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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扬州地区多肉植物的种类以及组盆配置现状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扬州地区多肉植物种

类共 １１１ 种，种类比较丰富但株型分布不均衡；多肉组盆技术水平总体较低，科学美观的组盆配置仅占 ２０％左右，
搭配不合习性、缺乏对比、布局不合理、无焦点无主次等现象比较普遍。 针对这些问题，指出了新品种开发培育的

方向，并就组盆配置技术，提出了 ５ 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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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肉植物亦称多浆植物或肉质植物，在园艺上

又称多肉花卉。 主要是指植物营养器官的某一部

分，如茎或叶或根（少数种类兼有 ２ 部分）具有发

达的薄壁组织用以贮藏水分和养分，在外形上显

得肥厚多汁的一类植物［１］ 。 近年来，多肉植物由

于种类繁多、形状奇特、色彩丰富等特点， 越来越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 新一轮的多肉植

物研究和开发利用高潮正在兴起［２］ 。 但多肉产业

的发展和国外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具不完全统计，
国外有 １７ 所大学的植物园对多肉植物有专门研

究，而国内目前在这方面还比较缺乏［３］ ，对于多肉

的栽培、组合盆栽的配置均缺乏科学的指导。 本

文旨在通过调查，了解目前多肉植物应用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并分析、研究出合理的组盆配置原则

和方案。

１　 调查内容与方法

１．１　 调查内容

以扬州市 ２ 大花木市场的 ２３ 家主营多肉植物

店铺为调查对象，记录并统计其多肉植物的种类，
并从每家店铺随机抽取 １０ 盆多肉植物的组盆，分析

组盆配置是否合理。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法和查阅文献法，通过拍照和记

录的形式，统计多肉植物的种类或品种、株型特点、
生态习性、组盆配置现况。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多肉植物种类分析

２．１．１　 多肉植物的区系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本地

区的多肉植物共有 １１１ 种，其中景天科 ８３ 种，百合

科 １３ 种，菊科 ４ 种，番杏科 ４ 种，仙人掌科 ２ 种，马
齿苋科 ２ 种，萝藦科、牻牛儿苗科、卷柏科各 １ 种。
景天科的种类达 ７５％，占据了绝大多数，另外百合

科的应用也比较广泛。
２．１．２　 多肉植物株型分析　 对调查、统计的多肉植

进行分析，初步将其分为 ５ 类，即莲座型、直立型、匍
匐丛生型、垂吊型以及奇特型。 从调查结果来看，
各类株型的种类分布很不均衡，形似花朵的莲座型

种类多达 ８０ 种，占总种类的 ７２％，而其他几类的数

量则明显偏少（见图 １）。

图 １　 扬州地区多肉植物株型分析

２．１．３ 　 多肉植物生态适应性分析 　 如图 ２ 所示。
光照适应性的统计结果表明，目前扬州地区应用的

多肉植物中，喜欢阳光充足的有 ６０ 种，稍耐阴的有

３６ 种，喜散射光、半阴环境的有 １６ 种，３ 者的比例约

为 １３ ∶８ ∶３。 由此可知，大部分多肉植物是喜光的，
耐半阴的种类明显偏少。

需水适应性的统计结果表明，所有多肉植物都

具备一定的耐旱性。 其中极忌水湿的有 ４１ 种，占
３７％；喜湿润的只有 １３ 种，仅占总种类的 １２％。 由

此可见，在多肉栽培中应特别注重水分的管理。
温度适应性的统计结果表明，１００ 多种多肉植

物中，耐寒喜凉爽环境的有 ２１ 种，仅占 １９％。 如果

能开发、培育出更多的耐寒性佳的品种，将大大有

利于多肉植物的推广。
２．１．４ 　 多肉组盆现状分析 　 通过对 ２３ 家店铺共

２３０ 盆组盆的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 １）表明，科学

美观、观赏价值高的组盆仅占 １９％，其余 ８０％以上

图 ２　 扬州地区多肉植物习性分析

的组盆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首先，多达 ５２％的

组盆植物材料的习性差异大，这将为后期的养护管

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其次，缺乏艺术美，观赏价值低

的问题也非常普遍，４０％的组盆材料单调缺乏对比

和变化，７３％的组盆布局不合理、无焦点，５９％的组

盆材料间缺少统一的元素，杂乱无章，３７％的组盆株

距不合理。 由此可见，多肉组盆缺乏系统的理论指

导，技术水平较低。
表 １　 扬州地区多肉植物组盆配置现状

组盆存在问题 数量 ／ 盆 比例 ／ ％

习性相差大 １２１ ５２

缺乏艺术美，
观赏价值低

形态单调，缺
乏 对 比 和
变化

９３ ４０

布局无主次，
未形成焦点 １６７ ７３

材料间缺少
统一的元素，
杂乱无章

１３６ ５９

株距不合理 ８５ ３７

组盆科学，兼具科
学性和艺术性 ４４ １９

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加强新种类的培育和开发

目前扬州地区市场上多肉植物的种类虽然繁

多，但分布不均衡。 建议重视品种的培育和开发，
增加非莲座型、耐阴性好、耐寒性佳、喜湿润的多肉

植物品种。
３．２　 探讨多肉植物组盆配置技术

由调查分析结果可知，８０％以上的多肉组盆均

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并由此导致组盆的观赏性
差、组盆后成活率低，多肉组盆迫切需要系统理论

来指导实践。 为此，本文将艺术美学原理和多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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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特点相结合，总结出如下 ５ 点技术要求：
３．２．１　 选用习性相似的植物组合 　 组盆后的植物

生活在同一生境中，因此选用习性相似的植物材

料，有利于组盆后的养护管理。 比如选用同样喜

光、耐旱及耐寒的佛甲草＋红景天＋白牡丹＋福娘＋姬
莲＋塔松组合，或同样耐阴、喜温暖、湿润的观音莲＋
水晶掌＋翠云草＋碰碰香＋紫玄月组合。
３．２．２　 注重株型、色彩、质感、体量的对比　 根据艺

术美学原理［４］，材料间具强烈的对比，会产生生动的

效果，避免单调。 就多肉植物而言，对比有 ５ 个方面：
第一，株型的对比。 多肉植物可大致分为 ５ 种

不同的株型（见图 １），不同株型的美感不同，比如莲

花型饱满，垂吊型柔美，直立型挺拔等，彼此之间相

互衬托，形成的组合层次丰富，灵动有趣。
第二，色彩的对比。 大多数多肉植物是绿色

的，但即便是绿色，亦有深浅之分。 此外，还有红

色、粉色、黄色、蓝色等。
第三，质感的对比。 质感具有相对性，多肉植

物的大小、叶片的厚薄和硬度、株型的紧密度、是否

有毛等均会影响植物的质感。 如玉树、鲁氏石莲、
十二卷类、月兔耳等质感粗，而薄雪万年草、圆叶景

天、小红衣、姬星美人等质感细。
第四，体量的对比。 体量大的材料宜做主体，

如姬娜莲、黑法师、初恋等；体量中等的宜做辅料，
如黄丽、铭月、乙女心、虹之玉等；而体量小的则宜

做填充材料，如绿铃、茜之塔、青锁龙、子宝等。
多肉植物材料的搭配如能注重以上 ５ 个方面的

对比，则会大大提升艺术美感。 如薄雪万年草＋鲁
氏石莲＋红稚莲＋绿铃的组合，红色的红稚莲在灰绿

色的鲁氏石莲的衬托下更加鲜艳，薄雪万年草的细

密质感和其他粗大的材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再加

上柔美线条的垂吊型植物绿铃，这样的组合，遵循

了对比的原则，材料丰富。
３．２．３　 遵循统一与变化的原则 　 统一与变化是艺

术造型的重要构成法则之一［４］，在多肉搭配中亦需

遵循。 莲座状是多肉植物最常见的类型，将不同颜

色、大小、厚薄的莲座状多肉植物进行组合，由于株

型均为莲座型，就具有统一的元素，同时又避免了

同一植物组合的单调呆板、缺乏变化。
３．２．４　 主次分明　 植物材料应有主有次，切忌平均

分散。 应以多株同一种材料或者形态相似的二三

种材料密植形成一个整体作为主体部分，其他材料

为辅进行衬托，才能突出视觉焦点，避免了不同材

料在盆内的散点布局。
３．２．５　 确定合理的株距 　 株距过于松散则无法形

成整体，而过密则影响多肉植物的生长，故应该疏

密得当。 大型多肉植物间可留出一定的间隙供其

后期生长，同时为避免过于松散而影响整体感，可
用翠云草、薄雪万年草、圆叶景天、白凤菊、千代田

之松等匍匐丛生型材料进行填充。

４　 展望

多肉植物形态奇特，观赏价值很高，随着品种

的不断更新和完善，组盆技术的日趋成熟，日后必

将在园林绿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多肉植

物除了应用于室内盆栽，在华南地区还有应用于露

地绿化的趋势［５］。 如何加大露地多肉植物的应用，
开发更多的露地绿化品种，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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