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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促进山菅兰属植物在长三角园林绿化中的应用，本研究选取观赏性状突出，应用潜力较大的10种山菅

兰，就其观赏性、适应性、应用情况等进行了总结，并详细阐述了山菅兰的繁殖、栽种、病虫害防治等

养护技术要点，相关结果可为山菅兰属植物在长三角地区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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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Dianella ensifoli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landscape en-
gineering, this study selected 10 species (varieties) of Dianella ensifolia with outstanding orna-
mental traits and high application potential, summarized their ornamental, adaptability, applica-
tion, etc., and expounded in detail the key application techniques of breeding and mainten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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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ella ensifolia. The relevant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
tion of the pla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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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山菅兰又名山猫儿、山兰花或金交剪，为百合科山菅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目前已知的原生种和栽

培种近 30 个，长三角城市近几年引进应用了少数几个品种。山菅兰株型高挑，叶型多样，叶色丰富，适

应性较强，易于规模化繁殖，既可以庭院盆栽观赏，也可以作为彩色地被植物片植于城市公园、花坛、

绿地等处。 
近几年，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山菅兰生药学特性和抗逆性评价，例如，赵琪钟等(2017)研究了山

菅兰生药学特性 [1]，李凯歌等(2022)分析了山菅兰根化学成分及对细胞增殖的影响 [2]，何雪娇等(2019)
评价了山菅兰的抗冷性 [3]，王莺璇(2012)与李银(2019)分别研究了山菅兰的抗旱特性 [4]  [5]，刘悦明等

(2019)研究了山菅兰的耐荫性 [6]，但关于新优山菅兰品种的引进以及应用技术的研究较为缺乏 [7]  [8]  [9]。
本研究结合工程应用实际，选取观赏性状突出、适应性强、养护简单、应用潜力较大的 10 个种或栽培种

进行介绍，以期为山菅兰属植物在长三角地区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2. 新优品种 

1) 长果山菅(Dianella tasmanica)：19 世纪初发现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株高 100~110 cm，叶长

可达 100 cm，叶宽 1.5~4 cm，叶片大部分时间呈深紫色，但会根据气温的变化而变化，花绿色或暗紫色，

结 10 到 25 毫米长的蓝色大浆果(见图 1)。长果山菅的抗逆性突出，对干旱和霜冻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

可在长三角地区顺利越冬，观赏价值突出。 
 

 
Figure 1. Dianella tasmanica 
图 1. 长果山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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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叶长果山菅(Dianella tasmanica ‘Variegata’)：长果山菅的栽培种，又名花叶山菅、银边山菅兰，

株高 40~70 cm，革质线状叶，叶长 30~40 cm，叶缘有淡黄色斑纹，叶中有白色条纹，夏季开花，花色淡

紫至淡黄色，果实蓝紫色(见图 2)。该品种适应性较强，对土壤、水肥等生长条件要求不高，可适应长三

角地区冬季零度左右的低温气候，分株繁殖或播种繁殖均可，既可盆栽观赏也可作为花坛绿地的地被植

物，近几年开始在长三角地区应用，市场反应较好。 
 

 
Figure 2. Dianella tasmanica ‘Variegata’ 
图 2. 花叶长果山菅 

 

 
Figure 3. Dianella tasmanica‘TAS300’ 
图 3. 山菅兰‘TAS300’ 

 
3) 山菅兰‘TAS300’(Dianella tasmanica ‘TAS300’)：长果山菅的栽培种，根状茎丛生，绿色革质叶

成拱形或直立，叶色冬季变红，夏季开黄色花蕊的星形蓝色小花，果实蓝色或紫色，生长周期 2~5 年，

成株高 100~150 cm(见图 3)。‘TAS300’可全光照或部分遮阴，抗虫害、病害能力较强，基本不需要修

剪。目前，该品种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有所应用，国内尚未有相关报道。 
4) 山菅兰‘TR20’(Dianella tasmanica ‘TR20’)：长果山菅的栽培种，叶色随气温变化的色叶山菅兰，

成株高 50~60 cm，冠幅 60~65 cm，外观浓密整齐，耐高温与霜冻，叶片在春夏季为绿色，秋冬季节随气

温的降低逐渐变为微红至红色，花期 10~11 月(见图 4)。‘TR20’根系发达，片植于河岸或山坡处，可

有效提高土壤抗侵蚀能力。目前，‘TR20’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南澳州、西澳州和昆士兰州等多个地区

广泛种植，国内尚未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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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anella tasmanica ‘TR20’ 
图 4. 山菅兰‘TR20’ 

 

 
Figure 5. Dianella prunina 
图 5. 蓝叶山菅兰 

 
5) 蓝叶山菅兰(Dianella prunina)：自然分布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砂岩植被、林地、灌木丛中，

株高可达 200 cm，叶长 70~90 cm，叶宽 3~4 cm，春季开蓝色到紫色的两性花，结紫色浆果(见图 5)。蓝

叶山菅兰的显著特征是叶片呈带白霜的蓝灰色，交替排列成簇，叶片基部被遮挡——每片叶子上侧的两

半纵向折叠，看似粘在一起。蓝叶山菅兰适应性较强，对光照、水肥均无特殊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排水，

避免因积水而烂根。目前，蓝叶山菅兰在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广泛种植，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a)                       (b) 

Figure 6. Dianella prunina ‘Utopia’ 
图 6. 山菅兰‘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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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菅兰‘乌托邦’(Dianella prunina ‘Utopia’)：中等大小的蓝色山菅兰，株型紧凑，株高 50~60 cm，

冠幅 40~50 cm，具有微红色叶缘的蓝灰色叶片，开蓝色或黄色花，花期 9~11 月(见图 6)。‘乌托邦’抗

逆性强，尤为耐旱耐寒，可在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存活，可在−8℃的低温下存活，适合家庭盆栽、庭院

点缀、公园绿地镶边等。目前，国内已引进该品种并进行了规模化繁殖，在长三角地区公园绿地中已有

少量应用，发展潜力巨大。 
7) 山菅兰(Dianella ensifolia)：自然分布于马达加斯加、印度、中国南部、日本、马来西亚等热带和

亚热带地区低海拔的雨林中。叶片革质剑型，中间宽，两端逐渐变细，生长于匍匐多分枝的根茎中，根

茎蔓延能力强，可形成大片丛集，株高可达 150~200 cm，开白色、紫色、蓝色花，花药黄色或橙色，浆

果紫色，果实汁液可提取蓝色染料或入药(见图 7)。山菅兰适合片植，即可赏叶亦可观花，目前在新加坡

等少数国家有所应用，国内应用较少。 
8) 金线山菅兰(Dianella ensifolia ‘Marginata’)：栽培种，狭条状披针型叶片，叶缘有锯齿，叶片中间

或边缘有亮金色条纹，花小而多，花色丰富，常见的有白绿色、淡黄色、淡紫色等，花期 3~8 月(见图 8)。
金线山菅兰喜高温高湿环境，耐半阴、耐旱，引种试验表明该品种对上海地区夏季高温、梅雨季节高湿

的适应性较好，不需过多养护即可保证成活率和景观效果，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Figure 7. Dianella ensifolia 
图 7. 山菅兰 

 

 
Figure 8. Dianella ensifolia ‘Marginata’ 
图 8. 金线山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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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蓝色山菅兰(Dianella caerulea)：天然分布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

和昆士兰州，18 世纪后期在英国开始繁殖应用。成株高 100 cm，叶片深绿色，叶缘锯齿状，叶长可达

70 cm，宽 0.5~2.5 cm，根茎发达，开深蓝色或蓝绿色花，结靛蓝色浆果(见图 9)。蓝色山菅兰耐寒耐涝性

强，能适应雨雪和霜冻天气，常用作庭院、公园、绿地的树篱植物。蓝色山菅兰的变异种较多，已记载

的有 7 个，在英国、澳大利亚有一定范围的应用，长三角地区尚未有引种报道。 
 

 
Figure 9. Dianella caerulea 
图 9. 蓝色山菅兰 

 

 
Figure 10. Dianella caerulea ‘Little Jess’ 
图 10. 山菅兰‘小杰西’ 

 
10) 山菅兰‘小杰西’(Dianella caerulea ‘Little Jess’)：矮化品种，株型紧凑，枝条较短，成株高 30~40 

cm，宽 30~40 cm，叶片韧性强，不易倒塌，可维持优美的株型，花期 9~11 月，开蓝色小花，花量大(见
图 10)。‘小杰西’适应性强，耐潮湿和霜冻，耐旱性尤为突出，每 2~3 年修剪枯枝老叶保持株型即可，

养护成本低，国内尚未有相关报道 [10]。 

3. 繁殖方法 

3.1. 分株繁殖 

分株繁殖操作简单、成苗快、成本低，适合根系发达、蔓延萌蘖能力较强的山菅兰属植物。山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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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长季节会迅速分生出大量幼苗，可适时剪断根茎，移栽至新容器即可成为新植株。需要注意的是，

为保证繁育质量，生产中多选择根系粗壮、种植 3 年以上的植株进行分株，培育新植株的同时利于母株

的生长。 

3.2. 播种繁殖 

首先催芽，用 10%的双氧水对山菅兰种子进行消毒，再用 40℃的温水浸种 4~5 h；其次是萌芽，将

处理后的种子置于人工气候箱 10~16 h，温度设定为 25℃，相对湿度 95%；最后是播种，将萌芽的种子

均匀的播撒在湿润的砂质壤土中。 

3.3. 组培繁殖 

 
(a)外植体发生                      (b)增殖苗                         (c)生根苗 

 
(d)穴盘苗 

 
(e)三个月穴盘苗                (f)六个月穴盘苗              (g)地栽苗 

Figure 11. The tissue culture production process of Dianella prunina ‘Utopia’ 
图 11. 山菅兰‘乌托邦’组培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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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育苗企业新引进的山菅兰‘乌托邦’为例，总结组培生产过程，为山菅兰属新优品种的规模

化繁殖提供借鉴。‘乌托邦’组培繁育时，采用秋季休眠芽做外植体。将外植体去掉叶片及根系后，剥

去外围老叶，消毒后接入基础培养基：MS + NAA 0.2 mg/L + BA 0.2 mg/L，培养 30 天左右，可以获得无

菌苗(图 11(a))。无菌萌发后转入增殖培养基 MS + NAA 0.1 mg/L + BA 1.0 mg/L，月增殖率可以达到 2.5~3 
(图 11(b))；待幼苗长至 2~3 cm 时，自基部切开，单棵或丛生芽移至生根培养基 1/2MS + NAA 0.2 mg/L + 
IBA 0.2 mg/L 中，培养 25 天左右，可以诱导出短小粗壮的不定根，生根率达到 95% (图 11(c))。生根苗

可移入穴盘，在温室内炼苗，移栽 2 个月，根系抱团之后即可以上盆种植(图 11(d))。 
穴盘苗初次上盆宜选择口径 12 cm 种植盆，种植 3 个月后，叶片颜色呈现蓝绿色，舒展飘逸，分株

增生明显，成为丛苗，一般包含 6~10 个芽(图 11(e))。满盆后再换入口径 20 cm 的种植盆中，继续生长

三个月，冠幅会明显增加，叶片变宽，长势旺盛(图 11(f))。待盆栽苗根系盘满基质时，即可移入大田种

植(图 11(g))。 

4. 长三角地区管理养护技术 

4.1. 土壤要求 

大部分山菅兰品种对土壤的适应范围较广，从沙质土到粘土均可成活，能适应长三角地区的土壤条

件。但有几个品种需要特别注意，例如‘TAS300’喜爱中等肥沃、富含腐殖质、中性至酸性的土壤，山

菅兰‘乌托邦’喜干燥、中性的砂质土壤，山菅兰喜潮湿、微酸性、排水良好的土壤，栽植时应根据不

同品种的特性，提供相应的土壤条件。 

4.2. 光照需求 

山菅兰对光照要求不严格，全光照、部分遮阴均可生长，在长三角地区可应用于城市路边、公园绿

地、林下、花坛花境、屋顶花园等处。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山菅兰品种在半阴的地方可正常生长、开

花，但多数情况下不结果。对于果实颜色别致的品种，如山菅兰‘TAS300’、蓝色山菅兰、山菅兰等，

可栽植于林下或中大型植物下方，促进结实，提高植株的整体观赏价值。 

4.3. 水肥管理 

山菅兰喜湿润土壤，但是不喜积水，养护时应等到土壤完全干旱的时候再浇水。长三角地区梅雨季

节或夏季大雨时应及时遮雨或者搬到室内，避免积水。个别品种，如蓝叶山菅兰在积水时容易根部腐烂，

此时应该马上对根部进行修剪，及时排水或更换干燥土壤。此外，山菅兰‘小杰西’耐旱性尤为突出，

在澳大利亚多地栽种可利用自然降雨存活，不需额外浇水。大部分山菅兰品种对肥料无特殊要求，在种

植时添加一次肥料即可保证正常生长，少数需肥量较大的品种，如长果山菅和山菅兰‘TAS300’，可每

年春季施加一次缓释肥。 

4.4. 修剪管理 

山菅兰的修剪可分为轻度修剪和中度修剪两类。花叶长果山菅、山菅兰‘TR20’、山菅兰‘乌托邦’、

山菅兰‘小杰西’等小型山菅兰不需太多修剪，每 1~2 年去除老叶，并结合植株长势去除花茎即可。长

果山菅、蓝叶山菅兰、蓝色山菅兰、山菅兰等中大型山菅兰每 2~3 年进行一次中度修剪，去除老叶及徒

长叶，保持株型美观。此外，个别山菅兰品种根系发达，如山菅兰‘TR20’，种植于河岸护坡或山坡处

具有极强的水土保持能力，但种植时要设置阻根板，防止串根，影响景观效果。 

4.5. 病虫害防治 

山菅兰原生种多分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大部分品种对长三角地区的气候表现出了较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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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感染较少发生，在梅雨季节，偶尔会出现炭疽病或叶斑病。感染炭疽病时应立即剪除病叶，每周

喷施 1~2 次 50%多菌灵 500 倍液或 80%炭疽福美 800 倍液，连续 2~3 次，为加强效果，可喷药的同时灌

根。感染叶斑病可每周喷施 1 次 25%多菌灵 700 倍液，连续喷施 3~4 次。 

5. 结论 

山菅兰因其叶型似兰，四季常绿，花朵细碎，形似兰花，蓝色浆果犹如蓝宝石镶嵌在叶从中，颇具

观赏性，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在国外，山菅兰多作为家庭花园、公共绿地的绿篱植物，研究应用较多的

国家有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等，尤其是澳大利亚，其培育的新品种超过 20 个，大多兼具观赏性和适

应性 [10]  [11]。 
目前，国内对山菅兰的研究较少，大多是针对个别种进行生药学价值或抗逆性分析，对新优品种的

培育、国外优良品种的引进应用仅在长三角少数城市有所报道，但仅局限于长果山菅、花叶长果山菅等

少数几个种或品种。究其原因，主要是山菅兰大多耐寒性差，不能安全越冬，此外，在众多地被草本植

物中，山菅兰的叶片颜色不够靓丽突出。 
所幸的是，目前引进的山菅兰‘乌托邦’，该品种叶片颜色蓝绿，可在−8℃条件下露天存活，株型

紧凑且叶型飘逸，受到众多种植户和设计师的青睐，随着繁殖技术的成熟，种苗成本降低，越来越多地

应用于绿地中，成为该属植物应用前景广阔的佼佼者,并引发了人们对该属植物的更多关注。因此，在合

理开发我国原生山菅兰种质资源的同时，加强引进抗逆性强、可以在长三角地区安全越冬，叶色别致、

观赏价值较高的国外优良品种，为长三角地区园林绿化提供更多品种选择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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