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说全都叫做“樱花”，其实在日本有品种众多的樱花，樱花按照分类学属于蔷薇科植物。再

对其大致分类，有自古就生长的“野生品种（10 种）”和染井吉野等用于观赏、通过人工栽

培而增殖的“栽培品种（约 100 种）”。接下来，将简单为您介绍在“东北 梦幻樱花街道”

的樱花景点所能观赏到的樱花。 

 

 

１．野生品种 

 

１-１ 江户彼岸  

江户彼岸属于野生品种之一，除了分布于日本本州、四国、九州之外，

中国大陆、台湾和朝鲜半岛也有其踪影。品种名称源于在春季彼岸（春分）

前后，江户（东京的旧称）一带能看到许多这种樱花盛开。这种樱花树先

开花后长叶，在各种樱花中，因树龄可超过 1000 年而闻名。如今被指定为

天然纪念物的古树几乎都是江户彼岸。 
 
 
 
 

 
 

１-２ 山樱 

山樱是野生品种之一，分布于本州的宫城县和新泻县以西、四国、九州，

以及朝鲜半岛。品种名称的含义是“山上的樱花”，生长在村落附近的山

上，是日本的代表性野生樱花树，自古以来就深受日本人喜爱。樱花呈淡

粉色，有 5 片小花瓣，差不多在长叶片的同时，也开始开花。明治时代之

前说到赏花，并非是指染井吉野，而主要是指观赏山樱。“山樱”这一名

称也用来指相对“染井吉野”等栽培品种而言的，生长在山上的樱花总称，

因此有时候会和作为品种名称的“山樱”相互混淆。 
 

 
 

１-３ 大山樱 

大山樱在欧洲诸国被称为“山樱桃”，是分布在北海道、本州（北部和

中部）和四国（高海拔地区）的野生品种之一。种名的意思为“巨大的山

樱”，长得和山樱相似，但花朵和叶片都比山樱更大。此外，花朵的红色

比山樱的颜色浓郁，因此另有一个名字叫红山樱。分布区域比山樱更北或

海拔更高。在北海道能看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樱花树，因此在北海道也称

为虾夷山樱(虾夷是北海道的古称)。 
 
 
 
 
 

 
 

樱花种类 
 



１-４ 霞樱 

 
霞樱的主要分布区域以朝鲜半岛为中心，在日本国内的北海道、本州、

四国，此外在中国也有生长的野生品种之一。品种名称的含意是“如霞的

樱花”，花期到来之时漫山开满了小巧雪白的樱花，如同掩映着缥缈的春

霞。这种樱花在比山樱花海拔还高的区域也有分布。两者非常相似,不过如

果生长在同一个地方，霞樱的开花时间明显比山樱花要晚。典型的霞樱在

花梗、叶柄和叶片背面都有绒毛，因此也有毛山樱的别称。 
 
 
 

１-５ 大岛樱 

 大岛樱是野生品种之一，其自然分布的地区比较有限。大岛樱是分布在

大岛和伊豆群岛的特有树种，据说生长在伊豆半岛南部和房总半岛沿海地

区的大岛樱原本是用于柴火的栽培树种，后来变成野生的。其特点是属于

山樱的岛屿形态，对海风和大气污染具有强劲的抵抗力。叶片和花朵硕大，

许多樱花都散发着芳香，在形态和花期上具有诸多变异，是包括里樱在内

的众多栽培品种的原种。叶片还可作为食用，樱叶麻糬使用的就是大岛樱

花的叶片。 
 
 

 

１-６ 寒绯樱 

寒绯樱是原产于中国南部和台湾的野生品种之一。该品种几乎都是亚热带

树种，在冲绳的石垣岛和久米岛上也能看到，据说从台湾引到日本时已经

是野生品种了。品种名称的含义是“寒冷季节的绯色樱花”，盛开的是深粉

色的钟形花。多种樱花在花期尽头都是花瓣凋落的，但寒绯樱花的花瓣是

随着花托一起脱落的。 
 
 
 
 
 
 

１-７ 豆樱 

豆樱是主要分布在本州中部大断层（Fossa Magna）地区的一个野生品种。

豆樱多生长于富士山、箱根、八岳山等山地，是在这个火山地区诞生的品

种。品种名称的含义是“小型樱花”，是一种花朵和叶片都比其他樱花树小

的灌木。它还分布在南阿尔卑斯山、房总半岛和伊豆半岛。由于在富士山

脚这种樱花树分布较多，因此也被称为富士樱。 
 
 
 
 
 
 

１-８ 高岭樱 

 高岭樱是生长在从北海道和本州中部的亚高山带到高山带之间的野生

品种之一，在萨哈林南部和南千岛也有分布。品种名称的含义是“高山上

的樱花”，还拥有“峰樱”的别名。在本州，海拔 1500 米以上的山脉中能

看到它，而在更往北的北海道和萨哈林半岛，则能在海拔不高的山上和平

原上看到。高岭樱具有强大的萌芽能力，即使埋在积雪中，树枝也能长出



新枝，因此能耐大雪。 

１-９ 深山樱 

深山樱是生长在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的一种野生品种，分布在冷

温带、亚寒带和亚高山带的树林和树林边缘。品种名称的含义是生长在深

山中的樱花。其花形和其他的日本樱花相比，相当独特。白色的花朵盛开

时呈稻穗一样，具有原始性形状。它的另一个特征是在野樱树中花期较迟。 
 
 
 
 
 
 

 

１-１０ 丁字樱 

 丁字樱是日本特有的野生品种之一，分布在广岛县以东和熊本县的部分

山区。开花时花朵小巧雪白，而花托比花朵更粗更长，形状像丁香花，因

而取了这个品种名称。 

 
 
 
 
 
 

 
２．栽培品种 

 

２-１ 染井吉野 
 “染井吉野”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樱花，也是用于观赏的主要栽培品种。

4 月上旬，染井吉野绽放浅粉色的单瓣花。江户时代（1603-1867 年）末

期问世时，因为向往著名的樱花胜地吉野山，而叫做吉野樱。后来发现它

和吉野山的樱花并不相同，因为是染井地区出产的吉野樱花，于是就被命

名为“染井吉野”。染井吉野生长的速度很快，30 年就会长成一棵大树。

据说它是由大岛樱和江户彼岸杂交而成的，花势强劲，其特点是在叶片长

出来之前，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 
 
 

 

２-２ 垂枝樱 

 “垂枝樱”是江户彼岸的栽培品种。其特征是除了树枝下垂之外，其他都与

江户彼岸相同，并存在着几个谱系。垂枝樱在 3 月中旬开出淡粉色花朵。12 世

纪，它以“丝樱”的名字出现在诗歌中，自古就受日本人的喜爱，已有数百年

的栽培史。“垂枝樱”这一名称也用来通指树枝下垂的樱花，因而可能会与其

他栽培品种产生混淆。 
 
 
 
 
 
 
 
 
 
 



 

２-３ 红枝垂樱 

 “红枝垂樱”是江户彼岸的栽培品种。垂枝樱中花朵颜色为深红色的则

称为“红枝垂樱”。3 月中旬，在长叶片之前，它会绽放出浅粉色到红色

的单瓣小朵樱花。“红枝垂樱”和“垂枝樱”相同，都被称为“丝樱”。 
 
 
 
 
 
 
 
 

 

２-４ 八重红垂枝樱 

 “八重红垂枝樱”是江户彼岸的树枝垂泻、开重瓣花朵的栽培品种。4 月上

旬，在长出叶片之前，它会开放红色的重瓣小花。“八重红垂枝樱”因枝条修

长下垂而闻名，和“垂枝樱”一样也被叫做“丝樱”。京都平安神宫中的八重

红垂枝樱非常有名，由于这是 1895 年仙台市市长远藤庸治进贡的，因此也被

称为远藤樱。 
 
 
 
 
 
 
 
 

 

２-５ 御衣黄 
 “御衣黄”是里樱的栽培品种。在 4 月下旬，随着树枝上长出淡茶绿色

的叶片，黄绿色花瓣中夹有绿色线条的中等花径的重瓣樱花会一起绽放。花

瓣有 11 至 15 片，花色比“郁金”更绿，花瓣向后弯曲，在花朵将谢时，中间

会出现红线。“御衣黄”的名称源自皇家贵族服装使用的萌黄颜色，在江户

时代中期已有记载。绿色的花朵表明花瓣是来自树叶。 
 
 
 
 
 
 

 

２-６ 郁金 
“郁金”是里樱的栽培品种，以黄色花朵而闻名。在 4 月中旬，随着树枝

上长出淡茶绿色叶片，淡黄绿色的大朵重瓣樱花也一同盛开。满开之后，

外侧花瓣的底部会变得微带红色。“郁金”这个名称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就

广为人知，淡黄绿的花色和使用姜黄植物郁金的根茎染出的颜色（郁金色）

相似，从而得名。 
 
 
 
 
 
 

 



 

２-７ 盐竈樱 

 “盐竈樱”是里樱的一个栽培品种，在 4 月下旬，随着树枝上长出淡茶

绿色的叶片，白色的大朵重瓣樱花也同时绽放。这种樱花自江户时代以来

就享有盛名，是一种自古就在京都种植的名树。原木位于宫城县盐竈市的

盐竈神社。目前在盐竈神社种植的是由原木嫁接的后继树，并于 1987 年

被重新指定为国家级天然纪念物。 
 
 
 
 
 
 

２-８ 小彼岸 
据推测，“小彼岸”是一种由江户彼岸和豆樱杂交而成的栽培品种。在 4
月上旬，叶片长出之前，它就会开出淡粉色的单瓣小花。小彼岸被广泛种

植，但也有少数是自然生长的。树高 6 米左右，不高。枝条细密、花繁锦

簇，非常适合在家中庭院种植，并用作插花。 
 
 
 
 
 
 

 

２-９ 东海樱 

 “东海樱”是从“启太郎樱”的幼苗中甄选出来的栽培品种。3 月中旬，

在叶片长出之前，它会绽放出淡粉色的单瓣小花。树形呈扫帚状，从树干

上会长出气根，其特征是在小枝上也会开出许多花，适于早春剪切下来催

熟后进行插花。据推测，它是豆樱和支那实樱之间的种间杂交种，也被称

为“敬翁樱”或“岳南樱”。 
 
 
 
 
 
 

２-１０ 关山 
“关山”是里樱的代表性栽培品种，在 4 月中下旬，随着树枝上长出浅棕

色的新叶，它会开出深红色的大朵重瓣樱花，具有颜色鲜艳、花型硕壮、花

朵强健等特性。关山常被种植在公园和林荫道，在国外也深受欢迎。出现

在日本的喜庆酒桌上的樱茶，就是使用经过盐腌的这种樱花。 
 
 
 
 
 
 
 

２-１１ 普贤象 

“普贤象”是里樱的一个栽培品种，在 4 月下旬，随着树枝上长出红棕色

的新叶片，它会开出淡粉色的大朵重瓣樱花。普贤象自室町时代起就已经闻

名，据说这个名字是因为两到三片由雌蕊变成的叶子，和普贤菩萨骑坐的大

象鼻子和獠牙十分相像。它作为代表性的里樱，容易生长发育，所以经常被



种植在公园和林荫道上，在国外也被广泛栽培。 

２-１２ 松月 
“松月”是里樱的栽培品种。4 月中下旬，浅绿色新叶长出来时，它会开

出浅粉色的大朵重瓣樱花。花蕊是鲜艳的粉红色，花开之后就会变成雪白色，

樱花满开时，低垂的樱花，就像是穿了荷叶褶边和百叶褶皱衬裙的小芭蕾舞

演员一样，异常美丽。 
 
 
 
 
 
 

２-１３ 杨贵妃 

 “杨贵妃”是里樱的一个栽培品种。在 4 月中旬，淡绿棕色的叶片长出来

时，它会开出淡粉色的大朵重瓣樱花。据说很久以前，在奈良的兴福寺长着

一棵名树，开出的重瓣樱花的花色高雅、形态丰满，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美女

象征“杨贵妃”，因而在江户时代初期被世人命名的。 
 
 
 
 
 
 

２-１４ 红丰 

“红丰”是里樱的栽培品种。1961 年，北海道松前町的浅利政俊将“松前

早开”与“龙云院红八重”进行杂交栽培而成。4 月中旬，会开出深红色的

大朵重瓣樱花。其名称的含义是指这是一种花瓣可爱的重瓣大红樱花。 
 

 
 
 
 
 
 

２-１５ 四季樱 

 “四季樱”是将豆樱和江户彼岸进行种间杂交而产生的一个栽培品种。春

秋两季都会开花，春天开的花朵往往比秋天大。4 月上旬它会开出淡粉色的

单瓣小花。秋天则在 10 月左右开始开花，在温暖的地区，冬天也会陆续开

花。这个栽培品种的名称意味着它会在四季开花，但在夏季它是不开花的。 
 
 
 
 
 
 
 

２-１６ 冬樱 
 “冬樱”是豆樱和大岛樱杂交的栽培品种。春秋两季开花，春季开的花朵

往往比秋季大，4 月上旬会开出淡粉色的单瓣小花。秋季从 10 月到 12 月开

花，在温暖的地区，冬季还会继续开花。特点是花朵比其他在秋天盛开的樱

花要大。由于叶子很小，因此也被称为“小叶樱”。 
 
 
 



 

２-１７ 十月樱 

 “十月樱”据推测是由江户彼岸和豆樱进行杂交而成，具有小彼岸谱系的

栽培品种。春秋两季都会开花，春天开的花朵往往比秋天大。4 月上旬开出

的中等花径的淡粉色半重瓣花朵。秋季在 9 月左右开始开花，在温暖的地区，

冬天也会陆续开花。由于在日莲宗寺院中，它会在日莲和尚忌日的 10 月 13
号开花，因此别名也叫御会式樱。 
 
 
 
 
 
 

 

３．总称 

 

３-１ 里樱 

里樱在广义上是指相对野生樱花而言，栽培在村落中的樱花。从狭义上讲是指以大岛樱为主，加上山樱和大山

樱等杂交形成的栽培品种的总称。里樱有单瓣、重瓣和菊樱之分，以及花色浓淡和有无芳香之别，其中还有些花

呈淡黄绿色的品种，以及有 350 片花瓣的品种。 
 

３-２ 八重樱 

野生的许多樱花有 5 片花瓣，但有些却有 10 片、20 片或更多的花瓣，栽培品种中就存在许多这样的品种。从

广义上讲，长了 6 片以上花瓣的樱花统称为八重樱，也有牡丹樱这一别名。从狭义上说，一朵花有 10 到 100 片

花瓣的被称为八重樱，花瓣在 6 到 10 片的称为半八重樱，而花瓣超过 100 片的则称为菊樱。八重樱的花瓣据说

是由雄蕊转变而来的。八重樱花往往比单瓣樱花开得更晚，而且花期更长。 
 
 

４． 通用名称 
 

４-１ 姥彼岸樱 

姥彼岸樱是江户彼岸的通用名称，尤其是指古树个体。据说是因为开花时“没有叶片”的日语和“没有牙齿”

谐音，让人联想到没牙老妇人而得名的。 

 

４-２ 牡丹樱 

 牡丹樱是八重樱的通用名称，因为其开花风格与牡丹花相似而得名。另一方面，栽培品种也有被称为“牡丹”

的品种。“牡丹”在 4 月下旬开放大朵的淡粉色重瓣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