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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常州地区月季种质资源为研究对象,旨在构建综合评价体系。通过阐述月季种质资源

评价的重要性,深入剖析了常州地区月季种质资源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对四种主要的评估方法进行了深

入的分类和比较,包括百分制计分法、灰度分析法、模糊数学法以及层次分析法(AHP),在这些方法的基

础上,提出建立常州地区月季种质资源综合评价体系。这一体系不但能为科学评价月季种质资源提供强

有力的手段,而且能为月季种植优化、品种改良和市场推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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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hinese rose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angzhou area, and aim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By explaining the importance of rose germplasm resources evaluation, the 

special nature of rose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angzhou is deeply analyzed. The four main evaluation 

methods, including percentage system scoring method, gray scale analysis method, fuzzy mathematical 

method and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HP), are deeply analyzed and compar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rose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angzhou is proposed. This 

system can not only provide a powerful means for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Chinese rose germplasm 

resources, but also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rose planting, variety 

improvement and market promotion. 

[Key words] Chinese rose germplasm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Changzhou area; evaluation 

method 

 

月季因花色繁多、花型高雅、香气持久而受到世界各国人

们的青睐。常州地区作为我国月季重要产地,月季种质丰富且质

量好。为使这些珍贵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利用,本研究旨在建

立一套科学、综合的月季种质综合评价体系。通过对不同评价

方法进行深入讨论与比较分析,旨在对常州地区月季产业发展

起到科学指导与支持作用。 

1 月季种质资源评价的重要性 

月季种质资源评价工作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对月季种植、繁

育、推广和产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1]。第一,月季种质资源评

价对全面了解月季遗传特性有很大帮助。对其种质资源进行深

入评价,可准确掌握各月季品种的遗传背景、抗逆性、生长习性

和观赏特性等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对月季种植管理非常重要,

可以帮助种植者针对月季遗传特点,制定更准确的栽培措施,以

改善月季生长质量及观赏效果。第二,月季种质资源评价为品种

选育提供了依据。在月季育种工作中,育种者可通过评价不同种

质资源来选择性状优良亲本,从而提高杂交育种成功率。第三,

月季种质资源评价还可以帮助育种者明确育种目标,有针对性

地改良月季的某些特定性状,如花期、花色、花型等,以满足市

场多样化的需求。第四,月季种质资源的评价对市场推广及产业

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可以对月季品

种在市场上的定位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通过评价,可将月季

品种分级,给消费者更清晰的选择依据。第五,月季种质资源的

评价也有利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月季种质资源之丰富,是月

季作为观赏花卉所具有的一大魅力。对其进行科学评价可以及

时发现和保护遗传特性独特、观赏价值高的月季品种,避免人为

因素造成种质资源损失。第六,月季种质资源的评价也可以促进

国际的交流和合作。月季是世界性观赏花卉,种质资源评价标准

与制度应具有国际通用性,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方式,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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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显示国内月季种质资源优势,引起国际同行关注与合作。同时,

在国际合作平台支持下,也可从国外引进优秀月季种质资源以

充实国内月季品种库,促进月季产业创新发展。 

2 常州地区月季种质资源的特性分析 

常州的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给月季生长带来了独特的环境,

这里月季种质资源既丰富又独具特色。第一,在遗传特性方面,

常州月季种质资源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常州经多年引种和选

育,已成功地培育成了许多与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相适应的月季

品种。这类品种表现为基因型的广泛变异,是月季遗传改良的宝

贵材料。第二,从生长表现上看,常州月季表现出健壮的生长势

态,适应性极佳。常州月季植株一般生长旺盛、枝繁叶茂。这些

月季品种即便在高温、干旱或寒冷的恶劣环境中,也能展现出出

色的逆境抗性,并保持其正常的生长和开花状态。第三,常州月

季观赏特点明显。该地区栽培月季品种花色繁多,有红色、粉色、

黄色和白色,花型有单瓣、重瓣和杯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

些年新培育的一些品种,例如“情窦”和“龙城春色”,它们不

只是颜色鲜艳,还散发着浓烈的花香,因此,在市场上受到了热

烈的欢迎。另外,常州月季开花时间比较长,通常可以从春天延

续至秋天,给城市绿化及园林造景带来连续而稳定的观赏效果。

常州月季除以上特点之外,还有很高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月季作

为常州市市花,在种植与繁育上已形成产业化发展。常州地区不

但有几个大型月季种植基地,而且经常举办月季花展,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来观展和选购。这样在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同时,

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 

3 月季种质资源评价方法的分类与对比 

3.1百分制计分法 

百分制计分法是月季种质资源评价中比较直观、易操作的

方法[2]。此方法首先确定了明确的评价指标,并为每一项指标设

定了具体的分值区间,最后基于月季品种在这些指标上的表现

给予评分,汇总得到总分,以达到对月季种质资源量化评价的目

的。该方法具有简便易行、能迅速评价和筛选出数量众多的月

季品种的优点。同时,百分制计分法具有评价指标清晰、易为评

价者所理解、掌握等特点,因而被广泛地应用于月季种质资源的

评价。但百分制计分法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评价指标选择与分

值分配需依靠专家经验与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评价的客

观性与准确性。二是百分制计分法对评价指标间关联性及权重

分配考虑不周,会造成评价结果片面。三是这种方法对模糊性与

不确定性的处理能力较弱,很难综合体现月季种质资源的全部

特征。在实践中,为克服百分制计分法存在的局限,可采取若干

改进措施。例如,可以采用德尔菲法等技术来设定评价指标和

分配分值,从而增强评价的客观性和精确度。同时,也可以结

合其他评价方法,如灰度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来综合考虑

月季种质资源的多个方面特性,从而得出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评

价结果。 

3.2灰度分析法 

灰度分析法应用于月季种质资源评价因具有处理不确定性

与模糊性等特殊能力受到广泛关注[3]。这种方法以灰度系统理

论为基础,并通过建立灰度评价模型可以考虑诸多影响因素来

综合评价月季种质资源。灰度分析法其核心是对评价指标灰度

化,使其更能客观反映月季品种的各方面性能。在实践中,灰度

分析法先从月季生长特性、观赏价值和抗逆性等方面建立评价

指标。然后,采用灰度理论白化权函数量化各指标构成灰度评价

矩阵。最后,对各项指标灰度评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得到月季品种

综合评价结果。该方法对于处理带有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评价

问题表现突出,能有效避免主观因素对于评价结果的影响。但灰

度分析法同样面临着挑战。一是这种方法计算过程比较繁杂,

要求评价者有一定数学基础及计算能力。二是灰度分析法评价

结果受白化权函数的选取影响较大,函数形式不一样会造成评

价结果不一致。所以,在实践中需慎重选取白化权函数并根据实

际情况加以调整与优化。 

3.3模糊数学法 

将模糊数学法应用于月季种质资源评价,为解决评价中存

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法。该方法以模糊

集合理论为基础,引入隶属度与模糊运算的概念来实现对月季

种质资源的科学评价。用模糊数学法时,第一,确定评价指标及

评语集。评价指标选取同百分制计分法、灰度分析法相似,涉及

月季诸多方面。并在评语集中模糊地描述了各指标,如“好”“较

好”“一般”“较差”等可能成绩。第二,结合月季品种对各指标

的真实表现来决定它们从属于各评语的隶属度。这一隶属度体

现了月季品种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与各评语间的相似程度。第

三,用模糊运算来全面分析各指标。对各指标进行隶属度加权和

计算,获得综合隶属度向量。该向量能综合反映月季品种总体表

现,并可按需换算成具体评分或等级。同百分制计分法、灰度分

析法相比较,模糊数学法更侧重于处理评估过程的模糊性、不确

定性。既能给出月季品种对各指标隶属度的分布情况,又能进行

模糊运算,得出综合评判结果。这样使评价结果更全面、更详细,

更能体现月季品种的真实表现。但是模糊数学法计算过程比较

复杂,对评价者的数学素养及计算能力要求很高。同时,隶属度

与权重的设置还可能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所以,在实践中需慎

重选取评语集并确定隶属度函数来保证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3.4层次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一

种结构化的决策方法,特别适合处理复杂的多准则决策问题[4]。

AHP对评价问题进行了层次与因素的分解,并构造了层次结构的

模型,从而使评价过程更系统、条理更清晰。就月季种质资源评

价而言,一是要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从月季生物学特性、观

赏价值和适应性几个维度出发,筛选出关键性评价指标,以构建

多层次指标体系。每个层面都含有多个具体指标,各指标间既独

立又相互关联,共同组成一个全面的评价体系。二是要明确各个

指标的权重。AHP中其权重确定非常关键,体现了各指标在综合

评价中的重要程度。构建一个判断矩阵并通过专家评分或其他

技术手段来确定各个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而为各个指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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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相应的权重。在这一过程中,保证了评价的科学性与客观

性。三是确定指标体系及权重之后,对其进行了综合评价。对各

月季品种分别按它们在各指标中的表现来评分,用前面设定的

权重加权平均得到综合评分。这一综合评分能综合地反映月季

品种整体表现,便于品种之间的对比与选择。AHP的优势在于能

把复杂评价问题分解成若干层次、若干因素加以考虑,从而使评

价结果更全面、更系统。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通过一致性检验

来保证判断矩阵的合理性及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但AHP也有其局

限性,例如,在构造判断矩阵及确定权重时可能带有主观性。所

以,在实际运用时还需与其他评价方法相结合才能得到更为精

确的评价结果。 

4 常州地区月季种质资源综合评价体系的建立 

常州地区月季种质资源综合评价体系是一项综合多学科知

识和方法于一体的严密系统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为常州月季种

质资源评价提供综合、客观、科学的标准。该体系的构建既涉

及月季生物学特性、观赏价值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又需要量化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从而更加精确地评价月季种质

资源的优势和劣势。评价体系建立之初,最重要的任务是筛选能

综合反映月季种质资源性状的评价指标,其中包括生长速度、抗

病性、耐寒性、花期长度以及花色丰富度等,每项指标均需经过

认真的筛选与论证,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与可测量性。同时,考

虑到月季作为观赏植物的特点,还需将花朵形态、颜色和香气纳

入评价体系中,使之观赏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评价指标确

定之后,下一步就是选择合适的方法。为保证评价结果客观、准

确,需综合运用各种科学评价方法。如采用百分制计分法量化各

项评价指标,使不同的指标具有可比性；同时,可利用层次分析

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以突显它们在月季种质资源整体评

价中的关键作用。这些方法的运用既增强了评价的精确性又使

评估结果更有说服力。建立评价标准是评价体系建立的基础,

常州地区月季种质资源的综合评价体系的评价标准制定需充分

考虑到当地气候、土壤条件和市场需求。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行业标准及市场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应制定一套适合常

州地区现状且前瞻性强的评估标准。这些准则不仅为月季种质

资源评价提供明确的依据,而且对种植者、育种者以及市场推广

人员都有很强的决策支持作用。另外,数据收集和分析对评价体

系建立也起着关键作用。为保证评价结果可靠、有效,需采用实

地考察、实验测定、市场调研等多种手段搜集大量月季种质资

源信息。这些信息既涉及生物学特性和观赏价值,又涉及市场需

求和消费者偏好及其他经济因素。通过深入地分析与挖掘这些

信息,可以为量化评价指标提供科学的依据,也可以对评价结果

进行验证与调整。然而,常州月季种质资源综合评价体系并不是

一劳永逸的过程。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改变,体系也

会不断地优化与完善。比如,未来可考虑引进更多的评价指标,

比如抗旱性和耐盐碱性指标来满足环境条件的变化；同时,还可

采用先进的生物技术手段,对月季种质资源开展更加深入的研

究与分析,提高其评价的精确度与实用性。 

5 结束语 

本研究对常州月季种质资源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构建综合

评价体系,以期为月季产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与支持。在未来的

工作中,应不断深入研究和完善评价体系,以促进常州月季产业

的不断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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