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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观赏和药用植物：石蒜属植物分类及其研究》对现有的石蒜属植物的研究进展进行归
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石蒜属植物进行数量分类、化学分类和分子标记研究，以找到石蒜
属大类群划分和物种划分的重要形态性状，帮助广大石蒜属植物爱好者从外部形态上区分常见的石蒜
物种，做到既获得知识又有利于交流；且有利于我国石蒜属植物的资源的整理、经典分类方法的完善
。
同时，通过对中国境内分布的野生石蒜资源进行引种观察试验、DNA水平分子标记研究，探讨其形态
变异大小和DNA遗传多样性丰富程度，可为石蒜野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物种遗传多样性保护以及
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优石蒜品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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