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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连木资源价值及其开发利用对策

龙雪蓉，贾黎明，蒋晓辉，白　倩，苏淑钗

（北京林业大学 林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旨在为中国黄连木资源的研究及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综述了中国黄连木的多用途价值，

系统阐述了中国黄连木雌雄同株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价值，并针对黄连木研究现状提出相关开发利

用对策。中国黄连木具有重要的油脂价值、药用价值、食用价值、材用价值、观赏价值、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及文化价值等，尤其近年来发现了珍贵的雌雄同株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在黄连木未来的开

发利用中，应当保护和筛选黄连木优良种质资源，提高栽培管理技术以及加强对黄连木全株资源的

综合利用，以促进黄连木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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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属漆树科
黄连木属落叶乔木，又名楷树、黄楝、药树等，在我国

有２５００多年的种植历史，由于其抗性强、喜光、耐
干旱贫瘠，最早是作为荒山绿化的先锋树种［１］。随

着对黄连木资源的不断开发与研究，发现其植株各

个部位均有良好的利用价值，黄连木的经济效益也

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传统观点认为黄连木为雌雄异株植物，目前大

多采用实生繁殖，自然散生情况下雌株少雄株多，雌

雄株比例仅为１∶２．２８［２］。过去黄连木仅作为普通
荒山绿化树种，栽培管理措施粗放，生产技术水平低

下，其结实率低，处于自生自产状态。在黄连木人工

栽培园模式下每８株雌树需配置１株雄性授粉树，
而雄株占地不结果，造成土地资源和人力、财力的浪

费，若减少雄株配置数量可能会造成雌株无法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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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精结实，因此黄连木雌雄树比例不当成为制约黄

连木产量提升的重要因素［３］。虽早在５０多年前我
国就开展了对黄连木的相关研究，但其种群数量和

规模与其他造林树种相比一直以来处于劣势地位；

此外，目前对黄连木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利用还较

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利用其果实开发生物柴油原料。

因此，本文对中国黄连木的开发利用价值进行总结，

对近年来新发现的黄连木雌雄同株珍贵资源进行阐

述，并对未来中国黄连木的发展对策进行展望，以期

为黄连木全株资源的综合和定向开发利用及基于雌

雄同株资源培育新品种、提高黄连木产量等方面提

供建议与参考。

１　中国黄连木的利用价值
１．１　油脂价值

黄连木果实和种子中富含油脂，是一种重要

的木本油料及生物质能源树种［４］。黄连木种子含

油率在 ３５％ ～４５％，种仁含油率高达 ５６．５％，种
子出油率为 ２０％ ～３０％，其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高达 ７３．９７％ ～８７．４１％，是一种优良的油脂
资源［５－６］。

１．１．１　生产生物质燃料油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质能源作为最具

潜力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前景巨大。发展

林业生物质能源对于改善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应

对气候变化以及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

义［７］。黄连木作为重要的能源植物之一，因其油脂

可生产生物质燃料油而被关注。黄连木籽油的脂肪

酸碳链数与生物质燃料油的极为接近，其转换率高

达９８％［８］，是生产生物质燃料油的优质原料。以黄

连木籽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质燃料油主要理化指标

达到美国生物质燃料油以及中国轻质燃料油标

准［９］。王鑫等［１０］研究表明，黄连木籽油热解产物的

低热值稍低于柴油，运动黏度与柴油相当，闪点远低

于柴油，比柴油更易燃烧。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大力

发展以黄连木籽油为原料的生物质燃料油，对于缓

解化石能源的紧缺以及改善使用化石能源带来的环

境污染具有现实意义。

１．１．２　作为食用油料
以黄连木籽为原料生产的黄连木籽油作为食用

油在民间已有多年历史。胡小泓等［１１］利用气相色

谱法对黄连木籽油的脂肪酸组成进行测定，结果表

明，其含油酸 ４７．３２％、亚油酸 ３１．５８％、亚麻酸
１６９％、棕榈酸１７．５０％、棕榈烯酸０．９９％、硬脂酸
０．９２％，与食用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相似。陈隆生

等［１２］通过对比分析１０个种源地的黄连木籽油品质
后发现，不同种源间黄连木籽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存在显著差异，安徽滁州的黄连木籽油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最高，达到８７．４１％，云南石林和陕西商洛
的黄连木籽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低，江苏南京的

黄连木籽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低，为 ７３．９７％。
黄连木籽油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和油酸等不饱和脂

肪酸，具有降胆固醇，降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预防和改善动脉粥样硬化，提高免疫力等作

用［１３］。因此，黄连木籽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

油，但其略带苦涩味，食用口感稍逊［１４］，若对其口感

加以改进，对其日后成为老百姓的餐桌用油具有重

要意义。

１．１．３　加工业利用
黄连木果肉和鲜叶可提取芳香油，利用蒸馏法

从秋季果熟后的黄连木叶中提取芳香油的收率在

０．１２％以上［１５］，可作保健食品添加剂和香薰剂

等［１６］。黄连木籽油是一种不干性油脂，可用作工业

原料制肥皂、机械润滑油等，对其进行碱炼精制和环

氧化加工后，能够得到环氧黄连木籽油增塑剂和环

氧黄连木油酸丁酸酯增塑剂，生产成本低于环氧脂

肪酸辛酯且性能优良，因此可作为环氧增塑剂推广

应用［１７］，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１．２　药用价值
黄连木不同部位均含有大量具有消炎抗菌、减

缓疼痛等作用的物质，可提取入药［１８］。黄连木树

皮、树叶富含萜烯类化合物，可提取没食子酸、间双

没食子酸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镇咳的药效［１９］。

柳建军等［２０］利用体外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法发现，黄
连木嫩叶提取物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其中乙酸

乙酯提取物和正丁醇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甚至可与

维生素Ｃ媲美，开发成药品、天然抗氧化剂等产品
的潜力巨大。黄连木新鲜嫩枝中含有雌激素激动

剂，具有雌激素样活性，能结合雌激素受体发挥相应

的生物学功能［２１］，提高女性雌激素的活性，维持第

二性征，延缓衰老。黄连木五倍子是蚜虫寄生在黄

连木小叶上所形成的虫瘿，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经

烘焙干燥后，能够用于治疗肺虚久咳、肺热痰嗽等症

状，还具有良好的抗菌解毒功效［２２］，是我国传统的

出口产品。作为药用植物，黄连木可利用的药用部

位种类多，单株产量高，具有多年收益的特点。

１．３　食用价值
黄连木的嫩叶和花序可以食用，凉拌、盐腌均

可，其清香鲜美、回味甘甜，还具有消炎抗菌、清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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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和养颜益寿等功效，是上等的绿色养生蔬菜［２３］。

表１为典籍中对黄连木叶芽等的饮食方法及其功效
的记载。

表１　典籍中对黄连木叶芽等的饮食方法及其功效的记载

典籍 饮食方法及功效

《本草纲目》
其嫩芽叶“苦、寒、有小毒”，具有清暑、生津、解毒、利湿作用，主治暑热口渴、咽喉肿痛、口舌糜

烂、吐泻、痢疾、淋证、无名肿毒、疮疹

《食物考》 盐食，酸甜解喉痛哽，味如橄榄，消热醒酒，舌烂口糜，嚼汁解柄

《清嘉录》 乡农于四五月间摘取其头，以甘草汁腌之，谓小儿食之，可解内热

《清代植物名实图考》
江西、湖广多有之。春时新芽微红黄色，人竞采取腌食，曝以为饮，味苦回甘如橄榄，暑日可清热

生津。杭人以甘草、青梅同煮以啖之，则五味备矣

《五杂俎》 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即俗云黄连头

《随园食单》 黄连木叶芽拌豆腐，到处有之，嗜者尤众

　　随着现代制茶工艺的发展及对黄连木茶配方与
配制工艺的改进，其叶芽不仅可以单独制茶还可与

其他品种的茶、花复配成新的保健茶品［２４－２８］，与时

俱进迎合当下不同人群的口味；或针对不同病症与

其他中草药成分配制成主打功效不同的茶品。黄连

木雄花序不仅资源丰富，颜色艳丽美观度高，也是民

间喜爱的野生蔬菜。据报道，雄花序中的营养成分主

要来自其所含的大量花粉，取食花序就是同时在食用

花粉［２９］。黄连木雄花序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丰富

全面，尤其是蛋白质、氨基酸、ＶＣ、ＶＥ和无机元素等
含量较高，这些营养元素可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维

持细胞的正常功能，提高人体免疫力等［３０］。综上，

黄连木的叶、芽、花序，不管是用于制茶还是作为蔬

菜，食用保健价值都非常高，对人体极为有益。

１．４　材用价值
清代《植物志》曾有记载，黄连木的木材是我国

本土产出的优良名贵木材，坚韧而纹理细腻，枝杈直

而不曲，耐腐蚀性强，可用于民用建筑、家具、美术工

艺雕刻等［３１］。采用黄连木制作的家具及装饰器天

然环保，纹理交错，且带有微微清香，为深色硬木材

质中外观最为精美的一类［３２］。曲阜三宝之一的“楷

雕”，其用材即为黄连木，雕刻而成的工艺品久藏不

腐、玲珑剔透，木纹如丝而不断，是著名的地方传统

手工艺品［３３］。

黄连木木材加工过程中的剩余物能够通过机械

加工的方式，加工成人造板及生物质颗粒燃料等产

品，实现木材原料的高效、多层次循环利用，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３４］。除了传统的建筑、家具

行业外，黄连木木材剩余物还可与种植农业相结合，

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如利用抚育间伐期间的木材资

源栽培黑木耳，不仅能够提高黄连木材用价值，还可

以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促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有

利于乡村振兴［３５］。

１．５　观赏价值
黄连木树高达３０ｍ以上，胸径可达１００ｃｍ以

上，繁茂挺拔，树冠开阔，冠形浑圆，四季皆有颜色，

是优良观赏树种和园林绿化植物，在公园、风景区、

道路两旁等的应用相当广泛。

黄连木适应范围广、抗污染力强，既可以选择孤

植、散植于草坪，也适于成林。孤植常选择空旷开阔

之地，如大草坪、花坛中心、园路尽头和庭院等

处［３６］，也可丛植于草地，与花卉相结合，形成草地疏

林和嵌花草地，为人们带来错落有致、生动活泼之

感。黄连木能与元宝槭、黄栌等彩叶树种混合栽植

构成大片秋色红叶林，在盛期彩化美化效果极

好［３７］，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

物研究所培育出的新品种“华夏红”红叶黄连木，叶

片色彩丰富，有大红、洋红、深红、橙红、橙黄、金黄

等，叶色斑斓浓艳，令人赏心悦目［３８］。

１．６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黄连木适应能力强，生长速度快，根系分布较

深，作为山区水土保持林的先锋树种，黄连木能紧紧

固定土壤，防止土地荒漠化。作为优良的环境保护

监测树种，黄连木对二氧化硫、氯化氢和煤烟等有害

气体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可监测大气污染及污染物

质［３９］。在城市道路两旁种植抗性强、抗污染、净化

能力强的黄连木，可以强化城市自身净化能力，促进

区域生态的发展［４０］。此外，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背景下，以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现象为代表的气候

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４１］，而黄连木

作为多年生乔木树种，树体高大，细胞分裂较快，生

长迅速，能够吸收大气温室气体，通过光合作用将碳

固定，生长多年后即便被人们采伐利用，其中的碳也

能固定在木材中，碳汇潜力巨大，并且通过利用木材

制品，能够节约能源，减少化石燃料燃烧，减缓气候

变暖［４２］。因此，和工业减碳相比，种植黄连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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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林业不仅对大气圈的氧碳平衡起着重要的作

用，还具有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高的特点［４３］。

因此，在园林绿化和城市森林营造时合理搭配种植

黄连木，能够提高植物景观对人类的生态服务价值，

发挥康养保健、休闲游憩等功能。

１．７　文化价值
黄连木在古时亦称“楷木”，以此名始载于《说文解

字》：“楷，木也，孔子冢盖树之者，”是孔子墓前的树

木，应用历史悠久，有木中楷模之说。楷木文化积淀

厚重，表２为典籍中对楷木文化及其象征的记载［４４］。

表２　典籍中对楷木文化及其象征的记载

典籍 记载 文化象征

《淮南子·草木谱》 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干枝疏而不屈，以质得其直也 直道而行、刚正不阿的高尚理想士人

《人物志·体别》 强楷坚韧，用在桢干

《翠渠摘稿》
予为进士时，人遗予以楷木笏，且告曰此孔林遗植

也。其理赤，其节密，可以直拄不可以横击也

国家之重臣正直有气节，直言敢谏，强劲刚

直若楷木之品性

《元郝经诗序》 进士登第，例授楷笏，无则以槐代之

《元遗山诗集笺注》 楷木以文为世所贵

《清容居士集》
唐文皇以孔林楷木裁手板，赐十八学士，乡中张鯷
政家犹存

金榜题名、蟾宫折桂，以文切入，为国效力的

大学士

《五杂俎》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传子贡手植者，其树十余围，

今已枯死。其遗种延生甚蕃

师生真挚情谊，儒家“忠孝”文化精神坐标

民间谚语 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知音同道，共有远大志向的仁人志士

　　黄连木生长寿命长，可达３００年以上，是名副其
实的古树名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据文

献报道，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株黄连木古树

距今已有２２００余年，该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
枝繁叶茂，被誉为“中华第一黄连木”［４５］。随着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古树名木独特

的科研、科普、历史人文和旅游价值也日益提升。古

树是绿色的活文物，不易移迁也不可复制仿造，今后

更应受到人们的珍惜和保护［４６］。

２　中国黄连木雌雄同株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价值
２．１　雌雄同株黄连木的发现

在国外，?ｚｂｅｋ等［４７］于土耳其的 Ａｎｔｅｐ省附近
发现２株雌雄同株黄连木，其雌花和雄花出现在同
一个花序之内，即两性花。Ｃｒａｎｅ［４８］于美国发现了３
株黄连木属植物的变异型，其雌雄同株特征表现：

①一株Ｐ．ｖｅｒａ和 Ｐ．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的杂交种上，其不同分
枝分布着几乎同等数量的雌花和雄花；②一株Ｐ．ｖｅｒａ
和Ｐ．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类似的杂交种上，其大部分为雄花但
有几个分枝分布着雌花；③一株 Ｐ．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雌株
上，其中一个分枝分布着雄花。Ｋａｆｋａｓ等［４９］于土耳

其Ｍａｎｉｓａ省发现了９株雌雄同株变异型黄连木，表
现特征包括雌雄花同株不同枝、雌雄花同枝不同花

序及两性花。Ｉ·ｆｅｎｄＩ·ｙａｒｏｇ̌ｌｕ［５０］在土耳其的 Ｉｚｍｉｒ省
发现１株Ｐ．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的特异型黄连木，其主要为雌
花，存在分枝为雄花或雌雄花并存。

在国内，２００８年河南省林州市林业专家对东姚
镇进行考察时，发现了７株自然野生的雌雄同株黄

连木，树龄３０余年且分布较为集中。在这７株特异
型黄连木中，雌雄花有的分布在同一枝条的不同侧

枝上，有的分布在不同主枝上［５１］。２０１１年，中国林
业专家于陕西略阳县也发现了雌雄同株黄连木，其

雌雄花着生在同一花序当中，纯雄花、纯雌花与同花

序数量比为１∶１∶３，但同花序上雄花多畸形败育［５１］。

同时，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项目组
专家在河北省唐县进行黄连木种质资源调查过程

中，首次发现当地存在的２３株珍稀黄连木雌雄同株
资源，其花序特异表现类型包括雌雄花同株不同枝、

雌雄花同株同枝不同花序、雌雄花同花序及两性花，

此外，初步证明当地雌雄同株黄连木的配子体均可

育，雌雄同花可自花授粉与结实［５２］。

２．２　雌雄同株黄连木的利用价值
雌雄同株黄连木能够自花授粉与结实的特性将

有助于打破黄连木缺乏良种、雌雄异株的低产瓶颈，

有助于雌雄同株黄连木丰产新品种的选育，促进我

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通过定向培育雌雄同株优

良种质资源，可以避免栽培只提供花粉不结果的授

粉雄株，能够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提升黄连木单位

面积产量和生产效率，进而推动我国经济林产业的

繁荣发展［３］。

３　开发利用对策
３．１　筛选优良种源，创建种质资源圃

目前，我国的黄连木林多处于半野生状态，生长

慢、结实率低，经济效益不高。今后要进一步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黄连木种质资源调查和收集工作，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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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抗病、速生、丰产等优良种质资源并加以保存；在

生产实践中，雌雄同株黄连木异变资源可进行自花

授粉，是培育新品种的珍贵资源，因此在今后黄连木

良种选育及新品种推广的过程中，大力发展优良雌

雄同株资源，加快优良品种选育，培育良种壮苗，创

建黄连木雌雄同株优良种质资源圃，对于调控黄连

木雌雄树比例，提高果实产量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

３．２　加强科技支撑，提高栽培管理技术
要依靠科技的进步与创新，加强与广大林业院

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育苗造林和栽培管理等

技术攻关，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对接，加快产学研一

体化步伐；建立分级技术培训制度，分层次、有计划

地开展黄连木实用栽培技术培训，形成科学高效的

管理技术模式，提高种植户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黄

连木的速生丰产［５３］。

３．３　加强综合利用，挖掘产业发展潜力
黄连木全身是宝，如黄连木雄花序富含蛋白质、

氨基酸和多酚等营养元素及次生代谢物质，但目前

只见民间作为蔬菜食用，若能挖掘其生物活性功能，

研发相关食用及保健产品，如黄连木黄酮胶囊及糖

果、黄连木植物芳香精油、黄连木花叶功能性饮料、

花粉酒、花粉护肤品及化妆品等，并推广进入市场流

通，有利于提高其综合利用率，解决黄连木由于童期

长无收益等问题，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和积极性，

促进黄连木资源的规模化工业生产，丰富我国的林

业产业。此外，黄连木叶色变化极为丰富，不同植株

同一时期叶片色彩差异显著，大力培育彩叶高产雌

雄同株黄连木，不仅能够进行丰富多彩的造景配置，

满足城市的景观层次要求，还能与美丽乡村建设相

结合，建立林旅融合产业发展区，进一步拓展生态旅

游、休闲度假、运动养生、文化传承等多层次和多种

类的森林康养服务功能，为彩叶黄连木产业的发展

创造巨大发展机遇［５４］。因此，加强对黄连木全株的

开发利用，挖掘现有产业价值，并加大相关高附加值

产品的研发力度，开发多样化衍生产品，延伸黄连木

深加工产业链，拓宽应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４　结束语
作为乡土树种之一，我国栽培和利用黄连木的

历史已逾千年，其分布较广、主根发达、适应性强、浑

身是宝，从最初的荒山绿化树种到重要的生物质能

源树种及药食同源树种，黄连木的经济价值得到了

进一步提高。但目前对于黄连木的开发利用集中在

利用其果实油脂资源开发生物柴油原料，以及基于

其嫩叶芽的药食价值开发出的各式保健茶产品上，

对于其他相关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不多；并且由于

黄连木的生长周期长，产出较慢以及缺乏良种、易受

种子小蜂危害等问题，其在我国的种群数量和规模

与其他造林树种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应当进

一步保护和开发黄连木种质资源，利用近年来陆续

发现的珍贵雌雄同株资源，扩大种植面积，提升种群

数量；加强对黄连木全株资源的综合利用，物尽其

用，促进黄连木产业发展，从而使其产生更大的经济

效益，推动经济林产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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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物性测定［Ｊ］．可再生能源，２０１０，２８（１）：
７２－７５．

［１１］胡小泓，倪武松，周艺，等．黄连木籽油的理化特性及
其脂肪酸组成分析［Ｊ］．武汉工业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６
（３）：４－５，２０．

［１２］陈隆升，彭方仁，梁有旺，等．不同种源黄连木种子形
态特征及脂肪油品质的差异性分析［Ｊ］．植物资源与
环境学报，２００９，１８（１）：１６－２１．

［１３］ＥＮＮＯＵＲＩＭ，ＦＥＴＯＵＩＨ，ＢＯＵＲＲＥＴＥ，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ｏｍ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ＯｐｕｎｔｉａｆｉｃｕｓＩｎｄｉｃａ．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ｅｅｄｏｉｌ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ｄｉｅｔｏｎｒａｔｓ［Ｊ］．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０６，９７（１２）：１３８２－１３８６．

［１４］祖庸，李小龙，郑国栋．黄连木的综合利用［Ｊ］．西北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８９，１９（１）：５５－６１．

［１５］钱建军，张存劳，姚亚利，等．黄连木油料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Ｊ］．中国油脂，２０００，２５（３）：４９．

［１６］王宗训．中国资源植物利用手册［Ｍ］．北京：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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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７］刘杰，杨松，邵思常．黄连木植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利用进展［Ｊ］．阜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５（１）：４３－４６．

［１８］姜冬梅，朱源，余江南，等．芳樟醇药理作用及制剂研
究进展［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１８）：３５３０－
３５３３．

［１９］段稢，陈婧，马履一，等．木本油料树种中国黄连木研
究进展［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１７（６）：１７１－
１７７．

［２０］柳建军，许立松，王菁菁，等．黄连木嫩叶抗氧化活性
研究［Ｊ］．食品科学，２００８，２９（９）：４５－４７．

［２１］龚苏晓．黄连木中的４－芳基－香豆素（新黄酮）二聚
物的结构及雌激素样活性［Ｊ］．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
册，２００１，２３（４）：２３９－２４０．

［２２］赵峰，杨靖，李志荣，等．五倍子、儿茶和黄连对１３０
株艰难梭菌的体外抗菌活性研究［Ｊ］．中医药信息，
２０２０，３７（６）：３８－４１．

［２３］邓冠军．黄连木叶酚类物质的提取鉴定、生物活性及
与精油联产的研究［Ｄ］．合肥：安徽大学，２０１４．

［２４］吴丽芳，汤明礼，吴正岩，等．一种黄连木绿茶的加工
方法：ＣＮ１０３９７６０６６Ａ［Ｐ］．２０１４－０８－１３．

［２５］吴丽芳，汤明礼，吴正岩，等．一种黄连木黑茶的加工
方法：ＣＮ１０３９７６０６７Ａ［Ｐ］．２０１４－０８－１３．

［２６］吴丽芳，汤明礼，吴正岩，等．一种黄连木红茶的加工
方法：ＣＮ１０３９６０４２２Ａ［Ｐ］．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２７］吴丽芳，汤明礼，吴正岩，等．一种黄连木黄茶的加工
方法：ＣＮ１０３９４７７８３Ａ［Ｐ］．２０１４－０７－３０．

［２８］吴丽芳，汤明礼，吴正岩，等．一种黄连木芽复合保健
花茶的制备方法：ＣＮ１０３９４７８０９Ａ［Ｐ］．２０１４－０７－３０．

［２９］杨小建，王金锡，胡庭兴．中国构树资源的综合利用
［Ｊ］．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０７，２８（１）：３９－４３．

［３０］张俊丽，贾丽娜，赵银平，等．国内核桃雄花序开发利
用研究进展［Ｊ］．农学学报，２０１８，８（１１）：５４－５７．

［３１］陈有民．园林树木学［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１９９０：５２２－５２３．

［３２］梁瑞龙，熊晓庆．名微品高：黄连木［Ｊ］．广西林业，
２０１８（１２）：４２－４３．

［３３］韩桥润．儒艺逾千年 精华方寸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孔门楷雕探究［Ｊ］．美术大观，２０１６（３）：８２－８３．

［３４］丁丹．木材加工产业园的木材高效利用方案［Ｊ］．中
国人造板，２０１５，２２（９）：５－７，１１．

［３５］贺国强，吴尚军，魏金康，等．利用抚育间伐木材栽培
黑木耳［Ｊ］．蔬菜，２０１８（３）：６１－６４．

［３６］查茜，姜卫兵，翁忙玲．黄连木的园林特性及其开发

利用［Ｊ］．江西农业学报，２０１０，２２（９）：５６－５９．
［３７］李义．黄连木在园林中的应用［Ｊ］．特种经济动植物，

２００９，１２（１２）：３０．
［３８］吕树．红叶乔木新品种：‘华夏红’红叶黄连木［Ｊ］．中

国花卉园艺，２０１４（４）：５７．
［３９］田会敏，代三花．黄连木的园林特性及开发利用［Ｊ］．

现代园艺，２０１３（６）：１１４，１１６．
［４０］王慧，詹双侯．合肥地区乡土树种在城市行道树中的

选择与应用［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２０（３）：１５７－
１５８，１６０．

［４１］李海奎．碳中和愿景下森林碳汇评估方法和固碳潜力
预估研究进展［Ｊ］．中国地质调查，２０２１，８（４）：７９－
８６．

［４２］时兰翠，崔宇佳，孟祥鹏．木质林产品高效利用之碳
汇效应［Ｊ］．黑龙江科技信息，２０１６（３６）：２２１．

［４３］招艳，张吕梁，范苏．我国森林生态功能发展的问
题及对策研究［Ｊ］．中国林业经济，２０２０（６）：３２－３４．

［４４］吕金海．粟裕故居与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
植物文化传承研究［Ｊ］．现代园艺，２０１９（３）：９７－９８．

［４５］汪秋更，郭书林，郭振武．中华第一黄连木［Ｊ］．国土
绿化，２０１０（１）：４２．

［４６］王华军，王志．古树复壮技术初探：以济宁市黄连木
古树复壮为例［Ｊ］．国土绿化，２０１７（２）：３６－３８．

［４７］?ＺＢＥＫＳ，ＡＹＦＥＲＭ．Ａｎ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ｆｏｕｎｄ
ｉｎｔｈｅ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ｏｆＡｎｔｅｐ，Ｔｕｒｋｅｙ［Ｊ］．ＰｒｏｃＡｍＳｏｃＨｏｒｔ
Ｓｃｉ，１９５８，７２：２４０－２４１．

［４８］ＣＲＡＮＥＪ．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ｉｓｍｉｎ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Ｊ］．ＣａｌｉｆＡｇｒｉｃ，
１９７４，２８：３－４．

［４９］ＫＡＦＫＡＳＳ，ＰＥＲＬ－ＴＲＥＶＥＳＲ，ＫＡＳＫＡＮ．Ｕｎｕｓｕａｌ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Ｄｅｓｆ．（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ｍｏｎｏｅｃｉｏｕｓｓ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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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ｋｅｙ［Ｊ］．ＩｓｒＪ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２０００，４８（４）：２７７－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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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ＺｉｒａａｔＦａｋＤｅｒｇ，２００７，４４（３）：１－１２．

［５１］王文浩，何皓，白倩，等．河北省唐县中国黄连木资源
类型及其育性研究［Ｊ］．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４３
（１０）：１０３－１０７．

［５２］王文浩．中国黄连木雌雄同株资源的发现及生物特性
研究［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４．

［５３］杨开良．关于加快木本粮油产业发展的几点思考［Ｊ］．
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９（４）：３－６，１５．

［５４］张运福．界首市邴集乡彩叶树种发展及应用［Ｊ］．安
徽林业科技，２０２２，４８（１）：５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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