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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苦苣苔科植物一般为多年生草本，花朵绚丽多姿，叶片斑

斓奇特，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且耐阴性和适应性强，在园林和

园艺应用领域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其根据观赏特性可分为观花

型、观叶型，根据对生长基质的要求可以分为附生型、喜酸型和

喜钙型，根据光照需求可分为喜强光照、喜较强散射光和喜较弱

散射光，常采用种子和叶片扦插繁殖。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经过多

年的引种驯化和适应性研究，筛选出适宜深圳地区栽培、可应用

于园林绿化的苦苣苔科植物 38 个种、3 个变种和 1 个品种，应用

于林下地被、林下花坛花境、岩石地被、立体绿化中，应用区域

包括专类植物展、保育基地和办公区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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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sneriaceae plants are generally perennial herbs with 
gorgeous flower colors, peculiar leaves, high ornamental value, strong 
shade tolerance and strong adaptability, and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gardening and horticultural application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flower viewing type and leaf viewing type 
according to their orn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r epiphytic, acid-loving and 
calcium-loving typ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growth substrate, 
or strong light, strong scattering light and weak scattering light according to 
the light needs. They are often propagated by seed and leaf cuttings. Fairy 
Lake Botanical Garden of Shenzhen has seleceted 38 species, 3 subspecies 
and 1 cultivar of Gesneriaceae that are 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in Shenzhen 
and can be used in landscaping after years of introduction, domestication 
and adaptability research. They can be applied to underforest cover, 
underforest flower bed and flower border, rock cover and vertical plant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 areas in Fairy Lake Botanical Garden include special 
plant exhibitions, conservation bases and office areas.

Key words : Gesneriaceae; Landscape application; Display; Fairy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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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苣苔科植物在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的园林应用及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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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苣苔科植物是近年国际流行的

观赏花卉，全球约有 150 属 3 500 余

种，主要分布于亚洲东部和南部、非

洲、欧洲南部、大洋洲、南美洲至墨

西哥等热带至温带地区。中国南部和

西南部的石灰岩地区是其主要分布区

之一，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1~3]。该

科植物一般为多年生草本，花朵绚丽

多姿，叶片斑斓奇特，具有较高的观

赏价值，且耐阴性和适应性强，在园

林和园艺应用领域具有较大的开发潜

力，如大岩桐 Sinningia speciosa、
喜荫花和非洲堇已成为世界著名的

观赏花卉 [4]。近年来国内苦苣苔新

品种选育工作已初见成效，陆续有

高校、科研机构培育出的新品种完

成了国际登录。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自 2011 年开

始，大力开展苦苣苔科植物引种收集、

迁地保育工作，对其系统进化、栽培

繁殖、园林应用和科普展示等方面开

展研究，已经收集中国的原生苦苣苔

科植物 400余种、园艺品种 700余个，

并通过人工杂交手段获得杂交种 100
余个。文章总结了苦苣苔科植物的类

型及生长栽培要点、园林应用类型及

适宜的种类，以及其在仙湖植物园的

应用及展示等，为苦苣苔科植物的推

广应用提供参考。

1 苦苣苔科植物的类型及生长栽
培要点

1.1 生活型

苦苣苔科植物的不同种或同一种

的不同居群之间的形态和性状差别很

大，按照生活型分类，有莲座状草

本、直立草本、藤状灌木、小灌木和

亚灌木；草本中大多数为多年生草

本，也包括一年生草本，如钩序苣苔

Microchirita hamosa[5]。

1.2 观赏特性

苦苣苔科植物具有多样的花色和

叶形，观赏价值高。

1）观花型：花色有浅黄、黄和

橘黄的黄色系，橘红和大红的红色

系，粉白和粉红的粉色系，白色系，

浅紫、紫红和蓝紫的蓝紫色系；花冠

形状有钟形、唇形、筒形、十字形

等；花序基本上是双花聚伞花序，有

些种类具有苞片且观赏价值高，如黄

花牛耳朵、牛耳朵、异色报春苣苔

Primulina heterochroa 等；花期多数

集中在 4—6 月和 8—10 月，也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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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早花种和晚花种，有个别种在条件

适宜时可多次开花，如芒毛苣苔属的

口红花 [6]。

2）观叶型：叶片具有银白或

紫红花纹，如尖萼报春苣苔、微斑

报春苣苔等；或叶片具有白色长柔

毛、蛛丝状绵毛等附属物，如珊瑚

苣苔 Corallodiscus lanuginosus、蛛毛

苣苔属 Paraboea 植物等；叶片羽状

分裂或羽状复叶，如羽裂报春苣苔

Primulina pinnatifida、复叶报春苣苔

Primulina pinnata 等；叶片肉质化，

如条叶报春苣苔、刺齿报春苣苔等。

1.3 对生长基质的要求

苦苣苔科植物适宜生活在凉爽、

荫蔽、湿度大的环境，根据其生活习

性及对生长基质的要求，将其分成附

生型、喜酸型和喜钙型 [7]。芒毛苣苔

属和吊石苣苔属 Lysionotus 的多数种

类属于附生型，附着生长于石灰岩、

树或其他支持物上；喜酸型一般只

分布于花岗岩或砂页岩基质上，在

酸性土质中生长旺盛，在其他基质

则不能生长或生长不良，这类植物

包括马铃苣苔属 Oreocharis、漏斗苣

苔属 Raphiocarpus、报春苣苔属等；

喜钙型大部分或全部生长于石灰岩

上，在其他基质则没有分布或发育

不良，如异裂苣苔属、石山苣苔属

Petrocodon、蛛毛苣苔属、石蝴蝶属

等；2 种基质均能生长的有长蒴苣苔

属 Didymocarpus[7~10] 等。

1.4 栽培技术要点

该科植物不同属对光照、水分、

温度、湿度以及栽培基质的要求不

同，甚至同属不同种间也有较大的区

别 [11]。喜强光照、不能忍受长期的

荫蔽环境的种类有大根报春苣苔、刺

齿报春苣苔、弄岗报春苣苔和牛耳朵

等；喜较强散射光的种类有永福报春

苣苔、尖萼报春苣苔和粉绿异裂苣苔

等；喜较弱散射光的种类有羽裂报春

苣苔等；对光照要求不高的种类有半

蒴苣苔、疏脉半蒴苣苔和纤细半蒴苣

苔等 [12]。

苦苣苔科植物的繁殖主要采用播

种和叶片扦插 2 种方式，适宜的生长

温度为 10~30℃，低于 5℃时会出现

冻害，高于 35℃时根部会腐烂，空

气相对湿度一般要求 60%~80%。土

壤水分管理要求基质表面见干即浇

水、浇透；幼苗期需水量较少，应少

量多次；营养生长期适当增加水量；

花期和休眠期适当少水。一般情况下，

选用疏松、透气和排水性强的基质对

其进行栽培，喜酸型的基质配比为泥

炭土 : 珍珠岩 : 粗砂 =2:1:1，调节基

质 pH 值为 6.5~7.0；喜钙型的基质配

比为腐殖质 : 园土 : 粗砂 =3:1:1，加

入少量碳酸钙（石灰石粉或草木灰），

调节基质 pH 值为 7~7.5[7,12]。可在植

株生长旺盛期施肥，每月喷施一次叶

面肥或复合肥。常见病虫害有蚜虫、

介壳虫、软腐病和根腐病等，蚜虫、

介壳虫常暴发于花葶抽长时，可用黄

色粘虫板诱杀，同时喷施 40% 氧化

乐果 1 000 倍液；软腐病可喷施 72%
农用链霉素 4 000 倍液防治；根腐病

可用 70% 甲基托布津 4 000 倍液灌

根防治 [12]。

2 园林应用类型

深圳市仙湖植物园位于亚热带海

洋性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充

沛，四季无霜，气候温和。年平均气

温 22.4℃，最高气温 38.7℃，最低气

温 0.2℃，无霜期 355 d 左右；年平

均降雨量 1 933.3 mm，全年日照时长

2 120.5 h。土壤为红壤，有机质含量低，

较黏重，透气性差，pH 值为 6.3[13~15]。

经过多年的引种驯化、适应性研

究，仙湖植物园筛选出了适宜本地栽

培、可应用于园林绿化的苦苣苔科植

物 10 属 38 个种、3 个变种和 1 个品

种（表 1）。其主要分布于广西、云南、

广东、湖南等地，多生于山谷林下石

上或阴湿处，为多年生草本，多数属

于报春苣苔属、半蒴苣苔属和芒毛苣

苔属，观赏价值高、易繁殖、适应性

强，按园林应用形式可分为以下类型：

2.1 林下地被

该应用类型适宜选择生长快、覆

盖效果好、喜阴喜湿润的种类，如半

蒴苣苔属的半蒴苣苔、疏脉半蒴苣苔

和纤细半蒴苣苔，以及报春苣苔属的

黄斑报春苣苔、烟叶报春苣苔等。这

些种类直立生长，能与乔灌林搭配，

模拟形成自然植物群落景观。报春苣

苔属的大根报春苣苔、长毛报春苣苔、

中华报春苣苔等，适宜用作林荫下、

林缘的点缀植物。

2.2 林下花坛花境

报春苣苔属的百寿报春苣苔、药

用报春苣苔和牛耳朵等种类，花大且

多，花色艳丽，株型美观，属于多年

生肉质草本，适宜用于林下花坛和花

境，但这些种类较喜荫蔽环境，强烈

的阳光会造成叶片灼伤。喜荫花属叶

色有浅绿、深绿、棕色、粉红色等，

粉绿异裂苣苔的叶为粉绿色，可为花

境营造出丰富的色调。非洲堇属和艳

斑苣苔属植物花色丰富、花期长，喜

温暖、半荫，忌湿涝，可以营造出活

泼热烈的氛围。

2.3 岩石地被

报春苣苔属的永福报春苣苔、弄

岗报春苣苔和刺齿报春苣苔等适宜生

长在岩石上，这类植物株形矮小、花

朵密，抗旱耐瘠能力强，与岩石搭配

刚柔并济。袋鼠花和小岩桐的花型特

别，喜阳，适合作为岩石边缘的点缀

植物。

2.4 立体绿化

芒毛苣苔属的毛萼芒毛苣苔、长

茎芒毛苣苔和口红花为常绿蔓生草

本，喜温暖且有散射光的半荫环境，

忌强光直射，较耐旱，忌湿涝，可应

用于室内悬挂、壁挂等立体绿化。石

蝴蝶属的中华石蝴蝶、长蕊石蝴蝶和

旋涡石蝴蝶，以及品种丰富的非洲堇

属非洲堇，植株形态小、耐阴，既可

观花又可观叶，可作为办公室案头摆

设。石蝴蝶属的植株为莲座型，花多，

花期较长，是开发小型盆栽和微景观

制作的理想材料。

3 在仙湖植物园的应用及展示

3.1 专类植物展

2019 年第八届中国科学院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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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名 植物学名 生活型 花色 花期 观赏特性 应用形式

半蒴苣苔属
Hemiboea

半蒴苣苔 H. subcapitata 多年生直立草本 白色，内具紫斑 8—10 月 花、叶、株型 林下地被

贵州半蒴苣苔 H. cavaleriei 多年生直立草本 白色、淡黄色，散生紫斑 8—10 月 花、叶、株型 林下地被

疏脉半蒴苣苔H. cavaleriei var. paucinervis 多年生直立草本 白色、淡黄色，散生紫斑 8—10 月 花、叶、株型 林下地被

纤细半蒴苣苔 H. gracilis 多年生直立草本
粉红色或紫色，具有紫色

斑点
8—10 月 花、叶、株型 林下地被

报春苣苔属
Primulina

肥牛草 P. hedyotidea 多年生草本 紫色 7—10 月 花、叶 林下地被、花坛花境

长毛报春苣苔 P. villosissima 多年生草本 紫白色 5—6 月 花、叶 林下地被、花坛花境

中华报春苣苔 P. dryas 多年生草本 紫色至白色 5 月—翌年 2 月 花 林下地被、花坛花境

黄斑报春苣苔 P. flavimaculata 多年生草本 蓝紫色 4—8 月 花、叶 林下地被、花坛花境

烟叶报春苣苔 P. heterotricha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或白色 4—10 月 花、叶 林下地被、花坛花境

大根报春苣苔 P. macrorhiza 多年生草本 白色，裂片紫色 4—5 月 花 林下花坛花境

桂中报春苣苔 P. guizhongensis 多年生草本 蓝紫色至浅紫色 9—10 月 花 林下花坛花境

百寿报春苣苔 P. baishouensis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内具紫色斑纹 3—4 月 花、叶、株型 林下花坛花境

菱叶报春苣苔 P. subrhomboidea 多年生草本 紫色 3—5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

蚂蟥七 P. fimbrisepala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或紫色 3—5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

大齿报春苣苔 P. juliae 多年生草本 蓝色或紫色 7—10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

钟冠报春苣苔 P. swinglei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或紫色 5—9 月 花 林下花坛花境

牛耳朵 P. eburnea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或紫色 4—9 月 花 林下花坛花境

黄花牛耳朵 P. lutea 多年生草本 黄色 5—8 月 花、株型 林下花坛花境

药用报春苣苔 P. medica 多年生草本 白色带粉红色 3—4 月 花 林下花坛花境

龙氏报春苣苔 P. longii 多年生无茎草本 淡蓝紫色 3—4 月 花 林下花坛花境

寿城报春苣苔 P. shouchengensis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 5—6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

河池报春苣苔 P. hochiensis 多年生草本 紫色 8—10 月 花 岩石地被

弄岗报春苣苔 P. longgangensis 多年生草本 白色至红紫色 8—10 月 花、叶、株型 岩石地被

刺齿报春苣苔 P. spinulosa 多年生草本 蓝紫色 7—9 月 叶 岩石地被

条叶报春苣苔 P. ophiopogoides 多年生草本 粉白色 4 月 叶 岩石地被

线叶报春苣苔 P. linearifolia 多年生草本 白色 4 月 花、叶 岩石地被

尖萼报春苣苔 P. pungentisepala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 4—5 月 花、叶 岩石地被

微斑报春苣苔 P. minutimaculata 多年生草本 紫色 4—5 月 花、叶 岩石地被

永福报春苣苔 P. yungfuensis 多年生草本 淡紫色 5—6 月 花、叶 岩石地被

异裂苣苔属
Pseudochirita

粉绿异裂苣苔 P. guangxiensis var. glauca 多年生直立草本 黄绿色 8—9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

芒毛苣苔属
Aeschynanthus

毛萼芒毛苣苔 A. lasiocalyx 附生小灌木 红色 7—8 月 花 岩石地被、立体绿化

长茎芒毛苣苔 A. longicaulis 附生小灌木 红色 7—8 月 花、叶 岩石地被、立体绿化

口红花 A. pulcher 多年生藤本 红色至橙红色 12 月—翌年 2 月 花、叶 岩石地被、立体绿化

石蝴蝶属
Petrocosmea

中华石蝴蝶 P. sinensis 多年生草本 蓝色或紫色 8—11 月 花 立体绿化

长蕊石蝴蝶 P. longianthera 多年生草本 蓝紫色 10—11 月 花、叶 立体绿化

旋涡石蝴蝶 P. cryptica 多年生草本 白色 9—12 月 花、叶 立体绿化

非洲堇属
Saintpaulia

非洲堇 S. ionantha 多年生草本
紫红、白、蓝、粉红、双

色等
1—4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立体
绿化

小岩桐属
Gloxinia

小岩桐 G. sylvatica 多年生草本 橙红色 12 月—翌年 3 月 花、叶
林下地被、花坛花境、

岩石地被

艳斑苣苔属
Kohleria

‘满秋’艳斑苣苔 K. ‘Manchou’ 多年生直立草本 玫红，内具白色斑点 3—5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岩石

地被

艳斑苣苔 K. bogotensis 多年生直立草本 红色，内具黄色花纹 3—5 月 花、叶
林下花坛花境、岩石

地被

喜荫花属
Episcia

喜荫花 E. cupreata 多年生草本 红色 5—9 月 叶
林下花坛花境、立体

绿化

袋鼠花属
Nematanthus

袋鼠花 N. gregarius 多年生草本 橘黄色 4—11 月 花、叶 岩石地被

表 1    适合深圳地区园林应用的苦苣苔科植物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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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名园名花展”之“脆弱之魅—

苦苣苔展”在深圳市仙湖植物园举办，

展览场地包括阴生园展厅、阴生园内

喀斯特地貌展示区、林下应用区，全

面展示仙湖植物园在苦苣苔科植物种

质资源、保育、研究、科普以及利用

等方面的成果。

3.1.1 阴生园展厅

该展厅为苦苣苔科植物精品盆

栽专类展览区，以科普展板为背景，

系统介绍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原

生境、濒危保护、自然教育、应用

等相关知识。展厅入口及主形象背

景板利用栽植苦苣苔科植物的山水

盆景进行装饰，厅内分为原生种展

示区、栽培品种展示区、石蝴蝶属

专类展示区、组合盆栽及花艺组合

展示区。

原生种展区的植物包括报春苣苔

属、钩序苣苔属 Microchirita 和异裂

苣苔属等具有代表性、观赏价值高的

原生种；栽培品种展示区包括非洲堇

属、艳斑苣苔属、喜荫花属和海角苣

苔属 Streptocarpus 植物，以及仙湖

植物园自主培育的报春苣苔属杂交新

品种（图 1）；石蝴蝶属专类展示区

展示了石蝴蝶属植物 54 种，含自主

培育石蝴蝶属杂交种 5 种，石蝴蝶新

种 5 种（图 2）；组合盆栽及花艺组

合展示区将苔藓与植物结合，利用枯

木造型，搭配精美器皿，点缀玩偶或

石头，组合成具有意境的作品（图 3），
同时将株形矮小、叶形多样的石蝴蝶

属植物制作成适宜室内装饰的微景观

（图 4）。
3.1.2 阴生园内喀斯特地貌展示区

该区根据苦苣苔科植物生长于石

灰岩环境的特性，利用上水石模拟喀

斯特地貌的峰林、峰丛，构建中国苦

苣苔科植物原生境展示区。石头上栽

植株型矮小的种类如永福报春苣苔、

河池报春苣苔等，石头周边配置株型

直立的黄斑报春苣苔，花大且多的百

寿报春苣苔、大根报春苣苔等（图

5）。部分区域利用株型较高的半蒴

苣苔属植物作为背景，廊架悬挂芒毛

苣苔属植物，并将翠云草 Selaginella 

图 1   栽培品种展品

图 3    组合盆栽及花艺组合展品

图 2   石蝴蝶属植物展品

图 4    苦苣苔微景观展品

图 5    阴生园内喀斯特地貌展示区

uncinata 作为地被，营造出喀斯特地

貌的景观效果。

3.1.3 林下应用区

该区利用高大的柱冠南洋杉

Araucaria columnaris 林下的荫蔽环

境种植苦苣苔科植物。以枯木和石块

为骨架，将适应性良好、正值花期的

药用报春苣苔、大根报春苣苔和黄斑

报春苣苔作为主景，利用小岩桐和非

洲堇作为衔接和点缀，营造自然野趣

的效果（图 6）。

3.2 保育基地的应用展示

仙湖植物园保种中心保育基地集

保育、科研、科普和生产繁育功能为

一体，苦苣苔科植物被保育于玻璃温

棚、模拟原生境荫棚（图 7）和人工

补光恒温房内。保育基地入口处以光

叶子花 Bougainvillea glabra 和龟背竹

Monstera deliciosa 作为灌木层，地被

植物选择小岩桐、半蒴苣苔和钟冠报

春苣苔，利用非洲堇和观赏草进行点

缀，形成节点景观。保育温棚前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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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林下应用区

图 7    模拟原生境荫棚

图 8    办公区域的应用

较强，于入口门栏上垂挂喜阳的口红花，篱笆边缘种植

小岩桐、艳斑苣苔，门口置石配植金鱼花 Mina lobata，
为入口处景观增添了活力。

3.3 办公区域的应用

园中缅栀书吧内的小庭院利用小岩桐点缀，将药用

报春苣苔配置于庭院边缘，芒毛苣苔垂挂于竹篱笆上，

错落有致，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景象（图 8）。又如办公

楼内的庭院，采用片状石块进行堆叠，于石缝间种植绽

放紫色小花的刺齿报春苣苔，使庭院充满了生机。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苦苣苔科植物的生活型、观赏特性、对生

长基质的要求及栽培技术要点，并详细列举了深圳市仙湖

植物园筛选出适宜本地栽培的苦苣苔科植物及其园林应用

类型，通过介绍其在专类植物展、保育基地和办公区域的

应用及展示案例，传达了仙湖植物园在苦苣苔科植物园林

应用方面的尊重自然的理念。仙湖植物园以保持原有自然

环境为前提，运用移步换景、多层次造景和借景等布置手

法，使景观与科普更好地结合，打造出具有“仙湖特色”

的植物景观，让公众了解苦苣苔科植物的引种保育意义，

感受它的美。但是，品种开发应用工作任重而道远，合理

地开发和利用苦苣苔科植物资源，培育出花色丰富、花期

持久、抗性强的园艺品种，为城市园林景观提供多彩绚丽、

种类多样的植物材料，是未来的育种方向。

注：图片均为作者及项目团队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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