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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株洲市石峰公园的基本情况, 阐述现代城市公园植被改造的原则 , 并结合不同类型游憩地段提出改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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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into Planting Design of Urba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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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analysis of Shifeng Park in Zhuzhoucity , the principles of vegetation re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 .Reconstruction measures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various type of recreation ar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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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一个优美的植物景观, 既涉及到植物本身的观赏性

和植物大小、形状、质感、色彩等美学特征的艺术组合, 又涉

及到植物群落理论和植物对立地环境条件的要求。所以公

园绿地质量和艺术水平的提高,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园林植物

的选择和配置, 植物造景已成为城市公园绿地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1 - 2] 。笔者以株洲市具有代表性的公园绿地———石

峰公园为基础,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对城市公园植物改造

进行分析与探讨。

1  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概况

株洲位于湖南省中东部,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属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7 .6 ℃,1 月份均温5 .5 ℃,7 月

份均温29 .5 ℃。年平均降水量1 280 mm, 年降水日145 d , 平

均相对湿度为78 % , 年蒸发量为1 250 mm。冬季多西北风 ,

夏季以东南风为主。株洲市区属典型的丘陵地带, 区内地带

性土壤为红壤, 典型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但大面积分布的是

次生和栽培植被。株洲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公园植物生长提

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特别是有利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树的生

长与发展。

2  石峰公园绿地植物造景现状与分析

2 .1 植被类型  石峰公园植被基本为人工营造, 植被类型

根据植物群落乔木优势种来划分, ①樟树、川山矾林。主要

分布于公园东北部和北部, 结构多层, 乔木可分2 亚层, 还有

灌木和草本层。②樟树、檫木林。分布于公园南部、中部和

北部的部分地段, 乔木层优势种为樟树和檫木 , 均为人工栽

植。③樟树、泡桐林。主要分布于公园南门和沿江山坡。④

樟树、马尾松林。分布于公园中部的山坡上部和北部的部分

地段。

2 .2  种类 据调查 , 全园有维管植物( 未统计苔藓植物) 127

科,450 种。①蕨类植物8 科 ,13 种。②种子植物119 科 ,437

种。其中: 裸子植物6 科,19 种; 被子植物113 科,418 种( 双

子叶植物98 科,347 种 ; 单子叶植物15 科71 种) 。

  从生活型统计分析 , 石峰公园植物生活型类型较丰富 ,

这说明植被较好, 生态环境良好。但草本比重较大 , 乔木( 包

括小乔木) 比重较小, 水生植物很少, 原因是该园主要是人工

林, 树种比较单一 , 当地天然树种较少。总体现状, 公园内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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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较丰富, 但缺少植物造景 ; 公园内未经整理的绿地面积较

大, 裸露地不少, 也没有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3  石峰公园植被景观改造原则

改造原则 : ①把再现自然作为改造的战略目标, 将生态、

观赏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②以生态原理为指导 , 因地制宜, 适

地适树, 在主要选用地带性树种的前提下, 适当引进景观植

物, 树种选择既要考虑群落结构 , 也要注重景观效果 , 还要结

合景区、景点的主题 ; ③根据以人为本为理念, 充分考虑游

憩、休闲、娱乐等功能, 满足各种年龄层次人的需求; ④以协

调, 互融为方针, 在保护与改善原有植被的条件下, 做好林下

地被层的局部改造, 大量培植观赏性强且耐荫和较耐荫的地

被植物 , 逐步营造出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地带性植物群落。

4  石峰公园植被景观改造措施

4 .1 主入口 力图营造一片开阔的视野, 形成一条直达主

山的视线走廊, 给人以震慑心灵、豁然开朗的视觉感受。配

合中央花坛的延伸, 两侧保留部分原有大树的同时, 点缀秋

色叶树种红花 木、银杏以及香花树种桂花等 , 均采用大苗

带冠移植, 形成缓坡碧草、树影婆娑的优美景色。整体布局

简洁, 线条流畅, 富有动感 , 气韵连贯, 谱写出一首动人的绿

色乐章 , 独具魅力( 图1) 。

图1 公园主入口

4 .2 游道两侧植物配置  带状改造现有林分, 即沿游道两

侧每侧改造5 ～10 m 宽, 在此范围内补植乔、灌、花草植物。

原有乔木形态好、生长正常者保存。树种配置应多样化 , 最

好具有节律性, 即一定距离( 100 m 以上) 配置一定的树种。

这样既体现了植物的多样性, 又使游人感到植物的丰富多姿

以及变化的韵律感。随地形变化而运用不同的配置形式和

不同的种类搭配, 如直道缓坡可规则式配置, 树种应高大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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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山坳平路两侧可自然式配植, 树种应枝叶浓密 , 树冠大、

分枝低矮粗壮; 通过陡坡的环山游道两侧应自然式配置, 树

种宜用小乔木, 并配置些藤本植物以减少惊险性( 图2) 。

图2 游道两侧植物配置

4 .3  专类园改造 ①雪松园。面积约0 .3 hm2 , 雪松树形普

遍表现为衰老状态, 地被植物杂乱, 既无观赏价值, 又影响到

全园的形象( 图3) 。改雪松园为观果植物园, 园中建藤类植

物长廊, 在原雪松林中分块自然式栽种观果树种, 做到四季

有果实观赏。规划栽种观果植物20 种以上 , 冬季观果类: 酸

橙、火棘、珠砂根、红凉伞等; 春夏观果类 : 石榴、野枇杷、樱桃

等; 夏秋观果类: 红翅槭、樟叶槭、黄杞、青钱柳、野柿、乌柿、

猴欢喜、铁冬青、山桐子、珊瑚树、木瓜、花红、台湾林檎、四照

花、复羽叶栾树等。藤廊植物要多样化, 每个种集中栽种一

段, 或混交栽种 , 可选择常春油麻藤、五叶瓜藤、薛荔、京梨猕

猴桃( 或多花猕猴桃) 、冠盖藤、五味子等。②樱花园。樱花

园是公园一处有特色的园地, 存在品种单调、疏密不均匀、地

被植物杂乱、缺乏观赏性等问题。因此 , 要充实、提高, 建成

樱花品种园; 增加小景点, 体现樱花文化; 配置地被观赏植

物, 提高观赏性( 图4) 。园中配置小景可在坡地和较平坦处 ,

设置几处石景, 石旁栽种观花灌木或草花, 也可在平坦处樱

图3 雪松园衰老状态

花林中配置水、石小景。林地植被可种植鸢尾、石蒜、忽地

笑、玉簪、酢浆草等。

图4 樱花园改造示意

4 .4  林下地被植物改造  目前在石峰公园景区内已经植有

不少各色杜鹃花和鸢尾科的蝴蝶花, 有些林缘与挡土墙上蔓延

着中华常春藤, 因而使春季的景色分外娇丽和动人。这对公园

的植物景观改造无疑是极好的启示, 因为作为原本就具亚热带

风貌的植被无需太多的人为改造, 但局部改变其林下的地被组

成则较为容易, 而且见效快, 以便尽快让各个景区主要景点的

林下环境妆扮得多姿多彩, 形成以“花”取胜的明显效果( 图5) 。

现已应用的映山红, 毛白杜鹃, 石岩杜鹃等杜鹃科植物仍宜大

量推广以外, 其他观赏效果好的地被花卉还很多, 也应积极培

植, 值得推广应用的种类有: 鸢尾科的蝴蝶花、鸢尾、马蔺、射干

等; 禾木科的菲白竹、大叶菲黄竹等; 百合科的萱草、玉簪、紫萼

等;石蒜科的石蒜、忽地笑、葱兰、韭兰等; 虎耳草科的八仙花、

落新妇等; 酢浆草科的紫花酢浆草、白花酢浆草等; 藤黄科的金

丝桃、金丝梅等。此外, 贯众、蕨菜、紫堇、二月兰、蔓长春花、水

栀子、六月雪等也宜重视应用。

图5 林下杜鹃花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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