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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玉兰的生长特性及园林景观应用等进行阐述，并从苗木移植、水分管理、肥料管理、整枝修
剪、越冬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介绍了玉兰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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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人们生

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园林绿化事业得到了飞速的

发展，城市园林植物品种日益多样，种类不断增

加，园林景观也更具特色，丰富多彩，城市的生

态功能得以很大的提高。玉兰以花大、色艳和香

味浓郁著称于世，是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奇葩，也

是花叶果同赏、姿神韵皆备的现存被子植物中最

原始的类群之一［ 1］。玉兰为木兰科（Magnoliaceae）
木兰属（Ma gnolia）的代表植物，是我国特有的名
贵园林植物，具有树形魁伟、树姿优美、花朵繁

大、花形俏丽、清香浓郁、适应性广、抗污染能

力强等特点，开花时无叶，故有“木花树”之称，

也素有“玉香海”的美称，是北方早春重要的观花

树种［ 2 - 3］。玉兰造景能力很强，既适宜孤植在花

坛、草坪中，亦可与其他树种群植组成生态群落，

或丛植于开阔之地，也适宜于列植、对植在房前

屋后、道旁、绿化带等处，也可建专类园供人们

观赏，或用于科学研究。近年来，玉兰类在兰州

地区的城市绿化和美化中备受推崇，但由于管理

粗放，其效果不尽人意。为提高其在园林绿地中

的养护管理水平，发挥其特有的绿化景观效果，

现将其栽培管理及园林景观应用技术介绍如下。

1 生态特性

玉兰为阳性树种，性喜光，适宜生长在阳光

充足和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光照不足时树形瘦小，

枝条稀疏，叶片无光泽、小而黄，不开花或开花

很少。较耐寒，能忍耐 -20℃的低温，但温度低

于 -20℃时当年栽植的植株需采取缠干等防寒措

施。玉兰喜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

也能在轻度盐碱土（pH为 8.2，含盐量 2 g/kg）中正

常生长［ 4 - 5］。玉兰为肉质根，要求土壤通透性好，

栽种地要高燥，忌低湿，怕积水，低洼处种植容

易烂根而死亡。玉兰在粘土中生长不良，在砂壤

土和黄沙土中枝繁叶茂，花大芳香。

2 园林景观应用

玉兰具有树干通直、树态端正、树姿优美、

花形奇特、花色动人、香气袭人等特点，在兰州

地区城市园林景观中的可立体层次多方位应用。

2.1 工矿区绿化

玉兰不但花色艳丽，树姿优美，而且对有害

气体的抗性较强。据测定，用二氧化硫进行人工

熏烟时，1 kg白玉兰和紫玉兰植物干叶可吸硫 1.6

g以上，荷花玉兰干叶能吸硫 4.4 g。玉兰还能吸收

空气中的氯和汞蒸气，吸滞粉尘，具有较强的抗

环境污染能力［ 8］。兰州地区可选择抗性强、生长

良好的玉兰品种如白玉兰、紫玉兰、紫二乔、旱

莲、荷花玉兰、玉灯、香蕉等，将其栽植于大型

工矿区，可丛植、列植，亦可与其他抗污染树种

如油松、云杉、泡桐、白蜡等群植组成生态群落，

对净化环境、美化厂矿均能起到特殊的作用。

2.2 单位庭院及居住区绿化美化

单位庭院和居住区绿地面积相对较小，空间

有限，绿化布局上讲究精巧雅致，多选择名贵花

木作绿化美化材料，以达到构建精品绿化的目的。

通常选用的玉兰品种有紫玉兰、白玉兰，其树形

婀娜，花朵艳丽怡人、芳香淡雅，既可孤植，也

可数株集中种植。飞黄、红运、黄鸟、丹馨、红

元宝等品种姿态多样、枝繁花茂，即可群植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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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绿地，还可与其他春花类植物如海棠、山桃组

景。二乔玉兰品种如紫二乔、常春二乔、紫霞等

每年能二次开花，是单位庭园和居住区绿化中不

可多得的珍品。同时，玉兰也可列植于围墙边缘

作为分隔空间的花墙之用。

2.3 公园和游园绿化美化

公园和游园是供人们游览、休息、观赏、开

展文化娱乐和社交等活动的场所，其中公园更是

反映城市园林绿化水平的重要窗口。因此，公园

和游园的绿化必然要追求一种较高的美学品位，

在植物造景时，需要运用多种花草树木来营造丰

富的园林植物景观。而玉兰植物作为一种具有丰

富文化底蕴的花木，兰州地区在公园、游园绿化

上已开始广泛应用。如品种紫玉兰、旱莲、天目

玉兰、红脉、黄鸟、丹馨、香蕉、紫二乔、滇藏

等可单一构景，也可和其他植物如松柏科、樱花

等组景构造突显的景观效果。种植形式可以单株

散植于建筑物四周或假山一隅，也可列植于园路

两旁，还可以数株集中连片种植；品种红霞、紫

霞等作为背景树成片种植，效果极佳。

2.4 道路绿化美化

城市道路绿化美化是城市园林的重要组成部

分，道路绿化在保证绿化量的基础上，重点应提

升绿化质量，科学配置乔、灌、草、藤等植物，

绿化建设中突出生态和景观理念，注重植物和谐

配置，营造自然、大气的景观。玉兰植物姿态优

雅，病虫害少，抗性强，是兰州地区可选择的优

良早春开花的道路绿化美化树种。如品种白玉兰、

红霞、黄鸟、香蕉、玉灯、红脉等生长迅速，花

优雅芳香，可在道路两边的绿化带中大面积片植，

早春开花时花团锦簇、妖娆万分，使道路两旁更

加具有春的气息；紫玉兰可与银杏、法桐、雪松

等配置，下层再配以金叶女贞等小灌木，不仅在

空间上有很好的层次，而且在色相上既丰富而又

有变化，能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道路绿化美化效

果。

2.5 营建玉兰专类园

玉兰品种丰富，树形高大，树姿多变，枝条

短而曲，开花时莹洁清漪，琼香似兰，沁人心脾。

以玉兰为主营建玉兰专类园既可用来观赏与展示

玉兰植物姿、态、色、韵的风采，又可以开展玉

兰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和研究，如广州华南植物园

中的玉兰园，收集有木兰科植物约 110种，占全

国分布种的 70%。玉兰植物也可与其它花木组合

而成专类园，如杭州植物园的玉兰园是由玉兰植

物和茶花组合而成的专类园，兰州植物园的玉兰

园是由 17个适合兰州地区栽植的玉兰品种和樱花

及松柏类植物组成。

3 主要栽培管理技术

3.1 苗木移植

玉兰不耐移植，一般在早春开花前 10～15 d

或花刚谢而尚未展叶时移栽最佳。移栽时要尽量

少伤根系，根系伤口要平滑，以利愈合。在兰州

地区玉兰苗木要求带土球移植，土球直径为苗木地

径的 8～10倍。开挖的栽植穴应比土球大 20%～

30%，穴内施足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作底肥，上覆土

1层，将根系与有机肥隔离，防止烧根腐烂。玉兰

栽植不宜过深，栽植深度可略高于原土球 2～3 cm

或与地面持平，过深易发生闷芽，过浅会使树根

裸露而易被风吹倒。兰州地区春季风较大，为防

风吹倾斜倒伏，大规格植株应及时搭设支架，以

利成活。种植完毕后，立即浇透水 1次，使土球

与树穴土壤紧密结合，之后应保持土壤湿润，依

据气候和降水条件适时进行浇水，以防烂根死

亡［ 6］。如移栽植株带有花蕾，应将花蕾及时剪除，

防止开花结果消耗大量养分而影响成活。

3.2 水分管理

玉兰既不耐涝也不耐旱，它性喜湿润，“怕涝

喜湿”。栽培过程中，宜保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

兰州地区冬季降水较少，风沙大，早春的返青水

通常在 2月底或 3月初浇灌，且浇透浇足，以满

足花期供水充足，保证花朵硕大鲜艳，花香浓郁。

生长季节玉兰需水量较大，缺水不仅影响植株的

营养生长，还会导致花蕾脱落或萎缩，影响翌年

开花。可每 30 d浇透水 1～2次，雨水较多时及时

排水，防止因积水而导致落叶烂根，并及时松土

保墒。入秋后兰州地区的降水量相对较多，适当

减少灌水，促使枝条成熟，以利越冬。由于冬季

寒冷干旱，入冬后浇足封冻水，保证安全越冬及

防止枝条风干，有条件的绿地可在 12月中旬进行

一次冬灌。

3.3 肥料管理

玉兰较喜肥，充足的肥料可使植株生长旺盛，

叶片碧绿肥厚，蕾多花大，花期长且芳香馥郁。

通常早春开花前结合浇返青水施用 N、P、K总有

效成份含量大于 70%的三元复合肥（其中 N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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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P2O5 含量 48%～52%，K2O含量16%～

20%）1次，每树穴用量 250 g，可促使植株花大色

艳，并有利于春季枝叶的生长。春末初夏每树穴

施尿素 150 g，KH2PO4 80 g，可极大地提高植株的

生长量，扩大植株营养面积。夏末初秋每树穴可

施高效 KH2PO4 150 g 1次，不仅可提高当年生枝条

的木质化程度，还有利于花蕾膨大，同时可增强

抗寒越冬能力。当年新栽植的植株一般不施肥，

待落叶后或翌年早春再施肥。新栽植的植株若出

现叶片黄化、长势不良时，可用 3～5 g/kg磷酸二

氢钾溶液进行叶面喷施，能有效增强树势。兰州

地区的水质相对偏碱，因此，采用自来水浇灌的

绿地要防止土壤碱化，如有植株叶片黄化，可叶

面喷施 3～5 g/kg FeSO4溶液或采用 2 g/kg FeSO4溶

液灌根，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3.4 整枝修剪

玉兰顶芽发达，干性强，自然分枝比较匀称，

通常任其自然生长。玉兰的枝干愈合能力较差，

除十分必要的修剪外，兰州地区一般不做大的整

形修剪。如树形不美或较乱，则在花后及展叶前

适度修剪，不可在早春花前或秋季落叶后修剪，

否则留下枯桩。修剪时只需剪去过密枝、徒长枝、

交叉枝、并列技、干枯枝、下垂枝及病虫枝，平

时随时去除树干及根基部的萌蘖，以免产生营养

竞争，也有利于培养树形，使姿态更加优美。如

枝条生长势过弱，可选用较强的分枝进行换头，

局部更新，尽量不用短截。修剪完后立刻在伤口

处涂抹伤口愈合剂，不仅保护伤口愈合组织生长，

防止伤口侵染病菌，也可防土、雨水污染，同时

还可防冻、防伤口干裂。花谢后如不留种，应及

时将将残花和蓇葖果穗剪掉，以防消耗养分，影

响来年开花。

3.5 越冬管理

玉兰较耐寒，能忍耐 -20℃的低温，但小规

格玉兰和当年栽种的玉兰都应加强越冬管理。兰

州地区冬季温度低，雨雪少，风沙大，11月中旬

土壤封冻前必须浇足、浇透封冻水，以保墒及防

止春季抽条。10月底或 11月初用涂白剂在树干高

1.3 m 以下涂白，可有效降低温差骤变引起的危

害，还可杀死部分越冬病虫害。冬季可用草绳或

无纺布包扎主干和部分主枝来防寒，春季晚霜后

拆除包扎物即可。还应对树穴进行覆草、覆膜或

培土处理，防止冻伤树根，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

春灌在早春土地解冻时及时进行，经常保持土堆

湿润，对预防干冷风引致的干旱抽条有明显作用。

栽植 2 a以上的大树，正常年份仅浇足封冻水和树

干涂白即可。

3.6 病虫害防治

玉兰生长期易感染炭疽病、叶斑病，以及大

蓑蛾、棉蚧虫、红蜘蛛、天牛等，偶而也有蛴螬

等地下害虫危害。在保持苗木健壮生长并加强养

护管理的前提下，应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

措施［ 6］。首先要加强水肥管理，增强树势，提高

植株自身抗性。及时剪除病枝、病叶，秋末将落

叶清除并集中进行填埋，以减少病虫害侵染来源。

11月底植株休眠期和早春枝条萌芽前各喷施波美

3～5度石硫合剂或波尔多液 200倍液 1次，可有

效防治病虫害的发生。生长季节用 75%百菌清可

湿性粉剂 800倍液，或 5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间隔 7～10 d交替喷雾，能有效防止或控制炭

疽病、叶斑病等。用 40%杀捕灵乳油 700～1 000

倍液，或 50%杀螟松乳油 800倍液，或 40%三氯

杀螨醇乳油 800倍液间隔 7～10 d交替喷雾，可有

效预防和捕杀棉蚧虫、大蓑蛾、红蜘蛛等。天牛

可用绿色威雷水剂 500倍液喷雾防治，也可人工

捕捉。植株一旦发生病虫害，应对症下药，及时

有效地制止病虫害的蔓延，将病虫害控制在萌芽

状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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