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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沐 沛文

近几年，多肉植物
以其肉嘟嘟的身材、呆
萌的外形、娇艳绚丽的
颜色成为新一代植物

“萌宠”，其小巧、灵秀
的身姿尤其受到年轻
人的喜爱，不同色彩和
造型的多肉搭配在一
起，再配上一个个性十
足的小花盆，百十元钱
就能满足不同人群时
尚、个性的品味。打开
朋友圈，你总会刷到一
位朋友正在分享新种
植的多肉盆栽。

或许有人会纳闷，
这些小小的、长相奇特
的植物为何如此招人
喜爱？它们在种植养
护方面又怎样的特别
之处？今天让我们跟
着舟山大自然园艺的
主理人汤灵隽一起走
近 植 物 圈 的“ 精
灵”——多肉植物。

“懒人植物”
真的好养吗？

打开购物网站，关于多肉植物的描述，
商家们都会强调它的“好养、易活”，是新手
入门的最佳选择。那么果真如此吗？

“多肉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尤其像景天
科这一类的多肉，只要掰一片完整的叶片，
然后在适当的温湿度条件下，叶片的基部就
会再长出小芽，慢慢长大，成为一棵新的植
株。”汤灵隽告诉记者，相比较普通的花卉盆
景，多肉植物的种植不需要很大的空间，不
需要频繁的浇水，不需要太精细化的养护，
因此也被定义为“懒人植物”。“在快节奏的
工作生活中，人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
照顾，并且短期内就可以获得成就感。”

“碎片化管理”的确很符合现代人的生
活方式，再加上它新奇可爱的外表，这也是
为什么多肉植物的种植群体呈现年轻化的
趋势，尤其深受年轻女性、办公室白领的追
捧。

汤灵隽表示，多肉植物的种植要注意三
个条件。首先是一定的光照（尤其在生长
季，要有充足的光照）；第二，种植土要求疏
松透气，不能有积水，否则很容易烂掉；第三
要注意环境的透气通风，以防病虫害的发
生。“在我们舟山，夏天气温比较高，这时候
要注意避免多肉植物暴晒，在雨季的时候还
要注意排水，冬天也需要进行大棚或室内养
殖，以防冻坏。”

汤灵隽介绍，目前大自然园艺的多肉品
种涵盖景天科、大戟科、番杏科、百合科、龙
舌兰科、仙人掌科等等，售价在几元到几百
元区间价格不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大棚
自行挑选。

什么是多肉植物？
事实上，多肉植物并不是一种植物，也

不是植物学上的一个门类。它最早由瑞士
植物学家琼?鲍汉于1619年提出，通常指营
养器官（根、茎、叶）具有发达的薄壁组织，可
以贮存大量的水分和养分，并且在外型上肥
厚多汁的一类植物，有时也被称为多浆植
物、肉质植物、多肉花卉等等。

1716年，英国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里
查?布拿特里在《多肉植物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ucculents）一 书 中 ，使 用
“Succulent”一词指代多肉植物，日本明治
时代园艺家松泽进之助氏，将 Succulent
Plants译成汉文“多肉植物”，是为此名词
之来源，并一直沿用至今。

我国自明代以后，对多肉植物研究较
少，但华南一带民间栽培多肉植物却很普
遍，其中产自云南之四马路(景天科)及球兰
又称英兰(萝摩科)等颇为有名。明朝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以及高濂的《遵生八笺》对
多肉植物有所涉及。但现在昵称“肉肉”的
多肉植物(除仙人掌属仙人掌之外)最早传
入我国，是在20世纪初。当时，只是在沿海
的个别城市有人栽培，并且只有那些与国外
有交往的人们，通过亲戚朋友从国外少量地
带回几株，普通人难得一见。据统计，目前
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多肉植物已达12000多
种，隶属80多科，近800属。

“其实在很早以前，多肉植物在美洲、非
洲就已经开始被关注了，只是当时没有形成
一个体系。大概到了14、15世纪的时候，景
天科、大戟科、仙人掌科等多肉植物开始被
应用到园艺中，慢慢被重视起来。”汤灵隽告
诉记者，目前中国国内市面上最常见的多肉
植物有景天科、大戟科、番杏科、百合科、龙
舌兰科、仙人掌科等等，家族庞大，品种繁
多。但其中仙人掌科一类的多肉植物，早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在国内引起过潮流。
“当时东南亚一带的华侨把仙人掌、龙舌兰
科的植物引进到国内，而且一般都是比较富
有的家庭喜欢养，把它们当作镇宅的植物，
后来慢慢在全国普及开来。像景天科、十二
卷属这一类的多肉植物大概在2010年左右
开始火起来。”汤灵隽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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