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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植物的遗传改良》是月季、菊花等北京市市花，以及四季秋海棠、草坪草等常用园林植物
遗传改良和新品种培育方面的专著。
全书共分6章，包括月季、菊花、秋海棠、草坪草、立体绿化植物、水体绿化与修复植物的遗传改良
等内容。
《园林植物的遗传改良》较为全面地阐述园林植物遗传改良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实践，包含诸
多编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总结。
　　《园林植物的遗传改良》既适用于从事园林植物遗传改良技术研究的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学工作者
，又可作为园林、园艺及相关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相关教材的参考书.也适用于从事园林植物牛
产的公司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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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控制蓝色的基因已经在1991年成功分离。
翠雀花色素是控制蓝色基因的主要因素，许多花卉（包括月季）不能呈现蓝色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合成
与此色素相关的酶。
基因克隆和转基因技术为改变花色提供了可行、有效的方法，现在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将从矮牵牛
中分离的翠雀花色素转入月季中；用反义或正义基因方法将控制花色的多基因拷贝转移到月季中。
利用反义和正义抑制技术，通过减少查耳酮合成酶的活性，已经成功改变了花色。
将基因转入含有天竺葵或矢车菊色素的月季品种，可以改变花青素的合成途径，使花色偏于蓝色。
日本三得利饮品公司专家田中良将三色堇的蓝色基因转入现代月季，得到了真正的蓝色月季。
　　株型对于园林绿化和景观营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月季的株型已有较大变化，从几厘米的微型月季到几百厘米的壮花月季，变化幅度极大。
但是，育种学家们仍未放弃此方向的研究。
目前集中体现在地被月季、极微型月季、树状月季、四季开花的藤本月季、微型藤本月季几个方面。
有研究者利用二倍体波特兰蔷薇栽培种（Sims）Voss.杂交，发现矮化性由一显性基因控制。
地被月季因其用途广泛而流行，贴附地面生长可防止地表受到侵蚀；锋利的皮刺和紧凑的株型使其可
形成芳香的矮篱；矮小的株体又可栽于吊篮中进行多种环境的美化。
树状月季又称为树月季或月季树，树干挺拔，高度与人视线相平，立体感强，易于人们亲近和欣赏，
且树冠距地面较高，减少了地面病菌的侵染，病害少。
因此，树状月季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近些年来，树状月季在西方各国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继切花月季、灌藤月季、微型地被月季之后
的又一发展亮点。
国内的树状月季也在悄然兴起，花卉市场、蔷薇专类园、大型室内展览厅和共享空间都能够见到它们
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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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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