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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榆树为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榆属（犝犾犿狌狊）植物的统称，全世界约４０余种。榆属在我国分布很广，自然分布于

溪边、路缘、沟谷、荒野或围村四旁。榆树喜光、根深、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强，是优良的经济用材和景观树种。

从形态特征、资源分布、经济价值、种植培育等方面对榆属的生物学特征进行了阐述，并对其在园林建设中的应

用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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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上榆属（犝犾犿狌狊）是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榆族（Ｕｌｍｅａｅ）植物的总称，全世界约４０余种，分布于北半

球［１］。在我国，榆属资源非常丰富，有２０余种，分布遍及全国各地。榆属为我国北方常见的落叶乔木，无

顶芽，叶互生，边缘具重锯齿或单锯齿，羽状脉。花两性，春季先叶开放，或秋季开放；聚伞花序，果实为典

型的翅果［１２］，是非常美丽的园林观赏树种。榆属植物喜光、根深、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强；木材坚韧是优

良速生的用材树种。本文从形态特征、资源分布、经济价值等方面对榆属植物的生物学特征进行了阐述，

并对其育苗培育技术和在园林生产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供农林业生产和城市园林建设参考。

１　榆属植物的分布简况

榆属在江苏分布约有９种（含引种栽培２种），分种检索表见表１。我国分布最为广泛和最重要的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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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是白榆（犝犾犿狌狊狆狌犿犻犾犪），其材质优良，具有良好的耐旱、耐寒、耐盐碱和抗风能力，是榆科植物中分布最

广、面积最大的树种，也是榆属植物中最重要的生态经济树种［３４］。它生长快、寿命长、适应性强，而且年

年结实、结实大，翅果散布远，发芽力强，扎根迅速，幼苗健壮，是环境恶劣地区重要的绿化、保土和防护林

树种。但是，由于白榆抗虫性较差，加上干型不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开发和利用。

表１　江苏榆属植物分种检索表

１．春季开花，花开于早春发叶之前或花叶同放，叶相对略大

　２．花柄（果柄）短，小于０．５ｃｍ，不明显下垂

　　３．种子位于翅果中部或近中部

　　　４．翅果有毛，长２～２．３ｃｍ

　　　　５．叶下有毛，边缘锯齿较圆

　　　　　６．翅果倒卵形，长略过于宽，小枝有木栓翅 大果榆犝犾犿狌狊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犪Ｈａｎｃｅ""""""""""

　　　　　６．翅果圆形，长宽略等，萌枝上有木栓翅 醉翁榆犝犾犿狌狊犵犪狌狊狊犲狀犻犻Ｃｈｅｎｇ""""""""""""

　　　　５．叶下无毛，脉上或脉腋有毛，边缘锯齿不为圆形 江南榆犝犾犿狌狊犮犺犪狀犵犻犻Ｃｈｅｎｇ""""""""""

　　　４．翅果无毛，长１～１．５ｃｍ 白榆犝犾犿狌狊狆狌犿犻犾犪Ｌ．"""""""""""""""""""""""

　　３．种子位于翅果上部或近凹缺处

　　　７．侧脉２４～３５对，果长２．５～３．３ｃｍ 栗叶榆犝犾犿狌狊犮犪狊狋犪狀犲犻犳狅犾犻犪Ｈｅｍｓｌ．"""""""""""""

　　　７．侧脉２对以下，果长不到２．５ｃｍ 琅琊榆犝犾犿狌狊犮犺犲狀犿狌犾Ｃｈｅｎｇ"""""""""""""""""

　　　　　８．翅果两面无毛，叶两面光滑，种子周围略带红色 红果榆犝犾犿狌狊狊狕犲犮犺狌犪狀犻犮犪Ｆａｎｇ""""""""

　２．花柄（果柄）长０．７～１．５ｃｍ，明显下垂 美国榆犝犾犿狌狊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犪Ｌ．"""""""""""""""""

１．秋季开花，叶较小 榔榆犝犾犿狌狊狆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Ｊａｃｑ．""""""""""""""""""""""""""

园林上应用最广的树种是榔榆（犝．狆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榔榆别称小叶榆，是本属中唯一秋季开花结实的种

类。榔榆耐干旱瘠薄，为丘陵和岗地常见野生树种。榔榆树形优美，姿态潇洒，树皮斑驳，枝叶细密，秋叶

猩红色，在庭院中孤植、丛植，或与亭榭、山石配置都很合适。榔榆木材坚硬，是高档工业用材，是近年来江

苏重点开发的“三化”树种之一。

南京最具有推广价值的乡土树种是红果榆（犝．狊狕犲犮犺狌犪狀犻犮犪）。红果榆为南京地产珍稀树种，分布范围

狭窄，目前仅在南京城东紫金山南麓的明孝陵有分布，故又名明陵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调查表明，红

果榆残存的野生植株仅有１株，生长在明孝陵陵寝东南方的沟边，长势良好。在近年开展的全省林木种质

资源清查时，镇江南山风景区内还发现有红果榆小面积片林，分布在招隐寺景区的虎跑泉，合计株数有十

余株，其中可称为古树的有３株，年龄普遍在百年以上，最大的一株胸径达４２ｃｍ。红果榆树体高大、通

直，枝叶平展、细腻，生长期长，落叶迟，深秋叶片转黄。春季挂果，果核部分位于翅果的中部，上端接近缺

口，淡红色，极具观赏价值。目前，在浙江杭州红果榆价格昂贵，米径１２ｃｍ的红果榆价格达上千元，而且

苗源稀少。而省内尚难于找到有可利用的苗源存在。

琅琊榆（犝．犮犺犲狀犿狌犾）和醉翁榆（犝．犵犪狌狊狊犲狀犻犻）是两种珍贵外来榆树，仅在安徽琅琊山有自然分布，目

前处于濒危状态，被列为国家Ⅲ级保护树种
［５６］。江苏分布的琅琊榆和醉翁榆均为栽培，目前分布于南京

林业大学树木园和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分类园，栽培数量有限。

大果榆（犝．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犪）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为典型的北方榆树
［７］。我省仅连云港地

区有分布记录［８］。其主要特征是小枝有对生而扁平的木栓翅，叶形变化大，厚革质，有别于其它榆树。大

果榆树叶秋季变红，树冠大，适于城市及乡村四旁绿化。

江南榆（犝．犮犺犪狀犵犻犻）又名杭州榆，为我国中亚热带分布的榆树种类，现自然分布于江苏南部、浙江、安

徽、福建西部、江西北部、湖南、湖北及四川，模式标本来自杭州龙井。南京林业大学校园有引种栽培。

栗叶榆（犝．犮犪狊狋犪狀犲犻犳狅犾犻犪）又名多脉榆，小枝粗壮，侧脉每边２４～３５条，果长倒卵形，核位于翅果上部，

上端接近缺口，有别于别种。该种在我国南京、句容有引种栽培。

美国榆（犝．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犪）原产美国的温带森林中，叶型为卵圆形，秋叶黄色，边缘有重锯齿，翅果周边密

生缘毛，特征明显，为著名秋色叶观赏树种［９］。此种变种颇多，省内仅南京中山植物园有引种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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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榆属的资源培育

２．１　种子采集与贮藏

种子在采集前，首先要熟悉不同树种的生长节律、开花习性、结实特性、种实传播等特性。榆属植物常

见树种开花结实物候见表２，种实形态见表３。

研究表明，榆属树种的种实多数不具有明显的休眠习性［１０］。一般，早春种实采集后即可播种，无需贮

藏催芽。所以，播种前及时采摘种实是当年育苗成功的关键。据报道，秋季成熟的榔榆种实具有休眠特

性，其主要障碍来自种皮，同时胚也有一定的浅休眠［１１］。邵蓓蓓［１２］研究表明，榔榆种子在０～５℃的低温

环境中层积催芽３０～４０ｄ即可解除休眠习性，发芽率可明显提升。

表２　榆属主要树种开花结实物候

树种
花期

始期 盛期 末期

结实期

始期 盛期

种实

散落期
观察地点

琅琊榆犝．犮犺犲狀犿狌犾 ３月中 ３月下 ４月中 ４月初 ４月下 ４月下 江苏南京

大果榆犝．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犪 — ４—５月 — ５月下 ５月中 ５月下 江苏连云港

醉翁榆犝．犵犪狌狊狊犲狀犻犻 ３月中 ３月下 ４月中 ４月初 ４月下 ４月下 江苏南京

榔榆犝．狆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 — ８—９月 — １０月初 １０月中 １０月下 江苏南京

白榆犝．狆狌犿犻犾犪 ４月初 ４月中 ４月下 ４月初 ４月中 ４月下 江苏镇江

红果榆犝．狊狕犲犮犺狌犪狀犻犮犪 ３月初 ３月中 ３月下 ４月初 ４月中 ４月下 江苏南京

２．２　播种与芽苗培育

榆属植物为出土萌发，子叶为２。春季成熟的植物通常采后即播，而秋季成熟的榔榆则越冬贮藏后，

来年春季播种为宜。通常采取条播，行距２０～２５ｃｍ，每平方米播种６～８ｇ，播后覆土０．５～１．０ｃｍ，一般

１０～１５ｄ左右即发芽出土。种子播种前要对苗床进行彻底的消毒处理，不然对于一些发育期长的树种很

难渡过关键期。当幼苗长到３～４ｃｍ，真叶长到２～４片时，即可进行苗木移栽
［１３］。

２．３　容器育苗

容器育苗具有移栽成活率高、场地不受限制、栽后可移动、节约种实等技术优点而备受苗木生产者欢

迎［１４］。由于珍稀树种往往母树稀少，种实来源有限，因此本属中部分珍稀树种实生苗培育尝试容器育苗

手段是必要的。容器育苗重点是要作好容器的选用、基质的调配、施肥配方、养护管理等一系列技术措施，

提高容器育苗的育苗效率和苗木质量。

表３　榆属主要树种种实形态

树种
果实形态

形状 长／ｃｍ 宽／ｃｍ 颜色

种子形态

形状 长／ｃｍ 宽／ｃｍ 颜色

琅琊榆

犝．犮犺犲狀犿狌犾

倒卵形 １．５～２．５ １～１．５ 黄褐色 扁圆形 ０．４ ０．３ 浅棕褐色

大果榆

犝．犿犪犮狉狅犮犪狉狆犪

近卵形 ２．５～３．５ ２．２～２．７ 暗黄褐色 — １．１ ０～０．７ —

醉翁榆

犝．犵犪狌狊狊犲狀犻犻

广卵形 ２～２．３ — 黄绿色 倒卵形或

近圆形

０．８ ０．５ 浅棕褐色

榔榆

犝．狆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

椭圆形

或卵形

０．８～１．１ ０．７～０．８ 黄色或

黄褐色

心形 ０．４５ ０．３０ —

白榆

犝．狆狌犿犻犾犪

近圆形或

倒卵圆形

１～１．４ — 黄白色 近圆形 ０．２～０．３５ ０．２～０．３ —

红果榆

犝．狊狕犲犮犺狌犪狀犻犮犪

倒卵形 １．１～１．６ ０．９～１．３ 浅褐色 倒卵形 ０．２５～０．４ ０．２～０．３ 紫红色

或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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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榆属在城市园林建设中的应用

３．１　榆树是适应性很强的绿化造林树种

榆树繁殖容易、栽培方便，因此榆树是我国北方主要的造林树种之一。但是，近年来，榆树在生产方面

的应用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方面是由于榆树病虫害严重，造成新造幼林损坏严重，并带来一定的环境危

害［１５１６］。榆树最主要的虫害是榆蓝叶甲和榆紫叶甲，并成为生产中一大公害；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科研

投入力度不够，生产中缺乏材质好、抗病虫、品质优的新品种，先期推广的一些榆树无性系品种早已退化，

后期生长速度慢，推广应用受阻；另外，人们对榆属植物的优良特性认识不足，对其生物学特性缺乏全面的

了解。据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遗传育种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白榆能够忍耐０．３％以上的含盐

量，在当前江苏沿海大开发的生态建设中，榆树是当之无愧的抗逆境先锋树种。而李庆贱等［１７］的试验研

究表明，白榆可耐土壤盐碱含量为０．６％的胁迫强度。种植榆树，构建以白榆树、苦楝（犕犲犾犻犪犪狕犲犱犪狉犪犮犺）、

乌桕（犛犪狆犻狌犿狊犲犫犻犳犲狉狌犿）等耐盐树种为主体的生态防护林已得到沿海人民的普遍认可。

３．２　榆树是极具观赏性的城市园林树种

榆树作为一个优良的乡土树种，树姿美观，具有观赏价值和文化内涵，尤其是气候相对严酷的北方地

区，不仅是综合效能很高的园林绿化树种，而且是适宜发展的城乡特色绿化树种，在江苏北部的沛县、邳

州、新沂、连云港地区榆树栽培十分普遍。在苏南的城市公园和庭院绿化中，榆树也十分常见，如南京白鹭

洲、雨花台、玄武湖也可轻易地见到她的踪影。在城市居住小区中，凭借榆树的庞大冠型，种植榆树在追求

景观效果的同时，又可以满足邻里居民的交往和户外活动的需要。在城市公园或绿地广场，常绿树种香樟

（犆犻狀狀犪犿狅犿狌犿犮犪犿狆犺狅狉犪）与落叶树种榆树进行组合种植，可以形成色彩的反差，并可以增加秋季视野的

对照，并可以增加城市绿地树种的丰富度。

３．３　榆树是内涵深蕴的城市文化名片

榆树有着较高的观赏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其树姿端正雄伟，是古代庄严场所常用的树种。古代人

称榆树为榆钱树，对榆树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自古以来榆树就为人们所喜爱而栽植应用。不同的榆树

具有深厚的地区特色，往往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特色文化的象征。提起红果榆人们自然就想起明陵

榆，因为明陵榆就是红果榆，是在南京明孝陵发现的珍稀残遗树种，数量极少，并已经挂牌为“古树名木”。

明陵榆是南京明孝陵命名的唯一树种，显得异常珍贵，颇有纪念意义。

３．４　榆树是多功能的生态改良树种

榆树不仅季相景观优美，而且对病菌和有毒气体有很强的抗性，对烟尘也有一定的吸附能力。榆树的

抗污染能力强，叶面滞尘能力强，叶片吸附粉尘可达１．０ｇ·ｍ
－２以上，被称为天然的“过滤器［１８］。榆树抗

二氧化硫、氯气等有害气体的能力较强，可植于厂矿企业及化工区周围。种植榆树在提高城市生态环境的

同时，又可以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值得在全省大力应用推广。

４　建议

４．１　充分认识物种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尽快落实珍贵榆属植物的保护

由于城市的极度扩张，天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目前，许多珍贵的天然榆树资源量急剧减少并处于濒

危状态。南京的红果榆（明陵榆）仅保留有１株。位居连云港的大果榆种群也同样处于日渐减少的濒危境

地。植物物种是我们人类十分宝贵的物质财富，理应受到重视和保护。而当前调查来看，许多珍贵的榆属

植物资源并未得到有效保护，个别大规格的古树资源尚没有挂牌，也没有被有效登记。因此，当前，最急迫

的保护措施是抓紧进行珍稀树种资源登记，并组建健全的植物保护机构，并付诸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

４．２　加快基础理论研究，尽快开展珍稀榆属植物的繁育与开发

许多珍贵树种应用推广的最大限制因子是相关基础性研究不足，用于生产的苗源缺乏。最典型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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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是红果榆。红果榆是适应性强、观赏性状良好的景观树种，但目前市场上可利用的苗源十分缺乏，国

内仅有的一家企业（浙江杭州）开展了部分繁育，但苗木销售价格十分昂贵，使得园林生产上的应用受到极

大限制。琅琊榆、醉翁榆的应用与推广也同样遭遇到了繁殖材料紧缺的难题。榆属植物大多数树种生长

缓慢、育苗周期长，这也是当前榆属植物不被园林企业看好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增加科技投入，采用科

学先进的采种育苗方法，使苗木生产逐步走向专业化、工厂化，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培育出城市

园林绿化所需要的各类的苗木是当务之急。

４．３　广泛开展榆属植物的良种选育，促进乡土榆属植物的品种更新和品质改良

白榆是江苏广泛栽培的乡土榆树。但目前普遍存在着性状不佳、品质退化、利用价值不高等技术难

题［５，１９］。在大力发展珍贵树种的同时也应当重视本土植物的品质改良和品种更新工作。而自然界广泛分

布的个体间变异则是开展植物品种改良和品种更新的先决条件。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应重视开展乡土榆

属植物的新品种选育，充分利用榆属植物自身所具有的生长快、适应性强等优点，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和高

新技术手段，力求在短时期内获得性状优良、观赏特性明显、木材质量显著改善的新品系。这对于榆属植

物遗传资源的保存，推动榆属植物的生产应用，进而提高我国生物多样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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