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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良种繁育及栽培利用研究进展 

周新菊 
(广东省龙眼洞林场 广州 510520) 

摘要 文章从生物学特性、良种选育、繁殖技术、造林技术、大树移栽和木材质量评价等六个方面综述了 

樟树的研究进展，并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对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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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verview on the Breeding and Cultivation of Cinnamomum camphora 

Zhou Xinju 

(1,ongyandong Forest Farm，Guangzhou，5 10520) 

Abstract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superior tree selection，reproduction technology，silviculture 

technology ，big tree transplantation and wood quality assessment of Cinnamomum camphora were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SOlil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Oil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camphora in our country accord- 

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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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Cinnamomum camphora)，又名樟木、芳樟、香樟、油樟、小叶樟等，是樟科樟属的一种常绿大乔木， 

分布于我国海南、台湾、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浙江等省区 J̈。樟树具 

有寿命长、适应性强、经济价值高、用途广泛等优点L24 3，是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重要组成树种之一，对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结构功能维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起着重要作用E5]。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樟树的栽培利用早在东周春秋时代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 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多 

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樟树的栽培技术及开发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综 

述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樟树的进一步驯化栽培及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生物学特性 

樟树树冠大，树高30～40 nl，胸径3～4 IU，寿命可达 1 000年以上 71。樟树的分布区域在 N 10。～34。， 

E 88。一120。之间，天然樟树林主要分布于秦岭、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东至台湾、西至四川、云南，多生于海 

拔300～1 000 in的低山丘陵地区。人工林较多营造在海拔 200 131以下的丘陵、山岗地、平原及村庄等附近。 

樟树喜温暖湿润气候，耐湿热、抗高温、不耐寒，在气温高达40~C的条件下仍能正常生长，适生于年平均气温 

l6cc以上、极端低温 一7 以上区域。毛春英等 通过对播种后的樟树搭建薄膜拱棚，提高樟树的抗寒性， 

使樟树能够经受住 一14％的短暂低温。范广武等 先采用层积法处理种子，再搭建温棚也相应的提高了樟 

树抗寒能力。樟树根系强大，属深根型，主根尤为发达，抗风力强，萌芽力也较强，在深厚、湿润、肥沃的酸性 

或中性沙壤土、冲积土中生长良好，土质要求稍粘，不耐干旱瘠薄，pH值 6．5～7．5为宜_1⋯。樟树木材致密 

美观，具有芳香昧、抗虫蛀，可用于建筑、造船、家具、乐器、手工艺品等；其茎叶均可提制樟脑、樟油，油中含有 

桉叶素、黄樟素、芳樟醇、松油醇、柠檬醛等多种重要成份，是国防、医药、化工香料等工业的重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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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良种选育 

樟树的经济价值主要在于提取樟油和樟木用材，按其提取精油的组分大致可分为脑樟、芳樟、黄樟、桉树 

脑樟、松油醇樟等  ̈。根据叶精油主要成分的不同，樟树又可划分为芳樟、脑樟、桉樟、龙脑樟、异樟和黄樟 

等化学类型  ̈，张国防等  ̈用 RAPD标记技术分析了3O多个不同化学型樟树样本的遗传关系，认为樟树 

叶精油的化学型主要受遗传控制，环境因素是次要的。孙银祥等  ̈通过对比有代表性的 l0个种源在苗期 

生长的8个指标，指出樟树种源之问苗期各个指标差异显著，各指标之问存在着显著的表型相关性；任华东 

等 副通过观测并分析樟树全分布区内50个种源的苗期表现，得出不同的种源之间苗高、地径 、苗期生物量 

等差异显著的结论，初步筛选出广东连州、江西井冈山、福建建瓯、浙江庆元、福建上杭 5个苗期表现优良的 

种源。樟树的种源／家系试验表明，不同家系苗期各性状差异显著 16]，姚小华等  ̈根据樟树各家系的适应 

性及生长表现，初步筛选出36个树高增加 10％ 一49％、地径增加 10％ ～84％的优良家系，并将樟树的种源 

分为北带种源区、中部种源区和南带种源区。刘雁等 利用直接水蒸汽蒸馏法和气相色谱法测定闽北地区 

天然樟树单株鲜叶的出油率及芳樟醇含量、品质，选取 了多株芳樟醇含量较高的优树，最高的含量达 

93．102％。利用该方法可以从数量众多的天然芳香樟中准确地选取优良种源及品系，再用无性系选育技术 

实现树木的遗传改良。彭东辉  ̈通过对樟树内含物的成分作聚类分析，将樟树分为芳樟、桉樟、脑樟和一种 

不明物等四个化学型，并初步确定了芳樟优树的选择标准为：每百克叶片出油率大于临界值 1．48％，芳樟醇 

含量高于94．89％，樟脑含量低于0．6％。邢建宏 、张国防 等对樟树的几种生化类型及近缘种的RAPD 

分析结果显示：樟树及近缘种之间存在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为良种的选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且各化学 

类型在遗传上有一定的稳定性，为在不同化学类型的樟树之间进行良种的定向选育提供了基础。 

3 繁殖技术 

樟树繁殖可采用种子繁殖、组织培养繁殖、扦插繁殖和嫁接繁殖 4种方法。 

3．1 种子育苗 

播种育苗仍然是目前樟树造林采用的最主要方式。种子的优劣直接影响到造林的效果，而种子处理是 

保证出苗率和提高苗木质量的基础，为了提高樟树种子的发芽率及出芽的整齐性，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任华东等 通过分析我国樟树自然分布区47个产地的种子各个形态指标及出苗率，认为樟树种子 

在形态和大小上均存在着显著的产地差异，并初步将樟树种子性状的自然分布划分为 6个种群。周佑勋 

等 列认为，樟树种子具有深度生理休眠、种皮透气性差和存在发芽抑制物质是引起樟树种子低发芽率、发芽 

不整齐的原因，采用低温层积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除种子的休眠，采用 5 L硝酸钾 +1 g／L赤霉素溶液 

浸种，可大大提高樟树种子的萌发率；直接用 50％的温水问歇浸种 3～4次，也可以促进发芽整齐 。采种 

时选择 20～60 a生、生长健壮、树形优良的母树，在果实由青色转紫变黑时采下，采集后，将鲜果浸水 2～3 

d，用细沙搓洗并去除肉质，再拌草木灰溶液脱脂 12～14 h，最后洗净种子并阴干，用湿沙进行层积贮 

藏 。播种期的早晚和播后是否移植对幼苗高和地径的生长有较大的影响，以较早播种和不移植为 

宜 j。苗床播种宜选择土层深厚的沙质壤土，略具庇荫及避风的水稻茬田作苗圃地。出苗后移栽以带籽的 

芽移为好。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实现免遮阳网的移植 ，而且芽移后植株成活率高，生长旺盛 。 

3．2 组培育苗 

国内外对樟树组培的研究较少，连芳青心 、李乾振 9_、索长江 、张克 、郑万兴 等分别利用樟树 

的茎段、茎间、离体胚等部位诱导出完整植株，研究结果表明：MS为最佳的基础培养基，丛生芽最佳的培养基 

配方为 MS+6．BA+NAA，生根培养基则为 MS+IBA。黄建等 在利用幼叶为外植体进行愈伤组织培养基 

选择的研究表明：诱导叶片产生愈伤组织，2，4-D是必需的，单独使用6一BA则不能产生愈伤组织，最佳基础 

培养基为B ，激素最佳组合为6一BA+2，4一D。彭东辉  ̈研究优 良单株的组织培养结果表明：理想的外植体 

为三月中下旬的优树萌芽条，并初步筛选出理想的初代培养基为 MS+BA 1．0 g／L+IBA 0．1 g／L(或 NAA 

0．1 g／L)；可获得较高的增殖率和生长最好的丛生芽的继代培养基为MS+BA 3．0 g／L+IBA 0．2 g／L；pH值 

为6．0左右；琼脂浓度6．0 g／L；加入抗氧化剂、缩短继代周期以及外植体的选择与处理都能降低褐化的程 

度。最佳的生根方法是将试管苗基部蘸 1 g／L的IBA，再扦插在上层为蛭石、下层为珍珠岩(体积比为1：1) 

的基质中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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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嫁接技术 

有关樟树嫁接的研究报道较少，曹艳云 采用当年生枝条及 1～2年生枝条为接穗，一年生实生苗为砧 

木，对比不同的嫁接方法(切接、劈接、舌接)和嫁接时间(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对樟树嫁接成活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樟树在冬季嫁接时成活率最高；当年生枝条由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老的枝条成活率高；当年生 

枝条用切接法嫁接成活率较高，而 1～2年生的枝条则用舌接法成活率较高 。 

3．4 扦插繁殖技术 

樟树的扦插繁殖在不同的地区其扦插技术要点及扦插效果不尽相同。龙光远等 副在江西的研究结果 

表明，樟树扦插的生根类型既是愈合生根型，又是皮部生根型，宜春季进行扦插。刘德良等 在湖南地区的 

扦插试验研究发现，樟树扦插生根类型为愈合生根型，母树的年龄、扦插月份以及扦插方法对樟树的扦插效 

果有极显著影响，而植物激素的处理浓度则对试验结果影响不显著。正交试验得出的最佳扦插方法为：选择 

1年生或3年生嫩枝，用0．1～0．2 L的ABT 1号或 NAA处理插穗，于每年的6月和8月扦插，生根率可达 

80％以上，并且扦插苗的平均侧根数量远大于实生苗，平均侧根长度优于实生苗。郭照光等 在湖南地区 

对富含龙脑的樟树进行扦插实验，结果表明选用插穗长 6～8 cm、粗 0．2～0．5 cm的优树萌条及半木质化的 

嫩枝，在春、夏、秋3季扦插，加强肥水、苗圃田问管理等配套技术，一般25～30 d长出愈合组织产生新根，60 

d后新根达 3～5 em时即可移栽；幼苗成活率一般为80％ ～85％，最高达90％以上。曲芬霞等 在综合考 

虑了扦插基质、插穗粗度以及扦插时保留的叶片数等基础上，总结出在福建地区的最佳扦插方法为：选择粗 

0．3～0．4 em的插穗，修剪保留2～3片半叶，然后用浓度为0．1 L的NAA浸泡插穗4 h，扦插基质采用蛭 

石：珍珠岩：河沙 =2：2：3混合基质，扦插时间为 5～7月；扦插后约30 d诱导愈伤组织，50 d后形成新 

根，100 d抽出新梢，生根率达90％以上。王俊霖 在安徽合肥用沙壤土作为基质，直接利用幼龄樟树林内 

的萌芽条进行扦插，1个多月后就可带土进行移栽。由此可见，不同的地区樟树扦插的具体方案不尽相同， 

这可能和具体的环境及樟树的种源有关。因此，樟树扦插繁殖的具体实施方法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筛选出最佳的方案组合，从而提高扦插生根率和成活率。 

4 造林技术 

樟树造林的成败关键在于做好几下几点：(1)林地选择。樟树是深根性阳性树种，造林地应该选择土层 

较深厚、土壤肥沃、向阳背风地，如丘陵、岗地等。于定植前 1个月进行全垦整地、挖穴。(2)适时造林。造 

林时问以早春三月份雨季来临之前为宜。起苗时要求圃地湿润，在苗木具有3～5片真叶时，用锋利的铁铲 

在苗行两侧与苗株成45。角切入，深度 5～6 cm，以截断主根，促进侧根的生长。断主根后及时定植 。(3) 

密度合理。控制好密度有利于苗木更好的利用有限的资源。若以营造生态公益林为目的，株行距控制为2 

m×3 Ill，每公顷可栽植 1 650株左右；若以营造经济林为目的，栽植株行距为 1．8 m×2．0 m，每公顷可种植 

2 775株左右 。(4)适量施肥。肥料是植物生长的生理学基础，5～6月是苗木生长高峰，定植后应适当地 

施用速效性肥料，加快生长速度，如复合肥、磷酸二氢钾等。(5)营造混交林。研究表明，混交林内小气候的 

变化有利于林木的生长发育；樟杉混交林对林地土壤有改善作用，对土壤病虫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加]。樟 

树马尾松混交林内土壤结构比马尾松纯林疏松，土壤中速效成分转化和养分含量都高于马尾松纯林林 

分 ，但由于邻体干扰效应的存在，马尾松种群会有自疏作用，不利于长期的生存 。 

5 大树移植 

由于樟树被越来越多地用于道路绿化和园林观赏，而樟树生长周期长，移植大樟树是一种较为简便、经 

济、见效快的方法。大樟树移栽的技术要点有：(1)移栽时问。以早春季节即在樟树萌出新叶之前为宜，考 

虑到不同地区物候的差异性，一般为当年的 11月至翌年 3月；(2)修剪方法。在准备移栽前一周左右对大 

树进行适当的修剪，保留主要的分枝，去除侧枝和细条，再剪除部分叶片。修剪过程中要避免产生较大的伤 

痕，若造成大伤口，则要在伤口处涂上保护剂或用塑料薄膜进行包扎以减少水分的散失和防止伤口感染。 

(3)挖掘起树。据报道，樟树的移植可带土移植，也可裸根移栽 引。带土移栽时土球直径以树干直径的5倍 

左右为宜 。裸根移植时可以先去土再添加泥浆，然后再移植 ；或用 ABT生根粉或91 1生根素浸泡树蔸 

12 h后再定植 。采用地膜与树干包裹法，能明显提高大樟树移植的成活率 ；在挖掘过程中保留 1～2 

条较完好的侧根可以大大提高移植的成活率 ；浅植高培法和截干、截根以及用植物激素处理等均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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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栽的成活率，加快大樟树移植后的生长速度，促进移植后的恢复生长 删 。(4)定植。先在树穴穴底铺一 

层疏松的砂土，然后扶正大树，再往穴内堆填种植土及营养土，使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最后踏实土壤，固定 

大树。(5)管理维护。定植后要浇足定根水，在风大的地区还要人工搭建支架以固定大树，防止倒伏。有条 

件的还要进行遮阳处理，以防止大树过多的失水。移栽后翌年冬季可适量的施肥，并进行修枝、整形、中耕除 

草、病虫害防治等日常维护工作。 

6 木材质量评价 

樟树木材的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清晰可见，纹理细；边材为黄褐色，心材为红褐略带紫色；光泽强，具 

有浓郁的樟脑气味，香味持久并能驱虫，为名贵木材之一；樟树材质为中等，硬度等级为中软，干缩小，强度 

低，中等程度的冲击韧性 。徐有明等 研究了樟树5个品系的木材纤维、导管分子形态特征、木材基本密 

度等材性性状的差异性，发现各品系间的材性性状差异不显著。有关樟树木材更详细的研究如力学性质、胶 

粘性能等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7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对樟树的生物学特性、良种选育、引种驯化、繁殖技术、造林技术、大树移植和木材质量评 

价等均有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樟树抗寒引种及良种选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大力发展 

樟树这一珍贵树种提供了理论指导。 

樟树作为我国生产天然香料芳香油的主要树种，在江南地区被誉为“江南宝树”，同时也是我国特产的 

珍贵用材树种和优良园林绿化树种；目前北方地区引种的樟树仍为少量，樟树人工林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可 

通过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和良种资源库、开展无性繁殖技术和耐寒性等研究，加强各个部分的开发利用研究， 

以进一步扩大樟树的栽培范围，推动樟树的规模开发及产业化生产。刘常宏等 ̈ 通过分析樟树种子提取的 

精油成分，发现精油中含有的杀虫成分可有效防止小麦 、谷类作物和大豆等播种后萌芽不受损害。这将推动 

樟树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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