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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盆樱桃（Cerasus cerasoides）又名冬樱花，是世界上唯一在冬季开花的野生樱花。近年来，高盆樱桃的

园林应用越来越广泛。总结高盆樱桃的种质资源、繁殖与栽培、开发与利用方面的研究进展，探讨高盆樱

桃在野生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品种资源的整理与栽培起源、冬季开花的分子机理等方面的研究潜力，以期

为今后更好地对高盆樱桃进行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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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asus cerasoides is the unique cherry that blossoms in winter in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Cerasus cerasoid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landscap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germplasm resources, 

propagation, cul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erasus cerasoide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for the protective growth of wild resources, the sorting of cultivar resources and the origination of cultivars,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winter-flowering.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frequent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erasus ceras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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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盆樱桃（Cerasus cerasoides）是蔷薇科

（Rosaceae）落叶乔木，又名冬樱花、小阳春、

冬海棠、云南早樱、云南欧李、野樱桃、箐

樱桃 [1]，属云南省二级保护植物。在国外，

一般称高盆樱桃为“喜马拉雅野樱桃”[1]。高

盆樱桃是唯一在冬季盛开的野生樱花（图1），

总状花序，伞形，1～9朵花簇生，花梗长

1～2 cm，花瓣5枚，淡粉红至深红，倒卵形、

微凹，花呈半开状，下垂；核果圆卵形，果

熟时朱红色至紫黑色 [1]。高盆樱桃花期在冬季

（12月中旬至1月中旬），具有独特的园林观赏

价值。冯国楣先生最先将高盆樱桃引入云南

省园林栽培，对增加亚热带地区城市的冬季

景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

近年来，高盆樱桃备受关注，其园林应

用越来越广泛。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开发高盆

樱桃，文章对高盆樱桃的种质资源、繁殖与

栽培、开发与利用研究进行综述，并展望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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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研究和利用潜力，以期为高盆樱桃今后

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1 高盆樱桃的种质资源研究

1.1 高盆樱桃的野生资源

1.1.1 分布与习性

高盆樱桃为阳性树，起源于云南和西藏

南部 [1]，广泛分布于大理、西双版纳、临沧、

怒江、德宏、红河、文山、玉溪等州（市），

西藏、四川、贵州、广西亦有分布，向外延

伸至尼泊尔、不丹、缅甸北部、锡金、克什

米尔地区 [1]，多生长于海拔660～2 174 m的

山坡、山谷、溪边、林地、灌丛之中。依据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昆明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四川大学生物系标本植物馆的标本信

息，了解到高盆樱桃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

甘肃亦有少量分布，����高盆樱桃在中

国的��分布图，�时标注其�种红花高盆

樱桃（Cerasus cerasoides var. rubea）和近�种�

花樱桃（Cerasus campanulata）在中国西南的分

布��（图2）。

阳���时，高盆樱桃生长��花繁色

�，�之�生长不�，花朵�少 [3]。高盆樱

桃喜������，��生长区����是

年���13.2～20.9�，1月��≥4.6�，年

��量≥609 mm[4]。研究�明�高盆樱桃�

�性�� [5]，其半����为-1.81� [6]，��

其生长的��主���是���� [7]。��

��，提高高盆樱桃的��性，有望�大其

种植��。

1.1.2 群落特征

高盆樱桃�落的林���，�落高

10～20 m，总��70%～90%，垂����

�，以小乔木和灌木�数量��，以��植

物��对�� [8]，�亚热带���叶林��

地山�科、�科为��种，红木�和�叶树

为��树种 [4]。���落中�生的有���、

���树、粉�、��、��、�甘�、�

�木等。�落的林�为半�����叶林、

季����叶林�中山�性���叶林 [4]。�

有研究发�高盆樱桃的��更��力��，

����下不�在�落中�� [9]。

1.2 高盆樱桃的栽培资源

1.2.1 变种

��高盆樱桃的主要�种有红花高盆樱

桃（图3），又称云南樱花、西�海棠 [1]，叶

�长圆卵形至长圆倒卵形，先���，叶边

有����重��；花先叶开，伞形总状花

序，花2～4朵，花梗长1～2.3 cm，���

�形，先�圆�，深红色；花瓣倒卵形，先

����微凹，深粉红色 [1]。与高盆樱桃的

主要区�在于红花高盆樱桃呈深粉红色，近

高盆樱桃资源与园林应用研究进展      侯雨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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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盆樱桃
Fig. 1   Cerasus cerasoides

图2   高盆樱桃在中国的天然分布情况
Fig. 2   The natural distribution of Cerasus cerasoid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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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重瓣（图4），花期2～3月。红花高盆樱桃

��云南西南部，性喜�，喜����的�

�，不���，��昆明��中、�西的部

分城市�地中栽培�多。其盛花时�繁花�

�、����[10]，�在园林�地中大力�广，

�作为行�树，��植、丛植于��、��

边、�边，亦��植于主��园，���植

红花高盆樱桃��名的圆�山。�红花高盆

樱桃外，云南省用作�木最多的“��冬樱

花”，���是高盆樱桃的�种 [11]。

1.2.2 品种

近年来，��等 [11]在云南��红园�

有�����了名为����冬樱花（Cerasus 

cerasoides�Improvement�）和�重瓣�冬樱花

（Cerasus cerasoides�Doublepetal�）的���种。�

�云等 [2]在��市引进了��高盆樱桃�种，

���粉�冬樱花、���冬樱花、�重瓣�冬

樱花等。其中，�重瓣�冬樱花是云南大理

���特有的�种，叶呈卵状��形�长�

圆形，边�具有����；伞形总状花序，

3～9朵花簇生，生长于叶�，重瓣花，�

有5～23�花瓣，�红色，具�� [12]。其花

期�于�年12月至�年2月� [12]。�其花色

��、花瓣独特在园林应用中具有广泛的�

景，��植作为����，��丛植、�植

展���景观�果。�是，�述�种在园林

中的栽培��分少�，园林应用特性�少有

�述，其�种的来源是野生�������

�有�进一���。

2 高盆樱桃的繁殖与栽培研究

2.1 高盆樱桃的繁殖

2.1.1 种子繁殖

高盆樱桃一般�用种�繁殖，�其种�

��，不利于发�，��种�是�进高盆樱

桃种��发的最���之一 [13]。用�热��

�10 h���有利于提�种��发� [14]。�

外，种��种的季�最好���季 [15]，��

���，���最高的种�发��。

2.1.2 嫁接繁殖

红花高盆樱桃一般是�用��繁殖。高

盆樱桃��的最�时�是����后，一般

是3月中下旬；�季带木质部��的最�时�

是8月中下旬至9月�旬，�季“�”字���

图5   花                                
Fig. 5   Flowers            

图6   果 
Fig. 6   Fruit             

3 4

5 6 7

图3   红花高盆樱桃植株               
Fig. 3   Cerasus cerasoides var. rubea  

图4   红花高盆樱桃的花   
Fig. 4   The flower of Cerasus cerasoides var. rubea

图7   叶
Fig. 7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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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时�是9月和10月[16]。在云南进行的��

��发�高盆樱桃��繁殖��的�木是樱

桃、�桃 [17]，�在��的�����明�桃

和�本樱桃作为�木的����为0，本地樱

桃为�木�������最高 [18]，��是�

�地区的����不������果有��。

2.1.3 扦插繁殖

高盆樱桃����生����，�用生

��进剂�理�大大提高��� [19]，�用一

定比例的NAA与 IBA混�溶液�理，��到�

系粗壮�具大量须�的高盆樱桃苗木，相关

��发�250 mg · kg-1 NAA +250 mg · kg-1 IBA（�

四川�旺溶液）�进生��力最好，生��

达80.3%[20]。不���基质�会����生�

��不�，高盆樱桃以泥炭和素红壤作��

基质�果最� [20]。

2.1.4 组织培养繁殖

高盆樱桃种��量不高�寿命短，�时

资源�少，作为����等繁殖的母株数量

不多，故�传统的繁殖��难以满�生�需

求。植物�织培�技术�在短时�内�速繁

殖，又保持��性状，�高盆樱桃�织培养

的相关研究�少。��高盆樱桃带�茎段为

外植�进行��的�果�明�代诱�的最�

培养基是MS+6-BA 1.2 mg · L-1 +IBA 0.1 mg · L-1；

继代增殖的最�培养基是MS+6-BA 0.8 mg · L-1 

+IBA 0.06 mg · L-1+NAA 0.08 mg · L-1；生�培养

基最�配�是�1/2MS+IBA mg · L-1；移栽基

质最�配比是1河沙�1腐殖质�2蛭�混

�基质；诱�叶�愈伤�织的最�配�是�

MS+6-BA 1.0 mg · L-1 +NAA 0.5 mg · L-1，�愈伤�

织未�增殖分化 [21]。有研究�明花梗、叶�

作为外植�诱�愈伤�织的诱��越高，缩

短外植�的消毒时�、遮�、加入�性炭，

�有���愈伤�织的褐化 [22]。

2.2 高盆樱桃的栽培管理

2.2.1 栽培适应区

高盆樱桃作为��的亚热带树种，在秦

岭—淮河以北��很�，不开花�晚花 [23]。

�过��发�高盆樱桃�够在��地区生长

并开花，�花期比云南�迟一�月，�极�

受本地一、二月���雪��的迫害 [18]。在

无锡地区，高盆樱桃的幼���受冻害，无

�正�生长发�和开花 [24]。�据高盆樱桃的

生态学习性���分布区的�����断，

高盆樱桃�在云贵高�等����相近的区

域内引种栽培 [25]，�在广东地区无�生区[7]。

�过这些引种���明冬季的��对高盆樱

桃的花期�生长有�明显的��，尽管在华

南、华东南等��相�地区引种�会�为部

分地域冬季��偏�、�季高�高���花

期�迟��花数量减少，甚至��生长 [3]。

2.2.2 栽培管理技术

高盆樱桃对土质不甚��，以��透

�、土层厚、排��好的肥沃砂质酸性土壤

为�，种过桃、李、杏等蔷薇科植物的地

块不�再种植高盆樱桃，容���高盆樱桃

发生病害 [2-3]。紫茎�兰基质对高盆樱桃苗期

生长存在抑�作用，高盆樱桃苗木在红壤基

质中生长�好 [26]，�在红壤基质中以N1P1K1和

N1P4K4���果最好
[27]。�外，��苗和实生

苗吸收氮素最��的外源铵硝比例不�，分

�是3∶2和2∶3[28]。

高盆樱桃���的病虫害主要��褐斑

穿孔病、流胶病、蚜虫、蛴螬等。云南�斑蛾

是高盆樱桃�的�纪录害虫，阿维菌素是治

理云南�斑蛾的首�药剂[29]。一些国外学者�

过研究检�发�苹果褪�叶斑病毒（ACLSV）[30]、

樱桃坏�锈斑病毒（CNRMV）[31]、苹果锈果类病

毒（ASSVd）[32]在高盆樱桃中的存在。

3 高盆樱桃的开发利用研究

3.1 园林应用

高盆樱桃不��以冬季观花（图5），果

实（图6）和叶（图7）�具观赏性，花后�

发的嫩叶呈紫红色 [3]，叶舒展�熟后呈黄�

色，�季又逐��为黄色，果实从开始的�

色过渡到黄红色再到�熟后的朱红至紫黑色，

��于�熟期不�，整株果实显�出五彩斑

斓的色彩 [33]。所以，高盆樱桃是一种季相�

化丰富，四季皆�观赏，�花、果、叶�具

观赏价值的园林树种。在园林中，高盆樱桃

经�以列植（图8）、散（�）植（图9）、�植

（图10）和�植等配植�式应用。在很多地

区，高盆樱桃�被用作培�樱桃的�木。

研究发�，昆明地区��越高，高盆樱

桃开花数越多[25]；落叶越早，开花越早，�

花期持续时�更短。�始花期、开花总量、

开花持续时�与叶�总数和树�投�面积系数

相关。�外，高盆樱桃在��地���有�

��应性和�逆性，�林后���，�生长

�，�时又具有地�特色性和美观性，���

作为云南一些地区的荒山�林树种[34]。高盆樱

桃�是�好的城市�化树种，有一定�污�

力，��作为空�SO2污染的监�树种
[35]。

3.2 药用

高盆樱桃具有治疗肿胀、胃病、哮喘和

恶心呕吐以�扭伤的作用 [36]。更多的研究�

明高盆樱桃的不�部位有不�的药用价值。

高盆樱桃树胶具有多糖的��特性，有潜力

用于�药�业 [37]；叶和种�提取物分�具有

�氧化和利尿�性 [38]；果实提取物具一定�

炎�力，�调�先�和�应性免疫�胞的炎

高盆樱桃资源与园林应用研究进展      侯雨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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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在�外提供对各种炎症损伤的保

护 [39]；茎�和分���以用于�炎、解痉和

�菌 [40]。Kim等 [41]�过���发��黄酮和

�黄酮的高盆樱桃提取物具有很�的雌激素

�性和有益的代�作用，��为缓解更年期

和�经后症状的植物雌激素来源。�外，高

盆樱桃��用于研�广谱�菌药物 [42]。

3.3 食用

高盆樱桃的果实�食，��为苦涩，云

南��地区作�李仁的代用�[1]，果肉�以用

来�作樱桃白兰地，果仁中�有类�苦杏仁

的油[13]。在印�，当地居民用高盆樱桃来�作

调味汁的�果[43]。不���，高盆樱桃干旱时

期�在山�开花，是蜜蜂花粉和花蜜的丰富来

源；�了花朵，树干和树�分泌的树胶��作

为蜜露[43]。�外，高盆樱桃��用作饲料 [43]。

4 展望

4.1 高盆樱桃野生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于高盆樱桃生长在林��受到�大干

扰的�生林中[8]，尤其是无量山“高盆樱桃+

�田”景观的走红��仿，��野生资源�

挖�为严重，故加大对高盆樱桃野生资源的

调查和保护迫在眉睫。野生资源保护的最�

途径是培��秀的栽培�种，���，高盆

樱桃的栽培�种�分有�，园林应用仍�以

野生高盆樱桃的引种驯化和��繁殖为主。

在后续的�种研究中，利用高盆樱桃与�属

其他物种�其��的�种开展杂交�种，有

望培�出花期更为广泛的樱花�种。

�了观赏价值，高盆樱桃�具有丰富的

生态、药用和食用等价值，具有巨大的应用

�景。国外学者对高盆樱桃药用价值和食用

价值的研究已有许多，�国内对高盆樱桃的

综�开发研究��深入，�园林�地中高盆

樱桃果实的收集和利用、保健药物的开发研

�等。加�科研与市场的��，将对高盆樱

桃的�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

4.2 高盆樱桃品种资源的整理与栽培起源

近年来，出�了一些关于高盆樱桃��

种的��，�����冬樱花、�粉�冬樱花、

���冬樱花、�重瓣�冬樱花，��述�种

的特征和来源不�明确，名称的权威性和规

�性�有�进一�提高。高盆樱桃的�种资

源亟�系统整理。

��，红花高盆樱桃的标本记录�有

一�，与高盆樱桃形态���大，花期�与

高盆樱桃明显不�，红花高盆樱桃被广泛�

为高盆樱桃的�种，栽培中又被�为园��

种 [1]，俗称“云南樱花”。那么，红花高盆樱

桃的野生资源调查、是否起源于高盆樱桃等

问��有�深入研究，从�确定红花高盆樱

桃是�种�是�种。

�外，基于高盆樱桃�近�种叶���

基��的系统发�分析�明�高盆樱桃和樱

桃、山樱花、黑樱桃的亲�关系最近 [44]，下

一�，�过红花高盆樱桃的叶���基��

�ITS等核基�序列，有��追溯到红花高盆

樱桃的栽培起源。

4.3 高盆樱桃冬季开花的机理探索

高盆樱桃是��唯一�以在冬季开花的

�始种类樱花，�尚未�有关高盆樱桃冬季

开花的生理生化机理�分�机理的研究，若

�挖掘其冬季开花的基�资源，�为丰富樱

花的花期提供分�基础。

5 结语

高盆樱桃是一种应用价值�分广泛的园

林树种，开发利用�景�分广�。近年来，

8 9 10

图8   列植                               
Fig. 8   Linear planting      

图9   散（点）植  
Fig. 9   Scattered (spot) planting      

图10   群植
Fig. 10   Mass planting

http://dict.cn/mass pl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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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盆樱桃资源与园林应用研究进展      侯雨琪   等.  

虽�国内不少地区进行了高盆樱桃的引种�

�，���高盆樱桃仍���在西南地区�

广应用，�观赏价值外，高盆樱桃的其他价

值�尚未�到�分开发。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

高盆樱桃，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高盆樱桃

的种质资源、繁殖与栽培、开发与利用�面的

研究进展，深入�讨了高盆樱桃在野生资源

的保护性开发、�种资源的整理与栽培起源、

冬季开花的分�机理等�面的潜力，为高盆

樱桃今后的综�开发提供了参考。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