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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三裂’秋海棠(Begonia‘Sanlie’)是以卷毛

秋海棠( B .cirrosa )作为母本，方氏秋海棠

(B.fangii)作为父本进行人工授粉杂交，从获得

的F1代群体中选择培育而成。其特异性在于叶片

3-4裂，叶面具毛，叶柄密被长柔毛，着花数多

(10-20朵/序)。同时具有花被片桃红色，1-4月开

花，叶片褐绿色掌状三至四浅裂，耐-2℃低温等

栽培适应性较强的优良性状。采用叶片扦插等无

性繁殖保持其特异性和优良性状。以腐殖质土∶

珍珠岩∶水苔等纤维∶PK肥＝40∶3∶3∶0.5的配合

营养基质栽培，在平均室温20℃、平均空气相对

湿度50％、光照强度15000-20000Lx的栽培条件

下生长。开花期适当增加斜射光照，增施磷钾肥，

植株开花数多，花大色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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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裂’秋海棠B. ‘Sanlie’的培育和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培育方法是通过

有性杂交育种途径，采用人工授粉方法，以卷毛秋海棠B.  cirrosa  L.  B.  Smith作为母本，

方氏秋海棠B.  fangii  C.  -I  Peng  et  Y.  M.  Shui作为父本进行人工授粉杂交，从获得的

F1代群体中选择培育而成；

所述的‘三裂’秋海棠品种特异性在于叶片3-4裂，叶面具毛，叶柄密被长柔毛，着花数

多，  10-20朵/序，同时具有花被片桃红色，1-4月开花，叶片褐绿色掌状三至四浅裂，耐-2℃

低温，栽培适应性较强性状；

所述的栽培方法是‘三裂’秋海棠采用叶片扦插无性繁殖保持其特异性和优良性状，以

腐殖质土∶珍珠岩∶水苔∶PK肥＝40∶3∶3∶0.5的配合营养基质栽培，在平均室温20℃、平均空

气相对湿度50％、光照强度15000-20000Lx的栽培条件下生长，植株开花期增加斜射光照，

增施磷钾肥，使植株开花数多，花大、色彩鲜艳。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裂’秋海棠的培育和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人工授粉

杂交是去掉母本植株的雄花，采取父本植株的雄花花粉轻轻撒落于母本雌花柱头，人工授

粉在上午9-10点进行，杂交组合进行3重复，各重复授粉2-3次，从母本植株上采获F1代杂交

果实，进行F1代种子实生殖繁，通过对F1代植株多年的栽培观测和选择，从F1代群体中选育

而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裂’秋海棠的培育和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栽培方法

中采用叶片扦插无性繁殖保持其特异性和优良性状，扦插基质用珍珠岩，混入少量腐殖质

土，促进发根后植株的营养生长，带柄叶片插穗的叶柄或无柄叶片插穗的楔基略斜插入基

质3-4cm，并使带柄叶片插穗的叶脉基部入基质0.5-1cm，保持扦插床温度22-28℃，基质温

度18-22℃，插床的空气相对湿度60-75％，遮光率70-75％，适时喷水保持插穗水分充足；

15-20天插穗基部发根，75-90天萌发不定芽形成新植株，100天后待新植株根系发达，具2-3

片平展叶，株高8-12cm时，移植上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裂’秋海棠的培育和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栽培方法

的栽培条件和技术措施是：在平均室温20℃、平均空气相对湿度50％、光照强度15000-

20000Lx的栽培条件下生长，该品种属根状茎类型，根状茎匍匐含水量较高，忌过深，以免根

茎腐烂，栽培基质为富含有机质，透气、排水良好的腐殖质土∶珍珠岩∶水苔∶PK肥＝40∶3∶3∶

0.5的配合营养基质栽培；由于叶片数量多、茂密，栽培基质灌水从叶下部喷入，植株开花期

增加斜射光照，增施磷钾肥，使植株开花数多，花大、色彩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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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裂’秋海棠的培育和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秋海棠属植物新品种的培育方法，以及

采用该方法培育获得的新品种‘三裂’秋海棠(B.‘Sanlie’)；同时涉及该秋海棠新品种‘三

裂’的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秋海棠属(Begonia  L.)植物全球约有1600余种，广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温带也

有分布。中国是秋海棠属植物种类自然分布较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现已知并发表的种类224

种，其中197种为中国特有的分布种类，约占中国分布种类的87.9％。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

边陲，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秋海棠属植物尤其突出，已知并发表的种类110种，约占中国自然

分布种类的49.1％，其中74种为云南特有的分布种类。

[0003] 秋海棠属植物花朵艳丽，叶形千差万别、几乎包含了植物界所有的叶形，叶片斑纹

丰富多样、色彩华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是一种极为优良的草本观赏花卉。作为室内观

叶植物，秋海棠属植物盆花近年已倍受青睐，而且评价越来越高，在日本被著称为‘盆花之

王’。无论是植物园、公园、公共绿地，还是私家庭园，只要有条件建温室就有秋海棠属植物

的收集和展览，仅日本就有22个可以参观展览秋海棠的植物公园。从业者、爱好者以日本的

秋海棠协会为中心群英荟萃、纷纷育种，以观赏叶片为主的B.rex系列品种全球约2224品

种，其中在日本育成的品种198个，引种栽培315品种。

[0004] 许多国家一直很重视对秋海棠属植物的研究，英国格拉斯哥植物园引种栽培的秋

海棠属植物达500多种，荷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也收集保存了较多的野生种。在杂交

育种方面，自1857年玻利维亚秋海棠(B.boliviensis)被发现以来，国外学者以此为中心，

采用原产南美安第斯山的梨形秋海棠(B.pearcei)等7个野生种进行错综复杂的杂交育种

研究，大约150年间培育出众多丰富多彩的世界名花——球根海棠系列品种。目前，以观赏

花为主的球根海棠、四季海棠和冬花秋海棠系列品种，以及观赏叶片为主的B.rex系列品种

等已风靡全球，据日本秋海棠协会2001年发行的育成品种录，全世界迄今已培育出15000多

个秋海棠园艺品种，许多品种已商业化生产，并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0005] 我国的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近年发表的新种中，叶片的形态和斑纹、色彩斑斓的

新颖奇特种类并不少见，未知而超越想象的形态类型仍有可能出现或发表，为观叶秋海棠

新品种的培育增添了无尽的魅力和期待。我国的秋海棠属植物育种起步相对较晚，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曾引种栽培秋海棠，但收集和保存的数量很少。

直至90年代初昆明植物园成立秋海棠研究课题组，广泛引种栽培秋海棠属植物、承担并完

成了与秋海棠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12项，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目前已建成栽培温室约

1600m2、引种栽培400余种(或品种)、栽培规模12000余盆。

[0006] 与此同时，自1996年展开了以有性杂交为主的秋海棠属植物新品种培育，以自然

变异选择和有性杂交相结合、侧重于观叶的第一阶段育成品种于2001年通过云南省园艺植

物新品种注册，第二阶段有性杂交育成品种于2003年通过注册，第三阶段以观叶、观花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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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香花品种于2005年通过鉴定注册，第四阶段以叶片斑纹色彩、刚毛等观赏性状相结合

的新品种于2011年审定注册。

[0007] 迄今已注册的27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成品种中，‘植物鸟’秋海棠(B.‘Plant 

Bird’)、‘中大’秋海棠(B.‘Zhongda’)和‘大白’秋海棠(B.‘Dabai’)于2003年技术转让予云

南省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白云秀’秋海棠(B.‘Baiyunxiu’)等20余品种先后投

入北京盛芳园花卉基地、浙江嘉兴领秀园艺有限公司进行示范性栽培生产。无论南方北方，

内陆沿海，在设施栽培条件下仍然需适当加强栽培品种对温湿度、光照和病虫害等抗逆性

的选育，增强育成品种的适应性，拓宽应用范围，适当减少或降低栽培生产设施设备的投

入。新品种的种质创新需要结合栽培实践及推广应用需求整合选育方向，以叶片的形态，斑

纹色彩等观赏性，观叶观花相结合，冬春季开花，注重略低温湿度，略强光照的栽培适应性，

以及白粉病的抵抗能力选育，从有性杂交F1和F2代群体中选育目标新品种。目前，在秋海棠

属植物现有育种途径和技术领域，没有本发明相同的有性杂交组合及其新品种培育和栽培

技术方法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以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B.Smith)作为母本，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作为父本进行人工

授粉杂交，从F1代群体中选择培育出新品种‘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培育和栽培方

法。育成品种特异性在于叶片3-4裂，叶面具毛，叶柄密被长柔毛，着花数多(10-20朵/序)。

同时具有花被片桃红色，1-4月开花，叶片褐绿色掌状三至四浅裂，耐-2℃低温等栽培适应

性较强的优良性状。‘三裂’秋海棠(B.‘Sanlie’)拟采用叶片扦插等无性繁殖保持其特异性

和优良性状。以腐殖质土∶珍珠岩∶水苔等纤维∶PK肥＝40∶3∶3∶0.5的配合营养基质栽培，在

平均室温20℃(-2-34℃)、平均空气相对湿度50％(4-74％)、光照强度15000-20000Lx的栽

培条件下健壮生长。植株开花期适当增加斜射光照，增施磷钾肥，使植株开花数多，花大、色

彩鲜艳。

[0009]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10] ‘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培育方法：杂交组合亲本选配在生态适应性较强，

充分考虑父母本叶片形态、叶柄及毛被，着花数等性状优势互补的原则。选择卷毛秋海棠

(B.cirrosa  L.B.Smith)作为母本，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作为

父本建立杂交组合进行人工授粉杂交。去掉母本植株的雄花、采取父本植株的雄花花粉轻

轻撒落于母本雌花柱头，人工授粉在上午9-10点进行，各杂交组合进行3重复，各重复授粉

2-3次。从母本植株上采取F1代杂交果实进行种子的播种育苗，在F1代群体中进行大量地性

状观察和栽培，选择性状一致的目标新品种。授粉杂交后F1代植株在略低的温度和湿度，以

及略强光照条件下栽培选育而成。育成品种‘三裂’秋海棠(B.‘Sanlie’)叶片3-4裂，叶面具

毛，叶柄密被长柔毛，着花数多(10-20朵/序)。同时具有花被片桃红色，1-4月开花，叶片褐

绿色掌状三至四浅裂，耐-2℃低温等栽培适应性较强的优良性状。

[0011] ‘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特异性状培育：‘三裂’秋海棠(B.‘Sanlie’)采用分

布中国广西和云南的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B.Smith)和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有性杂交选育而成，此二种杂交组合F1代首次育成注册，国外未见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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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报道。‘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部分特征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培育注册新品

种‘裂异’秋海棠(B.‘Lieyi’)相近。但下述特异性状与‘裂异’秋海棠(B.‘Lieyi’)的特征截

然相互区别：

[0012] ①叶片：‘三裂’秋海棠(B.‘Sanlie’)3-4裂，叶面具毛；‘裂异’秋海棠(B.‘Lieyi’)

5-6裂，叶面无毛。

[0013] ②叶柄：‘三裂’秋海棠(B.‘Sanlie’)密被长柔毛；‘裂异’秋海棠(B.‘Lieyi’)被疏

短毛。

[0014] ③着花数：‘三裂’秋海棠(B .‘Sanlie’)多(10-20朵/序)；‘裂异’秋海棠(B .

‘Lieyi’)少(4-6朵/序)。

[0015] 通过对植株多年的栽培、观测，以及3代扦插无性繁殖，‘三裂’秋海棠(B .

‘Sanlie’)的上述特异性状和优良特性保持稳定。

[0016] ‘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扦插繁殖：‘三裂’秋海棠(B.‘Sanlie’)属F1代，可

采用分株、叶片和茎扦插、离体组织培养等无性营养繁殖保持性状稳定。本发明所述的扦插

无性繁殖以叶片和茎扦插为主。其中，叶片扦插容易获得大量插穗，是最常用的扦插繁殖方

法，可采取带柄叶片扦插和含脉楔形叶片扦插。扦插基质以珍珠岩最佳，也可混入少量腐殖

质土，促进发根后植株的营养生长。带柄叶片插穗的叶柄或无柄叶片插穗的楔基略斜插入

基质3-4cm，并使带柄叶片插穗的叶脉基部入基质0.5-1cm，保持扦插床温度22-28℃，基质

温度18-22℃，插床的空气相对湿度60-75％，遮光率70-75％，适时喷水保持插穗水分充足。

15-20天插穗基部发根，75-90天萌发不定芽形成新植株，100天后待新植株根系发达，具2-3

片平展叶，株高8-12cm时，移植上盆。

[0017] ‘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栽培方法：‘三裂’秋海棠(B.‘Sanlie’)F1代的栽培

选育在略低的温度和湿度，以及略强光照条件下完成，栽培适应性较强。在平均室温20℃(-

2-34℃)、平均空气相对湿度50％(4-74％)、光照强度15000-20000Lx的栽培条件下健壮生

长。经历-2℃低温后植株地上部分叶片受冻，地下部分的根状茎存活，翌年能继续萌发生长

发育，抗寒能力较强。该品种属根状茎类型，根状茎匍匐含水量较高。栽培基质应富含有机

质，透气、排水良好，宜选用腐殖质土∶珍珠岩∶水苔等纤维∶PK肥＝40∶3∶3∶0.5的配合营养

基质栽培，切忌过深，以免根茎腐烂。由于叶片数量多、茂密，栽培基质灌水应从叶下部喷

入。植株开花期适当增加斜射光照，增施磷钾肥，使植株开花数多，花大、色彩鲜艳。

附图说明：

[0018] 图1：摘要附图——‘三裂’秋海棠(B.‘Sanlie’)开花植株；

[0019] 图2：‘三裂’秋海棠(B.‘Sanlie’)花序；

[0020] 图3：‘三裂’秋海棠(B.‘Sanlie’)营养生长植株；

[0021] 图4：母本——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B.Smith)；

[0022] 图5：父本——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

[0023] 图6：‘三裂’秋海棠(B.‘Sanlie’)叶片扦插繁殖；

[0024] 图7：‘三裂’秋海棠(B.‘Sanlie’)叶片扦插成苗幼株；

[0025] 图8：‘三裂’秋海棠(B.‘Sanlie’)扦插繁殖开花株群体；

[0026] 图9：‘三裂’秋海棠(B.‘Sanlie’)与相近品种特异性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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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用本发明的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实质性内容，但并不以

此来限定本发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培育和栽培：

[0030] 1.材料及系谱

[0031] 秋海棠属(Begonia  L .)，卷毛秋海棠(B .cirrosa  L .B .Smith)×方氏秋海棠

(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之F1代。

[0032] 采用的育种亲本中，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B.Smith)引自广西的西部那坡县

和云南的东南部富宁县，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引自广西的西南

部龙州县，育种原始材料均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秋海棠种质资源收集保育栽培室

内栽培驯化多年的开花植株。

[0033] 2.‘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品种培育方法

[0034] 以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 .B .Smith)作为母本，方氏秋海棠(B.fangii  C .-I 

Peng  et  Y.M.Shui)作为父本，于2007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秋海棠属植物种

质资源收集保育栽培室内进行人工授粉杂交。具体操作方法是：去掉母本植株的雄花、采取

父本植株的雄花花粉轻轻撒落于母本雌花柱头，人工授粉在上午9-10点进行，各杂交组合

进行3重复，各重复授粉2-3次。2007年7月从母本植株上采获F1代杂交果实，2008年4月进行

F1代种子实生殖繁，2009年2月底F1代植株首次在栽培温室开花。通过对F1代植株多年的栽

培观测和选择，以及3代扦插无性繁殖，育成品种‘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叶片褐绿色

掌状3-4浅裂，疏被粗短毛，花色、开花习性，以及着花数多等观赏性状保持稳定。

[0035] 3.‘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0036] 特异性‘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品种特异性在于：叶片3-4裂，叶面具毛，叶

柄密被长柔毛，着花数多(10-20朵/序)。

[0037] 一致性‘三裂’秋海棠(B.‘Sanlie’)原植株群体及扦插繁殖植株经栽培观察和比

较，通过30株盆栽植株观测，其特异性状表现一致。

[0038] 稳定性经7年栽培观察，以及3代扦插繁殖群体的观测，其特异性状保持稳定。

[0039] 4.‘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特异性状与相近品种比较

[0040] ‘三裂’秋海棠(B.‘Sanlie’)由分布中国广西和云南的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B.Smith)和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有性杂交选育而成，此二种

杂交组合F1代首次育成注册，国外未见相近品种。‘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部分特征

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培育注册新品种‘裂异’秋海棠(B.‘Lieyi’)相近。但下述特异性

状与‘裂异’秋海棠(B.‘Lieyi’)的特征截然相互区别：

[0041] ①叶片：‘三裂’秋海棠(B.‘Sanlie’)3-4裂，叶面具毛；‘裂异’秋海棠(B.‘Lieyi’)

5-6裂，叶面无毛。

[0042] ②叶柄：‘三裂’秋海棠(B.‘Sanlie’)密被长柔毛；‘裂异’秋海棠(B.‘Lieyi’)被疏

短毛。

[0043] ③着花数：‘三裂’秋海棠(B .‘Sanlie’)多(10-20朵/序)；‘裂异’秋海棠(B .

‘Lieyi’)少(4-6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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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5.‘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命名及形态特征

[0045] ‘三裂’秋海棠(B.‘Sanlie’)是以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B.Smith)作为母本，

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作为父本进行人工授粉杂交，从获得的F1

代群体中选择培育而成。母本卷毛秋海棠(B.cirrosa  L.B.Smith)原产广西和云南，叶片轮

廓卵圆形。父本方氏秋海棠(B.fangii  C.-I  Peng  et  Y.M.Shui)原产广西，掌状复叶，小叶

片卵状披针形。育成品种具有父母本的优良性状特征，花桃红色数多，叶片褐绿色掌状三至

四浅裂，独具可看性，故名‘三裂’秋海棠。

[0046] ‘三裂’秋海棠(B.‘Sanlie’)为多年生常绿草本，株高20-30cm。属根状茎类型，根

状茎匍匐粗壮。叶片轮廓扁圆形，掌状3-4浅裂或深裂，长8-12cm，宽10-16cm，叶片正面褐绿

色，背面褐紫色，疏被粗短毛。叶柄紫褐色，密被长柔毛。花被片桃红色，外侧被紫红色粗长

毛，二岐聚伞花序，着花数10-20朵。雄花直径3.3-3.5cm，花被片4，外轮2被片倒卵形，内轮2

被片长卵形，雄蕊多数，花药桔黄色，聚成圆球状；雌花直径2.0-3.0cm，花被片3，外轮2被片

扁椭圆形，内轮1被片长椭圆形，花柱3，具近等3翅。开花期1-4月，果熟期5-7月。

[0047] 6.‘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繁殖技术

[0048] ‘三裂’秋海棠(B.‘Sanlie’)可采用分株、叶片和茎扦插、离体组织培养等营养繁

殖。其中，叶片扦插容易获得大量插穗，是最常用的扦插繁殖方法，可采取带柄叶片扦插和

含脉楔形叶片扦插。扦插基质以珍珠岩最佳，也可混入少量腐殖质土，促进发根后植株的营

养生长。带柄叶片插穗的叶柄或无柄叶片插穗的楔基略斜插入基质3-4cm，并使带柄叶片插

穗的叶脉基部入基质0.5-1cm，保持扦插床温度22-28℃，基质温度18-22℃，插床的空气相

对湿度60-75％，遮光率70-75％，适时喷水保持插穗水分充足。15-20天插穗基部发根，75-

90天萌发不定芽形成新植株，100天后待新植株根系发达，具2-3片平展叶，株高8-12cm时，

移植上盆。

[0049] 7.‘三裂’秋海棠(B.‘Sanlie’)的栽培要点

[0050] ‘三裂’秋海棠(B.‘Sanlie’)F1代的栽培选育在略低的温度和湿度，以及略强光照

条件下完成，栽培适应性较强。在平均室温20℃(-2-34℃)、平均空气相对湿度50％(4-

74％)、光照强度15000-20000Lx的栽培条件下健壮生长。经历-2℃低温后植株地上部分叶

片受冻，地下部分的根状茎存活，翌年能继续萌发生长发育，抗寒能力较强。该品种属根状

茎类型，根状茎匍匐含水量较高。栽培基质应富含有机质，透气、排水良好，宜选用腐殖质土

∶珍珠岩∶水苔等纤维∶PK肥＝40∶3∶3∶0.5的配合营养基质栽培，切忌过深，以免根茎腐烂。

由于叶片数量多、茂密，栽培基质灌水从叶下部喷入，植株开花期适当增加斜射光照，增施

磷钾肥，使植株开花数多，花大、色彩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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