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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茉莉花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颜学海 1　牟成君 1　龚　芸 1　吴红梅 2

（1 四川省乐山市种子管理站，乐山 614000；2 四川省乐山市社会福利院，乐山 614000）

摘要：四川省犍为县致力于茉莉花种质资源的收集、引进、研究、保护与开发利用，汇集了全球珍稀茉莉花品种 120 余种，

建成了目前国内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茉莉花种质资源圃。就犍为茉莉花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进行介绍，以

期更好地利用本地优异种质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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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 [1-2]。种质指农作物亲

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它是生命延续和种族繁

衍的保证。四川省犍为县地处川西平原西南边缘，

29°N，隶属于乐山市，自然条件优越，属于亚热带湿

润性气候区，全年四季分明，年均气温 17.5℃，夏无

酷暑，冬无严寒，霜雪少见，无霜期长达 333d，年降

水量 1100~1200mm，年日照时数 1048h。全县土壤

类型多样，以紫色土为主，微酸性、壤土类占 65.0%
以上，特别适宜茶叶、茉莉花生长，为茉莉花种质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近年来，

犍为县致力于茉莉花种质资源的收集、引进、研究、

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建成了目前国内数量最多、品

种最全、规模最大的茉莉花种质资源圃和全国第二、

西南最大的茉莉花基地。茉莉花产业已成为全县农

业主导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3-4]。

1　犍为茉莉花的发展历史
犍为茉莉花历史悠久，乃犍为县县花，距今已有

近300年历史。因该地区气候、土壤条件都非常独特，

所产茉莉鲜花洁白、瓣厚、朵大、香气浓、品质优。据

清乾隆五十二年版《犍为县志》（物产志 -1787 年）

记载，“花之属有桂，种类繁多。有金桂、银桂、……

茉莉……”。清嘉庆十九年版《犍为县志》（物产志）

记载有……蝉花、茉莉花……，进一步证明了犍为县

种植茉莉花历史悠久。1738 年犍为富商从福建福州

引回茉莉花，将其花香加入绿茶，形成独具品味的茉

莉花茶。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曾任朝廷巡抚、

四品道台的李拔（四川犍为人）从福州差人运回数千

株茉莉花种植在犍为南门坝，并建“茉莉园”赏花制

茶，扩大了犍为茉莉花的种植区域。

2　 犍为茉莉花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现状
2.1　犍为茉莉花种质资源圃的建立

2.1.1　中华茉莉种质园　犍为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

资金，并引导专业合作社投资建成占地 26.67hm2 的

中华茉莉种质园和犍为茉莉花良繁中心，是目前国内

品种最全、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茉莉花种质资源圃。

种质园包括茉莉花品种资源圃、良种母本园、品种选

育园、良种繁育园、新技术试验区、新技术推广区、标

准化示范园等，重点开展单瓣、双瓣、多瓣茉莉的茉莉

花茶窨制工艺研究。通过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福建农林大学、西南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四川农

业大学等科研机构深入合作，致力于茉莉花品种收

集、引进，茉莉花良种的选育、审定，高产、安全栽培集

成技术研究，新品种和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等方面

的研究。2011-2013 年犍为县从泰国、缅甸、越南、印

度和我国福建、广东、云南等地收集并引进茶用茉莉、

天然香精茉莉、盆栽观赏茉莉和城市绿化茉莉四大

类，单瓣、双瓣、多瓣茉莉花种质资源 50 余个。

2.1.2　世界茉莉博览园　正在打造的世界茉莉博览

园地处犍为县清溪镇，整合周边 800hm2 茉莉花种

植基地，建立起茉莉花培育种植、精深加工、产品研

发的完整产业链，被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评为“省

级花卉产业园区”，被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评为“省级

农业产业园区”。园内建有世界茉莉种质资源圃、茉

莉品种基因等农旅融合项目，汇聚了双色茉莉、希茉

莉、铁茉莉、蓝茉莉、软枝黄花茉莉、硬枝黄花茉莉、

风车茉莉、非洲茉莉、金犍双瓣茉莉等全球珍稀品种

120 余个。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园区最终会引进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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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品种，为犍为茉莉花种质资源的保护与进一

步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2.2　犍为茉莉花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

2.2.1　犍为茉莉花产业发展现状　犍为县既产花又

产茶，茉莉花主要用来制作茉莉茶。近年来，犍为县

采用“以花为源、以花为媒、花茶结合，山上种茶、山下

种花”的模式，紧紧抓住被列入“川中茉莉花茶集中

发展区”“五—犍—沐 50 万亩茶产业带”的历史机

遇，按照“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延伸链条、铸造品牌”

的思路，出台《关于促进犍为茉莉茶特色产业融合发

展的意见》等产业扶持政策，自 2005 年来每年投入

2000 余万元鼓励茉莉花产业的发展，初步形成以种

植、加工、旅游为一体的产业融合格局。2019 年全县

茉莉花种植面积已达5666.67hm2，产茉莉鲜花2.2万 t，
加工茉莉茶 1.9 万 t，实现茉莉花综合产值 20 亿元。

2.2.2　犍为茉莉花产品所获荣誉　犍为茉莉茶已成

为乐山茶叶三大公共区域品牌之一，连续举办五届茉

莉花文化艺术节，多次参加全国全省茶博会、农博会，

先后获得“中国茉莉之乡、中国茶乡、中国茉莉茶之

都、中国名茶之乡”等称号，被农业农村部列入第三批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04 年茉莉花基地建成国

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2007 年茉莉花基地及茉

莉花茶系列产品通过无公害基地和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2009 年获四川省茶叶行业评比峨眉杯特等名花

茶奖；2010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犍为茉莉茶”

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13 年“犍为茉莉茶”成功

注册“国家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清茗香”“金犍茉

莉茶”“金犍香君”等一大批茉莉花茶品牌先后荣获

省、市名优茶称号和中国（四川）茶业博览会金奖。在

第六届中国（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暨天府龙芽茶文

化节、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犍为县自主研制

的 34 个不同类型的花茶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好评。

2.2.3　成功选育金犍茉莉 1 号　犍为县通过与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大力开展茉

莉花良种选育审定和田间种植试验，经过 5 年多的

努力，成功选育出香气好、抗性强、产量高的新品种

金犍茉莉 1 号双瓣茉莉，开发出国内独有的“浓香

型、清香型、熟香型、兼香型”茉莉茶新品。2013 年

金犍茉莉 1 号通过专家技术鉴定，开创了全国茉莉

花品种审定的先河。为进一步证明该品种综合性状

的优势和稳定性，犍为县农业农村局连续 3 年将金

犍茉莉 1 号同福建福州、云南元江、广东顺德、广西

横县双瓣茉莉进行品种比较试验和生产示范对照 [5]， 
结果表明金犍茉莉 1 号在产量和品质上都优于其他

4 个品种。犍为县充分开发利用优异种质资源，加

强新品种示范和推广，对选育稳定的品种，通过良繁

园繁育，每年可提供优质种苗 1500 万株以上。

2.2.4　农文旅融合全面提升茉莉花产业　犍为县

正在积极打造的世界茉莉博览园田园综合体，项目

总投资 5 亿元，于 2018 年 11 月开工建设，核心区面

积约 86.67hm2、拓展区面积 333.33hm2，辐射区范围

800hm2，2020 年底将全部建成投运。项目将打造成

集现代农业、休闲文旅、田园乡村三大功能于一体的

四川标杆、全国知名的“茉莉博览园田园综合体”，

年游客量将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通过农文旅融合

带动犍为茉莉花产业全面提升，实现年产高品质茉

莉鲜花 6000t，加工茉莉花茶 4000t。

3　犍为茉莉花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的展望
目前国内市场茉莉花的品种、使用范围都较为

单一，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将是犍为茉莉花基地的

最大优势。近年来，犍为县着眼茉莉花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资金，通过中华茉莉种质

园、犍为茉莉花良繁中心和世界茉莉种质资源圃搭

建茉莉花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平台，建成国

内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茉莉花种质资源

圃。目前该县按照“两基地两环线，两市场两园区”

的产业布局和“政府引导、协会管理、企业主体”的

发展思路，把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立足茉

莉花产业基础，汇聚全球茉莉精品，浓缩古今茉莉文

化精华，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走农文旅融合路线，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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