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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为观赏价值极高的国家Ⅰ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是驰名海内外的园林树种，具有
重要的科研价值及应用价值。通过多次分季节实地调查西南地区部分区域珙桐和互联网搜集珙桐的网络图片，研

究珙桐个体的观赏要素如体量、形态、色彩、质感等方面。采用统计学分析的方法，对其相关特征进行详细整理分

析，比较分析后发现园林绿地中的珙桐冠幅随株高增加横向增长明显，自然生境则表现出纵向生长趋势，并发现其

树冠以圆锥形为主，分枝点偏低，树形优美，色彩独特，质感属于中粗型。结合以上分析结果，对其在园林中的应用

形式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期望能够对其园林应用和物种保护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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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Ｂａｉｌ．）属于珙桐科
（Ｎｙｓｓａｃｅａｅ）珙桐属（Ｄａｖｉｄｉａ）单型属落叶乔木。珙
桐树形高大，树姿优美婆娑，叶片嫩绿宽大，特别是

花序基部对生的白色纸质叶状苞片，在国际上享有

“中国鸽子树”的美誉，是驰名海内外的园林观赏树

种，身影出现在欧美的许多城市如瑞士的日内瓦、美

国白宫前。然而由于自我繁殖更新困难、对生长环

境要求苛刻，导致种群衰退，珙桐目前已被列为国家

Ⅰ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１－２］，并且受生理特性所限，

在国内还没有大规模的园林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

珙桐的地理分布、种群和群落生态以及无性繁殖等

方面，缺乏在园林设计及植物配置方面的研究。刘

兵等曾对珙桐在城市园林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研究，

指出可将其作为行道树及庭荫树应用，并在种植养

护上给出一定的建议［３］。本文则试图在刘兵等工

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生长和欧美等园林应用中

的珙桐个体的园林观赏要素，如体量、形态、色彩、质

感等进行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探

讨其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形式。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根据马宇飞、李俊清等人对珙桐树龄的分类标

准［４］，自然分布和园林应用中的树高４ｍ以上的成
年珙桐（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Ｂａｉｌｌ）植株及其园林相关
形态特征。

１．２自然分布珙桐实地调查区域
自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２年时间，多次分季节对

西南地区内四川省、贵州省两省部分地区的珙桐进

行实地调查（表１）。具体包括四川省成都市的植物
园、活水公园，四川省峨眉山风景名胜区及荥经苍龙

沟国家森林公园，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赤水镇及江

油市大康镇吴家后山珙桐自然生境，贵州省贵阳市

表１ 考察地点

Ｔａｂ．１　 Ｓｕｖｅｙｓｉｔｅｓ
考察时间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考察地点
Ｓｉｔｅｓ

经纬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５．５，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６．４，２０１６．９，２０１６．１１ 四川省成都市的植物园 １０４°７′１８″Ｅ、３０°４５′５９″Ｎ ～４８８ｍ
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６．３，２０１６．１０ 四川省成都市活水公园 １０４°５′１８″Ｅ、３０°４０′１８″Ｎ ～４９９

２０１５．７ 四川省峨眉山风景名胜区 １０３°１０′３０″Ｅ、２９°１６′３０″Ｎ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４．４ 四川省荥经苍龙沟国家森林公园 １０２°９′Ｅ、２９°５７′Ｎ ～９２０
２０１５．５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赤水镇 １０４°３３′１８″Ｅ、３２°２４′３２″Ｎ ～８６５
２０１５．５ 四川省江油市大康镇吴家后山 １０４°４４′３″Ｅ、３１°５１′２７″Ｎ ～５９２
２０１６．４ 贵州省贵阳市森林公园 １０６°４５′５９″Ｅ、２６°３６′４１″Ｎ ～１１５８

森林公园。

１．３　互联网珙桐图片搜寻
采用 关 键 词 “珙 桐”、“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Ｂａｉｌｌ”、“ｄｏｖｅｔｒｅｅ”等，在百度（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必应（ｈｔｔｐ：／／ｃｎ．ｂｉｎｇ．ｃｏｍ／）、中国植物志（ｈｔ
ｔｐ：／／ｆｒｐｓ．ｅｆｌｏｒａ．ｃｎ／）等搜索引擎和网址上，搜寻相
关图片，根据植物学相关分类依据予以确认，剔除非

珙桐图片。

１．４　调查分析方法
对实地调查的珙桐植株和互联网获得的珙桐图

片，分别测量和推算其株高、冠幅、分支点高度。冠

形、质地、枝干形态、叶片等的分类根据参考文献［５］

进行。

１．５　统计学处理方法
对上述数据采用统计学处理，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自然界及园林应用的珙桐的株
高、冠高、冠下高、冠幅、冠幅／株高、冠幅／冠高进行

基本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珙桐的体量及形态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１　体量　体量是植物最重要的观赏特性之一，
直接影响着空间范围、结构关系以及设计的构思和

布局。植物的体量大小可分为大中型乔木（＞６
ｍ）、小乔木（４５ｍ～６ｍ）、大灌木（３ｍ～４５ｍ）、
中灌木（１ｍ～２ｍ）、矮灌木（０３ｍ～１ｍ）、地被植
物（＜０３ｍ）［６］。通过实地调查和对网络图片的分
析发现，无论是在四川荥经、平武以及峨眉山等自然

生境中的成年珙桐（表２），还是在欧美等园林绿地
中应用的珙桐植株（表３），除了少数几棵在５ｍ以
下（可能与移栽成活率有关），高度大多数在５ｍ～
１０ｍ左右，甚至高达１２ｍ，因此珙桐属于大中型乔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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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体量与冠形的调查结果（自然生境）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ｃｒｏｗｎｓｈａｐｅ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

组别
Ｇｒｏｕｐ

株高（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冠高（ｍ）
Ｃｒｏｗｎ
ｈｅｉｇｈｔ

冠下高（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ｔｒｅｅ

冠幅（ｍ）
Ｃｒｏｗｎ
ｗｉｄｔｈ

冠幅／株高
Ｃｒｏｗｎｗｉｄｔｈ／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平均冠幅／株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ｏｗｎ
ｗｉｄｔｈ／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冠幅／冠高
Ｃｒｏｗｎｗｉｄｔｈ／
Ｃｒｏｗｎｈｅｉｇｈｔ

平均冠幅／冠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ｏｗｎ
ｗｉｄｔｈ／Ｃｒｏｗｎ
ｈｅｉｇｈｔ

冠形
Ｃｒｏｗｎ
ｓｈａｐｅ

５～６ｍ组 ５．２ ４．１ １．１ ６．７ １．２９ ０．９９ １．６３ １．２８ 圆锥形

５．２ ４．２ １．０ ５．８ １．１２ １．３８ 圆锥形

５．６ ４．６ １．０ ２．８ ０．５０ ０．６１ 卵圆形

５．８ ４．１ １．７ ６．１ １．０５ １．４９ 圆锥形

６～９ｍ组 ６．２ ５．３ ０．９ ５．８ ０．９４ ０．７２ １．０９ ０．９８ 圆锥形

６．５ ４．８ １．７ ５．８ ０．８９ １．２１ 圆锥形

６．７ ４．２ １．５ ６．９ １．０３ １．６４ 圆锥形

６．９ ４．７ ２．２ ６．６ ０．９６ １．４０ 圆锥形

７．０ ５．０ ２．０ ４．０ ０．５７ ０．８０ 偏侧

７．１ ５．２ １．８ ３．８ ０．５４ ０．７３ 圆锥形

７．９ ６．３ １．６ ４．４ ０．５６ ０．７０ 圆锥形

８．５ ５．４ ３．１ ５．６ ０．６６ １．０４ 偏侧

８．６ ７．１ １．５ ４ ０．４７ ０．５６ 圆锥形

８．６ ７．４ １．２ ６ ０．７０ ０．８１ 圆锥形

９．０ ７．２ １．８ ５．６ ０．６２ ０．７８ 圆锥形

１０ｍ以上组 １０．０ ８．０ ２．０ 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６８ 卵圆形

１０．７ ８．０ ２．７ ７．４ ０．６９ ０．９３ 卵圆形

１２．０ ７．５ ４．５ ５．０ ０．４２ ０．６７ 卵圆形

１２．１ ８．３ ３．９ ４．８ ０．４０ ０．５８ 圆锥形

平均值 ５．９ ２．０ ５．４ ７．９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９８ ０．９８
标准差 ２．１ １．５ １．０ １．２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３７ ０．３７

表３ 体量与冠形的调查结果（园林应用）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ｃｒｏｗｎｓｈａｐｅｓｉｎ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ｇａｒｄｅｎ

组别
Ｇｒｏｕｐ

株高（ｍ）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冠高（ｍ）
Ｃｒｏｗｎ
ｈｅｉｇｈｔ

冠下高（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ｔｒｅｅ

冠幅（ｍ）
Ｃｒｏｗｎ
ｗｉｄｔｈ

冠幅／株高
Ｃｒｏｗｎｗｉｄｔｈ／
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平均冠幅／株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ｏｗｎ
ｗｉｄｔｈ／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冠幅／冠高
Ｃｒｏｗｎｗｉｄｔｈ／
Ｃｒｏｗｎｈｅｉｇｈｔ

平均冠幅／冠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ｏｗｎ
ｗｉｄｔｈ／Ｃｒｏｗｎ
ｈｅｉｇｈｔ

冠形
Ｃｒｏｗｎ
ｓｈａｐｅ

４～５ｍ组 ４．０ ３．０ １．０ ２．０ ０．５０ ０．６４ ０．６７ ０．８７ 偏侧

４．２ ３．１ １．１ ２．４ ０．５７ ０．７７ 圆锥形

４．３ ３．０ １．３ ２．３ ０．５３ ０．７７ 圆锥形

４．９ ３．６ １．３ ４．６ ０．９４ １．２８ 圆锥形

５～６ｍ组 ５．４ ３．９ １．５ ３．９ ０．７２ ０．７５ １．００ ０．９７ 圆锥形

５．６ ５．０ ０．６ ５．６ １．００ １．１２ 卵圆形

５．６ ４．２ １．４ ４．４ ０．７９ １．０５ 圆锥形

５．７ ４．４ １．２ ３．３ ０．５８ ０．７５ 圆锥形

５．７ ４．０ １．７ ３．３ ０．５８ ０．８３ 圆锥形

５．８ ４．１ １．７ ４．６ ０．７９ １．１２ 圆锥形

５．８ ４．９ ０．８ ４．４ ０．７６ ０．９０ 圆锥形

６～９ｍ组 ６．３ ４．６ １．７ ４．２ ０．６７ ０．９１ ０．９１ １．１４ 圆锥形

６．５ ４．８ １．７ ５．７ ０．８８ １．１９ 圆锥形

６．６ ４．９ １．７ ６．４ ０．９７ １．３１ 圆锥形

７．０ ６．０ １．０ ８．３ １．１９ １．３８ 圆锥形

７．２ ７．１ ０．９ ６．８ ０．９４ ０．９６ 圆锥形

７．２ ５．４ １．８ ６．９ ０．９６ １．２８ 伞形

８．２ ６．７ １．５ ６．８ ０．８３ １．０１ 圆锥形

８．６ ６．８ １．８ ７．２ ０．８４ １．０６ 圆锥形

１０ｍ以上组 １０．４ ９．１ １．３ １５．５ １．４９ １．３３ １．７０ １．５８ 伞形

１０．６ ８．８ １．８ １３．５ １．２７ １．５３ 伞形

１２．６ １０．２ ２．４ １５．４ １．２２ １．５１ 伞形

平均值 ５．４ １．４ ６．３ ６．７ ０．８６ ０．８６ １．１０ １．１０
标准差 ２．２ ２．０ ０．４ ３．９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２８

２．１．２　形态　植物的形态包括冠形以及枝干、叶
片、花、果等的形态。

珙桐的冠形　调查显示，进入成年期后的珙桐

冠形以圆锥形为主（图１Ａ），其平均冠幅／冠高比为
１左右，自然生境生长的珙桐和园林绿地中种植的
珙桐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其中，处于自然生境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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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桐冠形较为瘦长，本次调查观察到的１９株成年珙
桐的冠形包括１３个圆锥形和４个卵圆形（图１Ｂ），２
株偏冠；园林绿地生长的珙桐植株则似乎更为伸展，

图１　Ａ：圆锥形珙桐（图片来源：自摄）；Ｂ：自然生境处的
瘦长卵圆形冠形珙桐（图片来源：自摄）；Ｃ：欧美园
林中的伞形珙桐（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ｔｓｅ１．ｍｍ．ｂｉｎｇ．
ｎｅｔ／ｔｈ？＆ｉｄ＝ＯＩＰ．Ｍ２ｂａ４０３８ａ８６９４７ｄ１８ｂｃ０５５７ｄｃ
８７ｃ３ｅ４９ｂｏ０＆ｗ＝３００＆ｈ＝２２５＆ｃ＝０＆ｐｉｄ＝１．９＆ｒｓ
＝０＆ｐ＝０）；Ｄ：自然生境处珙桐偏侧现象（图片来
源：自摄）；Ｅ：珙桐偏侧或树形变化（图片来源：自
摄）

Ｆｉｇ．１　Ａ：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ｏｆｃｏｎ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ｎ（ｉｍ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ｐｈｏｔｏｅｄｂｙａｕｔｈｏｒ）；Ｂ：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ｏｆｓｌｅｎｄｅｒｃｒｏｗｎｓｈａｐｅ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ｍ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ｐｈｏｔｏｅｄｂｙａｕｔｈｏｒ）；Ｃ：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ｏｆ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ｃｒｏｗｎｉｎｇａｒｄｅ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Ｕ
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ｔｓｅ１．ｍｍ．ｂｉｎｇ．
ｎｅｔ／ｔｈ？＆ｉｄ＝ＯＩＰ．Ｍ２ｂａ４０３８ａ８６９４７ｄ１８ｂｃ０５５７
ｄｃ８７ｃ３ｅ４９ｂｏ０＆ｗ＝３００＆ｈ＝２２５＆ｃ＝０＆ｐｉｄ＝
１９＆ｒｓ＝０＆ｐ＝０）；Ｄ：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ｏｆｐａｒ
ｔｉａｌｓｉｄｅ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
ｔｓｅ１．ｍｍ．ｂｉｎｇ．ｎｅｔ／ｔｈ？＆ｉｄ＝ＯＩＰ．Ｍ７ｅｂ７ｂ０９１ｆ
９６６３ｄ９８ａｅ９４ｄ２ｂ６２ｂｄｆ６ｆ５３Ｈ０＆ｗ＝１９９＆ｈ＝３００＆
ｃ＝０＆ｐｉｄ＝１．９＆ｒｓ＝０＆ｐ＝０）；Ｅ：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
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ｉｄｅ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ｒｏｗｎ（ｉｍ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ｐｈｏｔｏｅｄｂｙａｕｔｈｏｒ）

在观察的２２株珙桐植株中圆锥形、卵圆形和伞形各
有１６个、１个、４个，１株偏冠，特别是当其长到１０ｍ
以上后，都呈现出典型的伞形形态（图１Ｃ）。当我们
根据珙桐的株高将它们进一步分成４ｍ～５ｍ组、５
ｍ～６ｍ组、６ｍ～９ｍ组和１０ｍ以上组时，计算各
组的平均冠幅／冠高比后，发现自然生境组和园林绿
地组的珙桐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前者的比值是

一个逐渐降低的趋势，即 ５ｍ～６ｍ组、６ｍ～９ｍ
组、１０ｍ以上组分别是０９９、０７２和０４９；园林绿
地各组的珙桐的情况则正好相反，４ｍ～５ｍ组、５ｍ

～６ｍ组、６ｍ～９ｍ组、１０ｍ以上组分别是０６４、
０７５、０９１、１３３，呈现出一个不断增加的趋势，即随
着珙桐的生长，其冠形的横向伸展趋势非常明显。

这与我们对珙桐冠形的分类是一致的，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可能与两者不同的生长环境有关。研究

显示，珙桐作为一种喜光树种，具有较强的趋光生长

特性［７］，对于自然生境中的珙桐，由于其周围往往

还存在其它的高大植株，密度较大时，必定存在对光

和空间资源的竞争，使树形受到挤压，因此森林中珙

桐大多纵向生长，并且当某一侧光线较弱时，甚至还

会产生偏冠现象（图１Ｄ和图１Ｅ）。但园林绿地的
珙桐，由于本调查观察的珙桐多为孤植，生长空间充

足，加之人为地管理，因而枝形更为开展。

另外，自然生境珙桐的平均冠下高约２ｍ左右，
园林应用中的珙桐植株这一数据更小。这个数据对

于大中型乔木来说，并不算高，可以说珙桐的分枝点

略微偏低。综合树高、冠高、冠幅、冠下高的对比，整

体给人一种向水平方向延展的视觉感受。

珙桐的干形及分枝　珙桐的分枝类型为主轴分
枝。其中，主干竖直向上，使人产生一种挺拔的感

受。经调查，侧枝干则与主干形成 ６０°－９０°的夹
角，越近地面夹角越大，并呈分散状平展，使得整体

外形较为舒张。但是，枝条本身如主干一样较为平

直，较少弯曲，因此尽管在分支点会出现朝向的变

化，却由于缺乏曲线的过渡，枝干与枝条的变化形式

稍显单一，在春秋季由于树叶的遮盖，尚不明显，但

秋冬落叶之后的珙桐枝条常常给人较为生硬散乱的

感觉，直接影响到冬季珙桐的园林景观。

珙桐的叶、“花”、果

叶：珙桐的叶形在生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幼芽

（叶芽、花芽）（图２Ａ）、幼叶（图２Ｂ、Ｃ）、成熟叶（完
全生长叶）（图２Ｄ）、老叶（图２Ｅ）的阶段。成熟叶
片呈心形，成人手掌般大小，以互生的方式交错着生

于枝条上。叶片表面光滑或有细微的柔毛，叶边缘

有单锯齿，叶上可见明显的羽状网状脉。观赏者近

距离观赏时，产生细腻、轻盈的舒适感。

“花”：一直以来，珙桐以白色的“鸽子花”闻名

于世。四月底五月初的花期时节，远处望去，仿佛像

一只只白色的鸽子结成群队在空中翱翔，甚是壮观。

然而，这“鸽子花”的真面目并不是真正植物学意义

上的花，是由直径２ｃｍ～３ｃｍ的内生球状头状花序
和花序基部一对几乎与叶片等大的白色变态叶—苞

片共同组成。白色自然下垂的纸质苞片，上面托着

呈棕红色的头状花序，花序上大部分是点状的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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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珙桐幼芽（上为叶芽、下为花芽）；Ｂ、Ｃ：珙桐幼叶
（上为非苞片、下为苞片）；Ｄ：珙桐成熟叶（上为非
苞片、下为苞片）；Ｅ：珙桐老叶（上为非苞片、下为
苞片）．（图２所有图片来源：自摄）

Ｆｉｇ．２　Ａ：Ｂｕｄ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ｌｅａｆｂｕｄａｂｏｖｅ，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ｂｕｄｂｅｌｏｗ）；Ｂ、Ｃ：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ｆ（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ｅａ
ｂｏｖｅ，ａｎｄｂｒａｃｔｂｅｌｏｗ）；Ｄ：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ｆ（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ｅａ
ｂｏｖｅ，ａｎｄｂｒａｃｔｂｅｌｏｗ）；Ｅ：ｅｌｄｅｒｌｅａｆ（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ｅａ
ｂｏｖｅ，ａｎｄｂｒａｃｔｂｅｌｏｗ）．（ａｌ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ｈｏ
ｔｏｅｄｂｙａｕｔｈｏｒ）

色的雄花和少量的雌花。这样的“花”密集着生在

珙桐的整个枝条上，形成衬式密满花相，整体花感极

为强烈。当微风吹来，白色的苞片迎风飞舞，恰似白

鸽起舞，极具视觉吸引力。

果实：珙桐的果实从形成到掉落（图３），同样也
是珙桐形成景观的一部分。成熟期的果实为单果，

椭圆形，略小于核桃，青紫色或青褐色，上带黄绿色

或黄褐色的斑点。随着秋季到来，叶片落下，在晚秋

和冬季，一颗颗果子挂于树梢，中和了张杨枝干的生

硬，增加了趣味性。

２．２　珙桐的色彩调查结果与分析
色彩在园林景观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色

彩会带给观赏者不同的心理感受。珙桐属于落叶阔

叶植物，色彩以叶色为主，但在春季可观“花色”，冬

季观枝干的色彩（表４）。在季节的变化中，珙桐整
体的的彩色，经历了春季的嫩绿和洁白、夏季的翠

绿、秋季的枯黄和冬季的灰褐色的变化。

图３　珙桐果实的变化（图片来源：自摄）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ｓｆｒｕｉ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ｈｏｔｏｅｄｂｙａｕｔｈｏｒ）

表４ 珙桐的色彩调查结果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ｖｅｔｒｅｅｓｃｏｌｏｒｓ

植物部位
Ｐａｒｔｓｏｆ
ｄｏｖｅｔｒｅｅ

春
Ｓｐｒｉｎｇ

夏
Ｓｕｍｍｅｒ

秋
Ａｕｔｕｍｎ

冬
Ｗｉｎｔｅｒ

叶 嫩绿或紫红 翠绿 枯黄

苞片 黄绿色 白色

花序 黄绿色、紫红色 紫红色

果 黄绿色
紫绿色，有
黄褐色斑点

当年生嫩枝 紫绿色 紫绿色 紫绿色 紫绿色

多年生枝干 灰褐色 灰褐色 灰褐色 灰褐色

初春时节，珙桐灰褐色的枝干开始绽出点点嫩

绿的叶芽和黄绿色的苞片，充满了春的生机。到了

春末初夏，珙桐进入最具观赏价值的花期，此时叶色

进一步加深呈现翠绿色，苞片则褪去黄绿色呈现出

乳白的颜色，上托紫红色的球状花序，在绿色叶片的

衬映下，显得清新、纯洁，往往成为整个景观的视觉

焦点。夏季，虽然白色苞片脱落，但是翠绿色的叶子

茂密繁多，使其在炎热的夏季充满活力。到了秋季，

叶色渐渐失去绿色的光泽，从边缘向内部向内部逐

渐开始枯黄。随着叶片的陆续脱落，倒挂于枝条上

青紫色抑或青褐色的果实显露出来。进入冬季，树

叶落光，独留挂果的枯枝与斑驳的灰褐色的树干，显

得肃穆、沉静，与冬季的萧索相得益彰。

由上可以看出，除了初春时节和花期之外，珙桐

整体的色彩略显平淡和沉闷。

２．３　珙桐的质感调查结果与分析
植物的质感是指植株的表面性质以及带给观赏

者的心理感受，即粗糙细腻的程度。影响其质感的

因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植物本身的客观因素，如

叶片、小枝、茎干的大小、形状及排列，叶表面粗糙

度，叶缘形态，树皮的外形，植物的综合生长习性等；

另一方面来自外界因素，如被观赏距离、环境中其他

材料的质感等［８～９］。

珙桐个体植株高大通直，单轴分枝，主干笔直，

中等粗细，侧枝枝条细且疏松，叶片浅绿色，纸质，较

薄，且无毛或有柔毛等特征，均给人一种轻盈通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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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使人产生细腻的心理感受。但珙桐叶片为手

掌般中等大小，且叶缘有粗锯齿，树皮粗糙，呈不规

则薄片状开裂、纵裂深浅不一，又给人粗糙的心理感

受，因此综合来讲，珙桐本身的质感属于中粗型。此

种类型的园林植物，它的质感会随着观赏距离变化

和环境材料质感的不同发生变化。例如，当观赏距

离在１０ｍ以内时，珙桐个体呈现出的质感为中粗
型；但随着观赏距离逐渐增至１０ｍ以上时，珙桐的
质感会逐渐变得细腻，成为细质型质感植株。又如，

当环境中建筑物、构筑物的质感表现出极粗糙时，其

质感会相对细腻；若外界因素极其细腻，其质感会显

得更加粗糙。质感与之类似的植物有很多，如银杏、

刺槐、大叶女贞、紫薇等。

２．４　结合珙桐观赏要素对其园林应用形式的分析
研究

从前面的调查结果得出，珙桐作为大中型落叶

阔叶树种乔木，具有树形高大、体感轻盈、姿态自然

优雅、质地粗中有细的特点，特别是珙桐４月底５月
初花期形成的独特的鸽子状的白色苞片，使其可以

成为优秀的独赏树、园景树。但通过调查也发现，珙

桐存在着分枝点相对较低，冠形受环境影响较大，易

出现偏侧现象，以及冬季落叶后枝条缺乏弧度，显得

生硬阴冷等缺点，在进行园林配置时需要引起注意，

进行规避。

２．４．１　珙桐的自然式配置形式分析
所谓的自然式配置是指植物配置自由化，植物

景观呈现自然形态的配置模式。在园林植物配置中

较为常见的形式包括孤植、丛植、群植。自然式配置

是不规则的配置形式，没有固定的形式，整体景观自

然，空间灵活多变，带给观赏者大自然般舒适、亲近

的感受［１０］。

孤植　通常用于孤植的园林植物都要求具有体
量较大、形态或色彩优雅独特的特点，能够在构图中

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成为视觉中心［１１］。成年的珙

桐由于树形较伸展，枝条的的弯曲较丰富，整体姿态

非常优美，特别是进入花期的珙桐其色形奇特，加之

其特有的珍稀濒危身份，往往成为整个公园绿地的

焦点，所以非常适合以孤植的形式进行配置，展示出

珙桐的独特。在以孤植形式配置珙桐的时候，可以

选择广场或公园的草坪绿地、交通绿岛、园路的交叉

口或转折点等生长空间开敞的地方，保证留给树冠

足够空间，这样日照较为均匀，使其冠型能正常生长

发育。此外，珙桐还可以以孤植的形式种植在庭院

中，作为庭荫树存在。夏季，茂密的枝叶可以提供荫

凉，到了秋冬季，树叶脱落，又能保障庭院充足的日

照。但由于成年珙桐趋光生长、树形易偏侧的特点，

作为庭荫树种植时，要注意与建筑物保持足够的距

离，最好５ｍ以上，以防止由于建筑物对光线的遮
挡，影响了珙桐的生长。此外，由于珙桐为落叶树

种，因此，在选择珙桐时应该选择树龄较大的成年树

种，规避枝条线形的不美观，保证其冬季的美观。

丛植　用于丛植的树种要求植物个体在蔽荫、
色彩、香味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在构图中显示个体

美，各植物再通过主次配植，营造整体优美的园林景

观［１２］。适合做孤植树种的珙桐个体姿态优美，观赏

价值极高，同样适合以丛植的形式进行配置，体现群

体美。珙桐以丛植形式应用于园林中时，可以在街

头绿地、广场小游园、风景林地中用作主景、诱导景

观、配景。在丛植时，其丛植形式可考虑单纯珙桐树

丛和珙桐混交树丛两种。园林设计师在具体的搭配

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园林植物的各个观赏特征，选择

合适的植物与珙桐进行配植，营造不同的功能的景

观，如主景景观、诱导景观。

单纯型的珙桐树丛：单纯式珙桐树丛要求每株

珙桐形态优美，且体量不同。因此，建议选择不同年

龄的珙桐个体，结合地形地势，进行合理密植。单纯

式珙桐树丛群体形成了开敞的冠下空间，可为观赏

者提供荫凉，若配置桌椅等园林设施，可形成休憩空

间。可在树丛周围种植常绿树种，冬季时与单调的

树丛景观形成对比，规避整体单调乏味的景观。

混交型的珙桐树丛：混交珙桐树丛要求珙桐与

不同的乔灌木混交，这种配置方式可以有效地避免

单纯使用珙桐时造成的单调景观。在具体设计时可

以从以下３个方面考虑：
（１）在体量及形态上，考虑到成年的珙桐，为喜

光的阳生慢生树种。因此，建议选择冠形不同、个体

姿态优美的小乔木及灌木，并注意选择生活习性不

同的树种，如阳性树与阴性树搭配、速生树与慢生树

搭配等，从而营造生态多样性与美学功能相结合的

珙桐树丛。

（２）色彩上，完美的混交珙桐树丛要求体现出
丰富的季相变化。珙桐的色彩以花色最具独特性与

吸引力，因此，在选择植物时，需要考虑色彩与花期

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考虑营造色彩一致的景观，例

如以白色为主题的景观，选择与珙桐花期不同的白

色花系植物，如乔木可选择樱花（花期３月～４月）、
白玉兰（花期 ３月 ～５月）、广玉兰（花期 ５月 ～７
月）、流苏树（花期３月～６月）、白花紫荆（花期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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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等，灌木可选择丁香（花期４月 ～６月）、小
花溲疏（花期 ５月 ～６月）、绣球花（花期 ６月 ～８
月）、珍珠梅（花期７月～８月）、木槿（花期７月～１０
月）等，这样可以延长景观的观赏期，营造纯洁烂漫

的氛围。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白色易其他色彩搭配的

特点，创建色彩变化的季相景观。如与黄色花系植

物、蓝色花系植物、或紫色花系植物等的搭配，在色

彩变化的基础上，呈现出丰富的季相性。

（３）质感方面，处理好质感的对比与协调这一
关系是创建具有感染力的混交珙桐树丛的关键。珙

桐的质感为中粗型质感，因此在配置过程需合理选

择利用细质型、中粗型、粗质型植物或环境要素，避

免单调或杂乱现象出现。建议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形成和谐的景观。其一，选用与珙桐质感相似的中

粗型质感树种搭配，但需要保证该树与珙桐在冠形、

颜色、叶形等方面存在差异，比如灯台树、银杏、鸡爪

槭，整体上形成了质感的统一与视觉上的差异对比，

令观赏者产生稳定舒服又不单调的心理感受；其二，

均衡选择细质型、粗质型植物与珙桐进行搭配，但在

色彩、冠形等方面应具有相似性，既可以形成明显的

质感对比，提升感染力，又有共通之处，带给观赏者

有趣的心理体验。

群植　树群在展现群体美时，整体的组织结构
较密实，植物个体间有明显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善环

境。在自然界中，珙桐群植存在纯林和混合林两种

形式。如荥经龙苍沟的珙桐群落以纯林形式存在，

平武县赤水镇的珙桐群落则是混合林形式。珙桐群

植的搭配原则与丛植相似，都是展现植物的群体美。

与丛植不同的是，群植对于个体姿态的要求不高，不

必过多考虑珙桐易偏侧这一特征。配置时，需考虑

到各植物的生态习性及季相效果，依据地形地势，进

行疏密有致的种植，形成高低起伏的林冠线，保证群

落在较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

２．４．２　珙桐的规则式配置形式分析
园林造景中常见的规则式配置有列植、对植。

因对植树种一般选用常绿树种，因此建议珙桐可考

虑的规则式种植为列植。

珙桐可以列植在道路两侧、林带边缘、水边、广

场、建筑物前等处，由于珙桐树姿优雅，枝条向两侧

伸展，如果间距合适，能形成较好的郁闭效果，营造

出良好的夹景效果，特别是在４月、５月的花期，列
植的珙桐形成的白色花径，氛围更是美妙浪漫，美不

胜收。但是应注意到，由于珙桐分枝点相对较低且

下部水平延伸的枝条会妨碍大型机动车通行，因此

并不建议其作为较宽的主路的行道树。

３　小结与讨论

作为国家一级珍稀濒危植物，珙桐在体量、形

态、色彩、质感上具有极高的园林观赏价值，但是在

园林中尤其身为珙桐发源地的我国的应用较少。本

文在充分考虑对其其观赏要素分析的基础上，给出

了针对性的配置建议，希望有助于促进珙桐的保护

和成为我国城市园林常用树种的应用。不过，我们

还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珙桐要成为园林常用树种的

基本前提是其能成功地在城市引种成功，虽然已有

报导指出珙桐已经在我国多地栽培成活［１３－１４］，但是

均还没有达到规模化水平，因此需要更多的工作。

珙桐的园林应用可以分两步走，首先在一些空气湿

度大的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自然风景区内进行应

用，积累经验。然后待技术成熟后，再进入城市。此

外还可以考虑利用盆栽形式便于环境管理的特点，

将珙桐矮化，形成具有美感度的珙桐盆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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