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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经济林树种的观赏价值及在园林中应用的意义 , 初步探讨其在园林绿化中的配植模式及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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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林树种在园林绿化中的观赏价值

1 .1 观花  经济林树种的花朵形状各异, 色彩千变万化, 具

不同的观赏效果。如石榴花开红艳艳 , 梨花则如皑皑白雪。

经济林树种不同种间花色变化繁多, 同种不同品种间也是丰

富多彩, 红色有桃、樱桃、海棠、石榴等; 黄的有金银花、柿、山

茱萸、枳等; 白色有杏、梨、李、梅等; 紫色的有辛夷、木通等 ;

粉色的有木瓜、苹果等[ 1] 。

1 .2  观果 每个经济林树种种类, 其果实形态各异。从果

实形状上看, 有形似茶壶的茶壶枣、形似磨盘的磨盘柿、形似

酒瓶的五九香梨、形似鸭头的鸭梨、像珍珠、玛瑙的葡萄等 ;

从果实颜色上看, 更是丰富多彩, 呈红色的如山楂、樱桃、柿、

石榴、枣、桃等 ; 呈黄色的如银杏、杏、木瓜、梨等 ; 呈紫色的如

李、葡萄、蛇葡萄等。经济林树种果实的形状和色彩具有很

好的观赏价值。

1 .3 观叶  经济林树种的叶形、叶色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就叶的形状而言, 如无花果的叶呈掌状 , 银杏叶呈鸭脚状, 乌

桕的叶呈菱形。叶色变化丰富, 即便是绿色 , 也有深浅浓淡

等差别, 不同的树种搭配可种植出各种造型, 形成美妙的感

觉。同一株树的叶色也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如石榴春叶

黄褐、夏叶深绿 ; 银杏春叶嫩绿、夏叶正绿、秋叶金黄; 板栗春

叶嫩绿、夏叶浓绿、秋叶褐红等。

1 .4 观树姿枝干 经济林树种植株的形态、枝干也可以成

为重要的观赏内容。“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把

梅花在月下散发幽香的姿态美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树形奇

特的如枣的枝干弯曲盘折, 桃的枝干秀丽典雅 , 银杏枝干修

直挺拔 , 无花果的枝干古朴风雅, 葡萄的枝干虬龙盘扎等。

2  在园林绿化中应用的意义

2 .1 丰富了园林体系中的植物资源 园林体系作为自然生

态系统的一部分, 保持其生物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单一的

植物群落, 易受到病虫害的严重威胁, 甚至有被毁灭的危险 ,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 , 人们往往用化学方法来消灭或控制病虫

害的发生, 然而大量的有害化学物质的残留物 , 又会给生态

环境造成新的危害, 因此应提倡多树种搭配, 增加经济林树

种, 建立景观多样性, 增强园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 .2 提高园林景观的观赏性  经济林树种种类繁多, 各树

种又有许多栽培品种。多数以结果为主的经济林树种 , 花量

大, 色彩丰富, 花期前后错落, 有的早春4 月份左右开花, 有

的6、7 月份开花 , 有的边开花边结果, 直至秋季 ; 果实则大小

不一, 形态各异, 色彩呈红、黄、橙、绿、紫, 到了秋季, 累累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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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悬于绿茵之中, 给人以回归自然的美好享受 ; 有的种类叶

片极具观赏价值, 如银杏、紫红叶榛子等。这些树种若能在

园林规划设计中合理搭配, 一定会营造出出于自然胜于自然

的新景观。

3  在园林绿化中的配植模式

3 .1 孤植  单株种植、独植、孤赏树为孤植。为了突出经济

林树种的个体美, 一般常用树形优美、花朵芳香、结果丰盛的

树种, 如银杏、柑桔、桃、梅、杏、枇杷、柿、海棠、石榴等。孤植

树种的位置一般选择在开阔空旷的地点, 如开阔草坪上、花

坛中心、庭园向阳处及门口两侧等[ 2] 。

3 .2  列植 将植物沿着规则的线条等距离栽植的方式为列

植。主要用于道路绿化和湖畔造景。如桃、梅、杏、枇杷、油

柿、杨梅、柑橘类等。

3 .3 丛植  用2 种以上乔木或乔灌木相结合组成树丛 , 表

现树种群体美的配植方式为丛植。一般用于草坪中央或边

缘、花坛一角、院落或廊架的向阳角隅、园路转弯处、假山登

道旁等。栽植时, 忌3 株在一条直线上或成等边三角形。大

者与小者距离靠近些, 中型单为一组, 距离远些。常用树种

有苹果、海棠果、白梨、枇杷、杨梅、柿、枣、板栗、桔、油梨等。

3 .4  群植 由多数乔、灌木( 一般在20 ～30 株以上) 混合成

群栽植为群植。一般选在有足够面积的开阔场地上, 如靠近

林缘开阔的大草坪上, 小山坡、小土丘上, 小岛及有宽广水面

的水滨等。多作背景、配景用 , 在自然风景区中亦可做主景。

常用树种有苹果、枇杷、梅、果桑、火棘、枸杞、君迁子等。

3 .5  林植 在较大面积的公园、山丘、城郊、风景区等地方 ,

将树种按照园林规划的要求和一定的株行距成片成林种植 ,

从而形成大面积的风景林的种植方式为林植。一般常用乔

木树种 , 如银杏、樱桃、枇杷、梨、杨梅、柿、枣、板栗等。

4  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情况

4 .1  行道树  作为行道树, 宜选择适应环境, 寿命长, 树干

通直, 树形优美, 冠幅大, 花香果艳, 叶色具有季相变化, 耐修

剪的经济林树种, 如芒果、龙眼、荔枝等。要根据路面的宽

度, 地下、地上管线的分布情况, 确定栽种的树种。人行道宽

度在8 m 以上的, 可栽植芒果、蒲桃等, 其株距为5 ～6 m。人

行道宽度6 ～8 m 的, 可栽植人心果、杨梅等, 株距为4 ～5 m。

其配置形式可单一也可与其他园林树种间植。在街旁绿地

面积较大的地方, 可栽植银杏、龙眼、树菠萝等, 再配置草坪、

花卉形成优美的田园风景, 增加空间绿化的效果[ 3] 。

4 .2 公园绿化  公园是综合性较强的园林, 运用经济林树

种造景比较广泛。公园栽植经济林树种要与造园相结合, 其

种类的选择与栽植形式可依据当地条件、经济林树种特点及

造园手法而定, 如“桃花夭冶”于山旁桥边 , 垂柳相扶, 可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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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落花有情”的寓意; 朝辉夕霭植梨、李于草坪一端, 配以山

石花卉, 可以烘托草坪的宽广, 晨雾萦绕其间 , 给人以置于仙

境的感觉。经济林树种在公园里还可以三五成群, 顺其自

然, 或片植成林, 命以“桃林”, 、“梅园”, 再配植草坪、花卉形

成优美的田园风光。这类经济林树种有: 苹果、海棠果、白

梨、桃、梅、杏、枇杷、杨梅、柿、枣、板栗、桔、油梨、杨梅等。

4 .3 庭院绿地  庭院栽植经济林树种的种类很多, 当今住

宅小区的绿化, 出现了生态围墙、生物墙、屋顶绿化和绿屋工

程等新的垂直绿化, 经济林树种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庭院中种植经济林树种, 不仅美化了环境, 使家庭充满和

谐温馨之感 , 而且可以收获美味的果实, 取得一定的经济效

益。适宜运用的经济林树种有 : 银杏、柑橘、苹果、海棠、桃、

梅、杏、樱桃、石榴、板栗, 猕猴桃、番木瓜等。

4 .4 厂区和工业区绿化  厂区、工业区种植经济林树种可

以把田园风光的绿化、美化效果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配置

一些可以吸收大气中有害气体或杀菌能力的树种, 生态效益

将更加显著。如银杏净化臭氧的作用很大; 柑橘可以较多地

吸收SO2 , 石榴对SO2 及铅蒸汽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樱桃有抗

烟、吸尘等作用; 核桃树挥发的气味具有杀菌、杀虫的作用 ;

无花果有净化空气、防止噪音的效果[ 4] 。

4 .5  观光休闲农园 经济林树种在乡村种植主要是利用其

资源, 以生产果品为主结合旅游开发, 不但能产生经济效益 ,

同时也能使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改善[ 5] 。这类农园一

方面进行旅游接待, 一方面进行农业生产, 集参与、体验、采

购为一体, 游客在绿色农林果园中动手采摘, 品尝绿色健康

食品, 体验现代都市农村的生活。

4 .6  盆景的观赏应用 盆景栽植的树体是经过艺术加工处

理, 形成观赏价值很高的艺术品。以经济林树种做的盆景因

其春花婀娜多姿、夏叶青翠欲滴、秋果色彩艳丽、冬枝硬骨苍

劲的特有魅力, 别有情趣, 被园林专家赞誉为将新、奇、妙融

为一体的活体艺术[ 6] 。由于它们特有的美化效果 , 可装饰于

大型宾馆、饭店。如金橘 , 树姿优美, 夏日花白如玉, 秋冬碧

叶金丸, 是人们喜爱的盆栽树种 ; 人工培育的盆景山楂树, 纤

纤嫩枝被覆着片片绿叶 , 枝叶间镶嵌着粒粒绛红珍珠, 玲珑

剔透, 别有一番情趣。

5  结束语

经济林树种具有丰富的资源, 在我国国分布很广, 无论

在北国南疆、大小园林都可进行广泛的应用。可以预见 , 随

着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 人们将更多地选择适合园林栽培观

赏的经济林树种, 根据不同树种的习性进行科学的艺术规划

和设计 , 发挥其观赏和文化价值, 应用于创造园林景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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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不同处理杂草数量时间变化及防效

处

理

07-05
① ② ③ ④

07-18
① ② ③ ④

08-02
① ② ③ ④

R 18( - 12 .5) a 12( - 5 .6) a 10( - 11 .1) a 45( - 7 .1) a 15( - 7 .1) a 11( - 13 .6) a 11( - 22 .2) a 40( - 17 .6) a 14( - 27 .3) a13( - 16 .0) a 12( - 50 .0) a 42( - 40 .0) a
CK 16( 0) a 10( 0) b 9( 0) a 42( 0) a 14(0) a 11( 0) a 9( 0) a 34( 0) b 11( 0) b 8(0) b 8(0) b 30( 0) b
H 11( 31 .3) b 9(11 .1) b 6(33 .3) b 30( 28 .6) b 10( 28 .6) b 8(18 .2) b 8( 11 .1) b 29( 14 .7) c 8( 27 .3) b 7(12 .0) b 7( 12 .5) c 24( 20 .0) c
2H 5( 68 .8) c 3( 88 .9) c 3( 66 .7) c 14( 66 .7) c 3( 78 .6) c 5( 81 .8) c 5( 44 .4) c 15( 55 .9) d 3( 72 .7) c 4( 80 .0) c 4( 50 .0) c 14( 53 .3) d

处

理

08-17
① ② ③ ④

09-02
① ② ③ ④

09-20
① ② ③ ④

R 13( - 8 .3) a 14( - 14 .8) a 11( - 22 .2) a 40( - 21 .2) a 19( - 18 .2) a 15( - 14 .3) a 13( - 85 .7) a 40( - 25 .0) 11( 8 .3) a 14( - 18 .5) a 9( - 12 .5) a 38( - 18 .8) a
CK 12( 0) a 10( 0) b 9( 0) a 33( 0) b 11( 0) b 9( 0) b 7( 0) b 32( 0) b 12( 0) b 10( 0) b 8( 0) a 32( 0) b
H 8(33 .3) b 6( 7 .4) c 6(33 .3) b 23( 30 .3) c 7( 50 .0) b 8( 10 .7) b 6( 14 .3) b 23(28 .1) c 6( 36 .4) c 7(11 .1) b 5(37 .5) b 22( 31 .3) c
2H 2( 83 .3) c 5( 74 .1) c 4( 55 .6) c 14( 57 .6) d 4( 63 .6) c 3( 85 .7) c 3( 57 .1) c 12( 62 .5) d 2( 83 .3) d 3( 88 .0) c 0(100 .0) c 7(78 .1) d

 注 : ①马唐 ; ②灰绿藜 ; ③马齿苋 ; ④杂草总数。设 CK 防效为0 。括号内为防效( %) 。

  表2 小麦秸秆覆盖对玉米产量构成的影响

处理 穗粒数
千粒重

g

果穗着生高度

cm

产量

kg/ hm2

增产率

%
 CK   382 ab   435 ab   92 c 8 642 .2 ab    0
 R 370 b 428 b 96 b 7 950 .6 c - 8 .0
 H 402 a 458 a 98 a 9 563 .4 a 10 .7
 2H 392 ab 442 ab 101 a 8 936 .3 ab 3 .4

度指数下降。众多研究表明, 在小麦秸秆的分解过程中, 某

些化感物质形成也会对杂草的生长生存起抑制作用。研究

表明 , 小麦秸秆覆盖对杂草萌发和数量的影响作用明显 , 它

不仅能控制杂草萌发, 而且表现出较好的防除效果。

小麦秸秆覆盖提高土壤有机质和氮、磷、钾养分 , 降低

土壤容重、增大土壤孔隙度 , 改善土壤耕性 , 提高土壤含水

量, 从而对玉米的产量影响较大。该研究表明, 采用常量覆

盖小麦秸秆可使玉米增产, 加倍覆盖杂草发生虽少, 但玉米

增产效果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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