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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对香椿的栽培历史及主要品种、种苗繁育、栽培与管理、生理生态、内含物和药用研究等方面的国内外研

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指出了香椿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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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椿（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为楝科香椿属落叶乔木，
俗称椿芽和春甜树等，英语系国家称之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ｈｏｇａｎｙ，即“中国桃花心木”。 其主要分布于我国

除东北和西北部的大部分区域，同时，在朝鲜半岛

也有分布［１］。 我国香椿分布的中心乡土区域位于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２］。
香椿木材呈黄褐色并具有红色的环带，纹理美

观。 材质坚硬，光泽度好，耐腐力强，易于加工，因
此，用途较为广泛［３］。 《中国主要栽培珍贵树种参

考名录》将其列为落叶硬木类珍贵树种之一。 除材

用外，香椿树形美观，树姿开展，可用于道路及庭园

绿化，也可用于农田林网建设。 其幼嫩的芽和叶可

作蔬菜食用，俗称“香椿头”；老熟蒴果果瓣美观，为
常见的干花花材；树皮、根皮、叶片和果实均可入

药；种子榨制的油可供食用，亦可用于制造油漆、肥
皂和润滑油等［４］。 总结香椿研究现状，不仅为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而且对合理开发利用香椿

这一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多功能珍贵树种资源，具
有重要意义。

１　 栽培历史及主要品种

香椿古称“杶”、“橁”、“櫄”等，在我国具有悠

久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 《春秋左传》
《管子·地员》《列子·汤问》《山海经·中山经》《尚书

·禹贡》《史记·夏本纪》 《后汉书》 《艺文类聚·虎丘

山》《通典·荐新物》《宋书》《滋溪文稿》《本草纲目》

《农政全书》《西游记》和《素食说略》中均有对其的

记载。 香椿因其较高的食用价值，常在书籍中出

现，但作为时令性较强的木本蔬菜，采摘期短，且其

特殊风味的体现需搭配大量油脂，在古代难以普

及，所以至《农政全书》成书的明代，香椿仅列为救

荒食物之一。 清末薛宝辰所著《素食说略》中虽有

香椿烹饪的详细描述，但其仍然是当时社会的小众

高级食材。 作为木本蔬菜使用的特点，使得我国历

史上香椿多零星种植于庭院及房屋周边，成片集约

栽培较少，品种也以食用为主。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我国有多个省市将香

椿用于食用林、用材林和防护林建设，成片集约经

营逐渐展开。 随着市场需求增加，香椿矮化密植和

日光温室栽培等技术得到推广应用，以采摘嫩芽为

主的食用型香椿生产发展较快。 目前，国内常见的

香椿品种多以芽菜食用型香椿为主。 太和香椿、焦
作香椿和安康香椿等一批地方性品种类型栽培较

多。 在各地方性品种类型中，常见的有红油椿等 １０
余个食用型品种［５⁃６］。

２　 种苗繁育研究

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人们摸索出了一系列针

对香椿的繁殖方法，使得当前香椿的繁殖较为容

易。 目前常用的繁殖方法主要有播种、分株、种根

扦插、枝条扦插和组织培养等。 ２０１８ 年秋季，笔者

采集的香椿种子千粒重 ７ １—１７ ５ ｇ，平均千粒重



１０ ３７ ｇ。 室内测试种子发芽率为 ８８ ８９ ％，这与李

世广的研究数据接近［７］。 有研究认为，在气温 ２０—
２５ ℃条件下，用 ３０ ℃的清水浸种 １２ ｈ 有利于香椿

种子发芽，但贮藏超过半年，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均

显著降低［８］。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新采集的

香椿种子进行播种育苗。
充分利用香椿根萌蘖能力强的生理特点，采用

多种手段促进根蘖苗根系发育，增加侧根数量，待
其秋季落叶后，采用分株的方式即可以培育出新植

株。 同时，将适宜的根系剪切成根段，用于根插育

苗已成为快速繁育保持母株优良性状香椿苗木的

有效手段之一。 扦插基质按珍珠岩、草炭和田园土

体积比 １ ∶３ ∶６，同时加入 １％的有机肥和 ３％的过磷

酸钙并充分混合，在气温 １０—１４ ℃条件下进行根插

育苗，其发芽率可达 ７９％［９］。 在制备插穗时，以粗

度≥０ ５ ｃｍ，长度≥８ ｃｍ 的根或粗度≥０ ８ ｃｍ，长
度≥１２ ｃｍ 的穗条作扦插材料为宜［１０］。 香椿也可

用枝插方式繁殖，但根插方式在生根率等多个指标

上均优于枝插。
为促进香椿优株短期内迅速扩繁，国内一些学

者对其组织培养技术进行了探索。 不同培养基及

培养条件能直接影响香椿组织培养苗的快速繁殖

效率、丛生芽的分化和根系发育状况，同时，不同组

分移栽基质的构成也直接影响到组织培养幼苗的

移栽成活率［１１］。

３　 栽培与管理

目前，香椿在我国以芽菜培育为主要方向，因
此，其栽培与管理研究也多围绕这一方向展开。 在

香椿幼苗培育过程中，栽培密度是影响地径生长的

重要因素，在合理的管理条件下，采用 ８ 株 ／ ｍ２的育

苗密度，其合格苗木出圃率可达 ８０％［１２］。
食用香椿矮化技术能提高芽菜的产量，降低采

摘难度和相关成本。 目前，促使香椿植株矮化的主

要方式为喷洒植物生长调节物质，但此方式存在食

品安全风险，不宜提倡推广。 因此，整形修剪技术

成为菜用香椿矮化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 郝明灼

等［１３］发现，从提高芽菜产量和感官品质方面考虑，
６０ ｃｍ 截干效果最好。 也有学者认为，整形应与采

芽相结合，并循序渐进控制苗木密度，且 １—４ ａ 内

采用 ２ ５—３ ８ 株 ／ ｍ２的栽植密度较为适宜［１４］。 若

以中小径级的香椿用材林为培育目标，造林密度控

制在 １ ６６７—２ ６１５ 株 ／ ｈｍ２为宜［１５］。

施肥管理是香椿优质丰产的关键措施之一，而在

不同栽培地点和环境条件下，香椿施肥种类和用量也

各不相同。 校彦赟等［１６］ 对云南宜良塑料大棚内栽

培的香椿每 １０ ｄ 施用 ０ ２％尿素叶面肥和４５ ｇ ／ ｍ２

液态复合肥效果最好。 谭瑞坤［１７］ 认为湘中地区大

田矮化栽培的香椿，其丰产的最佳施肥组合为复合

肥 ４０ ｇ ／株，磷酸二氢钾质量浓度 １ ０ ｇ ／ Ｌ，氨基酸肥

质量浓度 １ ５ ｇ ／ Ｌ，５—６ 月中旬，连续施用 ３ 次，每
次间隔 １５ ｄ。

香椿病害主要有立枯病、根腐病、黄萎病、干枯

病、叶锈病和白粉病等；虫害主要有蛴螬、蝼蛄、草
履蚧、香椿毛虫、芳香木蠹蛾、褐边绿刺蛾和六星铜

吉丁等。 近年来，由油菜黄单胞菌楝树致病变种所

引起的一种香椿新型细菌性叶斑病易在春夏之交

导致叶片变黄干枯脱落，需要警惕［１８］。

４　 生理生态研究

香椿在我国分布区较广，所处生态环境变化

大，种源选择潜力大。 为避免盲目引种栽培可能导

致的不良影响，抗性研究和种源选择意义重大。 在

干旱胁迫下，香椿叶片水势、叶片净光合速率和气

孔导度随着胁迫程度的加强而降低，质膜相对透性

增大，丙二醛含量以及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

酶活性增大。 香椿虽具有一定的抗旱性，但种源间

差异较大，这可能与其对所处生境的长期适应有

关，不同品种类型间叶片解剖结构也存在差异，栅
栏组织 ／叶肉比值大，抗旱能力强，且接种丛枝菌根

可有效提高香椿幼苗的生理抗旱性［１９⁃２４］。
低温胁迫能伤害香椿苗木的细胞膜系统，但其

也能诱导一些抗寒性较强种源的基因表达并促进

其低温诱导蛋白的合成，进而增强对低温胁迫的抵

御能力［２５⁃２６］。 杨玉珍等［２７⁃２８］对江苏等 ９ 省的 １０ 个

香椿种源 １ 年生实生苗抗寒性研究结果显示，其均

不能耐受－１０ ℃的低温胁迫，因此，香椿幼苗繁育时

应注意越冬防护。
有学者在室内盆栽盐胁迫实验条件下发现，香

椿能通过分解可溶性蛋白来增加脯氨酸的含量，渗
透调节物质的增加对维持细胞膜结构，减少水分亏

缺，减轻盐害程度有积极作用，并得出香椿具有中

等耐盐性的结论［２９］。 复合盐胁迫对香椿的危害性

高于单盐胁迫［３０］。 盐碱土生境土壤成分复杂，同
时，ｐＨ 值的大小对香椿苗木能否在该生境生长影响

甚大，因此，香椿耐盐性的强弱还需在盐碱土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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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试验中进一步检验。
香椿常作为芽菜食用的特点，使得其对重金属

元素的抗性及富集特性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香

椿对低浓度的 Ｃｄ２＋，Ｈｇ２＋，Ｃｕ２＋，Ｚｎ２＋具有一定抗性，
高浓度的重金属离子能抑制幼苗生长，破坏细胞膜

结构，降低叶片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和气孔导

度［３１⁃３２］。 香椿叶片对 Ｓｒ２＋，Ｎｉ２＋的富集能力较强，对
Ｍｎ２＋，Ｃｒ３＋富集能力次之，对 Ｃｄ２＋，Ｐｂ２＋，Ｂａ２＋ 富集能

力较弱。 从芽菜生产角度出发，在受锌、汞、铬污染

或者重度铜、镉、铅污染的区域栽培香椿，存在较大

风险［３２］。
通过研究树木光合特性，可以了解其光合能力及

水分利用能力的差异，是探索树木生长力的有效手

段。 多项研究表明，香椿叶片光合速率日变化和季节

性变化曲线均为双峰类型，光合“午休”现象明显，日
变化最高峰和次高峰分别出现在 ９：００—１０：００ 和

１６：００—１７：００；季节性变化最高峰和次高峰分别出

现在 ６ 月和 ８ 月。 香椿光合“午休”现象主要由非

气孔因素所导致［３３⁃３４］。 此外，光质也会影响植物体

叶绿素、可溶性蛋白和花青苷等物质的合成。 据报

道，红光能显著降低香椿芽硝酸盐含量，促进花青

苷和可溶性糖合成，以及植物体干物质积累；蓝光

和红蓝混合光处理对香椿芽菜品质的提高较为

有利［３５⁃３６］。
作为多功能珍贵树种，近年来，香椿在低效林

改造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丘陵山区柏木

低效林改造过程中，林窗补植香椿可有效改善林内

环境和土壤肥力，加快林木细根分解和养分释放，
促进林分自然更新，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综合

多项研究结果，林窗面积在 １００—１５０ ｍ２时，能有效

促进营建初期的香椿林维持较高的光合能力和生

产力［３７⁃３９］。

５　 内含物研究

嫩芽是香椿的重要食用部位，其中富含维生

素、氨基酸、蛋白质和可溶性糖，以及铁、锌、磷、钾
等微量元素。 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含量，随栽

培区域不同及香椿芽发育时间的不同而有差

异［４０⁃４３］。 有研究显示，不同产地香椿嫩芽中萜烯

类、醛类和含硫类物质含量相对较高，其中检出种

类最多的为萜烯类物质［４４］。 杨慧等［４５］ 将香椿按嫩

芽长度分为 ６ 个生长期，不同生长期内检测到的挥

发性化合物成分有 １２—３５ 种不等，且随着香椿嫩芽

的不断生长，羰基类、含硫类、醇类物质含量呈先升

后降趋势，烯类物质含量呈先降后升趋势，而烃类

和其他类物质则呈下降趋势。 也有学者从香椿嫩

芽中提取挥发油并检测出石竹烯等 ４１ 种化学成分，
但其 鉴 定 出 的 挥 发 性 成 分 只 占 总 挥 发 油

的 ７９ ５５％［４６］。
除嫩芽外，一些学者也对香椿老叶、树皮和果

实等部位的内含物进行了研究。 香椿老叶中含有

山奈酚、槲皮素和没食子酸等物质［４７］。 香椿树皮中

含有槲皮素、杨梅素、杨梅苷、桦木酸甲酯、没食子

酸乙酯、过氧化麦角甾醇和 β⁃谷甾醇等物质［４８⁃５０］。
黄筑艳等［５１］从香椿树皮样品脂溶性成分中鉴定出

４１ 种化学成分，含量占总成分峰面积的 ９１ ９９％，其
中萜烯类物质占 ３６ ５８％，含量最高；烷烃类物质次

之，占 ３１ ７０％；脂肪酸类物质占 ２１ ９５％。 香椿果

实中含有酚类、糖类、黄酮类、皂甙、生物碱、挥发

油、香豆素和甾体三萜等化学成分［５２⁃５４］。 刘忠良

等［５５］从香椿子挥发油中分离并鉴定出 ３９ 个组分，
其主要化学成分为占比达 ８８ ９４％的烯类，但其鉴

定出的成分也仅占供试挥发油总量的 ８６ ９６％。
据报道，学者们已从香椿中分离得到了 １００ 个

化合物，其中包括萜类 ４４ 个、黄酮类 １９ 个、酚类 １４
个、苯丙素类 ７ 个，以及其他类别的化合物 １６
个［５６］。 香椿内含物成分复杂，与生长环境紧密相

关，且随着树体的生长，各成分及其含量也处于动

态变化中。 虽然已对香椿内含物主要成分、含量及

其动态变化做了一定研究，但未知或未探明的问题

仍然较多，大量的相关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６　 药用研究

香椿入药历史悠久，其清热利湿、利尿解毒的

功效早在古代即被人们所知晓。 苏敬等人在我国

唐朝显庆年间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新修

本草》中即有椿木叶主洗疮疥、风疽的记载。 随着

科技的进步，从香椿植株中提取、分离和鉴定出的

一些药用有效成分被人们所认识，使得其药用价值

得到了进一步发挥。
香椿叶提取物有效组分对肺癌、卵巢癌、前列

腺癌、粒细胞白血病等癌症的细胞具有细胞毒性已

得到多项研究证实。 香椿叶粗提物 ＴＳＬ⁃１ 能阻断肺

癌细胞株 Ｈ６６１ 和肾癌细胞株 ｃｃＲＣＣ 周期的进程并

诱导其凋亡，并可抑制 ＭＧ⁃６３，Ｓａｏｓ⁃２ 和 Ｕ２ＯＳ 骨肉

瘤细胞系的细胞活性；ＴＳＬ⁃２ 能阻滞卵巢癌细胞 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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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３ 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没食子酸能通过活性氧

（ＲＯＳ）和线粒体介导途径诱导 ＤＵ１４５ 前列腺癌细

胞凋亡［５７⁃６１］。 从香椿根中分离出的 ＢＴＡ 和 ＯＥＡ ２
种成分能够抑制 ＭＧＣ⁃８０３ 和 ＰＣ３ 癌细胞的增殖，并
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其凋亡［６２］。

香椿叶提取物能调节高脂血症脂质代谢，增强

抗氧化功能，还能够抑制高脂引起的视网膜损伤；
也能提高胰岛素含量，介导脂肪葡萄糖转运蛋白，
从而降低血糖水平［６３⁃６６］。 香椿子水煎剂能延长正

常大鼠的凝血酶原、凝血酶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的

时间；正丁醇提取物能抑制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内

游离钙离子浓度的升高，显著降低静脉血栓质量，
具有较强的抗血栓作用，同时对脑缺血和心肌缺血

也有神经保护作用［６７⁃７０］。
香椿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对烷氧

基、烷过氧基、羟基自由基、ＤＰＰＨ 自由基、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等均有较好的

清除效果［７１⁃７３］。 王昌禄等［７４］研究发现，香椿老叶提

取物对 ＤＰＰＨ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可达 ９０％，与 Ｖｃ
相当，其总多酚剂量依赖明显。 香椿提取物还具有

一定的抑菌活性，对大肠杆菌、苏云金杆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等均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且热稳定性

良好［７５⁃７７］。
香椿提取物可抑制黄嘌呤氧化酶和环氧合酶⁃２

的活性，有效降低尿酸水平，具有良好的抗痛风效

果［７８］。 其内含物中的多酚类物质能抑制胶质细胞

活化，有效保护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改善因 ６⁃羟
多巴胺所致帕金森病引起的异常行为；能明显减少

佐剂关节炎关节腔内的炎性渗出，减轻滑膜充血水

肿和炎性浸润，改善踝关节病理组织形态［７９⁃８０］。 高

剂量的香椿水煎液还有明显的抗疲劳作用和补血

作用［８１］。

７　 展望

香椿栽培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广，适应性强，易
于繁殖，是一个集食用、药用、材用和美化环境等为

一体的多功能珍贵树种，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目

前，利用香椿叶汁制作的复合饮料、冰淇淋、酸奶、
面条和调味剂等，以及用香椿嫩叶制作的茶叶、蜜
饯和火锅底料，用香椿叶粉制作的面包、饼干和罐

头等已经在市场上出现。 含有香椿提取物有效成

分的药物品种多样并在医疗卫生领域广泛应用。
香椿木材坚硬，纹理美观，表面漆膜附着力好，胶接

容易，气味芳香，作为高级结构用材和装饰用材领

域的“中国桃花心木”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其市场

需求量的扩大，栽培规模也在逐年增长。 同时也应

看到，作为我国重要的多功能珍贵树种，香椿优良

品种多集中于食用领域，针对药用有效成分含量

高、生物量大，速生、树干通直，材质优良等方面的

良种选育工作仍然相对滞后。 在耕地保护的大背

景下，充分利用干旱、盐碱等困难立地及其他边际

性土地栽培香椿是大势所趋，但此类土地的利用亟

需从适生良种选育、良种扩繁及配套栽培、采收等

技术着手，攻克产业链前端的一系列难题才能为香

椿食用、药用和材用等产业提供优质的原料，进而

有效促进香椿产业优质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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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育种中通常以具有较多优良性状的栽培

品种做母本，以充分利用母本对后代的影响［１５］。 本

试验结果表明，以‘少女花语’作为母本，能产生比

其作为父本更明显的早期杂种优势。 在下一步育

种工作中，可以选择具有优良性状的红薇类品种作

为父本，与‘少女花语’开展杂交，选育出具有杂种

优势、且符合目标性状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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