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2016, 6(3), 57-62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16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dx.doi.org/10.12677/hjas.2016.63009   

文章引用: 吴哲, 田建林. 闽楠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J]. 农业科学, 2016, 6(3): 57-62.  
http://dx.doi.org/10.12677/hjas.2016.63009  

 
 

The Application of Phoebe bournei in 
Landscaping 

Zhe Wu1,2, Jianlin Tian1* 
1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ajie Hunan 
2Hunan Academy of Forestr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May 20th, 2016; accepted: Jun. 18th, 2016; published: Jun. 21st,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specific researche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orn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Phoebe bournei were studied, and the aesthetic value of applica-
tion in city landscape was evaluated. Second,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ability of 
Phoebe bournei were studied. As a result, the principles and mode of application of Phoebe bournei 
in landscaping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species with the site, the combina-
tion of species of Phoebe bournei and deciduous trees and fast-growing trees had a better effect.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landscap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Third, in the disposing  
of landscape, clump planting, group planting, planting in rows, and plantation were better choices 
to Phoebe bournei compared with isolated planting,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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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查阅现有资料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闽楠的观赏特性，分析并评价了闽楠应用于城市

园林绿地的美学价值；研究了闽楠的生态特征与适应性，提出了闽楠在园林绿化中应用的原则和模式，

在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下，强调与落叶树种与速生树种相结合，并注重科技在园林绿化中的作用；闽楠

在园林配置中，以丛植、群植、列植、林植为主，并尽量避免孤植。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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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闽楠(Phoebe bournei)是樟科楠木属常绿大乔木，俗称楠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中国特有的优良观

赏树种，也是中国特有的珍贵用材树种，是高级家具、工艺雕刻和精密木模的良材。闽楠天然分布于湘、

闽、赣、粤北、鄂西、黔东、浙南等地[1]-[3]。闽楠枝叶森秀，形态端庄、树体伟立，树干通直，四季长

青，冠形优美，远古时期在庙宇、村舍、庭院等处都有人工栽培，是著名的庭园观赏和城市绿化树种，

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步深入，闽楠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 
在现有林中，有自然保护区内少量的天然林，也有人工栽培的人工林和风景林，从古时候起，每个

朝代上至皇亲国戚、大臣将军，下至黎民百姓、各行各业的商人，甚至还有学者、专家，都无不称赞闽

楠的珍贵。历史上，闽楠专用于皇家宫殿、皇家家具。目前，闽楠在造林绿化、园林配置、生物多样性

保护、木材价值等方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推进这一多功能优良树种在园林绿化中推广应用，

进一步丰富园林绿化树种，本文特开展此项研究。 

2. 研究现状 

近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闽楠的研究。谢庆宏等[4]，研究了闽楠嫩枝扦插繁殖技术，研究表明：闽

楠 3 年生苗木嫩枝扦插单株间生根率有显著差异，半木质化穗条带 2 片叶进行扦插可显著提高穗条生根

率，GGR 生根剂不同浓度处理闽楠穗条对其生根率有极显著影响，不同扦插基质对闽楠插穗生根率有显

著影响。黄明军等[5]研究了遮荫网透光度对闽楠大田播种育苗的影响，采用全光照、遮荫 40%、遮荫 60%
和遮荫 70%等 4 种遮阴处理，进行闽楠苗木保存率、苗高生长与地径生长试验，结果表明：闽楠苗期生

长不能全光照，用遮阴网遮阴其保存率可以提高 41~41.7 个百分点。用遮光度为 60%的遮荫网较适宜闽

楠幼苗的生长。董春英等[6]开展了闽楠大田播种育苗及富根壮苗培育技术研究，结果表明：切根苗苗木

高、地径、长度大于 3 cm 侧根数、侧根长度等指标明显优于未切根苗。生根壮苗剂不同浓度对苗木进行

喷施处理后，其苗木根长大于 3 cm 根数及平均根长、苗高生长、地径生长有显著差异。采用生根壮苗剂

1000 倍液处理，可使苗木侧根数量比对照增加 50%以上、侧根长度比对照增长 20%以上，苗木高生长比

对照增加 30%以上、苗木地径生长比对照增加 20%以上。田晓俊等[7]以闽楠基因组 DNA 为模板，对 AFLP
分析各环节的条件进行了优化和筛选，建立了适合于闽楠 AFLP 分析的最佳反应体系。江香梅等[8]-[10]
对闽楠天然种群遗传多样性的 RAPD 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闽楠种群内，但由于闽

楠种群生境片断化、地理隔离等因素，闽楠种群间亦存在强烈的遗传分化。李铁华等[11]研究了闽楠种子

活力不同测定方法，采用电导法、Trc 定量法及发芽生理测定法进行研究。陈淑容[12]认为坡位对闽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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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影响最大，其次为坡度，坡向影响最小。通常认为闽楠耐阴，忌强光，王振兴等[13]对闽楠幼树光合特

性及生物量分配对光环境的响应进行了研究，而在此研究中闽楠幼树在 100%光环境中的 Pnmax 最大，

说明全光照条件下更有利于闽楠幼树光合产物的积累。吴载璋等[14]认为，闽楠随着其年龄的增长，需光

量逐渐增强，成林需全光照，而闽楠幼树能够耐一定的荫蔽，可以在树冠下生长。韩文军等[15]研究了大

气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对闽楠光合性状的影响，结果确认长期二氧化碳体积分数加倍处理明显抑制了闽楠

的光合作用，而短时处理使闽楠的表观光合速率明显增加。不少学者对闽楠天然林及人工林进行了相关

研究，在闽楠与马尾松、鄂西红豆树混交试验中，闽楠的胸径、树高、冠幅均明显高于闽楠纯林，且以

闽楠与马尾松混交最为理想；土壤中大量元素在闽楠人工林中能够得到较强的富集和储存，而生命活动

中最旺盛的部分闽楠人工林中的叶片，大量元素养分最高；也有大量文献对闽南育苗、栽培、扦插繁殖

等技术作了详细阐述。 

3. 研究地点概况 

本研究观测地点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院内。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地域范围为东经

111˚53'~114˚15'，北纬 27˚51'~28˚41'。海拔高度 80 m。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特征是：气候温和，

降水充沛，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17.2℃。年积温为 5457℃，年均降水量 1361.6 毫米，全

年无霜期平均 275 d，土壤为四纪网纹红壤，闽楠生长表现良好。 

4. 研究方法与时间 

在闽楠混交林中设置样地开展调查，调查指标包括树高、胸径、冠幅及生长表现等；在闽楠行道树

中设置观测株，观测指标包括树高、胸径、冠幅、观赏特征、季相变化及生长表现等；在闽楠园林配置

模式中调查孤植、丛植、群植、列植、林植等模式，调查观测指标包括树高、胸径、冠幅、观赏特征、

季相变化及生长表现等。 
调研起始时间为：2013 年 8 月。 

5. 结果与分析 

5.1. 闽楠观赏特性与美学评价 

5.1.1. 观赏特征 
闽楠树干端直，树冠浓密，树姿雄伟美观，枝叶茂密，具有极好地观赏性。同时新梢新叶为红色，

也是一个明显的观赏点。适于城乡道路、庭院庙宇、房前屋后等绿化美化，是优秀的园林景观树种。是

风景园林中不可缺少的绿化树种之一。 

5.1.2. 季相变化 
闽楠幼年阶段，一年形成 3 次顶芽，抽 3 次新梢，即冬芽一春梢一夏梢、秋芽一秋梢，新梢(包括春

梢、夏梢和秋梢)新叶为红色，季相变化明显。 

5.1.3. 美学评价 
闽楠树形、干、叶优美，观赏价值大。宜做亭荫树、行道树或风景树，在园林中配置显得格外优美

雄伟。闽楠是常绿阔叶树种与落叶树种配置使用，形成独特的园林景观。 

5.2. 闽楠不同种植形态生态适应性分析 

5.2.1. 城市园林小游园闽楠混交林分生长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院内闽楠人工林混交林面积 5000 m2以上，本研究观测样地面积为 36 m2，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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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个树种的混交林)可知，城市小游园闽楠混交景观林中闽楠平均树高为 8.13 m，平均胸径为 11.74 cm，

平均冠幅为 3.8 × 3.5 m，闽楠混交景观林平均树高为 7.11 m，平均胸径为 9.82 cm，平均冠幅为 3.3 × 3.0 m。

通过对比分析可知，城市小游园闽楠混交景观林中闽楠平均树高、胸径、冠幅均大于混交景观林群体平均

值。因此，闽楠在混交林中生长表现良好。 

5.2.2. 闽楠行道树景观林生长 
城市道路绿化景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行道树，行道树也是城市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成分。由表 2

可知，闽楠行道树年均树高生长量为 0.58 m、胸径生长量为 0.89 cm，12 年生平均冠幅为 3.6 × 3.4 m，可

见，闽楠作为行道树，生长表现良好。 

5.3. 闽楠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应用原则探讨 

(1) 适地适树的原则。根据闽楠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选择适于闽楠生长的立地，确保闽楠正常生长，

有利于充分展现闽楠的多功能。 
(2) 与落叶树种相配合的原则。在园林景观中，除了植物的生态功能和适应性外，植物配置模式体现

季相变化，不同的季相变化给人不同的空间感受，让观赏者在植物空间中游览观赏，闽楠为常绿大乔木，

四季常青、郁郁葱葱；其与落叶树种配合，产生丰富的空间层次和光影的明暗变化，从而引起观赏者自

由的联想和情感变化。在考虑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时，闽楠是首选。 
(3) 注重科技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建立闽楠资源信息系统、闽楠栽植技术档案等，解决闽楠园林应

用中技术问题，充分发挥闽楠在园林绿化中的多功能。 

5.4. 闽楠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应用模式 

(1) 孤植。在研究观测区内，有闽楠大树移栽单株，树龄 28 年生，移栽后已在观测区内生长达 8 年(见
表 3)。该孤植单株生长势弱，枝和叶稀疏、树皮有开裂。 
 
Table 1. Growth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of the mixed landscape forest of Phoebe bournei in small garden 
表 1. 城市小游园闽楠混交景观林分生长情况调查表 

序号 树种 树高(m) 胸径(cm) 冠幅(m × m) 

1 闽楠 8.0 12.3 4.0 × 3.5 

2 含笑 4.0 4.8 3.0 × 2.0 

3 闽楠 8.5 12.4 3.2 × 3.0 

4 天竺桂 10.0 16.2 4.0 × 3.5 

5 闽楠 8.0 12.5 4.5 × 4.0 

6 大叶新木姜子 4.5 5.5 2.5 × 2.2 

7 闽楠 7.5 12.6 5.0 × 4.5 

8 闽楠 9.5 11.8 3.8 × 3.0 

9 紫楠 8.0 12.5 4.0 × 3.5 

10 乐东拟单性木兰 8.0 6.0 1.4 × 1.0 

11 大叶新木姜子 4.5 4.2 2.0 × 2.0 

12 阔瓣含笑 6.0 9.7 4.4 × 4.0 

13 新木姜子 3.8 4.3 1.8 × 1.9 

14 闽楠 8.5 11.3 4.0 × 3.8 

15 闽楠 8.0 11.5 3.6 × 3.6 

16 闽楠 7.0 9.5 2.2 × 2.5 

注：林分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院内；林分 8 年生，株行距为 2 m ×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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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rowth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of avenue trees landscape forest of Phoebe bournei 
表 2. 闽楠行道树景观林生长情况调查表 

序号 树高(m) 胸径(cm) 冠幅(m × m) 

1 7.0 10.8 3.5 × 3.5 

2 8.0 11.8 4.0 × 4.0 

3 5.5 9.5 3.5 × 2.9 

4 4.5 9.1 3.2 × 3.0 

5 6.0 9.0 3.1 × 3.4 

6 9.0 12.3 4.8 × 3.4 

7 6.0 9.0 3.3 × 3.2 

8 9.0 13.0 3.7 × 3.3 

9 7.0 10.5 3.5 × 3.1 

10 8.0 11.6 3.8 × 3.9 

注：行道树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院内；树龄 12 年，株距为 6 m 
 
Table 3. Growth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planting patterns of Phoebe bournei in landscaping 
表 3. 闽楠在城市园林绿化中不同栽植模式的生长表现 

序号 栽植模式 生长表现 

1 孤植 生长势弱，枝和叶稀疏、树皮有开裂(日灼) 

2 丛植 生长势旺，枝和叶浓密 

3 群植或林植 生长势旺，枝和叶浓密 

4 列植 生长势旺，枝和叶浓密 

 

(2) 丛植。在研究观测区内，有闽楠丛植模式，既可欣赏闽楠的个体美，也赏其群体美。该配置模式

是一个值得推广应用的模式。配合得当，能达到极佳的造景效果。 
(3) 群植或林植。在研究观测区内，有闽楠群植或林植模式，闽楠的观赏特性好。该模式可营造出较

有气势的园林景观，能使景观开阔雄伟壮观，极富有震撼力。 
(4) 列植。在研究观测区内，有闽楠列植模式，闽楠列植不仅可以作为行道树、防护林，还可做成树

阵广场或林下草坪景观。列植模式可形成亮丽的风景线。 

6. 结论与讨论 

(1) 闽楠在调查地生态环境条件下生长表现良好(孤植模式除外)，在园林配置应用中，以丛植、群植、

列植或林植为主，并尽量避免孤植。 
(2) 闽楠在园林绿化应用中前景广阔。闽楠是多功能树种，即具有景观功能、生态功能、抗逆性、经

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发展前景广阔。 
(3) 本文研究了闽楠的观赏特性，分析评价了闽楠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地的美学价值，提出了闽楠在园

林绿化中应用的原则，在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下，强调与落叶树种与中等速生树种相结合，并注重科技

在园林绿化中的作用； 
(4) 充分考虑园林树种本身的生态适应性，考虑与搭配树种的观赏性，以及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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