山茶、崇左金花茶等与川山茶进

行杂交，期望让川山茶的花期延长，实现四季开花。

□本报记者 张亦筑

5月24日早晨，西部（重庆）科学城的
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园
林研究院）中试科研基地，当一缕缕阳光拨
开云层撒向大地，山茶属种质圃里一株株
山茶仿佛正在慢慢地“苏醒”过来。

“这边是川山茶，那边是杜鹃红山茶、
崇左金花茶……”这里的每一株山茶，园林
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邹世慧都如数家
珍。

川山茶是川渝两地的乡土植物，花期
从每年11月到次年4月。不过，也许不久
的将来，它将四季开花。

“目前，在‘川渝地区山茶种质资源收
集及园林应用价值评价’项目的支持下，我
们正在利用杜鹃红山茶、崇左金花茶等四
季开花的山茶与川山茶进行杂交，期望让
川山茶的花期延长至一年四季。”邹世慧
说，这是川渝共建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
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乡土植物
实验室）成立以来，开展种质资源保育、引
种驯化、种质创新与利用的重要研究之一。

共建
扭转盲目引种“洋”植物现象，

守护乡土植物“芯片”

“川渝两地的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有高
等植物一万多种，超过全国总数的三分之
一。”邹世慧说，不过，过去川渝两地在城市
园林绿化中，应用的植物种类并不多。

实际上，放眼全国，各大主要城市采用
的植物材料存在“千城一面”的情况，甚至
有的城市盲目引种“洋”植物，对生态系统
造成破坏性影响。

“要推动现代种业创新、种植业高质量
发展，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国家生态安
全，加强种质资源保育、引种驯化、种质创
新与利用极为迫切。”邹世慧坦言。

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相当于种业
的“芯片”，是推动现代种业创新的物质基
础。为了守护乡土植物的“芯片”，作为川
渝两地园林科研院所的代表，2021年，园
林研究院与成都市植物园携手申报了乡土
植物实验室。

“作为川渝两地首个乡土植物种质资
源重点实验室，也是我市城市管理系统获
批的首个市级重点实验室，我们主要有三
大任务。”邹世慧说，具体包括：

一是全面调查川渝两地乡土植物资
源，对优质特色种质资源进行收集保存，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城市生物多
样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基
础。

二是加强对川渝地区乡土植物资源的

开发利用，满足城市景观美化、城市景观区
域特色和城市园林生物多样性的需求，缓
解现有植物材料单一、雷同的局面。

三是加强种质创新，扭转盲目引种
“洋”植物的现象，衔接下游苗圃产业发展
和市场推广，为特色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

共享
组织联合科考、互赠种质资源，

达到1+1＞2的效果

在中试科研基地里，有一个2500平方
米的智能温室，分为乡土植物观察试验区、
生产区、展示区三个区域。

记者看到，在这里，温度、湿度、光照、
土壤温度、土壤湿度、二氧化碳含量等各项
指标都被实时监测着，让各种各样的乡土
植物能够在这里舒适地“生活”。

“我们从野外收集回来的乡土植物，会
先放在观察试验区，以便很好地观察它的
生长状态。观察期可能是一两年，有的可

能长达三年或者更长时间。”园林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田中说。

要让乡土植物舒适地“生活”，科研人
员的工作就要繁重得多。他们会定期观察
这些植物，记录它们的生长数据，如株高、
冠幅、花期、花色、花的大小等。

在观察试验区过渡后，有的乡土植物
会被移植到生产区。在这里，科研人员会
做进一步研究，搞清楚乡土植物如何扩繁，
为下一步推广应用打好基础。

“我们差不多每两个月就会进行一
次野外科考，走遍了川渝两地很多大
山。”田中称，为了收集乡土植物，他和团
队成员曾经一天在山里徒步24公里。仅
仅是2022年，他们就收集了51种乡土植
物。

据介绍，乡土植物实验室建成以来，川
渝两家单位的科研人员组织了两次联合科
考，走访了川西地区（雅安碧峰峡、德阳蓥
华山）、重庆城口大巴山等地。

“以往我们到野外科考，每次大概只有
五六个人。但如今开展联合科考，每次都
是十来个人，队伍壮大了一倍。”田中说。

2021年5月，成都市植物园副园长李
方文带队开展了为期5天的联合科考，考
察里程近千公里。田中当时也是成员之
一。

他告诉记者，该次考察时间紧、任务
重，加上川西地区多雨、多蚊虫，需要克服
的困难不少。

不过，两家单位联合科考，不仅可以更
好地照应彼此，还能发现更多“宝贝”。“我
们对中华槭、毛叶木姜子、卵果猕猴桃、四
川卫矛、粉花安息香等104种具有园林应
用价值的川西植物进行了考察，采集标本
30余份，收集植物繁殖材料20余种，对乡
土植物开发利用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和思
考。”

除了联合科考收集资源之外，双方还
会互通有无共享资源。比如，在山茶种质
资源收集方面，园林研究院收集了55种
（含品种）山茶，成都市植物园收集了66种
（含品种）山茶。

“我们互相赠送了各自未收集到的山
茶品种，比如寿桃、崇宁袍、大朱砂、大叶白
狮头等12个川山茶品种，就是我们从成都
市植物园采集回来的，用于种质资源的保
存、创新、应用与展示。”邹世慧说，这样的
合作，达到了1+1＞2的效果。

共研
立项多个课题，吸引清华大学

等高校团队参与研究

这些天，山茶属种质圃里的几十株杜
鹃红山茶结满了花骨朵儿，有的甚至慢慢

舒展开来。
中试科研基地养护技术人员朱自林也

忙碌了起来。他每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
是将杜鹃红山茶作为母本，用之前收集的
川山茶花粉进行人工授粉。

“最近白天气温高，我们都是一早一晚
进行人工授粉，相对来说还算轻松。”朱自
林告诉记者，实际上，最忙的时候是3月，
山茶属种质圃里的200多株川山茶，大部
分都进入盛花期，他们差不多天一亮就要
开干，一直忙到天黑。

虽然每天都很累，但在他看来，当身处
花海中，花香伴随山风扑面而来时，那种幸
福感不可替代，“这些花儿都是大家辛苦培
养出来的，看到它们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
一样——慢慢长大成人，最终独当一面。
看到这一切，幸福和欣慰感便油然而生。”

事实上，科研人员的成就感远不只来
自这些盛开的山茶花。

据了解，乡土植物实验室成立以来，
园林研究院与成都市植物园联合申报了
重庆市科技局“川渝地区山茶种质资源
收集及园林应用价值评价”项目，为川渝
地区优良山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支
撑。

“过去，我们的研究侧重于资源应用方

面，但乡土植物实验室成立后，我们尽可能
汇总川渝两地的优势资源，在育种方面不
断发力。”园林研究院科研人员李玲莉博士
说。

通过对山茶资源展开深入研究，2022
年，李玲莉和团队对3500余朵山茶花进行
人工授粉，获得300粒杂交种子，并成功获
得了“利用未成熟杂交种子培育山茶花新
品种幼苗的方法”发明专利授权。

“目前，我们正着手川山茶的花期调控
相关研究，希望早日培育出四季川山茶。”
邹世慧表示。

实际上，川山茶只是乡土植物实验室
开展种质资源保育、引种驯化、种质创新与
利用的一个缩影。成立以来，该实验室已
立项8项开放课题、3项自设课题，吸引了
清华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
的乡土植物开发团队参与研究，获得专利
授权4项、软件著作权1项等。值得一提的
是，在木芙蓉种质资源创新方面，已培育出

“金秋颂”“金秋红”“锦碧玉”“彩霞”“锦蕊”
5个木芙蓉新品种。

“今后，我们还将建设一个川渝乡土植
物种质保育中心，并使之成为成渝地区乡
土植物种质创新中心，更好地守护乡土植
物的‘芯片’。”邹世慧说。

走进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走进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④④
川渝共建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守护乡土植物“芯片”让川山茶四季开花

西部（重庆）科学城白市驿镇，川渝共
建乡土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科研人员在提取川山茶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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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重庆）科学城
白市驿镇，川渝共建乡土
植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科研人
员在观察乡土植物的生
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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