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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兰科植物是一类具有很高观赏价值的园林绿化树种。从木兰科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园林观赏特性等方面入手 , 探讨了木兰科
植物的地位与现状及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情况 , 得出木兰科植物完全符合园林绿化的需要, 应该大力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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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科植物花色艳丽 , 花香宜人, 树姿优美多态, 树叶、

聚合果亦各具特色, 是一类具有很高观赏价值的园林、庭园

绿化树种, 素有“玉香海”的美称[ 1] 。随着社会生活提高、园

林绿化事业的飞速发展和木兰科新种、新品种的不断发掘和

选育, 木兰科植物在环境绿化上的应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 应用范围愈广泛, 使用形式亦更加丰富多样。

1  木兰科观赏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及园林观赏特性

木兰科植物系常绿树种, 大部分是乔木, 少数是灌木, 其

中乔木类树种大多树干通直, 树形整齐 , 枝叶茂密, 芽、枝、叶

背均密被绒毛, 叶多为革质、椭圆形, 花色多样, 有香味。该

科植物属深根、肉质根系, 多数有萌蘖特性 , 且不耐水淹。多

为阳性或半阴性树种, 幼龄生长喜侧方荫蔽, 苗期需阴, 后喜

光性趋强, 喜温暖或凉爽、湿润多雾、相对湿度大的山地气

候, 不耐干热。在我国, 多生长于年平均气温在15 ～26 ℃的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少数分布于温带或海拔1 520 ～2 800 m

的高海拔地区, 其原产地的生态环境大多数是温凉湿润, 雨

量充沛 , 相对湿度一般在80 % 以上, 土壤肥沃, 排水良好的山

坡或山谷。

由于木兰科植物种类繁多, 其园林观赏特性在大同之中

又散发着各自的异彩, 如远观金黄一片的金叶含笑, 满树纯

白、香气袭人的深山含笑 , 青翠欲滴的乐东拟单性木兰, 花红

灼灼耀眼的红花木莲, 叶形奇特似马褂的鹅掌楸等等, 都具

有独特的观赏特性。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木兰园里看

到, 几乎木兰科的植物都非常漂亮, 雅而不俗[ 2] 。

2  木兰科观赏树种的地位与现状

木兰科植物被认为是最原始的被子植物, 在地史上有过

广泛的分布[ 3] 。近年来, 由于各地森林受强烈的破坏和碎

化, 许多种类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虽然其大多分布范围不

小, 但所占据的面积都较窄, 种群数量较少 , 且很不完整。再

加上所处生境质量日益降低, 本身繁殖能力也低, 靠自然更

新扩大种群数量和范围是很困难的, 因而木兰科植物大多数

已处于国家保护中。如处于濒危种的主要有鹅掌楸、长�木

兰、红花木莲、西藏含笑和观光木等13 种; 濒危种主要有长

蕊木兰、厚朴、锈毛木莲和峨眉含笑等23 种; 极危种包括华

盖木、宝华玉兰和峨眉拟单性木兰3 种。由于大多数需要保

护, 仅仅靠就地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同时还更需要进行迁地

保护, 选择其作为园林绿化树种是扩大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

的较好的保护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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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木兰科观赏树种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3 .1 公园和风景点绿化  公园和风景点是供人们游览、休

息、观赏、开展文化娱乐和社交等活动的场所 , 其中公园更是

反映城市园林绿化水平的重要窗口。因此, 公园和风景点的

绿化必然要追求一种较高的美学品位, 在植物造景时, 需要

运用多种花草树木来营造一种丰富的园林植物景观。而木

兰科植物作为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重要花木, 在公园、

风景点绿化上应用相当广泛。木兰科植物种类繁多, 观赏特

性亦各不相同。因此, 在绿化配置形式上, 木兰科植物可以

单一种类构景, 也可以数种木兰科植物或其他植物如柏科、

樱花、茶花、茶梅等植物组景。种植形式可以单株散植于建

筑四周或假山一隅, 也可列植于园路两旁, 还可以数株集中

连片种植。如醉香含笑、乐昌含笑、深山含笑、乐东拟单性木

兰、观光木、红花木莲等常绿乔木, 既可数株群植或与玉兰等

落叶种类混植于空旷的草坪当中构造突显的景观效果 , 也可

作为背景树成片种植。

3 .2 庭园与居住区绿化  庭园绿地面积相对较小、空间有

限, 绿化面积上讲究精致小巧, 多选择名贵花木作材料。目

前, 根据庭院建设的不同需要, 已有不同的木兰科植物被大

量应用。如玉兰、紫玉兰、星花木兰、景宁木兰、天女花等落

叶种类, 既可以配置于园门入口、园路一侧、山丘一隅、小品

四周, 也可数株集中种植于一园落内, 营造小园春色无限; 还

可与其他花木, 如茶花、茶梅、杜鹃等春花植物组景, 可造成

一种群芳吐艳、百花争春的喜庆场景; 与秋桂种植一园, 可收

到春赏玉兰秋赏桂的两季赏景效果。含笑、紫花含笑、云南

含笑、野含笑等种类除上述配置方式外, 还可作花坛、花镜、

花篱、花墙布置。醉香含笑等则可以其恢弘庞大的树冠而孤

植为庭阴树, 也可列植于围墙边作为分隔空间的绿墙之用。

3 .3 寺庙和纪念性场所绿化 木兰科植物作为“佛家花”的

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唐代就被植于寺庙中, 清朝徐霞客谈到

永平县宝台山时, 赞“其上多木莲 , 树极高大⋯⋯亦环金光寺

而盛开者 , 三十余里, 隔着望之红如火⋯⋯高十丈 , 大十围 ,

亦异种也。或曰是佛书之优昙花云。”[ 4] 这些名花古卉至今

仍然是当地著名景观。除早已广泛应用的玉兰等高大乔木

外, 含笑、云南含笑、金叶含笑、天女花等亦被逐步应用。这

些树种以其独有的自身条件, 为寺庙这一特殊场所渲染了神

圣庄严、空灵脱俗、冰清玉洁、高深莫测、优雅别致、如若仙境

一般的氛围。纪念性场所要求主题突出。利用木兰科植物

的不同观赏特性, 可以体现不同的主题。以四季为例, 玉兰、

红运玉兰、天女花等春季开花, 似仙子携春而来, 玉兰清纯文

雅、空灵秀丽, 而红运玉兰红粉靓丽、热情洒脱, 二者相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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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春季的盎然生机表现无遗; 夏季来临时, 鹅掌楸、醉香含

笑等枝繁叶茂, 愈发显出蓬勃的青春活力; 深秋收获之时, 鹅

掌楸的满树金黄更给人以丰收之喜悦; 冬季万物萧条之时 ,

高大的木兰科常绿植物 , 挺立于纪念性场所, 使其地位更加

突显, 庄严肃穆之氛围不言而明。

3 .4  行道和厂矿企业绿化 行道绿化也是城市绿地建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木兰科植物中的乐昌含笑、峨嵋含笑、

荷花玉兰、观光木、乐东拟单性木兰等树干高大通直 , 枝叶茂

盛, 四季常青, 花素雅芳香 ; 鹅掌楸、北美鹅掌楸、杂交鹅掌楸

等树形雄伟, 花色秀丽, 叶大而奇特, 有上佳的遮阴效果和观

赏价值, 而且树干清洁光滑, 生长迅速 , 因此均可作行道绿化

的上选树种。上海植物园在上海宝山区友谊路和奉贤县新

村路选用杂交鹅掌楸作行道树, 收到了很好的绿化和美化效

果。荷花玉兰等被用作行道树则更具普遍性。

木兰科植物不但花色艳丽 , 树姿优美, 而且有许多种类

还具有很强的抗环境污染能力。比如玉兰, 用二氧化硫进行

人工熏气测定, 其1 kg 干叶可吸收1 .6 g 硫, 而1 kg 荷花玉兰

干叶更能吸收4 .4 g 硫, 这说明它们都具有较强的抗二氧化

硫能力; 鹅掌楸、含笑、荷花玉兰等对氯气都具有较强的抗

性; 荷花玉兰还有很强的吸滞粉尘能力等等。这些树种对净

化环境、美化厂矿能起到特殊的作用。

3 .5 厅堂和居室美化  木兰科木兰属中的玉兰、紫玉兰、天

女花、二乔玉兰、红运玉兰、红花玉兰等落叶种类, 花开之时

叶尚未展或仅微展 , 采其含苞待放之花枝用来插花或插于瓶

中水养 , 丽花清香可为厅堂、会场及居室带来融融春意。含

笑属中的白兰已被广泛盆栽置于厅堂、居室, 以其清雅浓烈

的花香、和美端庄的树姿来装点一片片心旷神怡的室内天

地。近年来 , 浙江省嗓州木兰科新品种研究所又培育出一种

株型端庄娇小、花朵艳丽繁茂的丹馨玉兰, 一株高仅1 m 的

植株即能开出10 多朵娇艳无比的鲜花, 实是木兰科中不可

多得的适宜盆栽的新宠, 不但可在广阔的园林沃土上大展风

姿, 而且还可在居室阳台的美化上一显身手。

3 .6  营造木兰专类园 以木兰为主营建专类园也是重要的

开发利用方式。一般有2 类, 一类是以观赏与展示木兰科植

物风采为主的专类园 , 如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与浙

江建德林场合建的江南木兰园; 另一类是以科学研究为目

的, 在种质资源保存和研究的基础上, 亦可鉴赏的专类园, 如

广州华南植物园中的木兰园, 收集有木兰科植物11 属110

种, 占全国分布种的70 % [ 5] 。

4  讨论

(1) 在园林植物中, 木兰科植物是人们最为喜爱的种类

之一, 也是最有乡土特色的种类。可以这样说, 在建设具有

城市特色风景园林时, 木兰科植物是不可多得、也不可缺少

的优良材料之一。

(2) 近年来 , 南方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积极发展木兰科园

林苗木的热潮, 但由于缺乏计划, 其中不乏盲目的行为。因

此, 各级有关部门应尽快规划, 并制订发展计划, 统一由林业

部门管理和采种, 控制出境。

( 3) 木兰科植物中的许多种应用在园林上还处于起步阶

段, 应本着研究试验在先, 应用在后的原则进行。所以, 研究

部门应在这方面进行努力, 对有关驯化、繁殖、栽培、移植、管

理、配置等进行深入研究, 以便为木兰科植物更好地应用于

城乡的园林建设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

(4) 木兰科植物在园林上虽然是一类十分珍贵的材料 ,

但并不是说每一种都要应用在园林上; 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加

以利用 , 一些种现在还难以利用, 这些都需要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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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 转基因植株BADH 为80 U, 对照组为0) , 耐盐性状较对

照组也有所改善。可见BADH 酶活对甘氨酸甜菜碱的积累

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并且可能催化除甜菜碱醛以外的

其他物质生成甜菜碱。

( 3) 通过农杆菌介导法 , 将番茄 BADH2 基因的过表达

载体导入粳稻品种日本晴 , 最终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转基因

植株 , 为进一步证明BADH 基因家族的功能 , 以及与植物抗

旱耐盐之间的相互关系 , 进而培养耐盐性强的水稻种质资

源奠定了基础。

( 4) 研究基因功能离不开组织培养技术的推动。农杆

菌介导的水稻转基因研究, 由于技术上的突破 , 转化效率已

大大提高。然而, 由于水稻品种或亚种间遗传差异很大, 对

转化研究的基因型依赖性强 , 从而增大了水稻转化技术的

复杂性和随机性。对于水稻这一重要农作物而言 , 要建立

一套高效、稳定和普遍适用的农杆菌介导转化系统, 仍有许

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农杆菌的转化试验中, 还需要

继续对不同受体品种转化时各具体因素进行研究, 优化转

化程序以获得更高的转化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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