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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一些公园绿地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同绿地在建设过稃中规划与设计瑚念及景观方面存在着植物配比不合理

和过于注氧景观效果『【】】题．提}lj r乔．满、草复层种植的新理念。并对其生态效益进行分析。说明复合种植在放氧、滞尘、降温、减

噪、保持水土等方ff}i均娃普优r传统种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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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同城市化的发展，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

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城市绿化开

发驶入“快车道”。其中公园绿地以其社会、生态、景观，游憩、

文化等多种功能在城市绿化中发挥着蠹要作用．为各大城

市所霞视．发展十分迅速。但是目前许多公园绿地的开发还

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认识和实践水平．公园植物造景中大多

片面追求视觉效果和对生态理论的牛搬硬套．“草坪热”、“大

色块”、“大树移植”等使一砦城市的园林景观不古不今．形式

和内容如出一辙．没有地域特色，过于强调绿化对城市的装

饰美化作用。绿化布局唯大是举，追求大尺度、大气派、大手

笔、大色块．不分场合．一律是朋荸坪和低矮的植物组成的各

种复杂图案。要花费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才能形成和保持景

观效果．基本上仍停留在单一追求景观美化的层次．没有充

分考虑到植物组合对城市生态保持的重要作用。

城市公园绿地的首要功能是其生态功能。即优化城市

生态环境、维护城巾-生态安全、提升城市生态文化．在满足

生态功能要求的前提F．发挥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满

足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城f柯的nT持续发展。

为_r充分发挥城市公同绿地的乍态功能和效益．首先

要了解城市绿地生态环境效心的客观现状。结合城市总

体发展规划，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阂地制宜．从空间布

局和群落结构等方面对公同绿地进行布局规划与结构设

计。使之获得较好的生态效益。公闻绿地的设汁臆把环境

保护放在首要fcc置．综合考虑休闲游憩功能和环境保护

的关系：植物配置应以乡土树种为主，兼顾观赏性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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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公园绿地绿化建设应向质尽璎和效益型的方向发

展II_7l。城市公园绿地将以人、生物与环境的良性关系为目

的。功能走向生态的合理化。

1公园绿地建植存在问题

1．1公园绿地植物配比不合理

广场上都是大规模的草坪．没有足够成荫的树木．在炎

炎夏日和多雨季节。即使草坪创造的景观再美也难以让人

驻足。此外，草坪与树木相比．其生态效应早有定论，草坪在

降温增湿、吸收有害气体、降低噪音和防风挡雨等功能卜远

远不及树木．而养护费用却远远高于树木啊。目前广场绿化

还普遍存在着乔灌木比例不合理．缺乏观叶、观果树种的问

题。有些广场常绿树种用量较多．导致绿化气氛过于凝重。

广场绿化植物配置的艺术水平不高，种植形式呆板单调。

1．2绿地建设片面追求景观性

很多公阅绿地在建设过程中纯粹从视觉景观出发．没

有考虑公园绿地维持碳氧平衡、改善城市环境、营造城市

小气候、抗震减灾等生态功能，没能很好地为人们服务。不

具有经济性及实用性。公园绿地牛态设计是随着现代环境

意识运动的发腱而注入的现代内容。应从人类的乍理感受

要求出发。根据自然界生物学原理．利朋f；Ij光、气候、动植

物、土壤、水体等自然和人丁材料．研究如何创造令人舒适

的良好物理环境。需要研究景观生态学理论。适宜的生态

环境条件是植物良好，￡长的前提。营造植物景观的多样

性．也是对植物生态要求的体现19I。

2解决方法：乔、灌、草复层种植

2．1造景方面

在植物造景过程中，一方面应根据每种植物生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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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宜的寺地条件，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的立地条件选

择适宜的造景植物，同时还应积极采用乡土植物．既满足

植物的生态性，又形成植物造景特色。

乔、灌、草合理搭配，能够达到最佳牛态效益和景观效

益已成为共识，陈自新【l叫提出北京地区绿化乔(株)、灌(株)、

草(m2)的最佳比例l：6：20，常绿树与落叶树比为l：3．8。

2．2景观效果方面

为了丰富公园绿地的景观效果，需要加大树种的选择

范围。避免景观雷同。提高绿地景观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在

植物种和数量方面增加灌木和观色叶植物的使用鼍，确保

一年四季的色彩变化。重视地被植物和攀援植物，利用其

形态、花期各异的特点，增加视觉景观，改善群落结构，提

高绿化覆盖。对适应性强、观赏价值高的植物种类加大应

用范围，协调乔灌革的配置比例。丰富配置模式，体现地方

特色、文化特色⋯J。

有些公园绿地植物种类较少．植物种的应用比例不合

理．个别树种所占比例过大．而其他树种对景观和生态所

起的作用相对较小．树种相对单一。绿地的丰富度及多样

性较差。几乎所有的绿地复层绿化比例中都存在草坪所

占比例过大、乔灌草比例不协调、仡灌木应用较少的问题。

绿地的季相景观不丰富，春季观仡乔、灌木比较少，秋季观

叶树种比较少。建议今后应该加大基调和骨干树种的选

择范闹．避免景观雷同。增加灌木和观叶植物的使用量，确

保一年四季的色彩变化。

2-3植物配置建议

对广场绿地牛态效益的调查研究表明。公园绿地改造

以美化为主，本着维持原有地貌、避免水土流失、增加植物

种类、丰富植物色彩、满足市民观赏与休闲需求：根据地形

与条件，在高差大的地方种植灰莉、杜鹃、山瑞香等耐荫灌

木：在光线较好的地区，可以种植大红花、红绒球等开花植

物．通过植物形体与色彩变化，高低搭配适当，形成具有层

次感和丰时相变化的和谐稳定的植物群落。

结合广州的气候地形情况．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在公

园绿地的岔路口采刚灌木和地被搭配的方式造景。可选用

色彩艳丽、富于变化的团林地被植物与较高的灌木组合搭

配．形成高低错落、色彩丰富的植物群落，利用针葵、苏铁做

主景．下面搭配花叶艳山姜、冷水花、吊竹梅等观叶地被，结

合景石布置．形成艺术感强的山路小景，有引人入胜的观赏

效果。在道路两旁的视线焦点处也町采用上述布景方法，

不仅可以吸引游人驻足观赏，还能引导游人行进路线。

公园绿地的缓坡面弧线优美．可种植流线型组合的片

植地被．并于适当位置点缀球形灌木。公闶绿地的陡坡处

用蕨类植物、紫背竹芋和沿阶革等覆被．创造自然山林效

果．坡地上部种植红背桂．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在公同绿

地的坡面空旷处可点种斜叶榕．其根系对于坡面较大处具

有良好的圊t护坡作用。

2．4广州市营造公园绿地常见植物

据调查．在广州市园林绿地巾应用的地被植物有

100余种(变种、变型)．隶属于58科86属。在常，}j地披植

物中．草本类59种．木本类41种．在城市绿地中应用较为

广泛的地被植物主要为中性和耐荫的种类．分别有24种

和21种；喜阳地被植物有55种，主要是用作布置花坛、花

境或点缀水面；耐荫地被植物一般在林下片植，抑制杂草

生长、丰富乔灌木下层景脱IJ2】。

日前．能营造较好的景观效果、需要多加应用的乔木

类植物有：假槟榔、酒瓶椰子、红槟榔、蒲葵、散尾葵、红棕

榈、加拿利红枣、棍棒椰子、鱼木、铁冬青、红花羊蹄甲、枫

香、火焰木、乐昌含笑、降香黄檀、山小桔、小桐子、黄花风

铃木、斜叶榕、黄皮、山槐、山乌桕、山毛豆、假苹婆、苹婆、

翅荚决明、海南红豆、红锥、坡柳、金椰、王棕霸千棕、董棕、

华盛顿棕榈、铁树、扇形芭蕉、凤凰木、红花七叶树、印度七

叶树、悬铃木、合欢、银槭、异位瓶木、猩红栎、玉兰、木棉、

栾树、白蜡、臭椿、黄连木、火炬树、杜仲、榉树、苦楝、三角

枫、黄檀、白兰花、鹅掌楸、海桐、银杏等。

基础绿化层采用的草花有：百喜草、狗牙根、藤竹草、

香根草、斑茅、糖蜜草、紫花大翼豆、蝴蝶豆、矮生红草、郁

金香、百合、仙客来、石竹、麦秆菊、金盏菊、紫罗兰、美女

樱、蒲包花、马蹄莲、中国水仙、莲花掌、彩叶草、仙人掌、天

人菊、松果菊、桔梗、雁来红、翠菊、小丽花、百日草、孔雀

草、香水薄荷、银叶菊、大丽花、球根鸢尾、风铃草、报春花、

半枝莲、薰衣草、萤革、铁线莲、玉簪、非洲菊、芦荟、龙舌

兰、剑麻、花叶艳山姜、花叶芋等。

耐荫植物包括：白蝴蝶、紫背竹芋、蜘蛛兰、沿阶草、银

边草、冷水花、麦冬、龟背竹、鸭跖草、蕨类、棕竹、灰莉、山

瑞香等。

可选用的半耐荫植物包括：红背桂、花叶艳山姜、花叶

假连翘、花叶鸭脚木、蚌花、文殊兰、云南黄素馨、野牡丹、

红花油茶、观音竹、毛杜鹃、含笑等。

可选用的稍耐荫植物有：福建茶、黄叶假连翘、变叶

木、大红花、红花继木、九里香、希美丽、红绒球等。

从调杏数据可知．草等传统地被植物在应用面积上遥

遥领先．观仡地被应用面积在总应用面积中占17％。近年

来．国内在地被植物资源开发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园林

中的植物除上层的乔木和中层的灌木外。地被植物对园林

景观在生态及美学t的意义也不叮忽视，地被植物在园林

中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缺少地被植物，园林就失去其亲

近人的一部分．也就会使园林失色。

园林植物配置中，讲究色彩丰富与层次，目前，园林植

物的应用趋势已经从简荤的覆盖地面向观花、观色叶发展．

彩叶及观花地被植物将成为将来同林植物的发展方向，一

批新优彩叶及观花地被植物也己经在园林中大肇应用㈣。

通过合理利用乔木、灌木、地被、草坪等多层面的垂直

配置．能大大增加绿最、增强群落稳定性、提高绿地总体生

态效益．达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目的。冈此为了最大程

度地发挥绿色廊道的生态效益．促进人工绿地生态系统向

自然生态系统转变．有必要对绿色廊道植物群落进行合理

设计。对现有的不合理的人工植物群落进行改造，利用植物

造景和生态恢复技术，构建种类繁多、层次结构复杂、景观

色彩丰富、自然情趣浓重、地域特征突出和功能效益多样的

植物群落．提高群落自我更新和维持能力．促进城市植物的

健康生长。增强绿色廊道的稳定性和抗逆性。

3多层次配置植物的生态功能

3．1放出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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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C0：释放0：是植物于人最有价值的一个功能。

l hm2阔叶林每天能吸收C02 l 000 kg，牛产02 750 kg，

供1 000人呼吸所需要：而牛长良好的草坪，每公顷每天

只能II发收C02 360 kg，而每人每小时Ⅱ乎}}{的C02约为38

g。可见。在绿地组合设计中，要允分考虑到灌木、藤本、乔

木的乍态功能。低矮地被植物还日『以净化空气、吸收热

量、减轻噪音干扰、改善小气候．并能起到监测污染的作

用；同时还可以提高绿视率，增加叶断积指数，吸收上层

乔、灌木未能吸收的太阳光能．提高光能利用率。李辉通

过研究证明，57 m2的麦冬释放的0：可以满足一个成人l

d包括燃气和呼吸在内的耗氧艟．1 m2的吸热量相当于功

率l kW的空调机6．2 h工作量¨4I。

3．2碳氧平衡

城市绿色廊道的园林植被通过光合作用释氧同碳的

功能．除在城市低空范闱内从总量上调节和改善城Ⅸ碳

氧平衡状况中发挥其重要作用外．在城市中就地缓解或

消除局部缺氧、改善局部地区宅气质馈的作用显得尤为

重要。园林植被的这种功能．也是在城市环境这种特定的

条件下其他手段所不能替代的。

3．3蒸腾吸热

如果公园绿地有足够的而积．可以通过绿色植物的

遮荫及蒸发散热．帮助消除城市过多的热量，冷却空气。

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减少居民由于干热环境所引起

多种疾病的发生，带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舒

适度和生活质绩的效益，在城市这一特定的环境条件下．

具有特殊的霞要的意义。Budd等在研究绿色廊道和环境

保护之间的荚系时发现，河流及其两侧的植被可有效地

降低环境温度5一10℃．植被完全被砍伐的河流其月平均

温度升高8℃．在无风的情况下最高时达6℃以上。Grev等

指出．植被覆盖良好的绿地对提高整个城市气候和局部

小气候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乔灌草多层面设计的植被

特别能改善城市热岛效应．在小环境方面．植物种类丰富

的绿地不仅可提供阴凉、防风和通过蒸睛作用使城市变

得凉爽．而且还为野生动植物繁衍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生

存环境。提高丫生物多样性。调食显示，自．地被植物的林下

比没有地被植物的林下温度低1．2℃．空气湿度高m 10％

一20％．爬满r地锦的墙【lii比没有绿化的墙面的温度平均

要低5℃左右．室内温度则相差2．3℃¨5I。地被植物的生态

效应．更n湿】}I{地被植物在园林绿化中的意义。

3．4减菌效益

园林植被对细菌的抑制和杀灭作用．通过我们对城

市绿地中含菌域显著少于非绿地的测定以及前人对此类

的大最研究已提供实证，在城Iff的环境条件下．园林植被

通过其枝叶的吸滞、过滤作JI}J减少粉尘(作为细菌的载体1

而减少城市空气中细菌含跫。城市绿色通道具彳1．较高的

绿化覆盖率．合理的乔、灌、草的配植比例．具有良好的通

风条件．能避免产生有利于细菌繁殖的阴湿小环境，有利

于减少宅气含菌最。

3．5滞尘效应

园林植被通过树木降低风速if『『起到减q!作用．通过其

枝叶对粉尘的截留和吸附作J{j。从而实现滞小效应。大气

中的灰尘和粉，p窬易使人患上二气管炎、支气管炎、伞肺和

肺炎等疾病。绿地在净化空气方面起着瞳耍的作朋。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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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长季节中，树林下的含尘量比露天广场上空气的含

尘鞋的平均浓度娶低很多，花园和公园审气中的含尘量明

显降低116I。渊林植被通过树木的降低风速而起到减令的作

用，通过植物的枝叶对粉尘的截留和吸附作JH{实现滞尘效

应。当含尘气流经过树冠时．其中一部分颗粒较大的灰尘

被枝叶阻挡而降落，另一部分则滞留在枝叶表面。在滞纳

粉尘方面，园林树木、灌木比草本植物表现更为优异。

3．6减噪效应

往往受到噪音源和一定空间距离的局限，更多地表

现为局部效应。北京市园林科研所近年的研究己得Hj复

层种植结构的减噪效应优于其他种植类型的结论．发展

常绿阔叶植物也有助于提高生态效益。

4结语

长期以来，公园绿地植物景观多倾向于美学的研究和

实践．关于植物景观的生态设计和乔灌草结合设计却很

少。植物景观存在类型单调、结构简单、稳定性差、容易退

化以及维持养护赞j}j较高等缺点。根据植物造景的发展趋

势．结合同林植物造景中缺少明确指标和要求不足的现

状．如何科学地利用乍态学原理指导公园绿地同林植物景

观营造，如何在满足景观的功能下进一步挖掘生态功能．

如何真正达到公园绿地阅林景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想

目标。使公园绿地植物造景在艺术性及科学性上达到统

一。在景观营建的基础上考虑其水土保持的生态功能．实

现公同绿地景观、生态、游憩的最优组合．使公园绿地社

会、经济、文化效益综合发挥．实现经济高效、科技先进、生

态和谐、景观优美的闻林植物造景的最终目标旧。新建和在

建的公园绿地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此外．公园绿地配置的系统性比较弱．综合效益发挥

不充分。公园绿地作为城市绿地中最重要的绿地类型．要

充分发挥公园绿地的综合效益．使其对城市功能的完善

及城市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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