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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文献记载和标本记录，对花楸属植物在四川部分地区的种质资源进行了调查，共发现１２种花楸的野
外分布，其中有４个四川特有种和３个新记录种。部分种类分布海拔范围较广、生境类型多样，具有适应多种不同
环境条件的内在潜力，为今后进一步开展花楸属植物选种育种和开发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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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楸属（ＳｏｒｂｕｓＬ．）植物为落叶乔木或灌木，多
具有密集的顶生复伞房花序，白色花朵，秋季果实呈

红色、黄色或白色，挂满枝头，经冬不凋。全世界约

有８０余种，分布在北半球（亚洲、欧洲、北美洲）；中
国产 ５０余种，占世界分布的三分之二以上［１］，种类

较为丰富，多分布于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是花楸属

分布和分化的中心。

国内目前对花楸属植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在

园林上能应用的则更少，目前仅有少数几种，多是在

我国东北、西北分布的种类，如百华花楸（花楸树、

百花花楸）［２～７］、天山花楸［８～９］、水榆花楸［１０］等，还

有国外引进的西伯利亚花楸［１１］等，在城市景观营

造、森林林相改造等方面有所利用；另一方面，对花

楸属植物资源具体状况也未能深入调查，国内目前

仅有甘肃［１２］、西藏［１３］、青海［１４］对花楸属部分种的野

外分布进行了初步调查，四川乃至西南地区花楸属

种质资源状况尚未摸清。对花楸属在四川地区的野

生分布开展调查，查清其种质资源现状，了解其分布



海拔、生境类型，可为后续引种和应用研究提供依

据。

１　调查方法

查阅各类文献（各级植物志、野生植物资源专

著、期刊文章等），并通过国家标本馆管理平台，核

对科研院所和大学的标本记录。２０１６年至 ２０１８
年，以标本和文献记载为线索，于花楸属植物花期和

果期，选择花楸属植物分布较集中的川西、川南、川

东北等地开展调查。对已有花楸种类记载的地点采

用线路踏查法，对花楸分布、种类和生境进行踏查、

记录、采种，拍摄植株及其生境的照片，调查不同种

类的花期、果期和资源状况等指标。

通过调查数据整理，了解花椒属种质资源分布

生境及适应的多样性。按照坡度、生长环境及主要

伴生植物种类，将花楸分布的不同生境分为３大类
（编号Ⅰ、Ⅱ、Ⅲ）１２小类（编号１－１２）（见表１）。

表１ 四川花楸属分布生境分类

生境类型 编号
生境特点

坡度 生长环境 伴生植物

Ⅰ １ ≤１５° 林窗 乔木、小灌木

２ 林缘坡地 灌木、草本

３ 碎石坡地 小灌木、草本

４ 沟谷、河滩 小灌木、草本

Ⅱ ５ １５°－３０° 林窗 乔木、小灌木

６ 林缘坡地 灌木、草本

７ 碎石坡地 小灌木、草本

８ 沟谷、河滩 小灌木、草本

Ⅲ ９ ≥３０° 林窗 乔木、小灌木

１０ 林缘坡地 灌木、草本

１１ 碎石坡地 小灌木、草本

１２ 沟谷、河滩 小灌木、草本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标本和文献记载整理结果
整理出已有记载中花楸属植物在四川的分布种

数和具体地点，确定四川花楸属植物种类现记载有

３３种（见表２）。其中一些种在四川以外尚未有报

道，属于四川特有种，共４种，包括麻叶花楸、钝齿花
楸、多对花楸、梯叶花楸。还有一些在植物志和其他

文献记载中认为四川没有分布的种类，其植株标本

也在省内被采集，但目前植物志还未对其新的分布

地区进行增补，共３种，分别为冠萼花楸、鼠李叶花
楸、西南花楸锈毛变种。

表２ 四川花楸属植物分布记载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备注

１ 长果花楸 Ｓ．ｚａｈｌｂｒｕｃｋｎｅｒｉ 　
２ 川滇花楸 Ｓ．ｖｉｌｍｏｒｉｎｉｉ 　
３ 大果花楸 Ｓ．ｍｅｇａｌｏｃａｒｐａ 　
４ 红毛花楸 Ｓ．ｒｕｆｏｐｉｌｏｓａ 　
５ 湖北花楸 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６ 华西花楸 Ｓ．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７ 黄脉花楸 Ｓ．ｘａｎｔｈｏｎｅｕｒａ 　
８ 江南花楸 Ｓ．ｈｅｍｓｌｅｙｉ 　
９ 毛背花楸 Ｓ．ａｒ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１０ 毛序花楸 Ｓ．ｋｅｉｓｓｌｅｒｉ 　
１１ 美脉花楸 Ｓ．ｃａｌｏｎｅｕｒａ 　
１２ 泡吹叶花楸 Ｓ．ｍｅｌｉｏｓｍｉｆｏｌｉａ 　
１３ 铺地花楸 Ｓ．ｒｅｄｕｃｔａ 　
１４ 球穗花楸 Ｓ．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ｔａ 　
１５ 陕甘花楸 Ｓ．ｋｏｅｈｎｅａｎａ 　
１６ 石灰花楸 Ｓ．ｆｏｌｇｎｅｒｉ 　
１７ 水榆花楸 Ｓ．ａｌｎｉｆｏｌｉａ 　
１８ 四川花楸 Ｓ．ｓｅｔｓｃｈ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９ 锐齿花楸 Ｓ．ａｒｇｕｔａ 　
２０ 麻叶花楸 Ｓ．ｅｓｓｅｒｔｅａｕｉａｎａ 四川特有种

２１ 钝齿花楸 Ｓ．ｈｅｌｅｎａｅ 四川特有种

２２ 多对花楸 Ｓ．ｍｕｌｔｉｊｕｇａ 四川特有种

２３ 少齿花楸 Ｓ．ｏｌｉｇｏｄｏｎｔａ 　
２４ 灰叶花楸 Ｓ．ｐａｌｌｅｓｃｅｎｓ 　
２５ 西康花楸 Ｓ．ｐｒａｔｔｉｉ 　
２６ 西南花楸 Ｓ．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２７ 晚绣花楸 Ｓ．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２８ 梯叶花楸 Ｓ．ｓｃａｌａｒｉｓ 四川特有种

２９ 滇缅花楸 Ｓ．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３０ 太白花楸 Ｓ．ｔａｐａｓｈａｎａ 　
３１ 冠萼花楸 Ｓ．ｃｏｒｏｎａｔａ 四川新记录种

３２ 锈毛西南花楸 Ｓ．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ｖａｒ．ｃｕｐｒｅｏｎｉｔｅｎｓ四川新记录种
３３ 鼠李叶花楸 Ｓ．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四川新记录种

２．２　实际分布情况分析
２．２．１　主要野生种

在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多次野外调查过程中，共
实地观察到 １２个种的野外分布，其中单叶类型 ３
种，奇数羽状复叶类型９种；乔木３种，小乔或灌木
９种（见表３）。

表３ 四川花楸属叶型和株型

序号 中文名 叶型 株型 序号 中文名 叶型 株型

１ 川滇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小乔／灌木 ７ 水榆花楸 单叶 乔木

２ 大果花楸 单叶 小乔／灌木 ８ 四川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灌木

３ 红毛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小乔／灌木 ９ 西康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小乔／灌木
４ 华西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乔木 １０ 西南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小乔／灌木
５ 美脉花楸 单叶 小乔／灌木 １１ 晚绣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乔木

６ 陕甘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小乔／灌木 １２ 梯叶花楸 奇数羽状复叶 小乔／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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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分布生境情况
花楸属植物在生境类型Ⅰ和类型Ⅱ中分布频率

较高（表４），而在生境类型Ⅲ中仅有华西花楸、陕甘
花楸、西康花楸和梯叶花楸出现，且植株数量少，往

往只发现１～２株，且植株长势衰弱。造成这一现状
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生境类型Ⅲ均为坡度 ＞３０°
的地面，加之土壤层薄，易造成水分易流失，不利于

花楸植株生长。

表４ 四川花楸属分布生境详情

序号 中文名 生境类型 编号 生境描述 序号 中文名 生境类型 编号 生境描述

１ 川滇花楸 Ⅱ ４、５、６ 高山疏林下、缓坡地、
林缘

７ 水榆花楸 Ⅱ ５、６ 山坡、混交林下、灌丛
中

２ 大果花楸 Ⅰ ２、３、４ 亚高山半坡、沟谷边、
岩石坡地

８ 四川花楸 Ⅰ、Ⅱ １、２、３、７ 岩石坡地、杂木林内

３ 红毛花楸 Ⅰ、Ⅱ １、４、５、６ 高山、亚高山林中、沟
谷边

９ 西康花楸 Ⅰ、Ⅱ、Ⅲ １、２、５、６、
８、１０、１１

高山针阔混交林中、
林缘坡地、沟谷边

４ 华西花楸 Ⅰ、Ⅱ、Ⅲ １、５、９ 中山、亚高山林下 １０ 西南花楸 Ⅱ ５、６、７ 疏林下、坡地

５ 美脉花楸 Ⅰ、Ⅱ １、４、５ 中山杂木林内、河谷地 １１ 晚绣花楸 Ⅰ、Ⅱ １、２、６、７ 杂木林中、阳坡

６ 陕甘花楸 Ⅰ、Ⅱ、Ⅲ １、２、４、
６、８、１２

普遍分布于高山针、阔
叶林窗、林缘、沟谷

１２ 梯叶花楸 Ⅰ、Ⅲ １、２、１２ 杂木林中、林缘、陡峭
沟谷下

　　总的来说，花楸属分布生境类型多变，有高山疏
林下、林缘、坡地、河漫滩草地、灌丛等；多数生境的

坡度平缓，低于３０°；另外，其生境多分布在乔木层
郁闭度不高的林窗、林缘或灌木丛之上，说明花楸属

植物生长过程中需要充足的光照。

２．２．３　主要分布区域
历史记载显示花楸属分布范围遍布四川多地山

区，本研究尚未能对其进行细致而无一遗漏地调查。

但从调查过程中能观察到（见表５），花楸属植物主
要在川西甘孜州、阿坝州广阔的高山峡谷区和高原

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在盆周山地西南和东北的低海

拔区域同样也能发现其踪迹，但种群小，呈零碎分布

状。

花楸属植物在我省的分布地多为海拔较高、气

候冷凉甚至寒冷的区域，最高海拔可达 ４０００ｍ以
上；也有部分种类分布在海拔相对较低区域，最低为

８００ｍ左右。其中分布范围涉及海拔１０００ｍ以下
的有两种，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有 ６种，２０００ｍ～
３０００ｍ有１１种，３０００ｍ～４０００ｍ有６种，４０００
ｍ及以上有４种。

表５ 四川花楸种类分布区域

序号 中文名 海拔（ｍ） 主要分布区域 序号 中文名 海拔（ｍ） 主要分布区域

１ 川滇花楸 ２８００～４０００ 川西高原区 ７ 水榆花楸 　９００～２３００ 盆周山地西北部
２ 大果花楸 １５００～２２００ 川西高山峡谷、盆周山地东北部 ８ 四川花楸 ２４００～３１００ 川西高山峡谷、盆周山地南部
３ 红毛花楸 ２１００～４０００ 川西高山峡谷、盆周山地西北部 ９ 西康花楸 ２２００～４２００ 川西高原区、高山峡谷区域
４ 华西花楸 １５４０～２２００ 川西高山峡谷、盆周山地西南部 １０ 西南花楸 ２６００～４０００ 川西高原区、高山峡谷区域
５ 美脉花楸 　８００～１９２０ 盆周山地西南部 １１ 晚绣花楸 １５６０～２６００ 川西高山峡谷、盆周山地南部、西北部
６ 陕甘花楸 ２３００～３８００ 川西高山峡谷、盆周山地南部 １２ 梯叶花楸 １６００～２２００ 盆周山地南部

　　花楸属分布的生境类型的多变和分布海拔范围
变化，说明花楸属植物适应不同的环境，形成了较为

丰富的野生种类。其中部分种类分布海拔范围较

广、生境类型多样，具有适应多种环境的内在潜力，

这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花楸属植物选种育种和开发

应用提供了可能性。

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种质资源现状
花楸属植物在我国分布较广，野生种分布遍及

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本研究发现，其分布生

境类型多样，林窗、林缘、沟谷、峭壁、坡地，均能觅其

踪影；分布海拔范围较广，自低海拔至中高海拔均有

分布。

虽然据文献和标本记载，四川分布有花楸 ３３
种。但在野外调查过程中发现，其现存资源小于文

献、标本所记载数量。部分种类的种群数量相对较

少，在群落中不是优势种；记载中曾在当地分布的种

类，现在有许多种类的种群数量受到破坏，甚至消

失；或能找到植株，但经多次砍伐，已失去其原生株

型，呈小灌丛状生长。特别是对分布海拔较高，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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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要求较严格的种类而言，其种群更新几乎停滞，调

查中未发现花楸成株下有自播形成的小苗，现存的

种群更新能力较弱，可能受环境变化、植株自身老化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急需开展对花楸野生种群的

保护和合理开发研究。

３．２　应用价值
花楸属多数种类具耐寒抗风特性，称得上是珍

贵的高山乡土绿化观赏树种资源，春夏观花、秋冬观

叶、观果，亦可用作果树育种和砧木的重要材料。

四川分布的这１２个花楸种中，不乏园林应用价
值较高的种类。如西康花楸花序大，花量丰，秋冬季

满树奶白色果实，累累枝头，观之有丰收的喜悦，加

之秋季满树叶色转为鲜亮的橙红、橙黄，耀眼夺目，

绚烂之至；红毛花楸为本研究调查到的唯一开红花

的花楸种类，可能也是整个花楸属中唯一开红花的

种类，其植株春季花色鲜红，秋果深红，秋叶橙黄带

紫，殊为可观，应用潜力较大。

另外还有华西花楸、陕甘花楸、水榆花楸等多个

种类，或作为有潜力的色叶树种或木本观花、观果树

种开展引种驯化工作；或在某方面具有优良特性，可

作为育种材料用以选育新品种。

如果能够将花楸成功地引种繁育并应用于城乡

园林绿化建设，形成低养护、低能耗、可持续发展的

景观，对改善川西较高海拔地区城乡生态景观和物

种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川西地区生

态环境恢复和城镇绿化建设中具有广阔的开发应用

前景。

３．３　开发利用研究的重点
花楸属多数种类的种子具有休眠特性，野外自

然萌发和种群更新困难，利用传统的繁殖方法进行

优异种质选育和繁育存在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这

将严重限制花楸属植物种群保护和开发应用。在开

展花楸属植物应用研究中，首先应针对不同花楸树

种，研究其种子休眠特性，探索有效方法打破休眠，

提高种子萌发力和出苗率；其次是应加强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开展高效培育和快繁技术研究的探索，开

展育苗技术试验，培育优良种苗，满足造林绿化和生

态环境建设需要。

３．４　建议应用区域
本文所调查到的１２种花楸大多自然分布在海

拔相对较高的区域，如西康花楸、红毛花楸、西南花

楸和川滇花楸最高分布海拔均可达到４０００ｍ。较
之高寒地区造林常用的川西云杉等针叶树种，这几

种花楸同样也是当地的乡土树种，具有适应性强、生

长更快、观赏价值更高的特点，同时也具备抗寒、耐

旱、耐瘠薄等特性。利用西康花楸、红毛花楸、西南

花楸、川滇花楸等种类开展造林绿化，可为高寒地区

生态环境修复建设提供新的适宜树种，也是林相改

造和彩林营造的理想树种。

另外，华西花楸、水榆花楸等种类可在阿坝州理

县、汶川、甘孜州泸定等海拔相对较低的县城、乡镇

绿化美化及周边山体绿化中应用。也可通过引种驯

化栽培，逐步引种至成都平原及周边低海拔区域开

展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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