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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是中国十大
传统名花之一，观赏价值高，
地栽、盆栽皆宜，在扮靓庭院和
城乡园林绿化中应用广泛。

平顶山学院依托本地以及国内
外优质的杜鹃种质资源，利用该校多
个林木育种及产业应用研发平台，8
年来持续开展耐寒杜鹃种质资源收
集、保存工作，建立了耐寒杜鹃种质
资源库，培育出了耐寒、速生、优质、
花期长、花色艳丽等特性的新品
种，并在省内以及安徽、山东等地
推广应用，营造了平顶山耐寒
杜鹃花种的“出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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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种广收集

平顶山学院的耐寒杜鹃种质资源
库建在该校一处半坡之上。9月5日下
午，夕阳映红半边天，抬眼望去，一株株
青翠的杜鹃花苗，在一行行深色的薄膜
之间探着头，肆意饮用自动喷淋系统洒
出的水。

“这些杜鹃3月至5月进入盛花期，
秋冬进入缓慢生长期。”平顶山学院河
南省生态经济型木本植物种质创新与
利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化学与环境工
程学院博士、副教授程世平告诉记者，
这座60多亩（1亩≈666.67平方米）的种
质资源库里，杜鹃花苗按照不同的花种
进行编号标记。覆盖在土壤表面的深
色园艺地布具有除草、保湿功能，自动
喷淋系统不停地洒水，都是为了让杜鹃
花苗更好地生长。

“目前，我们已保存耐寒杜鹃资源
300余份，收集起来着实不易。”在程世
平的描述中，这些耐寒杜鹃是从全国各
地找寻的具有开发利用和育种价值的
单株、无性系及优良、濒危、特异、边缘
群体，还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如
韩国杜鹃、日本的皋月杜鹃。程世平
说，他带领团队收集的杜鹃资源以耐
寒、常绿为主，待观赏性状稳定后，再从
中选取长势好、花型佳、抗性（抗寒、耐
热等性质）强者进行新品种的繁育。

新品种的繁育在平顶山学院河南
省生态经济型木本植物种质创新与利
用重点实验室的植物无糖组培室内进
行。9月5日，记者在室内看到，各种用
于新品种繁育的耐寒杜鹃花种被盛在
一个个特定的无糖繁殖盒内，摆在组培

架上。程世平拿起一个透明密闭的玻
璃瓶，将耐寒杜鹃花种“映山红”展示给
记者看，只见瓶内的种子数量较多，呈
细小颗粒状，“这种杜鹃花在鲁山县四
棵树乡等伏牛山系区域生长较多，经过
繁殖技术改良后，1斤（1斤=500克）种
子能繁育40多万棵杜鹃花苗，具有遗
传多样性丰富的优点。”

在室内，记者还见到了红枫杜鹃、
照山白、大字杜鹃等耐寒杜鹃花种。程
世平说，这些花种保存在恒温4℃的环
境中，在10月份气温开始下降时将被
带到室外开启育苗模式。“我们一心一
意做科研，同时积极对接本地苗木企
业，打通耐寒杜鹃花产学研链条，还定
期对相关企业的苗木工人开展播种技
术和田间管理等培训。”

建立种质资源库

程世平领衔一个25名博士组成的
科研团队，从2015年开始对耐寒杜鹃
花资源进行收集、保存和研究，前年在
平顶山学院建成了耐寒杜鹃种质资源
库，去年又在叶县建了一座百余亩的推
广示范基地。

程世平说，长期以来，杜鹃种质创
新与自然资源匮乏的矛盾以及巨大的
园林绿化市场需求和优良耐寒品种匮
乏的矛盾，成为制约杜鹃花产业发展的
瓶颈。建立耐寒杜鹃种质资源库，是以
耐寒杜鹃花资源收集保护、种质创新、
开发应用及实现产业化为目的，从种质
资源抗寒、耐热、耐盐碱、花色、花期、育
性等综合特征评价入手，以产业化繁育

栽培技术及种质创新研究为主攻方向，
开展驯化栽培、新品种繁育及产业化推
广应用等方面的联合攻关，重点解决优
异种质资源收集、评价、迁地移植、物候
期观察、新品种选育等关键技术问题，
建立耐寒杜鹃繁育栽培技术集成体系，
为耐寒杜鹃新种质的创制和推广应用
奠定基础。

耐寒杜鹃与平顶山有何渊源？程
世平说，平顶山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的
过渡地带，植物资源丰富，鲁山县四棵
树乡等伏牛山系保存有大量原始杜鹃
花资源和稀世古杜鹃林等。而平顶山
学院则拥有“河南省生态经济型木本植
物种质创新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低山

丘陵区生态修复河南省林业厅重点实
验室”等平台，植物育种实验室条件完
善，研究队伍素质优良。2015年以来，
该校已收集、保存300余份耐寒杜鹃种
质资源，并通过种质创新培育出省级审
定良种、国际领先成果的“平岩”钝叶杜
鹃良种。据了解，该花种是通过石岩杜
鹃实生后代选育出的丰花性好、四季常
绿、生长旺盛、抗逆能力强的杜鹃新品
种，填补了我省园林绿化常绿、抗寒杜
鹃品种的空白，目前已在叶县境内大量
繁育。该品种在第10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上荣获“展品类（盆花）铜奖”，这也是
我省培育出的杜鹃新品种首次摘得中
国花卉博览会奖项。

保护创新前景阔

在程世平看来，杜鹃种质资源是基
础性、战略性资源，是平顶山本地提高
杜鹃花自主创新能力，在耐寒杜鹃产业
发展中占据主导权的有效载体。

此外，种质资源包含丰富的遗传信
息，保护好杜鹃种质资源可防止基因丢
失和物种灭绝，并为培育耐寒优质新品

种提供了充足的选择材料，可有效拓宽
杜鹃花育种渠道，培育出耐寒、速生、优
质、花期长、花色艳丽等综合特性的新
品种，为乡村振兴、园林绿化、生态环境
改善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耐寒杜鹃新品种的培育，还将
显著提高其观赏价值和市场价值，拓宽

杜鹃花的种植范围，创造与国际花卉接
轨的条件。”程世平表示，他和团队将继
续加强优异杜鹃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
持续开展抗寒、耐热等性状评价，加大
杂交育种、多倍体育种、选种育种力度，
建立不同种源杜鹃共性繁育技术体系，
做好耐寒杜鹃花种的保护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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