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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花土壤的研究及种质资源的保护

刘 鹏，徐根娣，金静芳，周 丽

（浙江师范大学生物系，金华牫牪牨牥牥牬）

牨 引 言

七子花（犎犲狆狋犪犮狅犱犻狌犿犿犻狀犮狅狀犻狅犻犱犲狊）为

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植物，先后被列入中国被子植物关键类

群中高度濒危种类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计划中优先保护的物种。七子花是七子

花属（犎犲狆狋犪犮狅犱犻狌犿）的唯一种类，在系统演

化和植物区系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

也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七子花植物数目极

少，分布范围非常狭小，目前只间断分布于

安徽的宣城、泾县及浙江的天台、金华、宁波

等少数地区，七子花群落仅在天台山
犤牨犦和金

华北山犤牪犦有小片残留，且因其生态环境不断

恶化，种子萌发率极低
犤牫犦
，种群自然更新困

难犤牬犦
，种群不断变小，植株数量急剧减少，七

子花的濒危程度日益加重。若不对七子花进

行系统研究探讨其濒危机制和过程，从而对

种质资源进行有效保护，该物种可能迅速灭

绝。模式标本产地———湖北兴山七子花的灭

绝（后来未能再发现七子花）就是一例。

在众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中通过

扦插繁殖方式扩大濒危物种的数量是一种

有效的保护方法。我们自牨牴牴牬年以来一直进

行七子花种质资源保护的研究工作，在七子

花扦插繁殖中 犤牭犦
，我们发现七子花在北山原

生土壤中进行扦插的成活率高达牴牥％，而在

我校植物园土壤中进行扦插，虽然其萌根并

不困难，但随后的死亡率高达牴牭％，因此北

山七子花原生土壤中有可能存在有七子花生

长发育的关键因子。我们通过对七子花原生

土壤和其它土壤进行测定，比较和分析这些

土壤的主要物理和化学形状，为寻找七子花

的致濒机制及进行大规模繁殖和生产提供科

学依据，从而扩大其数量和种群，最终解除七

子花的濒危状态。

牪 材料与方法

牪牣牨土壤样品的采集

在浙江金华北山七子花群落内选择有代

表性的牫个环境，在七子花根系附近建立牫

个土壤剖面（犃，犅和犆），同时在已进行过扦

插实验的我校植物园也建立一个土壤剖面

摘 要牶对七子花的土壤和植物园用于扦插土壤的理化性质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

表明，七子花土壤有机质丰富，水分含量较高，孔隙度大，犖、犓、犖犪、犕狀、犕狅及速效犖、犘

和犓含量高，而容重、犆犪、犕犵、犛狉、犉犲和犔犻的含量相对较低。推测 犕狀、犕狅及速效犖、犘、犓

是七子花分布的限制因子。在选择七子花扦插繁殖的土壤时，犕狀、犕狅的含量应优先考虑，

并提出对七子花种质资源进行保护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牶土壤理化性质牷种质资源保护牷七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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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每个土壤剖面按牥～牪牥犮犿，牪牥～牬牥犮犿

和牬牥～牰牥犮犿三层采集土样，将土样自然风

干后，研磨后过尼龙筛，装入玻璃瓶中备用。

牪牣牪土壤物理性质的测定

土壤水分测定采用烘干法 犤牰犦
，土壤容量

和土壤总孔隙度测定参见文献犤牱、牳犦。

牪牣牫土壤化学性质测定

土壤有机质测定采用油浴加热重铬酸钾

容量法犤牰犦
；全氮测定采用开氏法

犤牰犦
；铵态氮测

定采用扩散法 犤牳犦
；硝态氮测定采用酚二磺酸

比色法 犤牱犦
；全磷测定采用酸溶－钼锑抗比色

法 犤牰犦
；速效磷测定采用碳酸氢钠法与盐酸－

氟化铵法犤牱犦
；全钾测定采用火焰光度法

犤牱犦
，速

效钾测定采用四苯硼钠比浊法 犤牳犦
；犖犪、犆犪、

犕犵、犣狀、犆狌、犘犫、犉犲、犕狀、犖犻、犆狉采用硝酸－

盐酸－高氯酸消化，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

定；犃犾、犕狅、犅犪、犆犲、犔犻、犛狉、犔犪采用硝酸－高

氯酸－氢氟酸消化，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

谱（犐犮狆）法测定；狆犎值测定采用电位法
犤牰犦
。

牫 结果和分析

牫牣牨七子花土壤的物理性状

从表牨可知，七子花原生土壤的含水率

明显高于植物园扦插的土壤，容量低牫牥％～

牬牥％，孔隙度高牪牥％～牫牥％，表明七子花原

生土壤较植物园扦插土壤团粒结构多，腐殖

质丰富，整个土壤较为疏松和通气，透水性

好，保水性强，有较强的持水能力，土壤中水

分、养分、空气和热量状况较为协调，有利于

七子花发芽出苗、根系伸长和水分养料吸

收，同时也表明七子花抵抗不良生境、抵抗

水分和养料胁迫的能力较弱，因而大多生活

于较阴湿，土壤地质和肥力较好的沟溪边。

牫牣牪七子花的化学性状

表牪列出了牬个剖面各土层土壤的化学

性状。从各项指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北山

七子花生长的土壤偏酸性，有机质较为丰富，

全犖、铵态犖、全犓、速效犓、犖犪、犕狀、犕狅的

含量显著比植物园扦插土壤的含量高，而

犔犪、犕犵、犛狉、犉犲、犔犻的含量明显较低，其余成

分的含量大体相同。北山七子花土壤主要元

素的序列为犃犾牼犉犲牼犓牼犕犵牼犆犪牼犖犪牼

犕狀牼犘牼犖，而植物园扦插土壤主要元素序

列为犃犾牼 犉犲牼 犆犪牼 犕犵牼 犓牼 犖犪牼 犘牼

犕狀牼犖。上述结果表明北山七子花土壤中养

分较为丰富，肥力水平较高，较有利于七子花

的生长和发育，这与我们对北山七子花群落

的调查结果犤牪犦相一致。北山七子花群落林内

湿润，林下腐殖质丰富，群落内成层现象明

显，除七子花外，群落内马尾松（犘犻狀狌狊犿犪狊

狊狅狀犻犪狀犪）、野漆树（犜狅狓犻犮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狊狌犮犮犲犱犪

狀犲狌犿）、白蜡树（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茅栗

（犆犪狊狋犲狀犲犪狊犲犵狌犻狀犻犻）等数量较多，这些植物

叶片和凋落物的回归对土壤各成分有明显影

响，群落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对土壤的

结构和理化性状产生显著的改良作用，因而

七子花原生土壤的有机质、氮、钾及氮磷钾的

有效成分含量明显较植物园扦插的土壤高。

综合上述各剖面土壤物理和化学性状的

分析比较，七子花较为适合生长在团粒结构

多、通气性和透水性好、保水能力强、腐殖质

丰富、犖、犘、犓、犕狀、犕狅的含量较高、各成分

相互协调的偏酸性土壤中。

牬 讨 论

七子花对外界生境要求较为独特，性喜

土壤剖面
犃层牗犮犿牘 犅层牗犮犿牘 犆层牗犮犿牘 犇层牗犮犿牘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含水率牗％牘 牳牣牰牫 牴牣牥牰 牴牣牥牴 牬牣牨牳 牭牣牬牰 牰牣牬牨 牰牣牨牨 牱牣牫牭 牳牣牴牰 牫牣牥牬 牬牣牥牱 牫牣牫牴

容量牗犿犵／犿
牫
牘 牨牣牨牬 牨牣牪牱 牨牣牭牬 牨牣牨牴 牨牣牭牪 牨牣牰牪 牨牣牪牫 牨牣牭牭 牨牣牰牥 牨牣牭牴 牨牣牰牫 牨牣牱牨

总孔隙度牗％牘 牭牫牣牫 牭牥牣牬 牬牴牣牨 牭牨牣牱 牬牳牣牪 牬牱牣牳 牭牥牣牫 牬牬牣牳 牬牬牣牨 牬牥牣牪 牫牰牣牨 牫牭牣牬

表牨 七子花土壤和扦插土壤牬个剖面的物理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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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牪 七子花土壤和植物园土壤牬个剖面的化学性状

光，但又不能耐强光照和荫蔽，抗逆境尤其抗

干旱的能力较弱，因而其分布范围非常狭

窄。比较七子花原生土壤各成分与其它土壤

的异同，我们发现七子花土壤中 犕狀、犕狅及

速效犖、犘、犓较高，尤其 犕狅和 犕狀的含量

远较一般土壤为高。分析这些元素在植物体

内的生理功能 犤牴犦
，我们发现速效犖、犘、犓都

能显著提高植物对外界环境尤其是逆境的适

应能力，而 犕狀和 犕狅的许多生理作用都与

犖、犘、犓相联系，如它们都参与了犖的代谢

过程，犕狅对无机磷合成有机磷有重要影响，

犕狀促进犘的运输和利用等，犕狀还能加强

植物根系的吸收能力，提高植物组织的持水

能力，降低蒸腾作用，上述这些生理作用对

于抗逆境能力较弱的七子花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推测土壤中植物的必需微量元素

犕狀、犕狅及速效犖、犘、犓的含量是七子花分

布的限制性因子。同时，我们也认为 犕狀、犕狅

含量不够高是导致植物园土壤七子花扦插

成活率极低的重要原因，因为对于七子花扦

插枝的成活来说，犘非常重要，犘是植物细胞

各器官建立最重要的元素，还能促进根系的

发育，虽然两种土壤全犘的含量相近，但七

子花原生土壤 犕狀、犕狅含量高，非常有利于

土壤剖面
犃层牗犮犿牘 犅层牗犮犿牘 犆层牗犮犿牘 犇层牗犮犿牘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牥～牪牥 牪牥～牬牥 牬牥～牰牥

有机质牗％牘 牨牣牬牫 牥牣牴牪 牥牣牱牬 牨牣牪牪 牥牣牳牬 牥牣牱牨 牨牣牨牴 牥牣牱牴 牥牣牱牥 牥牣牳牨 牥牣牭牱 牥牣牬牳

狆犎值 牭牣牴牫 牭牣牳牰 牰牣牭牱 牰牣牭牥 牰牣牪牨 牱牣牥牰 牰牣牪牫 牰牣牥牴 牰牣牴牳 牳牣牨牪 牳牣牥牥 牳牣牭牥

全犖牗犵／犽犵牘 牥牣牰牴牪 牥牣牫牰牰 牥牣牪牨牱 牥牣牰牱牰 牥牣牫牪牭 牥牣牪牨牭 牥牣牰牳牳 牥牣牫牪牭 牥牣牪牥牬 牥牣牪牥牭 牥牣牨牳牨 牥牣牨牱牴

硝态犖牗μ犵／犵牘 牴牰牣牬 牬牪牣牰 牪牪牣牱 牱牳牣牬 牫牳牣牨 牪牥牣牰 牰牳牣牭 牫牰牣牱 牪牨牣牫 牪牥牣牪 牰牣牳牥 牭牣牱牥

铵态犖牗μ犵／犵牘 牳牴牣牰 牬牭牣牱 牬牬牣牰 牰牪牣牭 牬牫牣牴 牪牳牣牰 牱牥牣牳 牬牨牣牭 牫牥牣牰 牫牥牣牭 牪牥牣牬 牪牥牣牫

全犘牗犵／犽犵牘 牥牣牭牱牭 牥牣牭牰牫 牥牣牭牭牨 牥牣牭牨牭 牥牣牭牨牴 牥牣牭牨牱 牥牣牭牪牨 牥牣牭牫牬 牥牣牭牪牱 牥牣牬牪牫 牥牣牫牥牬 牥牣牪牴牪

速效犘牗μ犵／犵牘 牨牴牣牪 牳牣牱牳 牰牣牪牭 牨牰牣牳 牱牣牳牭 牰牣牪牫 牨牬牣牭牥 牱牣牬牱 牰牣牨牫 牳牣牨牭 牰牣牰牫 牰牣牥牭

全犓牗％牘 牪牣牫牨 牪牣牪牥 牨牣牴牰 牪牣牪牴 牪牣牨牱 牨牣牱牴 牪牣牨牱 牪牣牥牭 牨牣牳牰 牥牣牳牱牪 牥牣牳牫牱 牥牣牳牰牴

速效犓牗μ犵／犵牘牨牰牨牣牭 牨牭牰牣牫 牱牥牣牬 牨牭牱牣牪 牨牭牨牣牭 牳牱牣牬 牨牭牴牣牱 牨牫牪牣牨 牭牪牣牳 牴牳牣牪 牱牰牣牱 牪牭牣牰

犖犪牗％牘 牥牣牫牬牱 牥牣牫牥牬 牥牣牪牨牰 牥牣牫牪牰 牥牣牪牱牫 牥牣牪牪牭 牥牣牫牰牱 牥牣牪牰牬 牥牣牪牪牫 牥牣牨牪牰 牥牣牨牰牭 牥牣牨牫牪

犆犪牗％牘 牥牣牫牳牭 牥牣牫牱牨 牥牣牫牰牱 牥牣牫牪牭 牥牣牪牱牬 牥牣牪牨牳 牥牣牬牫牰 牥牣牬牥牰 牥牣牫牴牭 牪牣牫牱 牫牣牱牰 牫牣牰牨

犕犵牗％牘 牥牣牬牬牫 牥牣牬牪牱 牥牣牫牳牨 牥牣牬牭牫 牥牣牬牬牨 牥牣牫牴牬 牥牣牬牥牪 牥牣牫牴牰 牥牣牫牱牬 牥牣牰牪牨 牥牣牭牱牨 牥牣牭牭牬

犉犲牗％牘 牪牣牪牰 牪牣牨牭 牪牣牨牫 牪牣牪牭 牪牣牨牬 牪牣牥牨 牪牣牬牫 牪牣牬牥 牪牣牭牰 牪牣牳牨 牪牣牳牰 牪牣牳牥

犣狀牗μ犵／犵牘 牱牳牣牰 牱牱牣牫 牱牰牣牳 牳牨牣牫 牱牱牣牬 牱牰牣牱 牳牫牣牪 牱牳牣牭 牱牱牣牫 牱牴牣牰 牳牬牣牪 牳牪牣牭

犕狀牗μ犵／犵牘 牨牥牱牥 牨牨牪牥 牨牨牭牴 牨牥牰牥 牨牨牫牥 牨牨牭牪 牨牨牱牰 牨牨牭牪 牨牨牳牭 牬牪牥 牭牥牰 牭牪牨

犆狌牗μ犵／犵牘 牫牭牣牳 牪牨牣牭 牨牴牣牱 牫牰牣牨 牨牳牣牪 牨牰牣牱 牫牱牣牬 牪牫牣牰 牪牨牣牭 牬牭牣牥 牫牴牣牫 牫牳牣牪

犖犻牗μ犵／犵牘 牪牥牣牬 牨牴牣牬 牨牴牣牨 牪牥牣牰 牨牴牣牱 牨牴牣牰 牪牭牣牬 牪牫牣牴 牪牫牣牫 牪牪牣牪 牪牫牣牴 牫牳牣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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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的合成，有利于磷从地下部分运输到

地上合成器官部位，犕狀、犕狅同时也有利于

器官合成中另一重要元素犖的代谢。因此，

在选择七子花扦插繁殖的土壤时，土壤中

犕狀和 犕狅的含量应该是优先考虑的因素。

牭 七子花种质资源的保护

七子花极弱的生存力、不断缩小的分布

范围和日益恶化的生长环境，使得对其生物

多样性和种质资源的保护迫在眉睫。我们必

须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努力抢救和保护濒临

灭绝的七子花种质资源。

牭牣牨加强七子花保护的宣传教育

要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舆论

的威力，向群众宣传七子花保护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牢记一个物种的灭绝就是生物资源

的绝对消失，这种损失是永远不能弥补的，同

时，介绍七子花的生物学特性，使大家可以识

别，从而更好地保护七子花。

牭牣牪加强执法力度，与违法行为作斗争

目前在天台山和北山不断有七子花被人

砍伐的事件发生。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有

关部门要制订具体法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

违法行为要及时进行严肃处理，从根本上杜

绝破坏行为的发生。

牭牣牫利用现代高新技术，人工扩大七子花数量

七子花种子萌发率低，休眠期长，在自然

状态下难以正常繁殖生存。因此，必须对七

子花进行人工繁殖研究，大量培育幼苗，扩大

种群数量。

牭牣牬积极开展七子花的就地保护

对于目前七子花仅存的群落分布地———

浙江金华北山和天台山可考虑建立七子花

自然保护区。对于其它地区零星分布的七子

花，应建立保护点，挂牌和建立围栏，进行围

地保护，设置专门的档案。

牭牣牭建立北山七子花迁地保护园

因北山的气候和土壤理化条件较为适

合七子花的生长发育，在北山建立一个七子

花迁地保护园，将各地处于危险境地的七子花

移植过来，进行保护是可行的和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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