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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生命有机体及其借以生存的生态复合体

的多样性和变异性袁包括所有的植物尧动物和微生物物种以
及所有的生态系统及其形成的生态过程[1]遥 在等级层次上袁
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尧物种多样性尧生态系统多样性
和景观多样性遥这 4个层次的有机结合袁其综合表现是结构
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遥在生态学上袁人们多从保护的角度来
研究生物多样性遥在园林建设上袁我国学者正在探索园林规
划与植物多样性[2]尧建设生物多样性园林城市[3]和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4-5]遥 但目前人们对生物多样性原理在园林上应
用的认识还是零碎尧局部和初步的袁尚未有比较系统尧全面
和深入的阐述遥 因此袁笔者试图就遗传尧物种尧生态系统尧景
观尧 结构和功能 6个方面的多样性原理及其在园林中的应
用进行阐述袁旨在为我国生态园林建设提供一些理论参考遥
1 遗传多样性应用于园林植物配置

在园林植物上袁一些种的变种往往在树型尧枝形尧叶形尧
叶色尧花形尧花色尧花时尧花期尧果实颜色和形态等方面均与
原种有较大差异袁 因而形成丰富多样的遗传变异类型遥 例
如袁梅花的变种有 32种之多袁许多变种的颜色也不相同袁如
杏梅花色玫瑰红袁宫粉梅花色粉红袁光梅花色白袁而江梅的
花色可为白尧水红尧肉红或桃红曰我国牡丹栽培品种超过
800个袁花色有红尧黄白等多种单色和复色曰我国桃花有 12
个变型袁花色有纯白尧花白尧粉红尧淡红尧大红尧紫红尧一枝二
色尧一朵二色[6]袁等等遥 根据遗传多样性原理袁在园林植物配
置过程中袁特别是在单种植物观赏园区袁注意搭配不同的遗
传类型或品种类型袁使其不同品种适应不同生态条件渊 土壤
干与湿尧肥与瘦尧沙与黏袁阳光强与弱等冤袁在与建筑景观协
调相容的同时袁表现出同种植物的千差万别尧千姿百态尧五
颜六色袁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视觉景观遥
2 物种多样性应用于园林植物配置

2.1 园林植物配置中物种多样性现状 据估计袁全世界的
园林植物共约 170科 870属袁约 30 000种[6]遥目前袁我国约有
4 000种以上植物可用于园林绿化袁但目前常用的只有 400
种以上[2]遥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袁存在不同的资源条件袁也存在
利用相应资源的物种袁在长期进化和竞争分化中袁不同物种

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遥在一个稳定的自然群落中袁各物种种群
对群落条件尧资源利用等方面都趋向于共生互补遥 因此袁在
园林植物配置中袁多种物种搭配无论在资源利用上袁还是绿
化尧美化环境上袁既是可能的袁也是必要的遥在园林植物配置
上袁 人们往往利用同时期不同树种叶色和花色上的差异来
营造一种野 梅红李白袁桃粉菊黄冶的色彩多样性曰利用不同树
种在生长发育时期的差异建造一种野 春兰秋菊袁夏荷冬梅冶
的季相多样性遥 当然袁在强调园林植物物种多样性的同时袁
也要注意物种本身对环境的适应性和物种之间的拮抗作

用袁如桦树和苹果不能配置在一起袁因桦树产生的分泌物质
会抑制苹果生长遥
2.2 园林中物种多样性的作用

2.2.1 利用不同的资源条件遥如有些植物喜欢酸性土壤袁有
些喜欢碱性土壤曰有些喜欢强光袁有些喜欢弱光曰有些喜欢
水生环境袁有些喜欢旱生环境曰有些喜欢潮湿袁有些喜欢干
旱遥 根据不同园林植物对生态条件的不同需求袁因地制宜袁
合理搭配袁相得益彰遥
2.2.2 避免病虫害的一损俱损现象遥 不同种植物对同一种
病虫的受害和抗性是不同的袁如果一个景观物种单一袁将有
利于某种病虫的暴发和蔓延袁使整个景观的植物遭受破坏遥
2.2.3 发挥不同种植物的功能遥 有的植物抗某种污染物的
能力强袁抗其他污染物的能力弱曰有的植物环保功能强袁美
化功能弱曰有的植物美化功能强袁环保功能弱遥 利用物种多
样性原理袁 把具有不同功能的植物合理组合袁 既净化了环
境袁又美化了环境遥
2.2.4 满足人们的视觉多样性和美的多样性需求遥 从生理
角度讲袁一个人长时间看同一种东西袁会产生视觉疲劳曰从
心理学角度讲袁不同人对美的认识和需求不同遥如果大面积
种植同一种植物袁难以满足个人的视觉多样性要求袁也难以
满足众人对美的多样性要求遥
3 生态系统多样性应用于园林规划

在景观生态学中袁生态系统是一个小尺度渊 10耀100 m冤
的均质体袁而景观是处于生态系统之上袁大地理区域之下的
中间尺度[7-8]遥景观由斑块尧廊道和基质组成袁可以把斑块尧廊
道和基质看成是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遥在园林景观中袁如果
把一个绿地斑块当作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袁 则生态系统
多样性主要是指斑块的多样性遥 斑块多样性是指景观中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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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数量尧大小和斑块形状的多样化和复杂性遥园林规划要
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袁做到以人为本袁满足人们的审
美尧游憩等一系列主观要求遥 因此袁绿地斑块的设计要注意
从人的审美和方便角度考虑遥在城市中袁人们都希望多看到
一些绿色袁常常在建筑物景观和构筑物景观之间见缝插针
地提高绿地斑块的数量遥但从环保和美学角度上讲袁大面积
的绿地绿量高袁净化空气和美化环境的效应更为明显遥 因
此袁绿地斑块数量和大小的设置应综合考虑绿地的综合功
能遥既要规划集中成片的大斑块袁又要因地制宜地建造小斑
块曰既要重视大斑块渊 如大草坪冤的整体性袁又要重视人们观
赏尧行走的方便性遥 绿地斑块形状的多样性袁应是因地制宜
和美学功能综合的产物遥以前设计的斑块形状比较单一袁主
要考虑地块形状遥近些年在绿地斑块设计上袁不仅考虑地块
形状袁而且重视斑块形状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袁如将直线形变
为流线形尧曲边形袁平面形变为曲面形袁一层平面变为多层
平面等遥 人工斑块形状的多样化也成为园林规划设计的重
要内容遥
4 景观多样性应用于园林规划

景观多样性就是指由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

构成的景观在空间结构尧 功能机制和时间动态方面的多样
化或变异性[8]遥 景观多样性可分为景观斑块多样性尧类型多
样性和格局多样性遥在景观这个层次袁园林中应该重视景观
的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遥

渊 1冤类型多样性是指景观要素类型的丰富度和复杂度遥
景观要素的主体不同袁 形成的景观类型也就不同遥 从成因
看袁园林景观可以分为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曰从环境看袁园
林景观可以分为绿地景观尧水体景观尧山石景观等曰在绿地
景观中袁又可以分为草坪类尧稀树草坪类尧灌木类尧乔木类尧
高乔矮灌类等遥园林景观类型多样性可以体现在两个层次袁
一是同一园林景观内部袁应有不同的主体要素遥如在一个公
园内部袁应有不同的环境要素袁有山有水袁有林有草袁有自然
景观袁有人文景观遥 二是在景观之间袁应有不同要素为主体
的景观类型遥如在一个城市袁有公园绿地袁街道绿地袁住宅小
区绿地袁单位附属绿地等曰有水上公园袁森林公园袁文化公园
等曰在没有山的公园袁人造假山曰在没有水体的公园袁人造湖
泊曰在没有文化遗迹的公园袁人造亭台楼阁等遥 这些都是人
们对景观类型多样性的追求遥

渊 2冤 格局多样性是指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多样性及各
类型之间以及斑块与斑块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功能联系遥 格
局多样性多考虑不同类型间尧斑块间的连接度尧连通性尧聚
集度和分散度遥在园林中袁格局多样性应注意不同类型景观
的布局搭配袁类型间的连接尧协调尧和谐与相容遥 例如袁模拟
自然地形形成的山石袁应当与水体很好地结合袁才能交相呼
应袁产生动与静尧刚与柔的对比美遥
5 结构多样性应用于园林植物配置

5.1 层次结构多样性 是指不同生活型植物的合理搭配遥
例如袁在植物景观中袁因地制宜地栽植高乔尧中乔尧矮乔袁高
灌尧中灌尧矮灌尧草本尧地被尧攀缘植物等几种类型袁可以体现
出植物错落有致的立体分布特点遥 这种立体分布可以使不
同植物利用不同层次的空间资源尧光照资源尧养分和水分资
源袁同时增强了植物景观的观赏性和美学价值遥
5.2 时间结构多样性 时间结构指不同植物或同种植物

的不同品种具有不同生长发育时间袁 尤其是具有不同繁茂
期尧开花期和结果期遥 在一个自然群落景观中袁春夏秋冬的
群落季相是时间结构的表现遥 时间结构多样性是指在园林
景观中袁不同时间应有不同的观赏类型袁能够不间断地吸引
人们游览遥以观花为例袁宋朝欧阳修诗曰院野 深红浅白宜相间袁
先后仍需次第栽袁我欲四时携酒赏袁莫叫一日花不开遥 冶杭州
花港观鱼公园袁冬季栽有腊梅山茶袁早春有梅花玉兰袁春天
有海棠樱花袁晚春有牡丹芍药袁夏秋有紫薇荷花袁秋天有丹
桂红枫[9]遥 这些都是对园林植物时间多样性的追求和实践遥
5.3 景观对比度多样性 是指邻近的不同景观单元或相

邻斑块之间的异质性程度高遥在自然界袁低对比度景观往往
出现在大面积自然条件相对均匀的地带袁如热带雨林地区袁
温带草原地区以及沙漠地区等曰 高对比度景观出现在海洋
和水陆交接处尧森林和草原交接处等地方遥 在园林景观中袁
景观对比度主要表现在景观单元之间的差异袁 反映在高度
差尧颜色差尧形状差尧大小差等各个方面遥 例如袁在绿色草坪
中袁把小叶女贞尧红叶小檗和金边大叶黄杨成带相邻栽植袁
并以梯度整形袁表现出不同的颜色对比性和高度对比性袁既
增加了景观的变化性袁又满足了视觉的变异性要求遥
5.4 形态结构多样性 是指景观中的植物尧斑块尧类型在
外貌上的多元化和复杂性遥就植物而言袁树型有紧凑与松散
类型袁枝型有斜枝尧平枝和垂枝等型袁冠型有伞状尧球状尧椭
圆状等袁叶的排列方式有单叶复叶尧互生对生尧轮生簇生袁叶
形有卵形尧披针形尧圆形尧椭圆形尧条形尧剑形等袁花序有总
状尧穗状尧圆锥尧伞房花序等袁花冠有筒状尧钟状尧轮状尧唇形尧
蝶形尧十字形等袁果实有单果尧闭果尧复果等遥 形态结构的多
样性袁就是在充分搭配利用现有植物不同形态结构的同时袁
开发不同形状尧不同颜色的植物袁创造更多的观赏价值遥 近
些年袁不少地方大量引进彩色植物尧热带植物袁丰富多彩的
植物整形和造型袁都是形态结构多样化的体现袁可以为人们
创造多样化的视觉美感遥但在追求形态结构多样性的同时袁
要充分考虑植物的适应性遥四川有些地方大量栽植榕树袁近
两年气温低导致许多树木 1/3的树冠被冻死袁不能达到应
有的美感效果遥
6 植物功能多样性应用于园林植物配置

6.1 绿化功能 绿化是园林植物的基本功能遥 在生态上袁
植物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袁吸收二氧化碳袁释放氧气袁改
善了城市空气质量袁减轻了城市的野 热岛效应冶曰在心理和生
理上袁绿色令人愉悦袁使人心情放松袁减轻工作紧张带来的
压力遥 因此袁在园林城市建设上袁绿化率是一个重要指标遥
6.2 环保功能 环保是园林植物的传统功能遥 草坪植物的
吸尘能力比裸地地面大 70倍袁森林比裸地大 75倍[10]遥有林
区对二氧化硫的吸收量比无林区大 5耀10倍曰一条 30 m宽
的林带袁可以降低噪音 6耀8 dB袁没有树木的街道袁其噪音比
两旁栽满树木的街道大 5倍以上[11]遥 因此袁在工业城市尧城
市的工业区和公路交通地段袁园林植物规划和配置应十分
重视植物的环保功能遥 但目前许多地方在行道树的配置上
追求观赏性袁忽视环保性袁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遥
6.3 美学功能 园林植物的美学功能主要体现在园林植

物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上遥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条件下袁追
求园林植物的观赏性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

面遥 因此袁许多城市在园林规划和配置中袁十分重视园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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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美学功能遥建设大面积草坪袁满足人们对视觉的开阔性
和穿透性曰引进彩叶植物或彩色植物袁满足人们对色彩视觉
的多样性曰栽植外来植物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异样性曰植
物景观千姿百态的艺术造型袁满足人们的观赏性需求遥但目
前许多城市在追求园林植物的美学功能时袁重视形式美袁缺
乏意境美曰重视植物景观的本身美袁忽视植物景观与周围环
境的协调美遥
6.4 娱乐功能 园林植物的休闲娱乐功能是指为人们提

供了消遣活动的场所遥 树木遮阴袁供人们在户外品茗玩牌袁
闲谈聊天曰草坪柔软袁供人们在上面沐浴阳光袁逍遥自在遥由
于人们经济收入的差异和精神需求的不同袁 有人喜欢游览
观光袁有人喜欢消遣娱乐遥在城市公共绿地休闲娱乐是我国
多数城市居民消遣的重要方式袁 但不少城市在园林规划上
对此不够重视袁如建造大面积观赏性强尧成本高尧不耐践踏
的草坪遥 取消观赏性差尧成本低尧耐践踏的草坪等是园林建
设中出现的新问题遥
6.5 生物保护功能 生物保护功能是近年来一些城市在

园林植物规划上十分重视的问题遥 但风景园林的功能与自
然保护区的功能是不同的袁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多单一袁风景
园林的功能却是多方面的遥 尽管如此袁 在园林规划和配置
中袁把生物保护功能与其他功能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袁仍然
是我国园林建设值得重视的问题遥近些年袁许多城市将一些
观赏性强的珍惜濒危植物作为园林植物大量引种尧 繁殖和
栽种袁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生物多样性遥但也因不少珍稀濒
危植物有特定的生态需求袁对异常环境十分敏感袁不适合城
市的生态条件袁在引进和栽种过程中大量死亡袁反而加快了
物种的灭绝速度遥 这也是园林建设中应重视的问题遥
7 结语

生物多样性原理是生态学原理的一个重要部分遥 应用

多样性思想进行园林建设袁 使不同层次的生物多样性在形
式上表现为结构多样性袁在内容上表现为功能多样性遥操作
上要注意不同结构的有机结合袁不同功能的有机结合袁结构
和功能的和谐统一遥 当然袁多样性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袁
园林植物在结构上的适度多样化袁 有利于产生功能上的多
样化袁才可能满足人们对园林植物的多种要求遥生物多样性
原理在园林中的应用是一个原则袁 并不是每块绿地都要有
多样化的结构和多样化的功能袁 在实践中有的绿地可能以
一两种功能为主袁 如行道绿地曰 有的绿地就应多种功能兼
顾袁如公园绿地遥将生物多样性原理与城市规划和园林规划
的原理结合起来袁与植物配置和植物造景的艺术结合起来袁
与人们的社会要求和心理要求结合起来袁 是我国新时期城
市园林建设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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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3.1 消毒时间和消毒方式 在月季组织培养中袁外植体的
消毒的质量好坏是影响其快速繁殖的关键技术之一[员]遥为了
实现低污染率袁在月季微型扦插中袁先用浓度 70 %酒精浸
泡 30 s袁再用浓度 0 .1 % HgCl2处理 8 min袁效果较好袁并且

不会损伤外植体袁不影响腋芽的萌发遥
3.2 内生菌现象 随着月季微型扦插时间的延长袁 特别是
超过 30 d后袁 从外植体和产生的萌发芽内部向外长出黑色
真菌袁引起污染遥 该种现象说明污染真菌属于内生真菌袁内
生菌是指在其生活史的一定阶段或全部阶段生活于健康植

物的各种组织和器官的细胞间隙或细胞内的细菌 [员]袁可通过
组织学方法或从严格表面消毒的植物组织中分离或从植物

组织内直接扩增出微生物 DNA的方法来证明其内生[圆]遥 但
该真菌为何种真菌袁怎样消除或减轻该种真菌的污染袁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3.3 6蛳BA和 NAA浓度对月季带芽茎段外植体诱导的影
响 通过比较发现袁较低浓度的 6蛳BA有利于月季微型扦插
的萌芽袁浓度过高反而会抑制侧芽的萌发曰适量的 NAA对
月季微型扦插有利袁 但当浓度达到 0.3 mg/L时则会抑制侧
芽的萌发袁导致月季微型扦插的萌发率较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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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培养基对月季带芽茎段诱导萌芽的影响

A 23.7依1.6 d B
B 78.4依5.8 a A

E 27.1依1.9 cd B
F 26.9依1.7 cd B
G 33.2依3.3 bcd BH 20.9依1.3 d B
I 39.0依3.6 bcd BJ 57.8依4.6 ab AB
K 27.3依2.1 cd BL 36.0依3.1 bcd B
M 44.5依3.8 bcd AB
N 39.0依3.5 bcd BO 30.0依2.6 bcd B
P 42.4依3.7 bcd B

5 % 1 %培养基 萌发率椅% 显著水平

C 54.0依4.1 abc AB
D 20.0依1.4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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