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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yracaceae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Americas,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Being a major division center of Styracaceae, China 

is located in the subtropical area where the flora is complex, great variety. There are 12 

generas (including the new genus, Changiostyrax，which is established by Chentao in 

1995), about 150 species in Styracaceae plants around the world. 11 genera, 50 species 

and 9 varieties in China. Styracaceae are important medicinal plants, economic plants 

and ornamental plants. However, the research of the value of ornament and garden 

application of Styracaceae is very rare.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that proposed increases th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dynamics, strengthens the introduction to domesticate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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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息香科植物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和美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中

国地处中亚热带，植物区系复杂，种类繁多，是安息香科植物的主要分化中

心。安息香科植物全世界共 12 属（包括陈涛 1995 年建立的新属长果安息香属 

Changiostyrax），约 150 种，我国 11 属，50 种，9 变种。安息香科植物具有重

要的药用、经济和观赏价值。但目前关于安息香科植物的观赏价值、园林应用

研究甚为匮乏。最后，对其合理化开发利用提出了加大资源保护力度，加强引

种驯化及加强综合开发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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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科（Styracaceae）隶属于双子叶植物纲五桠果亚纲，乔木或灌木，落

叶或常绿。植株各部被星状毛。单叶互生。花中等大，两性，辐射对称，排列

成聚伞状、总状或圆锥花序式； 花萼 4 - 5 齿多少与子房贴生；花冠 4 - 5 裂，

下部合生；雄蕊与花冠裂片同数而互生或为其 2 倍，花丝基部与花冠管基部贴

生，花药 2 室，内向纵裂；子房上位至半下位，通常下部分隔为 3 - 5 室，上部

1 室，胚珠 1 至多数。通常为核果，外果皮多少肉质或干燥，或为朔果，常 3 瓣

裂；种子 1 至多数，无翅或有翅。花粉粒扁球形或长球形，具 3 （拟）孔沟。

染色体基数 x =8 -12。约 12 属 180 余种［1］。该科植物观赏价值较高，一些种

类具有洁白芬芳的花朵或色艳形奇的果实，是珍稀的观赏植物，目前仅有秤锤树、

陀螺果等在少数园林中应用，绝大部分植物仍在深闺，鲜为人知，开发利用亟

待提高。

1  研究简史

广义的安息香科 Styracaceae 约包括 15 个属。其中，山矾属 Symplocos、尖

药树属 Lissocarpa、蒜味树属 Hua 和非洲 Ill 安息香属 Afrostyrax 先后被分出，

并独立成科。这些处理为 Wagenitz （1964）所采纳，并得到了 Baas（ 1972） 

和粱元徽等（1985 ）在解剖学和花粉形态学方面的论证。1995 年，陈涛提出

了安息香科 - 新属［3］。因此，狭义的安息香科包括赤杨叶属 Alniphyllum、

歧序野茉莉属 Bruinsmia、长果安息香属 Changiostyrax、银钟花屈 Halesia、山

茉莉属 Huodendron、陀螺果属 Melliodendron、花弄蝶属 Pamphilia、茉莉果属

Parastyrax、白辛树属 Pterostyrax、木瓜红属 Rehde rodendron 、秤锤树屈 Sino  

jackia 和安息香属 Styrax 12 个属。

1.1  安息香科的分类演化

安息香科，又名野茉莉科 Styracaeeae 最早由 Dumoritor（1829）建立，从此，

先后有 DeCandolle（l 844），Bentham 和 J.D. Hooker （1876），Baillon （1892），P. J. 

Perkin（l932，1967），M.Gunke （1933），Render（l 942，1949），WoodC.E 和 R.B.Chane 

ll（1960），E.G.Gall （1962），Wagenin （1964），Hutehinson （1967），Baa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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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ongberg（l 976），Cronquist（l 981），黄淑美（1980，1987），梁元徽，

喻诚鸿（1985）［4］，陈泽濂，喻诚鸿（1986），樊国盛（1991） 等对其系统

学、木材和叶片的形态解剖学、花粉学等内容进行了 较为细致的研究和记载，

使本科的范围和分布区基本被确定。

根据多数学者，如 Bessey （1915），Rendle（l 952），Melchior （1964），

Thorne （1968），Takhtajan （1969） 和 Cronquist （1981） 等 系 统， 安 息 香

科都置于柿目中，柿目的成员中还有 3 个主要科，即山矾科、山榄科、柿树

科 和 一 些 小 科， 如 Lissocarpaceae，Di-clidantheraceae，Hoplestigmataceae 和 

Sarcospermataeeae 等。尽管各学者对柿目包括的成员和组成的方式（如再分亚目）

有不同处理，但总是将上述 4 个主科放置同一目中。这表明它们之间的亲缘关

系是很密切的。A.cronquist（l981）认为柿目各科中都有一些原始的特征，又有

一些进化的特征，他们之间似乎是平行的关系，这些科中没有一个似是直接从

现存的科演化来的。Herbert F.eopeland（1983）从本科的胚胎学和解剖学的研究

结果证明，安息香科与山茶科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认为它们可能共同起源于山

茶科的祖先。

我国学者在安息香科植物分类演化经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胡先骈（1933）、

张宏达（1962）［5］、戴番晋（1980 ）［6］和扬龙（1984 ）［7］分别研究

了东亚、中国及中国西南地区安息香科植物的地理分布。随着系统分类研究的

不断深入，黄淑美（1980） 对国产安息香科进行了分类整理，并简要论述了若

干种类的地理分布见 1995 年，陈涛描述了安息香科新属长果安息香属，并对新

组合和安息香的原始描述作了修订［1］ 。杨庆锋等（1997 ）通过长果安息香

属和秤锤树属植物叶片脉序研究，支持成立长果安息香属，并且研究了亚洲安

息香植物的地理分布，探讨它的起源及散布。1996 年，樊国盛将产于印度、缅甸、

泰国至中国云南南部，原归于歧序野茉莉属 Bruinsmia 中的一种 B. polysperma 

（Clarke） van Steenis 另 立 - 新 属 - 新 野 茉 莉 属 Neoslyraxgen nov. ［10］。 同

年，陈涛、张宏达指出中国西南地区是该科的最早分化中心，而马来西亚及南

美洲等地则是它的次生分化中心。南岭山地可能是它现代的分布中心和保存中

心［11］。2007 年，陈涛、陈忠毅研究了世界安息香科植物地理分布，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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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植物学资料［12］［13］［14］探讨了该科植物的起源与扩散问题。

1.2  安息香科的种类确定

美国学者 Croizat （1952）曾就安息香属植物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试图

说明安息香科植物的可能起源中心和散布路线。Fritsch P.W.（1974）对美国北

部、中部及加勒悔岸的安息香属植物种类进行了修正。2004 年，F ritsch P.W. 、

Calif Acad Sci 等对产北美的安息香属植物 Styrax series 经行了分类上的修订、发

表并描述了新种 S. chrysocalyx，S. griseus 、S. nunezii 和 s. trichostemon，将 S. 

lepuiensis subsp. 序 a1iquinim ae、S. duidae subsp. neblinae、S. m 可 tii var. rotund 

alus、和 S. guanayanus var. yutaje nsis 等 4 种原定为亚种、变种植物提升到种的

级别，并确定了 S. martiiand 和 S. m 可 tii var. rotundmus 的模式标本叹学报上

联名发表秤锤树属新种 - 细果秤锤树 Sinojackia microcarpa C.T.Chen et G．Y．

Li［15］。1998 年陈涛和曹铁如以采自湖南怀化的陈涛 9511046 号为模式描述

了怀化秤锤树 Sino  jackia oblongicarpa C.T.Chen&T.H.Cao1161。2005 年，罗利

群通过对比模式标本，将怀化秤锤树处即为肉果秤锤树 Sinojackia 亚 coc arpa 

L.Q.Luo 的新异名。同年 7 月，罗利群记录了在我国 四川 发现的秤锤树属一新

变种，乐山秤锤树 Sinojackia xy—locarpaHu vat．leshanensis L.Q．Luo［18］。

2007 年，Yao Xiaohong、Ye Qigang 等发表了 秤锤树属新种黄梅秤锤树 Sinojackia 

huangmeiensis J．w．Ge ＆ X．H．Yao，并描述了该种的形态特征和同属植物的

区分点。

2  中国安息香科植物的种质资源

中国南岭山地及其附近汇集了 8 属 20 多种，包括中国特有的陀螺果属、秤

锤树属和长果安息香属以及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的银钟花属。这些呈星散分布

的残余成分是从当地起源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安息香科植物仅云南一地就达 8

属 30 余种，其中不少为局部分化形成的狭域分布特有种。这里是安息香科植物

的分化中心，茉莉果属和歧序野茉莉属可能即是由此发端的。后者和安息香属

经中南半岛一直分布到热带亚洲地区，并在马来西亚地区形成一次生分化中心



·11·
安息香科植物的观赏价值和园林应用研究2019 年 9 月

第 1 卷第 1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ps	 https://doi.org/10.35534/aps.

气欧洲安息香科植物可能来自亚洲，并于第三纪得到发展。此外，《马来西亚

植物志》（1966）、《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植物志》科植物在欧洲的衰落，可

能是遭到第四纪冰川严重破坏的结。

（1982）的出版，使人们对这一植物类群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国关于该科

植物的种类确定，1992 年，罗利群在中国四川省发现了安息香科秤锤树属一新

种，即肉果秤锤树。肉果秤锤树以其果较大，果皮肉质干后松软、皱缩而与同

属秤锤树相区别叹 1997 年，陈涛和李根有在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果。北美安息香

科植物和欧亚大陆的有着共同起源，主要分布于东南部，并通过中美向南美发展。

南美安息香科达 50 余种，集中分布于亚马逊河流域。这里是安息香科植物的另

一个分化中心。特产巴西的花弄蝶属即是从当地分化出来的，安息香科植物共 

12 属，约 150 种，主要分布千亚洲东南部和美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仅有 1 

种见于欧洲南部的温暖地区。安息香属为本科中唯一较大的属，约 130 种，几

遍布该科分布区内，其余均为少种或寡种属，除银钟花属间断分布千东亚、北美，

其他属的分布区都较狭窄，其中只分布于亚洲的有 8 属。中国有 9 属，约 54 种，

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区，陀螺果属和秤锤树属为特有属。另外，由中国分

布到中南半岛北缘的特有属有赤杨叶属、山茉莉属、茉莉果属和木瓜红属。除

花弄蝶属特产南美洲外，其余 11 属在亚洲均有分布。有 9 个属为亚洲特有分布。

该科植物我国产 11 属，54 种，9 变种，分布北起辽宁东南部至海南岛，

东至台湾，西达西藏（详见表 2），而主要种类集中于北纬 23° - 35°，东经 

100° - 120°。垂直分布一般从海拔 50- 2500 m，超越这个界限，种类则逐渐稀少。

从属的分布而论，我国是全世界最为集中的地区，从种类的分布而论，在亚洲

东南部这一地区，以我国最多，而且有较多的特有种，已知我国有特有种 33 种，

约占国产总数的 66%。

3  我国安息香科植物研究进展

汤彦承（1988）记录了横断山区安息香科新分类群 - 贡山木瓜红 Rehde 

rodendron gongshanense 芞 1989 年，李有根、丁林对中国植物志中浙江安息香

Styrax zhejiangensis 的形态特征进行了修正与补充气 1991 年，张仲卿记录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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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息香科植物地理分布及种类的检索［28］。1994 年，应俊生、张玉龙记录

了我国安息香科特有属陀螺果属、秤锤树属植物花粉形态特征，及生态特性与

地理分布［29］。1996 年，王东指出秦岭地区（主要在茅坪）有白辛树属植物

新分布［30］。1998 年，黄致远、宗世贤等研究了秤锤树的生态地理分布、生

物学特性与繁殖技术。繁殖试验结果表明：种子出苗率以随采随播为最高，出

苗率 25%- 31%，硬枝与嫩枝扦插的成活率均在 60% 以上；组培幼苗成活率达 

75%［31］。2007 年，萤东平采用野外调查和资料研究方法，对河南安息香属

植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河南野生安息 香属有 6 种植物，其中 4 种为中国

特有 种；经种群数量特征景化分析，属于群落伴生种；大多分布于豫南山区杂

木林中，具有耐土壤干旱、耐寒、种子萌发力强等特点［32］。20 10 年，田径、

喻勋林等采用脉络法系统地对湖南安息香属 10 种植物的叶片脉序特征进行分

析，编写了该属植物叶脉脉序分种检索表，指出叶脉序的研究可作为该属植物

分种的依据之一［33］引种驯化与造林育种。

1981 年，梁盛业研究了大果安息香的造林技术。1993 年，陈焦成介绍了白

辛树播种繁殖技术［35］。1999 年，史晓华等研究了秤锤树种子休眠与萌发机制，

指出秤锤树种子坚实的种皮是萌发的机械障碍，但种皮透气性差也是该种子强

迫休眠的原因之一，K N03 能促进秤锤树种子发芽，秤锤树的濒危，可能与种子

发育差和特殊的种子结构以及缺乏种子萌发所 需要的适宜环境条件有关芞 2001 

年《中国木本植物种子 [37J》一书中记录了安息香科赤杨叶、银钟花、秤锤树

及安息香属部分植物果实采收调制、种子贮藏、发芽播种情况。2001 年，曹菲

武等介绍了西藏山茉莉的分布概况、生物学特性和适生环境，并对其繁殖方法

和人工栽培技术进行了试验研究［38］。

2001 年，胡松竹通过对赤杨叶的采种、育苗、造林和天然林调查，阐述了

该树种的营林主要技术措施团。次年，吴支民介绍 了赤杨叶造林技术。指出赤

杨叶的育苗宜选在肥沃、疏松的沙壤。该树种喜生于温暖避风处和湿润肥沃、

排水良好的山坡中、下部，造林密度 2505-3 000 株 /hm2［40］。2009 年，田有

圳根据赤杨叶自然更新群落样地调查资料，选择平均木进行树干解析，拟合了

赤杨叶胸径、树高、单株材积生长方程并绘出 其生长曲线。初步揭示了赤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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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径、树高、材积的生长规律，为赤杨叶天然次生林的经营及人工林的营造提

供了理论基础［41］。戴晓龙（2002）［42］，柳新红 （2008）［43］等介绍

了越南安息香育苗及造林技术、引种栽培和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同年，

刘利、迟峰研究了玉玲花播种育苗关键技术［44］［45］。2005 年，蒋泽平采

用秤锤树当年生枝条的腋芽或茎尖进行了秤锤 树组织培养技术，生根率较高，

生根苗移栽后成活率达 92% 以上［46］。2008 年，宫庆华等［47］研究了秤

锤树全光雾嫩枝扦插技术，结果表明：在全光雾试验条件下，植物生长调节剂 

NAA 、基质、树龄对扦插成活率均有影响。

3.3  植物资源保护

狄维忠（1989）［48］，蔡长顺（2002） ［49］介绍了野生白辛树 的特征、

用途和分布，并对野生白辛树的树高、胸径、材积的生长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及保护价值。为白辛树的人丁抖培育奠定了基础。1991 年，舫林对大果安息香

分布和生境及群落作了初步的调查和分析，提出了保存和利用的方法［50］。

1996 年，叶其刚、王诗云分析了湖南石门长果秤锤树的就地保护现状，总结了

武汉所近年来对长果秤锤树进行迁地保护研究的初步成果，并提出了相应的保

护措施叭 2005 年，邢福武介绍了银钟化、东木瓜红、秤锤树、大果安香息等 4

种植物的分布、生境及保护价值呾同年，姚小洪等通过野外调查，分析了中国

秤锤树属和长果安息香属的地理分布、濒危现状及其迁地保护状况。结果表明：

秤锤树属植物地理分布较广，但是每个物种的居群数散和居群大小均很小见 

2006 年至 2007 年，徐本美等对我国植物园秤锤树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这

一濒危树种在我国植物园中得到较好的保护气 2006 年，舒金枝介绍了怀化秤锤

树的保护繁育及利用，指出由于坚硬的内果皮阻碍了种子萌发以及人为干扰大

等原因，自然分布极为稀少，面临极濒危状态［55］。同年，姚小洪在进行野

外调查 的基础上，对秤锤树属与长果安息香属植物开展保育遗传学研究，指出

武汉植物园引种植物秤锤树与狭果秤锤树由千传粉昆虫相同、拥有 14- 20 天的

开花重合期，虫媒作用下，使这两种濒危植物具有彼此渗入的可能，造成遗传

识别不 易，建议实行空间隔离，减少二者杂交儿率俀气 2009 年，苏小菱等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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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浙江省 特产珍稀植物细果秤锤树 Sinojackia microcarp 的种群数量变化情况，

对其个体数量进行监测，指出细果秤锤树种子空粒率高，自然萌发率低的现象，

推测可能存在若生殖缺陷，这也许是造成该物种濒危的最大内在原因气 2007 年，

贾书果通过对秤锤树研究成果的详细分析，认为今后对秤锤树的研究重点应在

其自然更新瓶颈、种群分布与种质资源保存、秤锤树种子贮藏特性与种子休眠

机理以及种群人工重建等方面。

3.4  园林应用

记载较少，仅有庄茂长（1990）［60］、蒋永明（2002）［61］、贝龙雅宜（2003 

［62］、王凌晖（2007）［63］介绍了秤锤树、玉玲花、木瓜红、赤杨叶等植

物观赏特性及其园林用途。

3.5  其它

安息香科植物很多是油料、树脂类及药用资源，如垂珠花赛山梅、栓叶安

息香、陀螺果等种子富含油脂；安息香、白花树、越南安息香等树脂含量高［64］。

关于安息香科药用成分提取研究较多，主要集中于在玉玲花种子中提取香豆酮、

甾醇［65］［66］和齐墩果醇［67］化合物、在药用安息香种子中提取香豆酮［68］，

在野茉莉树皮中提取糖昔［69］等，在此不逐一赘述［70］［71］。

4  不足与展望

4.1  不足

1）黄梅秤锤树、细果秤锤树、棱果秤锤树种的认定、长果安息香属是否成

立仍有争议； 2）对陀螺果属、木瓜红属、山茉莉属研究甚为匮乏；3）对分布

区狭窄、数卅濒危种类如肉果秤锤树、长果安息香等保护力度不足；4）该科观

赏价值高，但目前庭园几乎尤应用。

4.2  展望

安息香科植物具有重要的药用、经济和观赏价值，从一些种类的种子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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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中提炼的“白化沛”或“安息香”，是珍贵 的药用成分和制造高级芳香油

的原料；一些乔木种类速生杆盲，纤维细长，是木材和造纸工业的优良原料［72］。

该科植物观赏价值较高，一些种类具有洁白芬芳的花朵或色艳形奇的果实，是

珍稀的观赏植物，目前仅有秤锤树、陀螺果等在少数园

林中应用，绝大部分植物仍在深闺，鲜为人知，开发利用亟待提高［73］［74］。

分类方面，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根据叶脉形态、染色体及基因系列

等对安息香属、秤锤树属较难定种的属进行分类研究，使其分类更接近自然分

类群。对于起源与扩散，应祚重研究其演化趋势与地理分布的相关性。加强各

地安息香科植物标本采集，进行地方性分类研究，以便进一步研究安息香科植

物的分布规律。

园林应用方面，应深入研究其观赏特性及园林用途，榄拟自然生境，使该

科植物应用得以推广，加强野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种质资源的良种选育工

作。此外，应加强生物工程等方向的研究，如组织培养、转基因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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