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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肥市环北景区近期实施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叙述了改造的理念、改造的措施以及改造后景区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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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为千年古城, 其环城公园是在原环城林带基础上建

设形成的带状敞开式公园。它抱旧城于怀, 融新城之中, 城

中有园, 园中有城, 绿树碧水宛如丝带, 束在新城旧市之间 ,

连接城区内几个块状绿地, 如“项链上的明珠”, 为合肥市获

得“园林城市”奠定了基础, 被人们誉为“翡翠项链”, 在全国

闻名遐迩。其中环北景区( 亳州路桥———交通厅桥) 改造迫

在眉睫, 近期合肥市对环北景区实施了较大规模的改造, 改

造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始终以生态理念为指导, 充

分挖掘人文内涵, 遵从科学发展观, 改造后景区面貌焕然一

新, 收到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笔者对环城公园环

北景区的改造理念进行了综述, 以期为合肥乃至全国其他景

区的改造提供借鉴。

1  环北景区概况

环城公园环北景区( 毫州路桥———交通厅桥) 全长约4

km, 面积27 hm2 。景区以自然野趣为特色, 改造前管理比较

粗放, 构树、刺槐等自生树种很多 , 拉拉藤也很普遍。随着人

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城市居民对绿地的需求与日俱增, 对环

北景区进行改造, 提高景区的品位、档次迫在眉睫。近期环

城公园对环北景区实施了较大规模的改造 , 对原有的广场、

园路、花坛、座凳、挡土墙、栏杆等进行了大量必要的拆除, 对

整个景区的枯树杂草进行了清理, 新建了华佗像游园、阜阳

路桥头游园、政协后游园、交通厅桥游园四大园, 成为景区的

新亮点。新辟了舞园、韵园、弈园、石园等4 个广场, 添置了

雕塑小品, 铺设了林间石径, 完善了园林附属设施, 在对现有

植物保护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改造了绿化。

2  环北景区改造理念

2 .1 坚持以人为本思想  环北改造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体

现人性化, 坚持以人为本 ,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群密

集的地方新建游园, 保证了人们休憩的需要, 根据游客类聚

游玩的特点 , 将园林深入生活, 在很多人跳舞的地方新建舞

园, 在很多人下棋的地方新建“弈园”, 将体育器材也搬进了

公园。新建了一条从东至西的林间游步道, 缓冲了环城马路

上人行道的压力, 避免了来自汽车的危险与干扰, 即使在炎

热的夏季, 温度很高, 高大的乔木浓荫夹道, 在林间小道上行

走也很荫凉。游步道大部分是由蒙古黑等高档花岗岩铺成 ,

上档次、高品位, 增进游人对大自然的亲近感。同时为游客

着想, 为防路滑, 间隔做成鹅卵石路, 解决了游客行走不便的

问题; 有些地段全部做成鹅卵石, 又能起到按摩、保健作用。

改造后的环北景区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回归大自然的绝好去

处, 为居民提供冬天晒太阳、夏天纳凉、跳舞、健身、遛鸟的休

闲场所。

2 .2 坚持以生态理念为指导 环北改造突出生态建设,“结

合环境, 师法自然”。在一些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方, 采用

疏导办法, 做明沟, 类似日本旱溪形式的园林小景。底层铺

上大小鹅卵石, 栽上一些水生耐湿植物 ,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

雨, 都能形成一道风景线。雨天, 夹杂着污物或泥沙的雨水

和地表水, 经水生植物与卵石的过滤再流入河中, 不至于污

染河水, 体现生态的理念 ; 在土坡上栽植长势很旺的八仙花 ,

萌发力强, 对固坡起到很大的作用; 环北大树多, 树下见光

少, 为了实现“黄土不见天”, 大面积栽植麦冬、鸢尾、玉簪、杜

鹃等耐荫地被植物, 增加了成活率, 有效地防止了环城路土

坡的水土流失。新建的林间小道, 采用了自然式布局, 根据

地形变化随高就低, 随坡蜿蜒曲折, 因势利导, 甚有园林味

道, 漫步其中, 野趣横生, 颇有“蝉噪林愈静 , 鸟鸣山更幽”的

意境, 让人流连忘返。在广场、路边散置了一些大鹅卵石, 一

来可以作为园林点缀, 二来可以当作座凳休憩。盛夏季节 ,

坐卵石上, 凉风习习, 环顾四周, 美景尽收眼底。

2 .3 遵从科学发展观  环北改造按尊重环城公园总体规

划, 尊重现存的生态环境 , 尊重市民的普遍要求, 尊重城市发

展需要原则贯彻科学发展观。改造前对砍掉现有大部分树

木, 重新设计造园的方案进行了否定。现行的改造方案特别

注意保护原有的树木与地被, 对原有林地进行整理。保护现

状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并加以提高, 保留大树 , 间伐病树、杂

树、老化树 , 更换一些优良树种, 补栽常绿树、色叶树、花灌

木、铺种草皮, 提高植物造景的档次, 提高绿化的质量。在改

造中维持了整个景区自然野趣的风格, 并修改了以前把“野

趣”误认为“不管、不问”的错误观念。原有的刺槐、枫杨等乡

土树种最大限度地保留 , 新增乔木也以栾树、重阳木等乡土

树种为主。在不危及行人安全的前提下, 歪倒的乔木基本保

留原样, 并用藤本植物攀附, 以此丰富植物景观的多样性。

毫州路桥头游园内华佗像年久失修, 破坏严重 , 黯然失色。

改造中重点对华佗像进行补修, 精雕细琢, 恢复华佗像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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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断残的银针 , 刻画华佗的面部表情, 抛光、油漆, 使华佗

像焕发光彩, 栩栩如生。广场铺装的基础多数无混凝土, 并

采用透气透水面层, 保护了现场的大树。充分利用现场地

形, 减少土方的挖取, 保护地形的延续性。为减少破坏, 基本

没有建设竖向的园林小品, 变化主要在平面上 , 使植物在空

间上、数量上、面积上均占绝对优势。

3  环北景区改造措施

3 .1 完善园路系统及附属设施, 选用各种面材料  另在北

坡面随形就势新增一条园路, 上下层园路之间构筑蹬道以联

系。充分利用地形高差, 构筑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复合游

憩空间, 满足了市民不同的使用要求。在道路出入口设置小

型景石, 加强了园路的识别性和引导性, 防止游人随意穿行

绿地。

3 .2 丰富地形地貌, 增设排水系统  利用近4 m 的地形高

差, 依势堆置黄石假山, 遮蔽了不雅的排水口。对雨水冲刷

的泥沟, 基本不改变其位置、走向、大小, 进行适当的基础处

理, 散置黄石, 沟内填放鹅卵石, 沟两侧散置棕榈、麦冬、八仙

花等小型灌木 , 这样假山为“源”, 水沟为“脉”, 相互衔接, 野

趣浓郁 , 形成集排水功能和观赏价值于一体的园林景观。

3 .3 合理调整,营造多彩的植物景观  环城路的二侧, 基本

保留雪松、刺槐作为景观的上层骨干树种; 调整了中层灌木

的数量及布局, 树种基本不增加, 有利于创造空间上的开合

及景观的层次与变化; 下层铺植地被。

北坡面疏伐部分枯死树木 , 控制顶层郁闭度, 局部地段

适当留出“空洞”, 采光通风, 形成对流, 调节林带内的空气 ,

抑制病虫害的发生; 中层植物原则上宜少不宜多, 这样增强

了不同层次空间的视觉联系; 下层植物以耐荫地被为主, 如

八仙花、玉簪等; 临水边空地栽植夹竹桃, 作为林带与南淝河

水面之间的空间过渡 , 同时常绿的夹竹桃有利于改善冬季林

带的景观。

4  结语

环北景区先前管理粗放, 经过精心改造极大地改善了环

境, 科学高尚的文化气息 , 舒适优雅的生态环境, 城区与公园

的和谐交融。创造了一处空气清新、芳草萋萋、景观和谐、环

境优美、宜人的人居环境。闹市区有此公园, 利用率很高, 改

造后档次的提高, 带动了市民素质相应提高, 乱倒垃圾、乱丢

杂物的现象几近杜绝; 在公园里打架、抢劫、赌博的现象很少

发生。精心铸就, 景区各游园焕发新颜; 因地制宜, 新增趣味

空间服务于民。环北改造, 充分地发挥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

社会效益。“台榭如富贵, 时至则有 ; 草木如名节, 久而后

成”。景观的形成非一时之功, 需要一个过程 , 更需要我们的

精心管理; 改造工程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只有用心

的爱护 , 它们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美丽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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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Propiconazole 粒剂具有良好的抑制高羊茅内生真菌的作

用[ 12] 。Folicur ( tebuconazole) 能有效地除去高羊茅体内的内

生真菌[ 13] 。Propiconazole 以及 Benomyl 能有效去除黑麦草体

内的内生真菌[ 9] 。该试验所用的药剂浓度比温带牧草高羊

茅和黑麦草内生真菌的处理浓度都要高, 但是 , 对旗草体内

内生真菌 A. i mplicatu m 的去除效果远不如前者 , 没有一种处

理能够具有100 % 的杀菌效果。这可能是由于旗草自身的以

及其内生真菌的形态结构或遗传组成与高羊茅或黑麦草及

其内生真菌的差异引起。事实上,Siegel 等认为许多化学农

药要么不能完全杀死高羊茅植株体内或种子里的内生真菌 ,

要么具有真菌毒性作用的同时也对植物有毒害作用[ 10] 。

(2) 要想获得较好的除菌效果 , 可能还必须考虑多种途

径, 譬如, 对种子采用热处理、贮藏处理或更多的杀菌剂的筛

选等方法。因为, 高羊茅和黑麦草内生真菌在种子里并非是

无限期存在的 , 它们在种子里的存活时间与种子的贮藏时

间、贮藏温度以及种子湿度有关 , 用热处理、贮藏处理都能有

效地将种子携带的这类内生真菌除去[ 11] 。这些处理方法能

否应用到旗草内生真菌上还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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