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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南一路，道路两侧种植的行道树树体高大、冠

大荫浓，胸径均在 30厘米以上，遮阴效果非常好；每当初夏时节，

紫花满树，清香扑鼻。这就是苦楝树，西安雁南一路的行道树是苦楝

应用的典范之一。

近年来，苦楝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苗木人眼中属抗性强的新优品

种。河北石家庄市神州花卉研究所有限公司李志斌选育了两个苦楝的

园艺品种“紫玉楝”“紫金楝”，不仅干性强、长势快，而且抗寒能

力强，在北京及以南地区均能安全越冬。

苦楝是楝科楝属落叶乔木，原产我国华北南部至华南，西至甘肃、

四川、云南均有分布。

苦楝 5 月开花，开花时正值初夏，故而又被称为夏季的花信风。

其花序硕大，花朵为紫色，是植物界中较为少见的开紫色花的植物。

苦楝的果实为核果，成熟后为金黄色，经冬不落，有“金铃子”的美

称。

苦楝树姿优美、树形婆娑、枝叶繁茂，在园林绿化中常用作庭荫

树、行道树，也可林植、片植。苦楝树皮、叶片和果实中均含有苦楝

素，具有一定的驱虫性，且本身病虫害较少，是不可多得的低碳树种。

苦楝的幼树在华北地区易受冻害，成树耐寒能力较强。笔者所在

的冀中地区，最低气温曾跌破零下 20 摄氏度，但种植的成树均能安

全越冬，未见明显冻害。

苦楝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唐朝温庭筠以及宋朝蒋捷、谢逸、吴

文英等诗人均有佳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是吴文英的“小楼灯外楝

花寒”，表达了苦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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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楝虽然是优秀树种，但目前在园林绿化中应用并不是很多，原

因有两个。一是业内对苦楝的认知不够，了解不多导致不敢大胆应用，

以至供需不旺；二是一些人对苦楝有偏见，特别是因为其名字中带一

个“苦”字，认为这种树不够吉祥如意。

其实，苦楝是个彻彻底底的吉祥树，花为富贵的堇紫色，极为少

见、特别难能可贵。另外，由于病虫害较少，所以特别适合在人员密

集区种植。

基于苦楝属于观花树种，又是低碳树种，在未来的园林绿化中有

着极佳的前景。

当前，苗圃内培养的苦楝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由于苦楝干性不太强，不少从业者在培育时忽视了干性的培养，

若要培养树干笔直的苗子，可采取平茬养干法来进行培育。

培育主干高大笔直的苦楝，还有一点很重要。苦楝多歧分枝，在

顶梢直接形成 3 个以上势力均等的顶芽，在下一个生长季顶梢能抽生

3个以上的新梢同时生长，致使树干矮。为培养干直、冠大、形美的

树形，可利用“斩梢灭芽法”，即在春季新梢萌发时，选一向南的壮

芽，在其背面用刀削成斜面，剪去前一年新梢的一半，侧芽萌发时，

靠近新梢的部位，留生长强壮的一个新芽作主干，其余侧芽全部抹去；

7月后，当新梢再次萌发新芽时，再一次将侧芽抹去，使养分集中于

顶梢，加速主干生长。操作时，剪口要平滑，留芽方向与上一次相反，

保持主干通直。

当前，苗市处于低谷，苦楝的境遇也不算太好，但从存圃量来看，

苦楝的存量不算太大，加之其优点众多，故而其前景可期。但需注意

的是，优质苗是市场的准入证，培育大规格精品苗应当成为苗圃育苗

目标。（邓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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