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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4〕264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下发
《上海市花白玉兰推广应用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的通知

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白玉兰是上海市花，承载着城市标识、市民情感等多重

功能，象征着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为进一步提

高白玉兰显示度，加强白玉兰推广应用，我局制定了《上海

市花白玉兰推广应用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现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做好贯彻实施。

附件：1.上海市花白玉兰推广应用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

2.白玉兰栽植和养护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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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4年 7月 4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园科院、公园管理事务中心、绿建中心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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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花白玉兰推广应用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

白玉兰是上海市花，承载着城市标识、市民情感等多重

功能，象征着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广泛应用于

城市风貌建设、文化艺术评奖、对外友好交往等各个领域，

是上海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公共文化资源。目前，本市白玉兰

仍存在总量不够多、长势不够好、市民感受度不够高等问题，

为加强白玉兰推广应用，特制定白玉兰推广应用三年行动计

划。

一、总体原则

（一）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在白玉兰推广应用过程中，应根据绿地设计方案和现场

条件，选择地形高的区域及靠近路口的位置栽植白玉兰，并

做好土壤改良，做到适地适树，确保能成活、长得好。

（二）控制成本、经济节约

在绿地建设和改造过程中，不能简单追求“规格”和“数

量”，应选择小规格的白玉兰苗木，并控制栽植密度，给树

木留好较为充足的生长空间。

（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白玉兰推广应用工作，特别是在

白玉兰文化打造、宣传导赏等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优



4

势，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工作目标

加大白玉兰应用数量，提升白玉兰养护质量，至 2026

年底，完成“1+20+30+100”的任务，玉兰开花期间形成“处

处可见树形美、朵朵向上花枝俏”的形象愿景，在本市重点

区域、窗口区域形成一批市民观赏点。其中，“1”是指启动

上海市白玉兰文化公园建设，“20”是指新建、改建以白玉

兰为主的玉兰属植物特色园 20 座（区域面积 1000 平米以

上），“30”是指利用道路连接带、隔离带、公园绿地园路等

新增白玉兰特色道路 30条，“100”是指在本市街头、拐角、

路口等区域新增白玉兰栽植及观赏点位 100个。

三、主要任务

（一）加大白玉兰推广应用力度

在全市范围内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广泛种植，将白玉

兰元素融入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在 3个市级核心区域、8个

市级重点区域、13条市级重点道路、“一江一河”以及五个

新城建设中加大白玉兰等玉兰属植物应用。通过新建绿地、

环城公园带、绿道、口袋公园等项目，打造白玉兰特色景观。

结合行道树新建改建、绿化特色道路建设、绿地改造提升，

特别是在拐角绿地中增加白玉兰应用，以及增加行道树白玉

兰，提升白玉兰街头可见度。在社会绿地开放共享中推广种

植白玉兰，增加社会绿化中白玉兰数量。

（二）提升公园绿地内白玉兰养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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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调查区域内公园绿地、行道树白玉兰生长现状，并

制定养护提升方案。对长势尚可的白玉兰，通过施肥、切口

防腐处理等技术措施，提升其生长势。对因地形原因长势不

佳的植株，可以通过地形改造、排水处理、更换新植株等方

式，提升白玉兰生长势和观赏价值。

（三）做好白玉兰等玉兰属植物苗源储备

通过长三角城市生态园林协作联席会议、上海市园林绿

化行业协会等平台对国内现有白玉兰等玉兰属植物苗圃进

行排摸，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保证足够、优质、稳定且成本

可控的苗源供应。开展品种选育工作，合理选择适应上海立

地条件、花期长、抗性好的优良品种，为后续白玉兰推广提

供更广泛的品种选择。

（四）加强白玉兰养管技术培训

以精细化养管为目标，加强白玉兰栽植、养护技术指导

与培训，培养一批白玉兰栽植养护专技人员，提升白玉兰栽

植养护水平。发挥好专业技术人员优势，各区建立技师、高

级技师区域负责制，负责养护区域内白玉兰养护技术把关，

切实提高白玉兰的养管水平。

（五）开展白玉兰文化科普宣传

结合市民绿化节，组织开展白玉兰导赏、认建认养、文

创市集、衍生产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活动，引导白

玉兰进庭院、进家庭，面向或引导学校组织开展白玉兰科普

教育。坚持举办白玉兰文化节，结合 2026年市花命名 4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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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白玉兰文化的科普宣传，新

品种白玉兰征名，弘扬和阐释白玉兰代表的城市精神与文化

内涵，进一步提升市民对白玉兰的知晓度和认同感。

四、计划安排

（一）制定方案阶段

1.2024年 8月底前，各区绿化管理部门对本区域近几年

的绿化建设任务进行梳理，对白玉兰在公园绿地的种植现

状、应用形式及生长情况开展调研，对照工作目标形成任务

清单。

2.2024年 9月底前，根据任务清单，制定专项推广应用

方案。

（二）实施阶段

1.2025年 6月底前，实施本市重点区域、重要道路、新

建改建绿地、绿道、口袋公园中白玉兰应用，新增白玉兰栽

植及观赏点位 30个、特色道路 10条、特色园 5座。

2.2025年 7月至 2025年 12月，实施本市新建改建绿地、

绿道、口袋公园、道路及社会绿地白玉兰应用，新增白玉兰

栽植及观赏点位 30个，总计达 60个；特色道路 10条，总

计达 20条；特色园 5座，总计达 10座。

3.2026年 11月底前，启动上海市白玉兰文化公园建设，

本市各种类型绿地建设全面实施白玉兰应用，新增白玉兰栽

植及观赏点位 40个，总计达 100个；特色道路 10条，总计

达 30条；特色园 10座，总计达 2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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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阶段

2026年 12月，各区对白玉兰应用推广工作进行总结分

析，形成白玉兰推广应用长效工作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强化市区联动

各区要高度重视白玉兰推广应用工作，应将该项工作纳

入年度重点工作，制定实施方案，明确部门分工，确保落实

到位。市级部门做好统筹协调，成立白玉兰推广应用专家组，

加强对各区的业务指导，对于重点区域的白玉兰推广应用方

案，将通过专家组进行把关，重点跟踪。

（二）健全机制，加大资金保障

市级部门将白玉兰应用推广工作纳入重点绩效考核。市

区部门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积极与各项补贴资金项目结

合，做好财力保障，确保应用推广经费落实到位。

（三）强化科研，确保技术支撑

上海市园科院、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植物园等单位发

挥白玉兰研究优势，从耐湿性、耐盐碱性、花期等角度进一

步开展白玉兰的品种筛选。绿化指导站积极推进新优品种示

范应用，加强相关标准宣贯，并从白玉兰养护管理等方面加

强技术培训及指导，提高白玉兰的日常栽植、养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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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白玉兰栽植和养护技术要求
由于本市地下水位高、土壤 pH值高以及栽植养护技术

不规范等原因，白玉兰在本市城市绿化应用中普遍存在着移

植成活率低、长势差、景观体现度低等问题。因此，上海发

布了《白玉兰栽植养护技术规程》（DB31/T 1393-2023），提

高白玉兰栽植养护技术水平，提升白玉兰在上海绿地的景观

效果。主要技术要点如下：

一、苗木要求

苗木的选择关系到栽植成活率和今后的景观效果，要严

格控制苗木质量，根据不同绿化要求确定苗木规格,苗木规

格控制在 5-10公分。苗木要求为全冠苗，无病虫害，无病

斑、腐烂、虫眼、活虫体、虫卵、茧等，苗木外形整齐，冠

型饱满，树干直，主枝、侧枝分布均匀，树冠不歪斜，顶枝

状况良好，幼苗未受损，提前 1-2年断根，促使萌发须根。

推荐以望春玉兰作为砧木的根接苗，不宜选择以乐昌含笑作

为砧木的苗木。

二、栽植要求

白玉兰喜光，根系为肉质根，积水容易引起根系腐烂，

喜肥沃疏松的酸性土壤，而上海地下水位高，栽植应因地制

宜，选择地势高，排水良好区域。

1.场地选择。白玉兰喜光，种植区域要求光照良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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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应避免有遮光建筑或植物，留出充足的生长空间，避免因

光照不足导致长势不良或偏冠；白玉兰不耐积水，种植区域

要求排水良好，因此应选在绿地内抬高区域种植。

2.抬高地形及通气排水。栽植穴底面距离地下水位≥50

cm，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场地，需抬高地形。树穴底部应加铺

20cm-30cm厚度碎石和粗沙，有条件的区域可铺设地下排水

暗管，同时安置通气管。

3.土壤改良。栽植土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pH值 6-7，

有机质 50g/kg，容重 1.1-1.4g/cm3，通气度 8-10%），并施

足基肥。

4.栽植时间。一般应在 12月份至来年 1月份白玉兰落

叶后开花前种植。种植时树冠应保持基本完整（不要回缩修

剪），种植后第一年应在开花前抹掉花苞，避免营养过度消

耗，提高成活率。

5.栽植后养护。白玉兰种植后 2年内需注意树干保水和

夏季喷淋降温。栽植前，树干和分枝点以上 2m高度内的主

干和侧枝宜用布条严密绑扎（侧枝绑扎可达 1/3长度），正

常生长 2年后及时解除绑扎。栽植后 2年内，在 35 ℃以上

的高温晴朗天气，每日早 7点前、晚 7 点后对树冠、树干应

各喷水 1次。

三、养护要求

1.修剪。白玉兰自然冠型优美，一般不做修剪。如要修

剪，应在早春展叶前进行，一般不进行短截，以免剪除花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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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病虫枝、干枯枝、下垂枝及徒长枝、过密枝及无用的枝

条疏除，利于植株通风透光。修剪后应及时对较大的伤口涂

抹伤口愈合剂，以防止病菌侵染。

2.施肥。白玉兰每年花后（4月份）追肥一次、冬季休

眠期（12月-翌年 1月）施基肥一次。施肥量一般为：胸径

＞10cm植株，基肥 2kg有机肥/株、追肥 0.5kg/株复合肥；

胸径≤10cm植株，基肥 1kg有机肥/株、追肥 0.5kg/株复合

肥。

3.病虫害防治。在上海白玉兰病虫害较少，但有介壳虫

和黑色枝小蠹发生，可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进行防治。

4.长势不良植株处理。对长势不良植株，应采取相应的

养护措施，提高其生长势。因光照不足而长势不良的植株，

可对周边植物进行修剪后给予白玉兰充足的阳光空间。因排

水不良的，应进行排水沟及透气管铺设；冠型、长势很差通

过常规手段确实难以恢复的，建议移除后另选新植株在适宜

区域栽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