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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山水园林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城市发展和改善人居环境的有效途径，在山水园林城市

建设中特色植物的应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安康市山水园林城市建设中植物资源的应

用情况的全面调查，统计出乡土特色植物与外来植物种类及比例，分析了安康山水园林城市建设

中植物选择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应用特色植物，营造具有安康特色的山水园林城市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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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２１世纪城市

建设模式提出“山水园林”城市的概念［１］。他倡导：群山

披绿，古木垂林；奇花异草，葱茏秀丽；环城绿带，茂林苍

郁；公共绿地，波光潋滟；城区绿树掩映，道旁花卉点缀，
庭院流水透绿，雕塑风格多样。现在城市高楼林立，车
行如梭，烟尘弥漫，工作节奏加快，缺乏自然美，易使人

产生压抑感、疲劳感，因而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

真。山水园林城市的建设不仅能满足人们的旅游观赏

需求，更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１９９０年７月３１日钱

学森在给吴良镛的信中提出，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

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新“山水

城市”的概念。自１９９２年北京、合肥、珠海三市被评为首

批国家园林城市以来，各地纷纷掀起了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的高潮。截至２００８年，全国已评出了１１批１３９个国

家 园 林 城 市。目 前，还 有 一 大 批 城 市 正 在 积 极 创

建中［２］。
安康作为陕西省南部的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建

设山水园林城市的自然条件优势，现在已形成山水园林

生态城市的初步形态［３］。在山水园林城市建设中特色

植物资源的应用不仅能体现一个城市的风格与特色，还
能提升城市建设的品位与文化档次，更能增强城市的竞

争力，同时还能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效益

的提高。古人说：山借树而为衣，树借山而为骨，树不可

繁，要见山之秀丽；山不可乱，须显树之光辉［４］。从山与

树二者的关系出发，充分说明了植物在山水园林城市建

设中的重要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１．１．１　安康地理地貌　安康市地处陕西省东南部，以汉

江为界，分为二大地域，北为秦岭地区，南为大巴山地

区，以汉江—池河—汉水为秦岭和大巴山的分界［５］，东
承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及神龙架自然保护区，西邻汉中

三国遗址，是连结国家规划的“西安—三峡—张家界”绿
色生态旅游长廊中的重要驿站，又是陕西绿色生态旅游

的品牌［６］。

１．１．２　安康气候特征　安康市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垂直地域性气

候明 显，年 平 均 气 温 在１５℃左 右。全 市 日 照 时 数

１　４９５．６～１　８３６．２ｈ。年降水量７５０～１　１００ｍｍ。全市

无霜期２１０～２７０ｄ，平均８个月以上。主要气候特点是

冬季寒冷少雨雪；夏季多雨并有伏旱；春暖干燥；秋凉湿

润并 多 连 阴 雨。主 要 灾 害 性 天 气 是 伏 旱、暴 雨 和 连

阴雨［７］。
目前，安康正在创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

别达到３５％和４０％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０ｍ２以

上；到２０２０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４０％和５０％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２ｍ２以上［８］。根

据《安康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未来的安康将建设成

为集山水风光、人文特色、旅游休闲为一体的生态宜居

城市。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安康中心城区范围内的

各类绿地，具体范围为南到香溪洞风景区缘，北到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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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车站，西接安康大道，东达安康市枣园路。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全面调查法，以实地调查为主，
资料分析为辅。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查阅大量有关安

康山水园林建设的文献以及植物应用情况的资料，对安

康市具有代表性的园林绿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包括城市

道路、城市公园、广场和街头绿地等。

２　结果与分析

该次调查共查清安康常见的景观绿化植物有１０５
种，隶属５６科，其中乔木５２种，灌木３１种，草坪及地被

１６种，藤本６种。主要的植物种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安康常见的植物种类

中文名称 拉丁名 科名 主要园林用途 植物来源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 樟科 行道树 乡土

银木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ｅ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樟科 行道树 乡土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ｎ　ｌｕｃｉｄｕｍＡｉｔ． 木犀科 行道树 乡土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Ｔｈｕｎｄ．）Ｌｏｕｒ． 木犀科 行道树、散植 乡土

柑橘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ｌａｎｃｏ． 芸香科 观果 乡土

柚子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 芸香科 观果 乡土

三代橼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　Ｌ． 芸香科 行道树 乡土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Ｏｌｉｖ． 杜仲科 造林 乡土

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 千屈菜科 观花、观枝干 乡土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Ｄｕｒａｚｚ 豆科 观花 乡土

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ｄ．）Ｌｉｎｇｄｌ． 蔷薇科 观果 乡土

木瓜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Ｔｈｏｕｉｎ）Ｋｏｅｈｎｅ 蔷薇科 观枝干 乡土

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Ｌ．）Ｒｏｘｂ． 大戟科 观叶 乡土

鸡爪槭 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Ｔｈｕｎｂ 槭树科 观叶 乡土

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ｘｍ． 无患子科 行道树 乡土

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ｍｕｌｏｒｏｓｓｉ　Ｇａｅｒｔｎ． 无患子科 行道树 乡土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Ｌａｍｂ． 松科 林植 乡土

柳杉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ｏｏｉｂｒｅｎｋ　ｅｘ　Ｏｔｔｏ　ｅｔ　Ｄｉｅｔｒ． 杉科 行道树 乡土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ｄ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ｔａｌｉｓ（Ｌ．）Ｆｒａｎｃｏ 柏科 绿篱 乡土

圆柏 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ｎｔ． 柏科 行道树 乡土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Ｌ．）Ｌ’Ｈｅｒ．ｅｘ　Ｖｅｎｔ． 桑科 行道树 乡土

桑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Ｌ． 桑科 造林 乡土

梧桐 Ｆｉｒｍｉａｎａ　ｓｉｍｐｌｅｘ（Ｌ．ｆ．）Ｍａｒｓ． 梧桐科 绿化观赏 乡土

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 金缕梅科 庭荫树 乡土

棕榈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Ｈｏｏｋ．ｆ．）Ｈ．Ｗｅｎｄｌ． 棕榈科 行道树、丛植 乡土

乔木植物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 银杏科 行道树或群植 乡土

七叶树 Ａｅｓｃｕ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ｕｎｇｅ 七叶树科 庭荫树 外来

悬铃木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Ａｉｔ．）Ｗｉｌｌｄ． 悬铃木科 行道树 外来

雪松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Ｒｏｘｂ）Ｇ．Ｄｏｎ 松科 孤植、庭荫树 外来

喜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Ｄｅｃｎｅ． 珙桐科 行道树 外来

慈竹 Ｎ．ａｆｆｉｎｉｓ（Ｒｅｎｄｌｅ）Ｋｅｎｇ　ｆ． 禾本科 丛植 外来

紫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ｎｉｇｒａ（Ｌｏｄｄ．ｅｘ　Ｌｉｎｄｌ．）Ｍｕｎｒｏ 禾本科 丛植 外来

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ｄｅｎｕｄａｔａ　Ｄｅｓｒ． 木兰科 观花 外来

二乔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ｓｏｕｌａｎｇｅａｎａ（Ｌｉｎｄｌ．）Ｓｏｕｌ．－Ｂｏｄ． 木兰科 观花 外来

广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Ｌ． 木兰科 行道树 外来

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ｉｇｏ（Ｌｏｕｒ．）Ｓｐｒｅｎｇ． 木兰科 观花 外来

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Ｓａｒｇ． 木兰科 行道树 外来

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Ｌｏｕｒ．）Ｐｏｉｒ． 杜英科 行道树 外来

樱花 Ｐｒｕｎ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 蔷薇科 丛植、行道树 外来

红叶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ｅｒａｉｆ－ｅｒａｆ．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Ｊａｃｑ． 蔷薇科 丛植、观花观叶 外来

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ｉ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ｓｅｅｍ．）Ｈｅｍｓｌ． 玄参科 庭荫树 外来

垂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Ｌ． 杨柳科 行道树 外来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 豆科 观花 外来

龙爪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ｖａｒ．ｐｅｎｄｕｌａ　Ｌｏｕｄ． 豆科 散植 外来

龙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ｋａｉｚｕｋａ 柏科 孤植、列植 外来

金橘 Ｆｏｒｔｕｎｅｌｌａ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　Ｓｗｉｎｇｌｅ 芸香科 观果 外来

木芙蓉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　Ｌ． 锦葵科 列植、丛植 外来

榆叶梅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ｔｒ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ｄ． 蔷薇科 孤植、丛植 外来

罗汉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Ｔｈｕｎｂ．）Ｄ．Ｄｏｎ 罗汉松科 对植、孤植 外来

红枫 Ａｃｅ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ｃｖ．Ａｔｒｏｐｕｃｅｕｍ 槭树科 观花 外来

南洋杉 Ａｒａｕｃａｒｉａ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ｉ　Ｓｗｅｅｔ． 南洋杉科 列植、孤植 外来

无花果 Ｆｉｃｕｓ　ｃａｒｉｃａ　Ｌ． 桑科 庭荫树 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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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中文名称 拉丁名 科名 主要园林用途 植物来源

黄荆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Ｌ． 马鞭草科 盆景 乡土

紫荆 Ｃｅｒｃ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ｕｎｇｅ 豆科 观花 乡土

六月雪 Ｓｅｒｉｓｓ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Ｃｏｍｍ． 茜草科 观花 乡土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 茜草科 绿篱 乡土

小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Ｌｏｕｒ． 木犀科 绿篱 乡土

火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Ｍａｘｉｍ．）Ｌｉ 蔷薇科 绿篱 乡土

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Ｔｈｕｎｂ．）Ａｉｔ． 海桐花科 绿篱 乡土

南天竺 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小檗科 绿篱 乡土

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 蔷薇科 绿化 乡土

十大功劳 Ｍａｈｏ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Ｌｉｎｄｌ．）Ｆｅｄｄｅ 小檗科 群植 乡土

芭蕉 Ｍｕ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芭蕉科 丛植 乡土

构骨 Ｌ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Ｌｉｎｄｌ． 冬青科 观叶 乡土

君迁子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ｌｏｔｕｓ　Ｌ． 柿树科 作盆景 乡土

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 山茶科 观花 乡土

中华蚊母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Ｆｒ．）Ｄｉｅｌｓ 金缕梅科 做盆景 乡土

灌木植物 八仙花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Ｔｈｕｎｂ．）Ｓｅｇｒｉｎｇｅ 虎耳草科 观花 乡土

红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ｆｒａｓｅｒｉ 蔷薇科 观叶 外来

木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ｓｙｒｉａｃｕｓ　Ｌ． 锦葵科 绿篱 外来

金叶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ｖｉｃａｒｙｉ 木犀科 绿篱 外来

小叶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Ｃａｒｒ． 木犀科 绿篱 外来

黄杨 Ｂｕｘｕｓｓｉｎｉｃ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Ｃｈｅｎｇ 黄杨科 绿篱 外来

紫叶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ｖａｒ．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Ｃｈｅｎａｕｌｔ 小檗科 绿篱、群植 外来

八角金盘 Ｆａｔ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Ｄｅｃｎｅ．ｅｔ　Ｐｌａｎｃｈ． 五加科 群植林下 外来

雀舌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Ｌｅｖｌ． 黄杨科 绿篱 外来

红花继木 Ｌｏｒ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ｄｅｎｓｅ　ｖａｒ．ｒｕｂｒｕｍＹｉｅｈ 金缕梅科 绿篱 外来

凤尾兰 Ｙｕｃｃａ　ｇｌｏｒｉｏｓａ　Ｌ． 龙舌兰科 观花、观叶 外来

月季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 蔷薇科 做花境 外来

苏铁 Ｃｙｃ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ａ　Ｔｈｕｎｂ 苏铁科 孤植、对植 外来

贴梗海棠 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Ｓｗｅｅｔ）Ｎａｋａｉ 蔷薇科 孤植 外来

珊瑚树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ａｗａｂｕｋｉ　Ｋ．Ｋｏｃｈ 忍冬科 绿篱 外来

夹竹桃 Ｎｅｒｉ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Ｍｉｌｌ． 夹竹桃科 观花 外来

麦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Ｗａｎｇ　ｅｔ　Ｔａｎｇ 百合科 草坪用 乡土

鸢尾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鸢尾科 丛植、群植 乡土

兰花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兰科 盆栽用 乡土

三色堇 Ｖｉｏｌ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Ｌ． 堇菜科 做花境 外来

白三叶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豆科 草坪用 外来

葱兰 Ｚｅｐ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 石蒜科 草坪用 外来

一串红 Ｓａｌｖｉａ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Ｋｅｒ－Ｇａｗｌｅｒ 唇形科 花镜 外来

地被及 菊花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菊科 花镜 外来

草坪植物 羽衣甘蓝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ｖａｒ．ａｃｅｐｈａｌａｆ．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十字花科 观叶 外来

大花美人蕉 Ｃａｎ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　Ｂａｉ１ｅｙ． 美人蕉科 丛植、群植 外来

紫叶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酢浆草科 草坪用 外来

草地早熟禾 Ｐｏａ　ｐｒｅｔｅｎｓｉｓ 禾本科 草坪用 外来

高羊茅 Ｆｅｓｔｕｃａ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 禾本科 草坪用 外来

多年生黑麦草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Ｌ． 禾本科 草坪用 外来

剪股颖 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ｅ　Ｈａｃｋ．ｅｘ　Ｈｏｎｄａ 禾本科 草坪用 外来

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禾本科 草坪用 外来

紫藤 Ｗ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ｓ）Ｓｗｅｅｔ． 豆科 花架用 乡土

爬山虎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葡萄科 垂直绿化 乡土

垂直绿 迎春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木犀科 垂直绿化 乡土

化植物 扶芳藤 Ｅｖｏｎｙｍ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卫矛科 垂直绿化 外来

五叶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ａ　Ｐｌａｎｃｈ． 葡萄科 垂直绿化 外来

黄馨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ｍｅｓｎｙｉ　Ｈａｎｃｅ 木犀科 垂直绿化 外来

７９



·园林花卉·景观 北方园艺２０１２（１５）：９５～９９

２．１　特色植物资源应用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安康绿地植物种类比较丰富，但１０５
种植物和安康自然分布的野生园林植物种类相比较又

显得微不足道，应用植物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树

种有珙桐、柑橘、枫香、芭蕉、枇杷、乌桕等。这些植物虽

得到一定的应用，但是应用范围比较狭窄，应用数量较

少。还有一些特色植物没有得到应用，例如巴山石楠、
红豆树、黄连木、柚子等。

目前，安康市山水园林城市建设中特色植物资源的

应用还不够丰富。由表２可知，在调查的１０５种植物中

外 来 植 物 就 占 到 了 ５８．１％，而 乡 土 特 色 植 物 只

有４１．９％。
表２ 特色植物与引种植物、

特色植物与乡土植物数量对比

植物类型 种类数量／种 占植物总数／％
乡土植物 ４４　 ４１．９

外来植物 ６１　 ５８．１

２．２　特色植物资源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在城市建设规划上要以山水为体，植物为魂。植物

是自然的表情，随时光的流逝其姿态、色彩均有变化，并
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风景园林。在山水园林城市的建设

中，应充分挖掘城市文化，充分应用特色植物资源，安康

市建设中该方面虽有所体悟，但挖掘深度不足，还没有

将安康丰富的特色植物资源很好表现出来。通过对调

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安康市山水园林城市建设中特色植

物资源的应用存在如下问题。

２．２．１　特色植物应用种类还不够丰富　尽管安康在山

水园林城市建设中应用了一些特色植物种类，但是根据

安康地区地理位置和自然野生植物资源情况，特色植物

种类还应该更加丰富多彩，植物的应用可以在目前的基

础上再增加。特别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且景观效果好

的园林植物种类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２．２．２　园林植物的应用缺乏地方特色　特色树种风格

不够明显，没有能够形成安康特有的城市园林特色，大
多跟周边城市风格有类似的感觉。如具有地方特色的

珙桐、乌桕、柑橘等植物在目前的城市建设中并没有得

到很好的体现和应用。

３　建议

３．１　广泛挖掘乡土植物，加大特色植物的开发利用

乡土树种即当地土生土长的树种，是与当地的自然

条件，尤其是气候、土壤条件达成稳定平衡，对原产地环

境具有天然适应性的树种［９］。乡土植物是最能适应当

地气候生态环境的植物群体，也是最能突出其特色文化

的群体，同时还是实现区域性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

效手段［１０］。从调查分析的结果来看，安康目前应用的植

物与其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远远不成比例，乡土植物的

应用还比较少。虽说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安康植物资

源进行某些方面的研究，但对于在园林绿化建设中的应

用却所见不多。因此，以后的工作应广泛挖掘乡土植

物，加大特色植物的开发利用广度。

３．２　注重绿化设计，尽量体现自然化、艺术化

“自然”，一直是中国古典园林进行艺术创作的最高

原则和审美标准。“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艺术法则，
一直被中国造园家们奉为圭臬。中国传统的自然山水

式园林作为东方艺术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被介绍到世界

各国，对世界园林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安康是一个

山水园林城市，植物的栽植要与周围的山、水、建筑、广
场等相协调统一，尽量体现自然化、艺术化。

３．３　特色植物的应用要放开眼界

特色植物的应用方面，不仅要注重平面绿化，还要

注重立体绿化；不仅要进行地面绿化，有条件的地方还

要力争搞好屋顶和阳台的绿化。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

景观，扩大观赏面，更重要的是由于覆盖率的提高，有利

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更好地发挥大园林的作用。

４　结语

特色植物以其自身的优势，与山水结合，在城市绿

化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维持城

市生态系统平衡、保护城市植物多样性、城市生态系统

修复、保障生态系统安全等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方面有着

显著作用。同时能清晰地凸显出一个城市的地方特色，
加快山水园林城市建设的发展，促进城市经济效益的提

高。然而特色植物在安康山水园林建设中的大规模应

用 还 需 要 经 历 一 个 过 程，这 需 要 做 大 量 系 统 的 研 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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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 花 池 公 园 植 物 配 置 浅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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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昆明市的公园绿地—莲花池公园的植物配置进行浅析。主

要从植物配置与建筑、水体、道路的关系，说明植物配置的重要性以及合理性。
关键词：莲花池公园；植物配置；园林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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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是园林的服饰，是构成园林美不可缺少的部

分。园林美的很大部分是通过植物丰富的形态、绚烂的

季相变化、强大的生态效应体现出来。可以说，没有植

物，就没有园林活力。要想营造一个优美适宜的园林生

态环境，设计者应充分考虑园林植物配置的“合理性”。
所谓园林的“合理性”包括二部分内容：一是指园林的

“合天之理”，即园林植物的配置要符合植物特定的生长

习性，给予其适宜的生态位；二是指园林的“合人之理”，
即植物大小、形状、质感、色彩等美学特征的艺术组合要

符合游览者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审美趣味。现以昆

明市的公园绿地—莲花池公园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

上，对其植物配置进行浅析。

１　公园概况

莲花池位于昆明市区北部、圆通山西北面，商山下，

　　　

池侧有水口，水满时流入盘龙江。据史料记载：莲花池

源于唐代，到了明朝初年就是“滇阳六景”之一，有“龙池

跃金”的美誉。传说池里有５个龙眼，百年来一直是清

泉涌流。
然而近几十年来周边的环境污染却让久负盛名的

莲花池已没有了往日的光彩。五华区政府于２００６年１２
月开始重建，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９日开园。整个设计风格

大多为“集景式”园林，结合莲花池与陈圆圆有关的历史

典故，运用“题景”手法来造景。整个景区以开敞的景观

环境为主，沿湖分散设置临水景观建筑。

２　园林植物应用现状

２．１　园林植物的种类组成

莲花池公园现有植物８２种，分属于４８科，其中同

科应用３种及以上植物的科有：豆科（５种）、禾本科（３
种）、锦葵科（３种）、木兰科（３种）、木樨科（５种）、槭树科

（３种）、千屈菜科（３种）、蔷薇科（３种）、五加科（３种）、杨
柳科（３种）；百合科、柏科、杜鹃花科、桑科、松科、天南星

科、小檗科、榆科、樟科、棕榈科共１０科各有２种；其它

２８科各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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