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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于林业和园林生产建设的需要，我们从2008年开始组织编写《甘肃主要绿

化树种识别与栽培》一书。先后利用了7年时间，以兰州市为中心，在对兰州城区（南

北滨河路、公园、植物园、生态园、住宅小区、大专院校校园、厂矿单位）、南北两

山、国有林区及广大农村的树种进行广泛调查的同时，对天水、定西、白银、临夏、

陇南、河西等省内地区的主要绿化树种、经济林树种也进行了实地调查收录。

全书共收录甘肃省主要造林及园林绿化的233个重点树种及变种，并在多个树种的

章节内对同属的其他种及变种也作了简要介绍，以便进行种间比较与鉴别，因此有个

别树种或变种出现了章节之间的重复介绍，在此特作说明。这样，《甘肃主要绿化树

种识别与栽培》共介绍主体树种、同属种及变种1056个。

作为以指导林业生产为主的工具书，《甘肃主要绿化树种识别与栽培》在树种划分

和归类上，不是以科属为主，而是以便于园林规划设计、树种层次搭配、生态和产业

不同类型经营等实际操作进行归类，将树种划分为常绿乔木类、落叶乔木类、小乔木

或大灌木类、花灌木类、木质藤本类、干鲜果经济林类、温室或盆栽木本植物类七个

类型。特别要说明的是，近年来从南方引进了许多花卉品种，虽然在甘肃许多地方不

能露地栽培，但用于温室或盆栽表现很好，深受人们的喜爱，常用于公共场所和家居

环境的布置，因此《甘肃主要绿化树种识别与栽培》一书将其中的部分木本植物归为

“温室或盆栽木本植物类”进行了介绍，以便于应用中区分。在树种的归类安排上，

力求将接近的尽量安排在同一类，但为了介绍的方便，对部分树种也进行了穿插介

绍，如有的乔木树种中，将同属内的相关灌木也进行了介绍。

对每个树种从学名、别名、科属、地理分布、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园林用途及繁

育栽培等八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目的是通过“学名”、“别名”、“科属”

的介绍，明确树种和品种；通过“形态特征”介绍，帮助识别树种及品种；通过“地

理分布”和“生态习性”介绍，为树木引种和栽培提供生物学依据；通过“园林用

途”介绍，为园林规划设计和树种搭配布局提供参考；通过“繁育栽培”介绍，帮助

科技人员进行生产指导，也便于林农、花农、果农进行生产管理。

为便于读者查阅，在内容结构的编排中，力求达到图文并茂，在对每个树种进行相

关文字介绍的同时，并附有树种的特征图片（从近4万幅图片中筛选出了610幅），以

达到对树种的识别有直观视觉效果。

《甘肃主要绿化树种识别与栽培》作为林业实用技术工具书，主要用于生产指导

的方便，在对树种及品种进行了较为详细介绍的同时，最后又编辑了“附录”，对林

业生产中最基本的常规实用生产技术分别进行了介绍，以供林业技术人员及林农、花

前     言



农、果农在实际应用中查阅参考。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了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林科所副所长、高级工

程师裴会明，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麦积植物园建园研究室主任、工程师陈江全，甘

肃省治沙研究所民勤沙生植物园工程师严子柱，武威石羊河机械林场场长王所峰，兰州

通大成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工程师赵尔绪，兰州市南北两山指挥部科技处处长、高级

工程师王万鹏，兰州七里河崔家崖果树协会会长崔中林等有实际经验的林业专家的热情

帮助和指导，并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多次赴麦积植物园、民勤沙生植物园、兴隆山自然

保护区、连城自然保护区、红古夹滩苗圃、榆中县苗圃、榆中彭家营育苗基地、榆中和

平牡丹园、永登苦水育苗基地、景泰枸杞产区、七里河崔家崖果树基地等进行了现场调

查，各生产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对当地的林业生产、树种及栽培管理技术进行了详细

介绍。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甘肃农业大学孙学刚教授的热情指导，并对书稿进行了

审定，兰州园艺学校周满宏副教授着重就栽培部分进行了审定，兰州植物园杨永花高级

工程师进行了审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地感谢！

由于我们的实际生产经验不足，能力水平有限，在编写中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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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云  杉

学名 粗枝云杉 Picea asperata Mast.

别名 粗皮云杉、大果云杉

科属 松科Pinaceae 云杉属Picea 

地理分布 云杉（粗枝云杉）为云杉属的一个种。

云杉属全世界约40种，分布于北半球，中国约有20

种，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以及台湾等

地。根据叶形及气孔线情况将云杉属分为3组，即：

云杉组、丽江云杉组和鱼鳞云杉组。1.云杉组：叶

横切面四方形、菱形，四面有气孔线，气孔线条

数相等或近相等，包括白皮云杉P.aurantiaca、

鳞皮云杉P.retroflexa、粗枝云杉P.asperata、

红皮云杉P.koraiensis、白杄P.meyeri、青海云

杉P.crassifolia、雪岭云杉P.schrenkiana、新

疆云杉P.obovata、青杆P.wilsonii、大果青杄

P.neoveitchii、台湾云杉P.morrisonicola、长

叶云杉P.smithiana等。2.丽江云杉组：叶横切

面近方形、菱形或扁平，叶上面每边的气孔线

较下面多1倍，稀下面无气孔线，包括丽江云杉

P.likiangensis、紫果云杉P.purpurea等。3.鱼鳞

云杉组：叶横切面扁平，下面无气孔线，上面有两

条白粉气孔带，包括鱼鳞云杉P.jezoensis  var.

microsperma、麦吊云杉P.brachytyla、西藏云杉

P.spinulosa等。另外，我国引种的云杉还有：欧洲

云杉P.abies，在江西庐山及山东青岛生长良好；日

本云杉P.polita，在山东青岛、浙江杭州、四川理

县等地生长一般。

形态特征 常绿针叶乔木，高可达40米，胸径

达1米，树姿挺拔。树皮淡灰褐色或淡褐灰色，裂

成不规则鳞片或稍厚的块片脱落。枝条轮生，小枝

上有明显的叶枕，脱落后枝条粗糙，小枝着疏生或

密生短柔毛，或无毛；一年生枝淡褐黄色、褐黄色

或淡红褐色，叶枕有白粉，或白粉不明显；2～3年

生枝灰褐色、褐色或淡褐灰色。冬芽圆锥形，有树

脂，基部膨大，上部芽鳞的先端微反曲或不反曲，

小枝基部宿存芽鳞的先端稍向外反卷。叶螺旋状着

生，无柄，主枝之叶辐射伸展，侧枝上面之叶向上

伸展，下面及两侧之叶向上方弯伸，四棱状针形，

长1～2厘米，宽1～1.5毫米，微弯曲，先端微尖或

急尖，横切面四棱形，四面有气孔线，上面每边

4～8条，下面每边4～6条。雌雄同株，雄球花单生

叶腋，雌球花着生枝梢。球果下垂，圆柱形或圆柱

状矩圆形，长8～12厘米，径2.5～3.5厘米，上端渐

窄，成熟前绿色，熟时淡褐色或栗褐色；中部种鳞

倒卵形，长约2厘米，宽约1.5厘米；苞鳞三角状匙

形，长约5毫米。种子倒卵圆形，长约4毫米，连翅

长约1.5厘米，种翅淡褐色，成熟后种子飞落，种鳞

宿存。花期4～5月，球果9～10月成熟。

生态习性 云杉耐荫能力较强，在林冠下可忍

受光照不足达25年之久。在侧光庇阴条件下天然更

新良好，在小片火烧迹地和林中空地上天然更新

幼树较多，但在稠密的林冠下更新不良。对气候

要求不严，多分布于年平均4℃～12℃、年降水量

400～900毫米、年相对湿度60%以上的高山地带或高

纬度地区。抗寒性较强，能忍受-30℃以下低温，但

嫩枝抗霜性较差。在气候温和而又湿润的条件下，

在酸性至微酸性的棕色森林土或褐棕土上生长很

好。云杉系浅根性树种，主根不明显，侧根发达,

约有3/4以上根系集中分布于表层。在进行强度采

伐后，容易发生风倒现象。结实年龄一般为30～40

年，60～120年为结果盛期，大致每4～5年出现一次

种子年。一般9～10月球果成熟，种子借风力传播的

距离约为母树树高的2～3倍。

园林用途 云杉树形端正，枝叶茂密，叶上有明

显粉白色气孔线，远眺如白雾缭绕，苍翠可爱，

在园林绿化中既可孤植，也可片植，或与桧柏、

白皮松配植，或做草坪衬景。盆栽可作为室内观

赏树种，多用在庄重肃穆的场合，冬季圣诞节前

后，多放置在饭店、宾馆和一些家庭中做圣诞树

装饰。木材通直，切削容易，无隐性缺陷，可作

电杆、枕木、建筑、桥梁用材；还可用于制作

乐器、滑翔机等，也是造纸的原料。云杉针叶含

油率约0.1%～0.5%，可提取芳香油。树皮含单宁

6.9%～21.4%。

繁育栽培 用播种繁殖。云杉种子贮藏中其含水

量在7%以下时，其发芽率下降极少，温度最好保持

在0℃～5℃，空气相对湿度在30%～40%。用普通干

燥法贮藏种子1～2年发芽率降低10%～20%。一般不

作催芽处理，经过45℃温水浸种24小时，消毒后即

可播种。适宜早春播种，条播。播幅宽8～10厘米，

行距20厘米。由于苗木自然死亡率较高，应适当密

播，撒播每亩播种量约10～15千克，覆拌沙土3～6

毫米，盖草或覆膜，播种后15天左右幼苗出土。幼

苗对干燥的抵抗力弱，耐阴湿，应经常浇水以保持

湿润。对阳光抵抗力弱，揭草后应架设荫棚，以避

免日灼。苗木生长缓慢，一般当年不进行间苗。幼

树期易受晚霜为害，故多采用架设荫棚或栽植在高

大苗木下方，冬季进行保护防御。云杉不易移植，

多采取带土球移植，应仔细操作，减少对根系和枝

叶的伤害，以提高成活率。栽培过程中需要通过养

护保持云杉的良好树形，同时要注意保护顶端延长

头，确保正常高生长，形成树形端正、枝叶茂密、

上有顶枝、不露树脚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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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海云杉

学名 Picea crassifolia Kom.

别名 高山松、泡松

科属 松科Pinaceae 云杉属Picea

地理分布 分布于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内

蒙古中部。因喜寒冷潮湿环境，故常生于海拔

1750～3100米的山地阴坡和半阴坡及潮湿谷地。

形态特征 常绿针叶乔木，高达25米，胸径60厘

米，树形呈伞状。小枝有木钉状叶枕，一年生枝

淡绿色，二年生枝淡粉红色或褐黄色，常被白粉；

老枝淡褐色至褐色。冬芽圆锥形，淡褐色，宿存芽

鳞的顶端常开展或反曲。叶四棱状条形，枝上面

之叶向上直立，两侧及下面之叶向上弯曲，叶长

1.2～3.5厘米，宽约2毫米，顶端钝或具钝尖头。

球花单性，雌雄同株。球果圆柱形或长圆状圆柱

形，长7～11厘米，径2～4厘米，当年成熟，幼时

紫红色，直立，成熟前种鳞背部露出部分绿色，上

部边缘紫红色，成熟时褐色，下垂。种子倒卵形，

褐色，具翅，连翅长约1.3厘米。花期5月，果熟期

9～10月。

生态习性 生长较云杉快，适应性强，可耐-30℃

低温。耐旱，耐瘠薄，喜中性土壤，忌水涝，幼树耐

阴，浅根性，抗风力差。材质较云杉疏松。

园林用途 青海云杉树形紧凑优美，是西北高山

区重要的森林更新树种和荒山造林树种，亦可作为

园林绿化、通道绿化树种，在园林中通常作为庭荫

树、园景树，适宜孤植、群植。木材可供建筑、家

具及纤维工业原料用材。

繁育栽培 1.苗木繁育：一般采用种子繁殖。

（1）采种：最好选择50～80年生长健壮、无病虫害

的母树采种。采回球果后，抖落种子，经风选去杂

后晾干，放置在冷凉、干燥的室内贮藏。（2）圃地

选择：圃地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平地或10°～15°的

缓坡地，以肥力较高的砂质壤土和轻黏壤土为宜，

忌在寒流汇集、害风风口、积水洼地、重盐碱地、

闭光峡谷等处设置苗圃。（3）整地：圃地在播种

前一年秋末深翻耙平，拣去草根，春季解冻立即整

地做床。多雨地区采用高床，床高15～20厘米，宽

1.2米，步道宽50厘米，床向以南北为宜，主要是防

夏天苗木受日灼之害；少雨地区采用平床。播种前

3～5天用生石灰水或硫酸亚铁进行土壤消毒，浅翻

后耙平压细。（4）播种：一般在4月底前播种，种

子一般不做催芽处理，只在播前用0.5%的硫酸铜溶

液浸泡半小时，以防根腐型立枯病，稍晾干即可播

种，播后半月左右即可出土。一般采用条播，以东

西向为宜，条宽10～12厘米，条间距20厘米，覆土

厚度0.5～1厘米，覆土最好用林内腐殖土或锯末，

每亩播种量10～15千克，播后立即用草覆盖或用竹

帘铺盖苗床，以便遮荫、保湿和保温，避免雨水淋

打表土，防止土壤板结和土壤流失。（5）苗期管

理：要达到培育壮苗的目的，播种后要加强管理，

其主要项目为遮荫、喷药、灌溉、松土除草、防寒

等。①搭荫棚：待苗木出齐，即打桩、绑架、盖草

帘或遮阳网遮荫，荫棚离地20～30厘米，其透光度

25%～50%较好。②防病：云杉幼苗易染立枯病，苗

木出土后，立即喷药防治，每7～10天喷洒0.5%波

尔多液或0.5%硫酸亚铁溶液一次，要持续2～3个

月。③除草：一年生的云杉苗，幼嫩细弱，除草很

关键，只要苗床上发现有杂草，应及时拔除。④防

寒：如夏季管理较好，到秋季幼苗可以木质化，越

冬比较容易，但均需冬季防寒，即11月中旬，揭掉

竹帘，以麦草等撒在苗床上，其厚度以盖住幼苗为

宜，然后将竹帘一并盖在苗床上。次年3月中下旬

野草返青时揭帘去草，应先揭帘4～5天后，再去覆

草，去草宁迟勿早，以防春寒。第二年尚需遮荫，

还应加强灌溉、防病、除草，二年生苗木不需防

寒。第三年后，管理比较粗放，可以全光培育，

4～5年出圃。⑤施肥：最好施足基肥，以过磷酸

钙、灰肥、油渣为宜，追肥以硝铵、硫铵等较好。

2.造林：（1）造林地选择：土壤水分、过强的光照

是影响青海云杉成活及生长的重要因子，因此应选

择阴坡、半阴坡造林。（2）配置和密度：在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考虑与杨桦混交。云杉的造林密度应随

着立地条件的不同而异，在低山地区造林密度应当

大一些，一般行距1.5米，株距1米，每亩450株；采

伐迹地立地条件较好，行距可2米，株距1.5米，每

亩保持200株以上。（3）造林方法：主要采用植苗

造林，春、秋造林均可，以春季为主。植苗可采用

4～5年生苗木，苗木生长特别好的可采用三年生苗

木。一般要求苗高20厘米，基径0.3厘米以上，根

系发达，顶芽完整，生长健壮的苗木。植苗方法一

般采用穴植法，穴面整地规格采用40厘米×40厘米

或30厘米×30厘米，深度为20～30厘米，栽植不宜

过深，要求超过原土痕2～3厘米。如用于园林绿化

栽植大苗，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栽植，特别是大苗移

栽要带土球。（4）抚育管理：主要是土壤管理和

除草。当年栽植后，于5月下旬或6月上旬，进行培

土、扶苗并踏实。7月下旬可进行一次小面积除草，

只限穴的周围，以防苗木日灼。一般连续抚育3年，

后两年主要是松土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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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  杄

学名 Picea wilsonii Mast

别名 细叶云杉、魏氏云杉、白杄松、杄儿松、

刺儿松

科属 松科Pinaceae 云杉属Picea

地理分布 青杄为中国特有树种，分布于内蒙

古多伦及大青山，河北小五台山、雾灵山海拔

1400～2100米，山西五台山、管涔山、关帝山、

霍山海拔1700～2300米，再向南到陕西南部、湖

北西部海拔1600～2200米，四川岷江流域海拔

2400～2800米，西至甘肃中部榆中县兴隆山及南部

洮河、白龙江流域海拔2200～2600米，青海东部海

拔2700米，常成纯林。在华北海拔1600～2100米亚

高山地带，常与白杄、臭冷杉、黑桦、红桦、白桦

及山杨等组成混交林，或在白杄林内成丛状分布。

形态特征 常绿乔木，高达30米，胸径60厘米，

树冠塔形。树皮灰色或暗灰色，浅裂成不规则鳞状

块片脱落。大枝平展或稍向上伸展，一年生枝淡黄

绿色或淡黄灰色，无毛或有疏毛，二、三年生枝灰

色或褐灰色。冬芽卵圆形，无树脂，芽鳞排列紧

密，淡褐色，小枝基部宿存芽鳞的先端紧贴小枝。

叶四棱状条形，直或微弯，较短，排列较密，在小

枝上部之叶向前伸展，小枝下面之叶向两侧伸展，

通常长0.8～1.3（1.8）厘米，先端尖，横切面四

棱形或扁菱形，四面各有气孔线4～6条，微具白

粉。球果卵状圆柱形或圆柱状长卵圆形，成熟前绿

色，熟时黄褐色，长5～8厘米，径2.5～4厘米；中

部种鳞倒卵形，长1.4～1.7厘米，宽1～1.4厘米，

先端圆或有急尖头，或呈纯三角状，或具突起截形

尖头，基部宽楔形，鳞背露出部分较平滑；苞鳞匙

状长圆形，先端钝圆。种子倒卵圆形，先端圆，长

3～4毫米，连翅长1.2～1.5厘米，种翅淡褐色；子

叶4～9。花期4月，球果10月成熟。

生态习性 耐阴树种，幼树耐阴，渐喜光，喜冷

凉气候，喜湿润、深厚及排水良好的微酸性、中性

土壤。在500～1000毫米降水量地区均可生长，常

与白桦、红桦、冷杉、山杨等混生。耐寒，抗烟，

适应性强，耐瘠薄，忌高温干旱、水涝及盐碱土。

根系浅，怕水淹，抗风力差，不宜修剪。生长缓

慢，50年生树高约6～11米，胸径10～18厘米。林木

60～70年结籽，林缘木24年结籽。

园林用途 青杄树冠塔形，树体高大，树干挺

直，树形整齐，枝叶繁茂，姿态优美，寿命较长，

叶较白杄细密，球果小而丽，叶色碧绿，为园林绿

化中一个清秀的良好观赏树种，也是营造水源涵养

林的理想树种，可作为林区内的荒山造林和森林更

新树种。园林绿化中，适宜在庭园绿地孤植、散植

或群植于广场、公园、草坪、建筑物周围，形成壮

观的园林效果。木材淡黄白色，纹理直，结构略

粗，质轻软，耐久用，可作电杆、枕木及建筑、土

木工程、家具、包装箱等用材。树皮含单宁，也是

烤胶生产及木纤维工业的优质原料。

繁育栽培 用播种繁殖，通常春播。1.选地：

圃地最好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向阳、水源方

便、排水良好的中性或微酸性土壤，砂质土壤或轻

黏土壤，土层厚度一般要在70厘米以上，切忌在盐

碱地、涝洼地、黄土岗、草炭地和砂石地上育苗。

2.整地：圃地必须精耕细整，深翻、耙平、清理杂

草等物，基肥最好是农家肥。3.做床：一般床面宽

1.1～1.2米，长10～20米，步道宽40厘米，床面细

致平整。播前一周用1%的硫酸亚铁溶液做床面消

毒。4.催芽：种子催芽方法有混沙催芽、水浸催

芽、低温层积催芽。一般采用水浸催芽即可，即播

种前5天左右，用0.5%硫酸亚铁溶液浸种3～4小时，

捞出倒入25℃～30℃的温水中浸泡24小时，然后捞

出置于木箱内，每日用30℃的温水喷洒数次，保温

保湿。4天以后，有80%以上的种子裂口时，可拌细

湿沙播种。5.播种：应适时早播，因早播出苗早，

生育期长，木质化好，抗害力强。采用宽幅条播，

幅宽10厘米，条距20厘米。亩播种量10千克左右。

播后覆土约1厘米，以草炭土、腐熟肥粪、锯末混合

为好，厚度要均匀一致，覆土后及时镇压，然后要

及时覆盖草帘，以保持土壤湿润，调节地表温度，

防止表土板结和杂草滋生，在林区育苗，也可采用

松针做覆盖物，可达到无菌省工、省时省钱、降低

成本的目的，效果很好。6.抚育管理：幼苗出土到

脱壳前，要防止鸟害。生长期要适时追肥、浇水、

除草、间苗、防治虫害。幼苗生长缓慢，当年苗高

约7厘米。幼苗期不喜强光，应设荫棚。间苗一般二

年生苗平均每平方米留苗600株，三年生留400株。

7.防寒：一般采用培土防寒，其厚度超过苗高4～5

厘米。春季旱风之后撤土，过早会发生生理干旱。

8.移栽：小苗不耐移植，定植时应仔细操作，带好

土坨，并及时浇足定根水，植后遮阴保护，恢复生

长后才能在全光照下养护。常见的虫害有大黑天

牛、吉丁虫等，应注意防治。繁殖栽培也可参照云

杉繁育栽培技术。

与麦吊云杉的区别 ①青杄树冠高大，呈塔形；

麦吊云杉树冠较低，呈近圆形。②青杄树皮裂成不

规则鳞状块片；麦吊云杉树皮裂成长方状块片。

③青杄的叶呈四棱状条形；麦吊云杉的叶线性，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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