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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棉
6"78&9 7&'&8&$-:#7

是中国华南和西南地区典型的乡土树种! 因具有极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而广受重

视% 从木棉基本状况& 人工林资源培育和园林应用等角度出发! 简述了木棉分布& 形态特征& 种子繁殖& 无性繁

殖& 苗木移栽& 生长状况& 观赏价值及园林应用的研究进展% 并进一步探讨了下一阶段木棉人工林资源培育和开

发利用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种质资源收集和良种选育& 定向培育技术和园林资源开发等问题%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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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
6"78&9 7&'&8&$-:#7

又名红棉+ 英雄树#广州&+ 攀枝花#四川&+ 斑芝棉+ 斑芝树#台湾&+ 攀枝

#福建&' 为木棉科
$%&'()()*(*

木棉属
#$%&'(

落叶大乔木' 广泛分布于中国云南+ 四川+ 贵州+ 广西+

江西+ 广东+ 福建+ 台湾等省区)

&

*

" 也分布于南亚的印度+ 尼泊尔和东南亚等地区)

!+$

*

( 木棉用途广泛'

花大色艳' 树形优美' 常用于庭院+ 公园绿化' 供行道树+ 独赏树等( 木棉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清

代何克谏 ,生草药性备要- 记载! 木棉花性味甘' 凉' 具有清热利湿' 解毒' 止血等功效' 主治肠炎+

泄泻+ 痔疮出血+ 细菌性痢疾)

(

*

( 现代研究发现' 木棉花+ 根系+ 叶片及树皮中含有多种活性物质' 进

一步的动物及临床试验证实' 这些活性物质对人体具有多种独特的生理和药理功能)

>+?

*

( 此外' 木棉果

中纤维可作枕+ 褥+ 救生圈等填充材料" 种子榨油可作润滑油+ 制肥皂" 木材轻软' 可用作蒸笼+ 箱

板+ 火柴梗+ 造纸等用)

&

*

( 迄今为止' 相关学者对木棉做了大量研究' 但多数集中在药用价值方面' 而

对其资源培育等研究较少' 更缺乏相应的综述( 因此' 本研究就木棉的分布+ 资源培育现状+ 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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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及园林应用等方面研究展开综述! 旨在为今后开展木棉资源培育与利用提供参考"

"

木棉形态特征及分布

!"!

木棉形态特征

木棉树干可高达
!$ %

" 树干通直! 树皮灰黑色! 粗糙! 基部形成板根# 幼树树皮浅灰色! 树干有

短粗的圆锥状皮刺# 侧枝近轮生" 掌状复叶互生! 小叶
#!&

! 长椭圆形! 长
&!"& '%

! 宽
#!& '%

! 全缘$

(

%

"

花簇生于枝端! 先叶开放# 花朵硕大! 红色或橙红! 花瓣肉质# 雄蕊多数! 集成
#

束" 蒴果长圆形! 内

有丝状长毛! 成熟时纵裂! 裂片木质! 露出丝状棉絮! 种子埋于棉絮中" 花期
!")

月! 果期
#

月"

!"#

木棉分布

木棉是典型的热带和南亚热带的指示植物! 在中国主要分布于海拔
" )$$!" &$$ %

以下的干热河谷

及稀树草原! 也生长在沟谷季雨林内$

"

%

" 通常情况下! 在干热地区! 木棉趋于散生$

*

%

# 而在湿热环境中

则会成林! 甚至形成纯林" 李保贵等 $

"$

%在西双版纳发现的木棉天然林就呈典型的纯林状态" 在该林分

中! 整个乔木层除有
"

株八宝树
!"#$#%&' &('%)*+,-('

外! 均由木棉单种构成"

中国木棉栽培历史悠久! 在野外很难区分是人工栽培& 次生繁殖还是天然野生群体" 汪书丽等$

""

%对

云南& 广西和海南木棉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 这些地区间木棉具有较高水平的遗传多样性! 但是居群

间遗传分化却并不明显" 而
+,-./01234

等$

5

%对印度东部
6

个不同气候带的木棉种遗传分化进行了研究!

却认为木棉居群存在丰富遗传变异" 这也说明中国现有的木棉资源很可能源于人工栽培品种" 但是! 由

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等国外木棉分布区 $

5"!

%距离云南& 四川和广西等省份较近! 并不能排除境内部分野

生木棉资源来源于自然扩散" 因此! 在木棉种质资源收集和调查时! 应进一步增加其居群和样本数量!

以充分反映其种质资源的变异"

5

木棉资源培育研究进展

#"!

木棉育苗体系

57"7"

播种育苗 木棉种子是典型的顽拗性种子! 不耐储藏" 采收后会立即发生种子劣变现象" 采后置

于室温环境中种子外种皮由白色转为浅褐色& 深褐色以至黑褐色" 分析显示! 在褐变过程中多酚氧化酶

活性和种子外渗液电导率逐渐上升! 这也说明其种子内部组织已经开始被破坏 $

"5

%

" 另由于其种子较轻!

其千粒质量约为
!*7$( 8

$

"!

%

! 易随棉絮飘散进而不利于种子收集! 因此应及时采收! 并及时播种" 与普

通顽拗性种子不同的是! 木棉种子通过适当的处理! 仍然能够延长其储藏时间" 陈光仪等$

")

%将木棉种子

在密封隔氧条件下快速脱水! 使含水量降到
"59!"!9

!

"# #

储藏! 能延长种子寿命
" -

" 木棉种子在

萌发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研究证实其种子萌发对渗透胁迫较为敏感! 在聚乙二醇'

:;<

(质

量浓度达到
$%& 8

)

=

""时便无法萌芽 $

"!

%

" 同时! 高温和干旱是限制木棉种子成功萌发的关键因子" 研究

发现! 在干热河谷内! 木棉成年树木有大量结实的情况下! 其周围却依然很少有种苗出现$

"!

%

" 而在适当

的水肥管理条件下! 却可使当年发芽率达到
&$9!($9

$

""

%

" 这说明高温和干旱限制木棉种子的成功萌发"

此外! 木棉种子萌发还受到自身化感物质的影响"

>,-?

等 $

"#

%发现! 木棉衰老花药提取物能够显著影响

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

57"75

木棉无性繁殖 在林木育种中! 由于一些变异品种的遗传物质并不稳定! 其种子繁殖的子代并不

能维持亲本性状! 因此良种无性系化成为繁育过程的必经之路" 常见的无性繁殖方式主要包括扦插& 嫁

接和组织培养等" 木棉扦插和嫁接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良好进展" 林奖等$

"6

%利用多年生木棉枝条进行扦

插! 其生根率达到了
*&9

! 而且
!"#

月扦插成活率较高! 扦插时使用
" $$$@" "$$ %8

)

=

""

ABC

生根粉处

理! 可取得良好效果" 潘宏兵等$

"&

%则对木棉嫁接繁殖开展了多项研究! 取得良好的效果" 以攀枝花地区

为例! 木棉嫁接宜在
5"!

月和
6"&

月进行! 同时避开雨天! 所选的接穗径粗以
$7"& @"75$ '%

! 芽眼间

距以
"@5 '%

为佳" 在木棉组织培养研究方面! 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建立木棉快速繁殖体系是国内外关注的

热点" 程广有等$

"(

%通过无根苗接于
DE

'

D/0-F,482 -?3 EGHH8

(

I 57$ %8

)

=

""

6'BA

'

6'

苄基腺嘌呤(培养基中!

"$ 3

后! 在无根苗与培养基接触部位形成愈合组织#

!

周后致密的愈合组织开始分化出不定芽" 刘娟旭

等$

"*

%以木棉下胚轴为外植体! 初步建立了下胚轴高效再生体系" 该研究认为* 使用
DEJ""# %8

)

=

""

6'BA

陈 雷等* 木棉资源培育及园林应用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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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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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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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蔗糖培养基$

可使不定芽分化率达
5!6

$ 平均每外植体分化不定芽数达
3'7/

个% 此外$ 较适生根培养基为
89- %'/

()

!

*

!4

+,,

$ 生根率达到
:%6

%

8;<=>?;

等 &

!"

'以未成熟合子胚为材料$ 认为
@,

的诱导体细胞胚胎发生

率要高于生长素$ 但是其诱导率与
@,

浓度呈反比$ 其中$

".$$ !(AB

!

*

!4

@,

的效果最好% 综上可知$ 木

棉并不是一类繁殖困难的树种$ 无论是扦插( 嫁接还是组织培育$ 只要方法得当$ 增殖效果令人满意%

然而$ 迄今为止$ 并未形成严格的木棉快速繁殖体系$ 也未对无性繁殖进行系统研究% 此外$ 这些研究

尚未针对木棉品种进行$ 因而导致研究适用面较为狭窄%

!"!

木棉苗木培育及移栽技术

在播种繁殖或扦插获得幼苗之后$ 仍然需要进一步管理$ 以提升木棉幼苗成活率% 研究&

!4

'显示) 木

棉幼苗适宜在土壤容重大( 含水量和总孔隙度较小(

CD

值较高的土壤基质中生长$ 证实体积百分比

/%6

黄心土
&/%6

塘泥和
/%6

泥炭土
&/%6

塘泥为木棉苗期培育较适宜的营养基质$ 能够显著促进幼苗生

长并提高成活率% 木棉苗期抚育过程对营养元素需求较为严格% 研究显示) 木棉幼苗生长与土壤氮素负

相关$ 但是与土壤磷素成正相关&

!4

'

%

木棉作为一种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 在幼苗长到一定阶段就可以对苗木进行进一步的移栽% 合理的

移栽措施是保证木棉移栽成活的关键% 何天华等 &

!!

'以苗高
/%"5% E(

的
4

年生木棉越冬苗为材料$ 认为

5 (

的苗床以及行间距
4.! ( # 4.! (

的密度木棉苗移栽成活率最高$ 而且按照生长节律追肥能使木棉苗

高( 地径( 冠幅生长分别提高
:.476

$

3.4$6

$

$.4F6

%

除了小苗外$ 在一些特殊绿化场合仍然需要移栽部分大树% 然而$ 木棉萌芽能力较弱$ 其大树移栽

技术与其他树种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大树移栽实践显示$ 在移植木棉大树时$ 至少需要保留
!.% (

以上根系$ 同时先对树冠进行修整$ 防止水分蒸散过多导致枯死$ 以有效提高大树移栽的成活率&

!3

'

%

!"#

木棉造林技术

木棉作为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的乡土树种$ 广泛应用于这些地区的造林绿化% 研究 &

!$!!/

'普遍认为木

棉造林成活率相对较高% 然而$ 在不同研究中$ 木棉造林初期生长速度也不尽相同% 与南亚热带和热带

地区其他造林树种相比$ 木棉造林初期生长速度中等&

!$!!F

'

% 但吴永彬等&

!5

'于广州市郊区帽峰山林场营造

生态示范林$ 木棉初期高生长率达到了
!%$.:6

$ 冠幅达到了
!$$.76

$ 与其他树种相比$ 其冠幅生长较

快% 此外$ 在油页岩废渣场生态恢复过程中发现$ 木棉生长速度相对较快$ 较适宜用于该立地恢复 &

!7

'

%

但是$ 在木棉造林技术方面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

3

木棉观赏性状及园林应用研究进展

#"$

木棉观赏及生态价值

木棉花色艳丽$ 可分为深红色( 红色和桔红色% 此外$ 朱有佩&

!:

'在对海南木棉资源调查过程中发现

十分罕见的黄花木棉% 除了这些颜色外$ 在印度$

@;E?GBH;I

&

3%

'证实了浅黄色木棉花存在$ 而
9;<J;C;G

&

34

'

也报道过白花木棉% 可见木棉花色繁多$ 色系也较为丰富$ 主要以黄色和红色为主% 通常情况下$ 植物

花色主要受到
"$

胡萝卜素和花色苷等色素控制$ 因此木棉花色素调控也将成为影响其观赏价值的重要

内容% 但是$ 木棉花色并非其观赏价值的唯一指标% 王健等 &

3!

'通过观测研究海南不同地区木棉的树干(

株型( 花型( 花色等因素$ 细致探讨了木棉的观赏价值$ 经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认为花朵大小是定

义木棉观赏价值的一级分类标准% 可见$ 影响木棉观赏价值的因素非常复杂$ 而木棉分布广泛$ 不同产

地间观赏性状差异仍需进一步研究%

除了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外$ 木棉还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 李晓征等&

33

'对木棉行道树小气候效益进

行研究$ 认为木棉树下的空气温度和大气辐射都有明显的降低% 除了小气候效益外$ 研究显示$ 与其他

观赏树种相比$ 木棉具有较强的吸收二氧化硫"

92

!

#能力$ 但是对二氧化氮"

+2

!

#吸收能力一般 &

3$

'

% 然

而$ 木棉对二氧化硫的耐受能力却较差$ 在一定浓度胁迫下净光合速率仅为对照的
$:6

&

3/

'

% 彭长连等&

3F

'

也认为在城市环境中$ 木棉对工业废气和机动车尾气反应极为敏感%

#%!

木棉园林应用研究

木棉作为中国南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典型的乡土树种$ 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还具有极为丰富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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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含义" 由于其树干挺拔# 花色通常血红色$ 且先花后叶$ 远望如一团火焰$ 象征着英雄奋发向上的

精神$ 因而又称为 %英雄树&' 正因为具有积极的文化含义$ 木棉广受岭南和西南地区人们的喜爱$ 并

广泛用于当地公园( 市民广场及居民区( 工厂及学校绿化中 )

!$

*

$ 也是南亚热带地区
"!

个主要城市行道

树的骨干树种)

!%

*

' 在广州
&

大公园中$ 木棉的出现频率达到了
'$()'*

)

!&

*

' 李伟华等 )

+,

*对中山小榄镇的

绿地植物调查认为木棉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 特别是道路中间和两旁绿化' 从胸径生长角度来看$ 木棉

非常适合作为行道树' 在广州工业大道上$ 木棉的平均胸径达到了
+, -.

)

+"

*

+ 佛山市禅城区
/,#

条道路

调查中则显示胸径超过
!0 -.

的木棉达到了总数的
"/*

)

+/

*

'

相比其他树种$ 木棉在园林绿化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 很少出现病虫害威胁)

+!

*

' 但是$ 木棉

耐寒能力较差$ 其生长最适温度为
/!1!" !

$ 在受到寒潮影响时$ 生长受阻且花期推后)

++

*

' 王梅松等)

+#

*

通过对福建省
",/

种引种植物的热量需求研究$ 认为木棉生长的温度最适范围为
"$,2#1"%!3+ !

,月"4

$

仅能在闽南一带生长' 实际上$ 厦门城市公园的植被调查显示$ 木棉为典型的乔木优势种)

+0

*

' 此外$ 厦

门天竺山森林公园林分改造过程中$ 也通过木棉造林以获得理想的景观效果)

+$

*

'

+

木棉资源培育及应用前景

!"#

种质资源收集及良种选育前景

在中国$ 木棉分布横跨华南和西南多个省份$ 而且这些区域环境条件变化剧烈$ 既有炎热干燥的干

热河谷$ 也有湿热的热带雨林' 复杂的环境势必会导致不同区域内木棉形态和内含物分化$ 进而形成不

同类型的品种' 而且木棉作为一种多用途树种$ 在种源收集和试验的基础上$ 可以根据经营目的-观赏(

纤维用( 药用等.$ 筛选出优良地理种源$ 以满足木棉相关产业规模化生产需要' 在观赏方面$ 可以选

择树形美观( 花色艳丽等观赏价值高$ 且生长快速( 适用性强的品种用于推广+ 在纤维用途方面$ 应该

着重考虑结实早( 产量高( 纤维质量好的品种$ 以满足工业和棉纺织需求+ 在药用方面$ 则需要考虑药

用部位生长更新快速( 活性成分含量较高的品种$ 且容易快速繁殖$ 进而能够较快的建立起木棉工业原

料林$ 为木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

快速繁殖及应用前景

在经过种质资源收集和良种筛选之后$ 无论是观赏( 纤维还是药用品种$ 必须经过进一步扩繁和无

性系化' 现阶段$ 木棉快速繁殖技术已有零星报道$ 但是这些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仍需对其快速繁

育体系进行系统研究' 经过扩繁之后$ 需对木棉绿化造林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 由于培育与应用目标差

异$ 木棉人工林需要实行定向培育' 在培育生态风景林时$ 应考虑林分密度( 树种配置( 林龄结构( 混

交技术( 林下植被竞争等对林分生长( 生态效益和观赏价值的影响+ 在培育木棉根( 叶和树皮用工业原

料林时$ 应着重考虑立地条件( 施肥技术( 林分密度和轮伐期长短对目标收获物产量和质量-活性物质.

的影响+ 在培育以花和纤维用的工业原料林时$ 应着重考虑立地条件( 施肥( 林分密度( 林下间作( 修

剪技术等对花和果产量和质量( 始花和挂果树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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