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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柘树（Ｍａｃｌｕｒ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为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橙桑属植物，是江苏沿海地区天然分布的乡土树

种，被列入江苏珍贵树种名录。 由于外来速生树种

大面积引进栽植，乡土林木资源受到忽视，甚至严

重流失。 沿海地区 １３ ３ 万 ｈｍ２的生态用地，是我省

国土绿化造林的主战场，区域性适生树种少，适生

的珍贵树种更是少之又少。 柘树作为乡土珍贵树

种是重要的国家战略储备资源，大力培育拓树等乡

土珍贵树种，是优化江苏森林资源结构，扩大木材

战略资源储备，增强林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举

措。 选育柘树等乡土珍贵用材林木良种，可丰富沿

海造林树种，提升沿海景观及经济效益，对充分利

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提升全省地区森林覆盖率具

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概述柘树种质资源常规的栽培与管

理和柘木药用、生态防护作用等应用研究，分析了

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柘树种质资源

收集与评价、优良种质资源选育、合理开发与利

用等。

１　 种质资源

桑科菠罗蜜族（Ｔｒｉｂ．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ｅａｅ）全世界有波罗

蜜属（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Ｊ． Ｒ． ｅｔ Ｇ． Ｆｏｒｓｔ ）、橙桑属（Ｍａｃｌｕｒａ

Ｎｕｔｔ ）和柘属（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éｃ ）３ 个属，后吴钲镒先生

认为亚洲的 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雄蕊芽直立、花柱短等特征并

不是稳定的性状，于是将亚洲的 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类群并入

Ｍａｃｌｕｒａ 中。 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柘属植物约有

６ 种，分布大洋洲至亚洲，我国产 ５ 种，分布于西南部

至东南与海南岛，为构棘（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ｉｓ）、柘藤

（Ｍ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 景 东 柘 （ Ｍ ａｍｂｏｉｎｅｎｓｉｓ ）、 毛 柘 藤

（Ｍ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和柘树［１］。 据《树木学》（２０１５）和《江
苏植物志》（１９７７）记载，柘属植物全球约有 １０ 种，我
国约有 ８ 种，江苏只有 １ 种，即为柘树［２⁃３］。
１ １　 柘树古树资源

我国柘树种植历史悠久，华北、华东、中南及西

南地区现今仍存活不少古柘树，种质资源丰富。 河

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前扳曾口村的柘树相传栽于

明代，存活了１ ０００ ａ以上，树高约２３ ｍ，树干直径超

１ ｍ，树冠覆盖面积约１５０ ｍ２，树枝长超过 ２０ ｍ，这
株古柘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神树” ［４］。 安徽太和

县宫集镇刘营村有树龄超 ６００ ａ 的柘树，株高１０ ｍ，
胸围 ２０７ ｃｍ，冠幅平均 ５ ５ ｍ。 山东即墨沙埠村有

古柘树 ６ 株，传为元末明初栽种，其中 ５ 株树龄已超

６３０ ａ，平均树高 ７ ２ ｍ，平均冠幅９ ６ ｍ，平均胸围

１ ６ ｍ，最粗胸围 ２ ｍ，是非常少见的古柘树群。 此

外，北京潭柘寺、河南商丘、河北沧州、陕西西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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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邹城、山西长治、安徽亳州、江苏淮安及浙江绍兴

等地均有古柘树，但大部分遭到了人为破坏，仅有

少部分古树资源被保护起来。
根据考察记录，江苏柘树古树资源共有 １３ 株，

分布于宿迁和徐州各 ４ 株，如皋、南京、无锡、苏州和

金坛各 １ 株，详情见表 １。 这些柘树古木树龄均在

百年以上，宿迁市宿豫县三棵树乡韩圩村有 １ 株柘

树树龄达千年，胸围足有 ３２９ ｃｍ。

表 １　 江苏柘树古树资源名录

编号 树龄 ／ ａ 树高 ／ ｍ 胸围 ／ ｃｍ 冠幅 ／ ｍ 地理位置 管护单位（个人）

宿迁 ００２８ １ ０００ ５ ３２９ ９ 宿迁市宿豫县三棵树乡韩圩村

徐州 ５６ ３００ １２ ２５４ ９ 徐州市张王楼镇王棠村 张王楼镇王棠村

宿迁 ００８３ ２１０ ６ ７２ ５ 宿迁市宿豫县耿车镇湖稍村

徐州 ４５ ２００ ５ １５０ ７ 徐州市狮子山乡长山村 长山村

徐州 ５９ ２００ ７ １５３ ５ 徐州市首羡镇首羡村 首羡镇首羡村

宿迁 ００４４ ２００ １０ ７５ ４ 宿迁市宿豫县来龙镇侍庄村 王姓人家

宿迁 ００８４ １８０ ７ ７２ ６ 宿迁市宿豫县罗圩乡郭圩村

如皋 ３０ １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８ 南通市如皋市如城镇邓元村洪德章屋后 洪德章

４０９ １００ ７ ９３ ４ 南京市栖霞山万松山旁 栖霞山公园

徐州 ６２ １００ ４ ７２ ４ 徐州市沛城镇杨彭村 沛城镇杨彭村

市区 ３９０ １００ ５９ 无锡市北塘区锡惠公园庙巷口路边

苏州 ７５３ １００ ９ ２６ 拙政园管理处

金坛 ０９ １００ １３ １０７ ９ 常州金坛市金城镇华罗庚公园 华罗庚公园

１ ２　 柘树野生资源研究

目前，针对国内不同地区的柘树种质资源相关

方面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

山东省济宁市野生林木种质资源进行调查时发现

柘树具有一定耐寒性，对土壤要求不严，耐干旱瘠

薄，是荒山荒地、埂堤边坡及四旁绿化的优势树

种［６］。 张冰等对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柘树资源生

物学特性和分布进行了调查，该地区以青石山地或

钙质土壤较为常见，柘树则在该地区的山区、丘陵、
平原地貌均有分布［７］。 河北邢台太行山区野生林

木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柘树为山区的主要野生树

种，太行山平均海拔高度超过１ ０００ ｍ，最高海拔

１ ８２２ ｍ，多是石岗陡坡，柘树资源几乎未被开发［８］。
王玉等人对河南省平顶山市山区林业重点县（市）
舞钢市的林木种质资源普查结果表明，柘树主要分

布在浅山丘陵地区［９］。 河南省栾川县，位于豫西伏

牛山，属暖温带大陆季风气候，海拔 ４５０—１ ７６２ ５
ｍ，土壤主要为棕壤和褐土 ２ 类，研究人员对其林木

资源进行调查和分析，认为柘树属属于热带亚洲至

热带澳洲洲际分布类型，是常见的木本药用植

物［１０］。 无锡市野生林木种质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柘
树集中分布于宜兴市及城区环太湖区域等山地地

区［１１］。 葛继稳等对湖北省野生纤维植物资源调查

研究显示，柘树分布于湖北全省低山、丘陵［１２］。 张

璇等对六广河河谷野生果树进行收集调查，记录有

野生柘树，贵州六广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河谷

地属黔中湿润温和区，土壤为黄沙泥地，海拔 ７３０—
１ ３００ ｍ［１３］。 云南省石林县对野生纤维植物资源调

查结果表明，柘树在海拔 １ ９００— ２ １００ ｍ 有分

布［１４］。 魏开炬等调查福建省尤溪九阜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纤维植物资源，显示柘树分布于该地区海拔

２００—１ ０００ ｍ 的林缘、山坡和路旁［１５］。 由此可见，
柘树具有较强适生能力，对生长土壤要求不严，在
低海拔丘陵和中高海拔山区均可生长。

２　 栽培与管理

２ １　 生物学特性和生长特征

柘树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根系发达，适应性

强，喜光照、钙质土壤，多见于阳光充足的荒山坡

地、丘陵或者溪水旁。 柘木高可逾 ４ ｍ，树皮灰褐

色，小枝略具棱，有坚硬的棘刺长约 ５—２５ ｍｍ。 柘

树单叶互生，近革质，卵圆形或倒卵形，长 ２ ０—８ ０
ｃｍ，基部楔形或者圆形，先端或渐尖。 柘树的生长

非常缓慢，木质十分坚硬。
２ ２　 培育方式和栽培技术

据史料《诗经·大雅·皇矣》记载，春秋战国时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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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柘树种植普遍，但多作为灌木杂株被清理［１６］。
后因与桑树一样能饲蚕制丝，农户种植柘树更加普

遍［１７］。 柘树长势缓慢、生长周期长，目前有关柘树

繁育和栽培技术研究少有报道。 安徽学者提出了

柘树特用材的现有植株培育和新造林培育两种培

育方式，即选择自然散生单株作为目标树和人工造

林进行定向培育，以缩短周期，提高柘树特用材的

产量和质量［１８］。 此外，在江淮丘陵地区进行柘树培

育利用可行性研究时，发现自然混交林种群中的柘

树高大、挺拔、通直、圆满［１９］，认为可人工培育柘树

大径级木材和有效提高木材产量。
柘树可采用播种、扦插、分根、压条等多种方法

来进行繁殖。 按照适地适树原则，柘树宜栽培于阳

光充足、环境温暖、土壤条件较好的山林坡地或者

林间间隙空地，在栽种前 ２—３ 个月需平整土地，清
除杂灌，深翻松土，施足底肥。 在土壤解冻后的春

季栽植。
２ ３　 管理技术

柘树的抚育管理包括松土、除草，施肥，修枝、
扶枝和病虫害防治等。 一般于柘树生长旺盛期进

行松土、除草。 柘树生长期，视柘树植株大小，每
株穴施尿素 ０ ２—１ ｋｇ。 幼树幼枝生长快，要适时

合理修剪枝条，还可用绳、木杆及时拉直扶撑柘

枝，促进主干高生长，培养干型，加速形成乔木型

主干。 柘树易遭虫害侵蚀，其主要虫害有桑天牛、
叶蝉、金龟子等。 主要病害有花叶病、叶枯病、根
腐病等。 可以喷施吡虫啉等药剂稀释液防治食叶

虫害，在蛀孔注药能防治蛀干害虫；喷施克毒灵水

剂、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的稀释液可防治白粉病和

叶枯病。

３　 应用价值

３ １　 柘叶饲蚕

古代常桑柘并提，柘叶与桑叶相似，柘叶也可

用于饲蚕。 柘树出叶早于桑树，早蚕的饲养只能

用柘叶。 有研究表明，柘叶饲养的蚕体重和体长

均小于桑叶饲养的蚕，且上蔟率、结茧率、全茧量

及茧层量均显著降低［２０］ 。 此外，研究发现，经过柘

叶饲养的家蚕体内消化液脂肪酶和胰蛋白酶活性

水平低，容易因致家蚕感染核型多角体病毒（Ｂｍ⁃
ＮＰＶ）而影响蚕丝质量［２１］ 。 但食柘叶的蚕丝韧性

优于食桑叶的蚕丝，古时柘丝常用以制作古琴琴

弦。 赵家春等研究表明柘叶饲产蚕丝在柔韧性、
抗拉强度、清洁度、洁净度等方面优于一般桑蚕

丝［２２］ 。 由此可见，柘叶用于饲蚕产丝，在琴弦、弓
弦制作，人造皮肤，高档丝织品等领域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
３ ２　 柘树木材的应用

柘树生长较缓慢，其木材质地十分坚硬，抗压

强度大，具有耐腐蚀、耐磨损的特征，在古时常被用

来制作农具和兵器易损的部件。 柘树树芯金黄，芯
材有黄色如金的丝线［２３］。 柘树芯材制作的家具在

传统名贵家具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柘树木材

光滑如玉，清香宜人，手感温润，花纹细腻清晰，是
手串玩物等手工艺品的上等用材，媲美檀木、黄花

梨等名木，因此有“南檀北柘”的美名。 柘木弯折

度、弹性和韧性优于竹、藤，在古时不同朝代均是制

弓的首选材料；据申利明研究表明在生产中使用软

化工艺可以让柘木获得很好的弯曲质量［２４］。 柘木

汁可作为黄色染料，根据赵翰生等考证，从隋唐直

至明代，柘黄专用于皇帝的常服颜色［１７］，由此，柘树

又被称之为“帝王木”。
柘树茎皮纤维强劲有韧性，是很好的造纸原

料，被列为纤维植物资源。 研究表明柘树树皮纤维

素占 ３０％—６２ ６７％，木质素 １ ６７％，树皮纤维拉力

强，可用于人造棉、造纸、打绳索［１２， １４⁃１５］等。
３ ３　 柘树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柘树成熟的果实为橘红色聚花果，肉质饱满充

盈。 陶光林等对贵州剑河县柘树果实从熟前和熟

后的果径、果重进行调查比较，发现柘树的果实生

长发育有明显的熟前生长过程［２５］。 另外，柘果可直

接食用，也可用于酿酒，其富含糖、蛋白质、苹果酸、
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Ｃ、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有“长寿

果”之称。 柘果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果实中的酵

素等化学物质有抗癌等功效［２６］。 曹春廷等通过研

究发现柘树果实具有抗乳腺癌作用，柘树果实提取

物中的类异黄酮类晶体化合物被证实对乳腺癌细

胞 ＭＣＦ⁃７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２７］。 韩国研究人员

研究表明柘树果实的提取物能通过改善胆碱能系

统调节细胞内信号和基因表达，对与学习和记忆功

能障碍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具有治疗作用［２８］。
据历代本草记载，柘树茎、枝、树皮、根和根皮均可

入药，不同部位药用功效存在差异。 柘树内含物的

化学成分非常复杂，含氧杂蒽酮类、黄酮类、木脂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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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三萜类等化学成分，经过张欣芮等人统计，其中

氧杂蒽酮类化合物最为丰富，目前已分离并鉴定出

１２５ 个，其次为黄酮类化合物，目前已分离出 ６４
个［２９］。 近来不少研究表明柘树药材能够起抗肿瘤、
抗炎镇痛、抗氧化、神经保护、保肝、抗动脉粥样硬

化和免疫调节作用［３０⁃３６］，但对应的抗病机制仍需研

究人员深入解析。
３ ５　 柘树生态防护作用

柘树生态适应性较强，在很多适生群落中处于

优势地位。 据陈一锟等考察，北京十渡东湖港自然

风景区、门头沟区南庄村滴水源和山东枣庄市青檀

寺中的青檀与柘树共同成为优势种，形成青檀—柘

树植物群落［３７］。 史刚荣等研究表明，在淮北相山，
柘树和构树作为局部优势种，在混交林中有更强的

资源获取能力和更快的生长速度［３８］。 在对双峰山

国家公园人工林群落类型极其特征的研究中，在柘

木＋杉木—茶—淡竹叶＋紫萁群丛中， 自然更新的天

然树种柘木与杉木为共优种［３９］。 在合肥大蜀山东

北侧阴坡处，高乾奉调查发现天然次生林中，乔木

层建群种为麻栎，灌木层优势种为柘树，形成麻

栎—柘树群落［４０］。 研究者考察发现安徽宿州石灰

岩山地次生林群落中，柘树为栓皮栎—柘树群落中

灌木层的优势树种［４１］。 许建新等研究发现，在条件

恶劣的岩质边坡人工种植柘树，存活率逾 ８５％［４２］。
柘树的根系发达，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是治理石

漠化、荒漠化的先锋树种。 在安徽省、湖北省分布

广泛的自然山体林木群落中，多有处于优势地位的

柘树身影。 作为低乔矮灌的珍贵树种，柘树常被用

于公园、景区等种植绿化，在华东、中南、西南多省

广泛种植。 柘树近球形果实橘红艳丽，挂在树枝十

分俏皮抢眼，形似荔枝，可作为景观树种，非常惹人

喜爱。

４　 问题与展望

４ １　 柘树研究基础薄弱

（１）柘树种质资源保护力度不够。 其种质资源

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些野生的小树被当作杂树砍

掉，成材大树常被盗伐，只有极少数的超百年树龄

的古柘树作为名木得以保存。
（２）柘树的人工栽培和管理技术不成熟。 由于

柘树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培育周期长，人工栽培及

管理等技术尚处于研究初期。

（３）柘树良种选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４）柘树开发过程任重道远。

４ ２　 柘树研究建议

“林以种为本，种以质为先”，林木良种是人工

林经营的核心。 柘树研究应首先从加大收集和保

存柘树种质资源力度开始，为柘树资源的高效综合

利用研究创造条件。 其次，根据柘树生物学特性，
对繁育和管理技术进行攻关。 第三，加快柘树优良

品种的选育工作，围绕种质资源评价、优株筛选、干
形培育技术等方面持续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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