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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苏树是一种珍稀园林观赏树种，为进一步推动流苏树在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发挥其独

特的观赏价值．概括了流苏树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现状，并总结流苏树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功能和
作用．提出根据城市园林绿化布局的情况，可采用规则式、自然式、混合式和灌木式等配置方式，将流
苏树广泛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更好地发挥流苏树的园林绿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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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苏树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ｒｅｔｕｓｕｓＬｉｎｄｌ．ｅｔＰａｘｔ．），
又名流疏树、茶叶树、四月雪等，为木樨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流苏树属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植物，是落
叶灌木或乔木，花单性或两性，雌雄异株［１］．成
年流苏树树形高大优美，枝叶茂盛，叶片为椭圆形

或长圆形．流苏树春末初夏满树白花，如覆霜盖
雪，花香清雅宜人．秋季结果，核果为椭圆形．该
树种是一种珍稀园林观赏植物，适宜植于公园、路

边、草坪、林缘、建筑物四周、池畔、河边等区

域．流苏树主要分布于我国，在朝鲜、韩国和日本
也有分布，其分布区域在 ２４°２６′～４０°４１′Ｎ，
１００°０３′～１３６°５８′Ｅ，通常生长于海拔３０００ｍ以下
的混交林中或灌丛中［２，３］．

有报道［３－８］表明，由于流苏树资源有限，目前

我国许多省 （市）已将现存的流苏古树列为 “名

木古树”加以保护，例如北京市密云区苏家峪的

５８０ａ流苏树古树，云南省丽江市龙蟠乡的 ３００ａ
流苏树，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的百年流苏树等，

这些珍贵的流苏古树已成为对其进行科学研究的宝

贵资源．此外，日本、韩国等已将流苏树列为濒危
植物或稀有植物．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流苏树的观赏价值、食用

价值和药用价值等方面的报道［９－１４］．此外，该树
种具有较高的园林观赏价值，但关于其在城市园林

绿化中的应用研究则相对较少［１５］．因此，为进一
步加强流苏树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发挥其综合利用



价值，本文从流苏树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现

状、功能、作用等方面，进一步归纳了其在城市园

林绿化中的应用形式，以期为流苏树在现代城市园

林绿化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１　流苏树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现状

１１　流苏树在我国的种植历史
流苏树在我国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现存可以

考证的人工栽培流苏树，最早始于明清时期．例
如：腾冲火山国家地质公园门前的流苏树，是云南

省腾冲市境内唯一一株流苏古树，该树开花时已成

为当地一道靓丽的景观，被当地人称为 “鹅毛

树”．据董氏家谱记载［１６，１７］，董氏始祖董春奉命戍

边，功成身退，落籍马站兴隆杏林村，董春死后，

其子堇澄、董海进京为父请功，回来时将南京带来

的流苏树苗植于董春墓旁，从此这棵树便根植于火

山群下，树龄已有６００ａ以上；山东邹城孟府院内
的两株流苏树，树冠硕大如盖，覆盖了整个院落，

树龄已超过３００ａ；山东省济宁市戴庄医院 （原教

会医院）分为东西两院，西院是规模宏大的清代

园林— “荩园”，园林内有两株流苏树古树，被人

们称为 “四月雪”，植于清朝乾隆年间，树龄在

２４０ａ以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土泉村有
一株现存树龄最长的流苏古树，相传该树是战国时

期齐桓公亲手所栽，虽然历经千年，仍然枝繁叶

茂、生机勃勃，被山东省林业厅命名为 “齐鲁千

年流苏王”［１８］．
１２　国外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状况

流苏树被日本视为珍贵观赏植物，在东京、名

古屋、大阪等城市常将其植于城市公园和街道绿

地．尤其是名古屋将流苏树作为行道树，４月樱花
落幕，５月流苏花登场，雪白的流苏花展现出别样
的街景．

韩语中 “流苏”与 “米饭”发音相近，加之

流苏树满树百花怒放时，就像堆积在田园里冒尖的

米饭，因此流苏树又被韩国人称为 “米饭树”．该
树种现已被广泛应用于韩国的城市园林绿化中，其

中庆州、首尔、仁川等城市是流苏树较为集中栽培

的城市，且庆州已成为流苏树栽培最多的城市，７
条街道两侧种植了２５００株流苏树，流苏花盛开之
际，如霜似雪、美不胜收．

流苏树作为美国的引进树种，被称为 “中国

刘海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ｒｉｎｇｅｔｒｅｅ）、 “中国雪” （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ｎｏｗ），目前该树已在美国广泛种植，加利福
尼亚、路易斯安娜、弗吉尼亚、俄勒冈、佛罗里达

等州的大学校园、植物园、城市公园均有种植．换
言之，从美国南部至中部以及西北部均栽培了该树

种［１９］．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最
大的一株流苏树，是１９０１年美国学者从日本东京
植物园引种而来，树龄已有１２０余年［２０］．
１３　我国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简况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尚未认识到流苏树的园林

绿化价值，以及流苏树资源的相对匮乏，导致其很

少用作园林景观树种，而用于其他方面，如鲁苏地

区常常将流苏树用作嫁接桂花的砧木；部分科研院

所、大学、植物园等引种流苏树的目的也仅是将其

用于教学和科研［２１－２３］．随着人们对流苏树园林绿
化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目前流苏树已逐渐应用于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但尚处于起步阶段，２０１８年
山东省昌邑市在天水路种植了３００余株流苏树；淄
博市张店区新华街因盛开的流苏花已成为当地

“网红街”．

２　流苏树在城市园林中的功能和作用

城市园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固氮释氧、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消减噪音等多

种生态功能，以及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此外，城
市园林植物的多样性还是生态功能发挥和营造不同

意境园林景观的必要条件．
２１　丰富园林景观

植物是园林景观的基本要素，其能够以不同

形态、色彩和风韵塑造园林景观．由于流苏树的
树形、花色、花相等具有独特的观赏特性，在园

林造景时，合理利用流苏树则可营造独具特色的

园林景观．
２１１　高大优美

以观花为主，具有明显主干的景观树称为观花

乔木，其树体高度是决定景观尺度的首要因素．根
据观花乔木在园林景观中的分类，按高度通常将其

分为大中型乔木 （植株高 ＞６ｍ）、小乔木 （植株

高５～６ｍ）．而灌木是无明显主干、低矮、枝干丛
生的木本植物，按高度一般分为大灌木 （植株高

３０～５０ｍ）、中灌木 （植株高１０～３０ｍ）、矮灌
木 （植株高 ０３～１０ｍ）、地被植物 （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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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０３ｍ）［２４］．而流苏树是落叶灌木或乔木，成
年树高一般为６～１２ｍ，最高可达２０ｍ以上，其
树冠为圆锥形或伞形，属于树形优美的中大型观花

乔木，见图１（昆明市大板桥街道办事处中对龙村
树龄为１５０ａ的流苏树）．因此当需要营造较大尺
度的景观时，使用流苏树效果极佳．

图１　昆明中对龙村树龄为１５０ａ的流苏树

２１２　洁白雅致
色彩是构成园林景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色

彩可营造出不同意境的园林景观．一直以来，国内
园林工作者多将红花系植物应用于园林绿化中，如

凤凰木 （Ｄｅｌｏｎｉｘｒｅｇｉａ）、云南樱花 （Ｐｒｕｎｕｓｙｕｎ
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垂丝海棠 （Ｍａｌｕｓｈａｌｌｉａｎａ）、紫薇 （Ｌａ
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三角梅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ｇｌａｂｒａ）、
炮仗花 （Ｐｙｒｏｓｔｅｇｉａｖｅｎｕｓｔａ）等．由于过去某些传
统观念的影响，白花系植物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相

对较少．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
变，现在越来越多的白花系植物被应用于城市园林

绿化．白色给人一种纯洁无瑕、高雅的感觉，尤其
是盛花期的流苏树，洁白的树冠给人强烈的视觉冲

击，见图２（流苏树盛花期树冠局部）．此外，在
中大型白花乔木中，除白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ｄｅｎｕ
ｄａｔｅ）外，尚无更多可选择的白花系植物，而流苏
树恰好能填补中大型白花乔木在园林绿化中应用的

不足，其可为城市园林景观的营造增添洁白雅致的

色彩．
２１３　花盛

流苏树花序顶生 （图３），衬式密满花相，随
着树龄增加，叶花比降低，花量增加，尤其是成年

流苏树进入盛花期，洁白如雪的流苏花开满树冠，

如覆霜盖雪，花香四溢、沁人心脾，在园林色彩中

显得异常耀眼夺目．

图２　流苏树盛花期树冠局部

图３　流苏树花序

２１４　夏韵
流苏树的花期一般在４～５月．春季观花树种

中，与流苏树有类似观赏效果的园林景观树种为白

玉兰，但白玉兰的花期为早春３月，而流苏树春末
初夏时节树上开满白花，清丽宜人，美不胜收．微
风吹来，随风摇曳，花香会飘出很远，人们远远地

就能闻到淡淡的流苏花香，让人流连忘返．将流苏
树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中，不仅能丰富初夏的园林

景观，还丰富了园林的树种．
２１５　质感细腻

流苏树花冠分裂成４个条状裂片，穗状花朵如
同衣物饰品 “流苏”状，叶片革质光滑，枝条弯

曲柔软．流苏满树白花，远观如鹅毛覆盖于圆锥形
树冠之上，也被称 “鹅毛树”，给人以细腻的景观

感受．
２２　保护生物多样性

流苏树天然更新能力较弱，造成流苏树野生资

源有限，而现存的流苏树资源多以单株古树形式分

布于城乡．此外，由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其种群
地面积正逐渐缩小，因此流苏树现已被列为稀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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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９］．而利用是最好的保护手段之一，将
流苏树广泛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中，既有效保护了

流苏树资源，还实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植物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３　流苏树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形式

流苏树为中大型落叶观花乔木，具有树形优

美、枝繁叶茂、质感细腻、花型独特等观赏特点，

衬式密满的花相使盛花期的流苏树异常耀眼．因此
流苏树可作为优质行道树、园景树的首选树种．此
外，对于流苏树个体差异较大、自然生长中存在分

枝点相对较低、主杆不通直等问题，目前我国园林

工作者主要采取人工干预的手段，淘汰长势不良的

植株，择优培育干形通直的苗木作为行道树和园景

树．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园林工作者常常将流苏树
培育成丛生灌木，改变其乔木树种的园林应用模

式，值得借鉴．因此，在园林绿化布局中应根据具
体情况，采用规则式、自然式、混合式和灌木配置

等方式，将流苏树广泛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３１　规则式

园林造景中常见的规则式配置形式有列植和对

植．其中列植指成行、成带栽植树木的形式，多用
于街道、公路两侧或规则式广场的周围，展现规整

简洁、气势宏伟的景观效果，一般要求树种具有高

大挺拔、树形端庄、冠大荫浓等特点［２５，２６］．对植
就是在轴线两侧对称栽植相等数量的树木，使轴线

两侧达到均衡稳定的效果［２７］．由于流苏树具有树
型高大优美、枝繁叶茂、花色亮丽、花相突出和病

虫害少等特点，适宜列植于街道、园路、河道两

侧．下面列举了几种采用规则式布局的常见园林树
木配置方式．
１）行景树．城市街道是路面和道路两侧建筑

物共同组成的线性硬质空间，缺乏生机和活力．而
行景树以其绿色的身姿和多彩的花朵柔化了建筑群

单调的硬质线条，将自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空间，

增添了城市的人文气息和生态景观．选择树冠整
齐、规格基本一致的流苏树成行、成带植于城市街

道两侧或道路中间隔离带，形成绿色景观带，花开

季节雪白的带状景观令人震撼．例如韩国庆州，贯
穿于市区的７条道路２５００株流苏花共同绽放时，
呈现出洁白壮丽的景观．
２）园路树．园路通常指公园、居住区、游园

中引导交通和游览路线的主干道．由于流苏树树姿
优雅，枝条向四周伸展，能形成较好的覆盖空间，

将其成行种植于主要园路两侧，盛花时节，大型流

苏带将营造出浪漫的雪白 “隧道”，而小流苏带亦

将呈良好的夹景，景致典雅浪漫、美不胜收．
３）河道树．滨河道路是人们日常休闲、娱乐

和亲近自然的场所．河道树常常贯穿于滨河绿色长
廊和景观带之中，是城市中重要的绿地类型．将流
苏树列植于水滨、湖畔、河道两侧，形成丰富多变

的林冠线，尤其是水中雪白的树冠倒影，虚实景致

对比之下，流苏之美、之趣更胜．
４）配置树．选择规格基本一致、树形优美的

单杆或丛生流苏树，对植于建筑物入口、大门两侧

和桥头端头均能产生良好的景观效果．例如山东大
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住院部楼前种植的两株流苏

树，每年春末夏初繁花满枝，满园飘香，已成为该

医院的一道靓丽风景．
３２　自然式

自然式配置又称为风景式、不规则式配置，该

配置方式指植物配置自由变化，无固定的形式，使

植物景观呈现出自然形态，空间灵活多变．中国式
庭院和日本园林中常采用该配置形式．常见的自然
式配置形式包括孤植、丛植、群植［２８］．
１）孤植．成年流苏树树体高大，树冠圆锥形

或伞形，色彩突出，独木成景，其独树一帜的园林

景观效果靓丽醒目，能够迅速吸引观赏者的注意

力，成为视觉中心［２９］．此外，流苏树树形较伸展、
老干横生、虬曲多姿，整体姿态自然优美，盛花期

雪白耀眼，可将其孤植于草地、庭院、山坡、广

场、建筑物前、水滨、湖畔和溪边等场地，构成景

观中心和视觉焦点．孤植时，若难以找到树体较大
的流苏树植株，可将３～５株树体较小的植株拼栽
成 “大树”，也可获得比较理想的景观效果．
２）丛植．选择树形优美、高低不一、树冠形

态不同的 ３～５株流苏树均衡地丛植于同一场地
（丛植树应保持适当的行间距），构成高低错落、

此起彼伏的林缘线和林冠线，可为游赏者提供一个

休憩纳凉的游憩空间．倘若将流苏树丛作为主景，
则应以常绿树种为背景，还可在主景周围配置花期

相同且花色不同的灌木或地被，如此既能突出主

景，又可丰富景观色彩，同时增强了视觉观感，更

加凸显出流苏树的群体美．此外，还可将流苏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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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滨湖、溪边、小岛等地，与水中的倒影共同构

成观赏点，景观效果极佳．
３）群植．２０～３０株以上或较大面积的多株树

木的栽植方式称为群植，该方式能够表现树木的群

体美．值得注意的是，此栽植方式为自然式，忌成
行、成列．将流苏树群植于大型公园的草坪、宽阔
的园林绿地、小岛屿、小山坡上等场地，作为局部

景区的主景或分隔空间的障景，供游人欣赏．
３３　混合式

混合式指造景时同时采用规则式和自然式相结

合的配置方式，该方式能够营造出既规整端直又自

然灵活的不同景观，同时展现出人工美和自然美．
将流苏树用于面积相对较大和地势起伏不平的区域

造景时，要注意流苏树在规则式和自然式配置中的

用量比重，在点、线、面上合理布局，避免配置形

式单一，出现人工痕迹过重、缺乏自然美，或过分

自由无序等问题．公园、小区、大型建筑物前的绿
地常采用混合式造景．
３４　灌木式

美国园林工作者常将流苏树矮化为灌木植于草

坪和花园，并将其高度控制在游赏者的水平视线

内，展现流苏树之美，值得借鉴推广．为拓展流苏
树在园林绿化中的用途，可利用无性繁殖技术将流

苏树培育为丛生状灌木，构建多种形式的景观．例
如：灌木状流苏树成带植于绿色背景前或建筑物

前；成块、成点植于草坪和坡地上，以提亮和丰富

园林的色彩；将流苏树群植于地势低矮处，营造出

“云海”的景致；在大面积营造植物色块时，流苏

树与花期相同的植物搭配，作为色块或围边分隔

带，如流苏树与马鞭草 （Ｖｅｒｂｅｎ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美女
樱 （Ｖｅｒｂｅｎａｈｙｂｒｉｄａ）等花期相同的 “色块”植物

搭配，可营造出红白紫相间的园林景观．

４　讨论

流苏树是一种珍稀的园林观赏植物，其树体高

大，盛花期满树白花、如覆霜盖雪、异常壮观，且

气味芳香．此外，流苏树寿命长达千年，是不可多
得的长寿观花乔木．流苏树园林应用形式多样，既
适宜在草坪内丛植，还可在庭院、林缘和建筑物前

等点、线、面自然式布局，不论丛植、孤植还是群

植均能产生很好的观赏效果．我国虽然是最早将流
苏树应用于园林绿化的国家，但现代园林绿化中却

很少使用该树种，原因主要是流苏树资源相对匮

乏，以及对其园林绿化价值认识不足．为此广大园
林科技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流苏树独特的园林绿

化价值，将其科学、合理地应用于城市绿化建设

中，让流苏树这一古老珍贵的观赏树种在现代城市

园林绿化中绽放光彩，装点出多彩的景观，对于打

造城市地域特色的园林风貌、降低城市景观的趋同

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编制的

《雄安新区街道树种选择与种植设计导则》中提

出，将 “乡土、多彩、林荫、长寿、新优”作为

行道树入选的条件．在２０种骨干树中，流苏树不
仅榜上有名，而且还与七叶树 （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一同被认定具备５个入选条件。此外，《导则》还
将流苏树这一古老树种重新定义为新优品种，表明

长期被埋没的园林瑰宝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流苏树是典型的北方树

种，实际上是对流苏树的误解．例如：福州市有３株
百年以上树龄的流苏树，其早已成为当地市民家喻户

晓的珍贵观赏树木；云南由东至西已发现５个流苏野
生种群，百年以上树龄的植株近百株，其中昆明市黑

龙潭公园有一株１５０ａ树龄的流苏树；成都市有两株
古老流苏树，其中一株位于成都动物园，另一株位于

成都科技大学 （树高约２０ｍ，胸径约７０ｃｍ）．上述
例子充分说明，流苏树分布广、适应性强，是一种南

方、北方均可种植的园林观赏树种．目前，长江以南
城市的园林树种多以常绿树种为主，引入流苏树不仅

能够丰富城市园林景观，还可呈现出流苏树 “四月

雪”的景象，成为城市园林景观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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