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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润楠属植物资源现状与保育对策


黄秋生　　刘光华　　贾　贤　　廖景辉　　孙京臣
（广东凯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３）

摘要　楠木是我国传统的珍贵树种，通常指樟科楠属（Ｐｈｏｅｂｅ）和润楠属（Ｍａｃｈｉｌｕｓ）植物。广东省具有
丰富的润楠属树木资源，但已利用的种类极少。根据野外调查和文献资料记录，在广东省共发现润楠属植物

２３种，广泛分布于全省各地。文章介绍了润楠属植物在广东省作为商品和科研种质资源的人工栽培情况，
并对其保育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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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木是我国传统的珍贵树种，素以材质优良而被誉为“木中金子”和“软木中极品”。狭义上将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楠属（Ｐｈｏｅｂｅ）、润楠属（Ｍａｃｈｉｌｕｓ）树种木材通称为楠木，但是广义上的楠木还应包括樟科赛楠属
（Ｎｏｔｈａｐｈｏｅｂｅ）的树种［１４］。我国拥有丰富的楠木属、润楠属和赛楠属植物资源，在全球２４０个种中，我国特
有种为１１９种，占全球总种数的４９．６％。我国特有的润楠属植物有８２种，占全球同属种数的６０％以上，其
中２３种产自广东省［５８］。我国自秦朝起，楠木就被大量砍伐作为建筑宫殿的佳材，特别是明清两代帝王把楠

木定为朝廷专用的“皇木”，并大量的采伐，导致该宝贵资源受到严重破坏［４］。近年市场炒作“金丝楠木”，导

致楠木价格猛涨，乱砍滥伐现象十分严重［３］。楠木不仅是佳木良材，也是中医宝库中的重要一员［９１０］。《中

华本草》记载了黄绒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ｇｒｉｊｓｉｉ）具有“散瘀、止痛、消炎”功能，主治跌打损伤、瘀肿疼痛、口腔炎、扁
桃体炎［１１］。信宜润楠（Ｍ．ｗａｎｇｃｈｉａｎａ）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化合物，对胃癌和卵巢癌细胞有选择性抑
制活性［１２］。近年来，我国有关樟科楠木属和润楠属树种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研究最多

的树种是闽楠（Ｐｈｏｅｂｅｂｏｕｒｎｅｉ）［１３２０］。有关润楠属植物的苗木繁育和造林技术研究也逐渐增多，已报道的树
种包括刨花润楠（Ｍ．ｐａｕｈｏｉ）［２１２３］、浙江润楠（Ｍ．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２４］、红楠（Ｍ．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２５２７］、绒毛润楠（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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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ｌｕｔｉｎａ）［２８］、华东楠（Ｍ．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ａ）［２９］、宜昌楠（Ｍ．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３０］、长梗润楠（Ｍ．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ａ）［３１］、滇润
楠（Ｍ．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３２］、短序润楠（Ｍ．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３３］、华润楠（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１２３４］等。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传
统的播种育苗［２５］、扦插育苗［２４，２８］和栽培技术［２１］，同时也涉及组培快繁技术［３２］、配方施肥技术［２２］以及光合

生理响应研究［１３，１７，３０］等方面。润楠属树种是广东省山地次生林的常见树种［３５３８］，但目前极少在人工林和城

市园林绿化中应用。了解和掌握广东省润楠属植物资源分布现状、生态特性，加强其繁育技术和栽培技术的

研究，对润楠属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广东省润楠属植物种质资源分布及生长现状

１．１　广东省润楠属植物种质资源的分布
通过搜集相关资料与新闻线索，依据不同地区及生态条件，采取路线踏查、典型样地选点与跑面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野外调查、样本采集，并对当地群众进行访问，最终鉴定收集了一些珍贵的润楠属植株。据《广

东植物志》等文献［５７］记录，广东省共有润楠属植物２３种，分布情况见表１。除华润楠、基脉润楠（Ｍ．ｄｅｃｕｒｓ
ｉｎｅｒｖｉｓ）和黄心树（Ｍ．ｇａｍｂｌｅｉ）外，其余２０种均为我国特有植物。
１．２　广东省润楠属植物天然林生存情况

广东省润楠属植物分布比较广，除了潮汕小平原和一些植被较少的丘陵外，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从粤北

南岭至珠三角地区东莞、粤东南澳岛等地均有以润楠属树木为优势种的次生林［３５３８］。东莞银屏山森林公园

清溪片紫烟阁南面连片约２６０ｈｍ２以浙江润楠为建群种的天然次生林中，还有华润楠和绒毛润楠等树种。
深圳排牙山西南麓也有一片面积较大的浙江润楠天然林，最大的林木胸径达到２３０ｃｍ。但以上２处浙江润
楠林中原有植株主干几乎都在三、四十年前被砍伐，再生的分枝直径为２０～３０ｃｍ，分枝数量为３～５枝，有
的甚至８枝。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韶关始兴县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圳羊台山森林公园、
深圳七姑娘山、惠州龙门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罗浮山风景名胜区、怀集大稠顶省级自然保护区、广州帽峰山

森林公园、从化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和梅州阴那山均有丰富的润楠属树种。

南澳岛深澳镇后花园村有一片面积约７０ｈｍ２的华润楠天然林，林中有华润楠上百株，其中百龄以上有５
株，均未有被砍伐过的痕迹。虽然该林分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但保护现状良好。润楠属植物对

大气污染的敏感度较高，为酸性硫化物和毒性氟化物的敏感植物［３９］。近十几年来，建筑陶瓷等酸性硫化物

和毒性氟化物高排放企业逐步转移到山区，对当地原有润楠属植物生长环境构成了新的威胁。虽然润楠属

林木是广东省次生林中的常见树种，但许多种类并不被群众所认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被当地居民砍

作薪柴，甚至在近几年的林分改造中也被视作一般灌木而被淘汰。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广东省东莞市

特有的东莞润楠已绝迹［４０］。

２　广东省内润楠属植物的人工培植情况

２．１　作为商品化的人工培植
关于润楠属植物的商品化培植，南澳县蓝田绿化有限公司经过近十年的探索，攻克了种子育苗难关，目

前８个苗圃共培育华润楠、红楠等润楠属植物约２００万株，并陆续销往粤东和珠三角。高要县个体专业户和
广州从化区城郊个体户培育的数公顷短序润楠和华润楠，均被珠三角高档住宅绿化和园林景观工程所采用。

大埔县光德镇种植的小面积黄绒润楠、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苗圃小规模的滇润楠种植也开始引起人们的

关注。另外，粤北诸市县近年来大量种植刨花润楠，用于加工香粉，成为生物工业原材料的新品种，仅连南县

的香粉加工厂就有十几间，产品大量销往珠三角地区。

２．２　作为科研和种质资源的人工培植
广东凯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化科研基地４ａ来共引种华润楠、短序润楠、浙江润楠、黄绒润楠、广东润

楠、刨花润楠、柳叶润楠、红楠、香润楠（Ｍ．ｚｕｉｈｏｅｎｓｉｓ）、信宜润楠、龙眼润楠、刻节润楠（海南种）（Ｍ．ｃｉｃａｔｒｉｃｏ
ｓａ）、滇润楠（云南种）、宜昌润楠（湖北种）、绒毛润楠等十几种润楠属植物，并结合光合菌专利技术进行培
育，取得了明显成效。华南珍稀树木园也引种了不少润楠属植物，如浙江润楠、广东润楠、绒毛润楠、短序润

楠、薄叶润楠、黄绒润楠等。东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也在进行樟科种质资源圃的建设。这些工作将有效促进

润楠属植物的种质资源保护。

３７黄秋生等：　广东省润楠属植物资源现状与保育对策



表１　广东省润楠属植物种质资源分布
中文名称 学名 习性 最大树高／ｍ 广东省分布［５７］ 全球及全国分布［５７］ 广东省人工林分布

短序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 乔木 ８ 惠阳、新丰、肇庆、信宜、 香港、海南、广西 高要、从化、鹤山

龙门、惠东、从化、深圳、

珠海

浙江润楠 Ｍ．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乔木 ４０ 信宜、东莞、深圳、乳源、 香港、澳门、福建、浙江 从化、鹤山

龙门、从化

华润楠 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乔木 １１ 广东各地 香港、澳门、广西、越南 南澳、惠东、顺德、

从化、广州、梅州、

揭阳、鹤山

基脉润楠 Ｍ．ｄｅｃｕｒｓｉｎｅｒｖｉｓ 乔木 １０ 阳春 广西、贵州、云南、湖南、

越南

琼桂润楠 Ｍ．ｆｏｏｎｃｈｅｗｉｉ 乔木 １２ 阳春、阳江 海南、广西

黄心树 Ｍ．ｇａｍｂｌｅｉ 乔木 ７ 连州、连山、信宜、博罗、 香港、海南、广西、江西、

肇庆、阳江 贵州、云南、印度、尼泊

尔、越南

黄绒润楠 Ｍ．ｇｒｉｊｓｉｉ 乔木 ５ 乐昌、仁化、大埔、阳江、 香港、海南、湖南、江西、 从化、大埔、鹤山

茂名 福建、浙江

宜昌润楠 Ｍ．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乔木 ２０ 乐昌、乳源、连州、连山、 广西、贵州、湖南、江西、

清远、博罗、五华、新会、 福建、湖北、四川、陕西、

恩平、信宜 甘肃

广东润楠 Ｍ．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乔木 １０ 乐昌、仁化、阳山、连州、 香港、广西、湖南、贵州 从化、鹤山

连南、连山、云浮、信宜、

广州、肇庆

薄叶润楠 Ｍ．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乔木 ２８ 曲江、乳源、惠东、从化 香港、广西、湖南、贵州、 从化、鹤山

江苏、浙江

木姜润楠 Ｍ．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ａ 乔木 １３ 乐昌、英德、阳山、怀集、 广西、贵州、浙江

从化

东莞润楠 Ｍ．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灌木 ２ 东莞特有

龙眼润楠 Ｍ．ｏｃｕｌｏｄｒａｃｏｎｔｉｓ 乔木 １０～１８ 信宜、广州、从化 江西

建润楠 Ｍ．ｏｒｅｏｐｈｉｌａ 小乔木 ５～８ 封开、饶平、紫金、清远、 广西、湖南、贵州、福建

博罗、乳源、连南、连山、

龙川、乐昌、英德

刨花润楠 Ｍ．ｐａｕｈｏｉ 乔木 ２０ 乐昌、连南、连山、连州、 香港、广西、湖南、江西、

阳山、仁化、英德、大埔、 福建、浙江

罗定、从化

凤凰润楠 Ｍ．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ｓ 乔木 ３～５ 韶关、乐昌、阳山、南雄、 湖南、福建、浙江

清远、和平、大埔、蕉岭、

梅州

扁果润楠 Ｍ．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ａ 乔木 ２４ 怀集、信宜、阳春、云浮、 广西

茂名

梨润楠 Ｍ．ｐｏｍｉｆｅｒａ 乔木 ２０ 阳春 海南

粗壮润楠 Ｍ．ｒｏｂｕｓｔａ 乔木 ２０ 清远、博罗 香港、广西、海南、云南

柳叶润楠 Ｍ．ｓａｌｉｃｉｎａ 灌木或 ５ 广东北部、西部 广西、贵州、云南 广州、从化、

小乔木 东莞、中山

红楠 Ｍ．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乔木 ２０ 广东各地 山东、江苏、浙江、安徽、 南澳、从化

台湾、福建、江西、香港、

广西、湖南

绒毛润楠 Ｍ．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乔木 １８ 广东各地 香港、澳门、广西、福建、 鹤山

江西、浙江

信宜润楠 Ｍ．ｗａｎｇｃｈｉａｎａ 乔木 １５ 信宜 香港 肇庆、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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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于广东省润楠属植物保育策略的建议

３．１　尽快完成广东省润楠属植物普查，着力保护好润楠属植物天然林
广东省润楠属植物分布广，但目前对该属植物的整体分布及数量等信息还不甚清楚。建议加强调查，确

定保护的重点和方法。不仅要加强对南岭自然保护区、东莞银屏山森林公园及深圳排牙山森林公园等已纳

入自然保护区内的天然群落的保护，同时也应该重视对南澳岛深澳镇后花园村等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区和森

林公园保护范围的天然润楠林群落的保护，并应给以适当的扶持和专业指导，促进当地次生林的发展演替。

３．２　制定广东省润楠属植物“保、育、繁”的技术规程，指导润楠属植物人工林的建设及发展
广东省气候湿润、多雨，自然落地的种子容易霉烂，导致部分润楠属植物的自然繁殖不良，人工繁育是规

模化繁育其种苗的有效途径。广东省部分科研机构和专业人士近十年来开始了有效探索，如汕头市林业科

学研究所在华润楠种子育苗、扦插育苗以及绿化大苗培育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１２］；南澳县蓝田绿化公司

通过几年摸索也掌握了华润楠、红楠等育种和壮苗技术；肇庆市个体专业户在短序润楠育苗和抚育方面也取

得了成功。但是，目前还缺乏针对广东省气候、土壤特点和虫害天敌防治的一套较为完整的润楠属植物

“保、育、繁”技术规范。因此，亟需在专业部门的主持和组织下，尽快制定润楠属植物的“保、育、繁”相关技

术规范。

３．３　开展润楠属植物细胞组织培养育苗攻关
润楠属植物树形优美，生态适应性强，作为彩色林带树种在新一轮林分改造中前景广阔。但仅靠种子育

苗和扦插育苗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且其个体间的差异较大，甚至可能存在近缘种的杂交，种质资源的品质

参差不齐。筛选适宜的种系，采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进行规模化育苗可保证种苗的供应数量和品质。目前

国内开展的润楠属植物组织培养研究普遍存在组培苗生根环节技术不成熟等问题。广东凯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针对润楠属植物生长进行了光合菌剂的接菌试验，初步结果表明接菌处理可有效提高润楠属植物幼苗

和幼树的生长（未发表），为应用生物菌剂促进润楠属树木的培育技术奠定了重要基础。

３．４　建立广东省润楠属植物种质资源圃
建立润楠属植物种质资源圃，实施润楠属植物种质资源的迁地保护以及新品种选育，有利于现有种质资

源的保存和新品种的引进，同时可以克服野外考察、取样困难等障碍，为深入开展优质、高产的润楠属植物培

育、病虫害防治以及抗逆新品种的开发等科研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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