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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 植 物又 称 本 土 植 物 &’()*+,(-./

012(3/4!广义的乡土植物可理解为"经过

长期的自然选择及 物种 演 替 后!对 某 一

特 定 地 区 有 高 度 生 态 适 应 性 的 自 然 植

物区系成分的总称# 本文所论述的乡土

植 物 !仅 指 在 当 地 自 然 植 被 中 !观 赏 性

状 突 出 或 具 有 景 观 绿 化 功 能 的 高 等 植

物!它们是最能适 应 当地 大 气 候生 态 环

境的植物群体# 乡土植物的内涵随地理

区 域 的 不 同 而 异 !大 致 可 划 分 为 "!世

界地理区域性乡土 植物!如 美 洲乡 土 植

物$东 南 亚 乡 土 植 物 %"国 域 性 乡 土 植

物!如中国乡土植物$日 本乡 土 植 物%#
地区性乡土植物! 如 云 南 的乡 土 植 物!

昆明地区的乡土植物等# 从园林植物的

范畴来看!依据 城 市所 辖 区 域而 界 定 的

乡土植物最具体!也最 有 指 导意 义 和 应

用价值#

我 国 地 跨 寒$温 $&亚 5热 带 气 候 !自

然环境复杂!形成 了极 为 丰 富的 植 物 种

质资源! 孕育了众 多的 乡 土 植物 种 类!

其 中 相 当 多 的 乡 土 植 物 为 世 界 名 贵 花

卉!如 云 南 的 八 大 名 花$牡 丹 $梅 花 $桂

花等# 然而!由 于 缺乏 对 乡 土植 物 深 入

研究及认识上的局限 性!我 国对 乡 土 植

物在城市植物景观建 设 中 的应 用 很 少!

而外来物种却占绝对 优 势# 如"昆 明 市

区行道树种约 6"7都是外来 种 类!其中

荷 花 玉 兰 &82+(-1*2 +92()*:1-925$ 银 桦

&;9,<*11,2 9-=./32’$ 雪 松 &>,)9./ ),-!
)292’$桉 树 ?@.A21BC3./! /CCD5$复 羽 叶 栾

树 &E-,19,.3,9*2 =*C*((2325$ 法 国 梧 桐

&01232(./ -9*,(321*/5$望 江 南 &>2//*2 -A!
A*),(321*/’等主要行道树!都不是中国或

云 南 的 乡 土 树 种 %至 于 草 坪 植 物 $地 被

种类$ 花灌木及草 本花 卉 等!(洋货)比

例 更 高 # 据 有 关 研 究 报 道 FGH!应 用 于 上

海 $北 京 $南 宁 $柳 州 $桂 林 等 我 国 主 要

城市绿化的植物 种 类 中!乡 土 种 类应 用

乡土植物与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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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简述乡土植物的概念!并通过论述

乡土植物的城市景观应用与城市植物多样性

人工塑造$ 植物多样性保护及植物资源持续

利用$ 生态安全和景观文化本土化之间的相

互关系! 阐明乡土植物对我国现代城市园林

景观建设的重要性#

789! 园林植物% 乡土植物% 城市景观%

植物多样性% 生态安全% 景观文化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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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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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胶 州 人 * 山 东 农 业 大 学 林

学院+泰安 !,%"%$-.

. . 赵兰勇 (%)/" 年生 ( 男 ( 山

东 临 朐 人 ( 山 东 农 业 大 学 林

学院教授$副院长 ( 通讯 作 者

& 泰安 !,%"%$’

(唐紫)$(西子)和(重瓣玫瑰)# 个品种#
$D直 立 紧 凑 类"株 型 直 立 紧 凑 !枝

条分枝角度小#
只有复瓣 型!花 复 瓣!紫红 或 粉 色!

有(朱龙游空)$(紫雁)$(唐粉)和(粉 中

冠)K 个品种#
%D灌 丛 偃 伏 类"枝 条 偃 伏 生 长 !偃

生性强

本类 只 有 复瓣 型***(紫 龙 卧 池)G
个品种#

OD蔷 薇 系 P其 母 本 为 各 类 蔷 薇***
野 蔷 薇 ?QD R.13*:1-924$单 瓣 红 玫 瑰 &QD
9.+-/2’$保加利亚白玫 瑰 ?QD 21=24&见 彩

页 ’$ 刺 果 玫 瑰 ?QD =,11,34&见 彩 页 ’!父

本为重瓣玫瑰# 枝条 无 刺 或近 无 刺!枝

条为紫色!花多单生!大 部 分 花期 较 长#
包括以下 ! 类"
&D直立开张类"株型直立开张#
?G4单瓣型"只有(一品紫衣)G 个品种#
?"4复瓣型"花复 瓣!花 色有 深 红$紫

红$粉色$浅粉# 包括(紫枝玫瑰)$(叠红

紫衣)$(紫霞点 翠)$(叠 粉紫 衣)$(粉 芙

蓉)和(残雪映霞)J 个品种#
$D直立紧凑类"株型直立紧凑#
只有复瓣型"花 复 瓣!紫 红 或 粉色!

有(锦绣江山)和(锦绣江山)! 个品种#
详细情况见表&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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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也不大!

随着我国经济 的 快 速发 展"城 市都

市化和小城镇城市化正在迅速形成! 国

家已 出 台 了#国 家 园 林 城 市 标 准$&界 定

了大%中%小城市园林绿化的基本指标 ’!(!

但 我 国 许 多 城 市 的 现 有 绿 化 覆 盖 率 与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相差甚远"园 林 植

物多样性匮乏"这就给乡土 植物 提 供 了

研发利用的机遇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 !"#$%&’#()*+,
-./
城 市 是 一 个 高 度 密 集 型 的 几 何 模

型"是社会系统)*+,-./ *012345和生态 系

统)6,+1012345相互作用的集中展现! 城

市植物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主 体"城 市 植

物 景 观 的 营 造 要 依 赖 多 样 化 植 物 来 实

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 市 植 物多 样

性 的 丰 富 程 度 是 衡 量 一 个 城 市 园 林 绿

化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志!

理论上讲"城 市 植 物是 城 市 自然 植

物和人工植物的总称! 自然植物是指不

依赖人为的帮助"而在某 种 自然 状 况 下

靠 自 身 力 量 可 以 萌 发 %生 长 %繁 衍 而 完

成其生活史的植物 ’#(! 它们多是&长在不

希 望 长 的 地 方 $的 杂 草 "人 们 在 心 理 上

接受不了它们"但它们则是 城 市生 态 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 是 城市 植 物

多样性丰富度的标志! 然 而"城 市植 物

的主体则是在人的帮助下" 由 乔 木%灌

木%草本花卉%攀援%地被等具有 观 赏 性

或 景 观 应 用 效 果 的 人 工 植 物 群 落 组 成

的"它们是最引人关注的植 物类 群 和 城

市植物多样性的主体! 有关初步研究报

道 显 示 ’7("可 以 在 昆 明 城 市 进 行 非 保 护

性栽培的云南乡 土 植物 至 少 有 89" 种"

但 根 据 作 者 多 年 的 野 外 观 察 和 工 作 实

践"其数量可以 突破 7"" 种! 昆 明市 城

区的自然植 物为 8:" 余 种 ’9(! 目前 在 昆

明地区栽 培的 观 赏 植物 约 889; 个 分类

群(种%变 种 %变 型 和 品 种 ) ’<("其 中 云 南

的乡土植物不到 !"" 种* 因 此"乡 土 植

物 在 丰 富 城 市 植 物 种 类 多 样 性 方 面 大

有潜力*

城市植物种类 的 多样 性"是 建立 在

城市植物景观营造基础上的多样性* 因

此"在对绿化目标城市地 区 的乡 土 植 物

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根 据其 生 态 生

物 学 特 性"进 行 乔 +灌%草 %攀 援 及 地 被

等多层次的景观应用"将是 城 市 植物 多

样性人工塑造的重要内容! 乡 土 植物%

外 引 植 物 和 城 市 自 然 植 物 的 园 林 化 有

机结合"应成为中国现代城市 大 园 林建

设的主体! 一个植物物种极为丰富的高

水准园林化城市"是一个 充 满生 机 的 特

殊 植 物 园"乡 土 植 物 是 营 造 这 一 &特 殊

植物园$的特色成员!

" !"#(0&12345%#
$)*+678#(9:0;
<=5
在 全 球 化 进 程 加 快 的 !8 世 纪 "环

境%资源和人口仍然是人们 极为 关 注 的

问题! 由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改变或劣化

所引起的植物多样性的快 速流 失"最 为

令人担忧! 植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们 在 享受 着 经 济

高度发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 同 时"更

应关心这一物质进步的持续性! 如何对

植物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走可 持 续 发

展的道路"正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乡 土 植 物 资 源 是 植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组成部分! 对资源的保护不仅仅限于

原生地保护"若它们能被 人 工繁 育 栽 培

进行广泛应用" 将会是最有 效的 保 护"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最广泛 的 应用 就 是

最 有 效 的 保 护$! 珙 桐 =>.?-@-. -A?+/B!
,C.2.5是我国特有的珍稀观赏树木"受国

家一级保护"现已在 世 界 8#" 多个 国 家

进 行 了 人 工 繁 殖 栽 培 " 应 用 于 景 观 建

设 ,在&鸽 子 树 $飞 出 中 国"走 向 世 界 的

同时"这一珍贵的物种资 源 也得 到 了 最

好的保护* 在第四纪冰期以 后"广 泛 分

布 于 北 半 球 的 水 杉 类 植 物 几 乎 全 部 灭

绝"在 !" 世纪 7" 年代 我 国 植物 学 家 才

在湖北% 四川等地发现了水杉(D32.13!
EB+-. F/0G2+12C+H+-@31) 这 一 受 国 家 一

级保护的珍稀孑遗植物和古 老 的&活 化

石$* 在水杉发现后"世界各地广泛引种

和繁殖栽培* 作为一种重要的风景园林

树种"在短短的 9" 余年里"水 杉 已在 世

界 9" 多个国家的不 同 区 域内 得 到 了良

好的保护* 因此"广泛发掘乡土植物"加

强 研 究 其 繁 殖 栽 培 技 术 和 在 城 市 景 观

中的应用& 将会使许多面临威胁的物种

迁地保育到城市人居环 境 中"人们 在 欣

赏这些物种自然美的同 时"也 将唤 起 他

们珍爱植物和保护自然 环 境 的意 识"从

而自觉行动起来"保护这 些 植 物及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的 自 然 环 境 * 保 护 了 自 然 环

境"也就保护了植物 多 样性* 人 工 繁殖

栽培了乡土植物资源"也 就实 现 了 这些

资源的多样性保护及其持续利用*

乡 土 植 物 资 源 在 城 市 植 物 景 观 中

的广泛应用"是区域性 植 物多 样 性 保护

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 实 现区 域 性 植物

资源持续利用的重要内 容"应 引 起 高度

重视*

# !"#(%(>0?@AB
&生 物 入 侵 $危 及 国 家 经 济 发 展 和

生态安全"已成为世界 广 泛关 注 的 生态

问题* &生物入侵$的具体 表 现是"大 量

的 外 来 物 种 从 自 然 分 布 区 通 过 有 意 或

无意的人为活动而被引 入"在 当地 的 自

然 或 半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中 形 成 了 自 我 再

生 能 力 "种 群 不 断 扩 充"对 当 地 生 态 系

统或景观造成明显的损害或影响* 外来

物种至少有 7 个方面的 危 害-!造 成 生

态破坏和生物污染,"通 过 压 制或 排 挤

本 地 物 种 "形 成 单 优 群 落 "危 及 本 地 物

种的生存"导致物种种 群逐 渐 缩 小和 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 #导 致生 态 灾 难"对

农%林%牧业造成严重损失"我国 每 年 损

失 约 9%7 亿 元 ,$威 胁 人 类 健 康 "导 致

某些疾病的不断发生*

目前"世 界性 外 来 入侵 物 种 多与 人

为 引 种 (包 括 观 赏 植 物 的 引 种 )密 切 相

关* 初步统计显示"我国外来杂草共 %9
属 8"% 种" 其 中就 有 <! 种 是作 为 观 赏

植 物 %药 用 植 物 %蔬 菜%饲 料 %牧 草 等 引

进 的 ’%(* 紫 茎 泽 兰 =6BG.2+C-B4 ,+3/312C-!
B45 原产中美洲"第一 次作 为 观 赏植 物

被 引 种 到 欧 洲 " 后 再 引 种 到 澳 洲 和 亚

洲 "现 广 布 在 世 界 热 带 %亚 热 带 地 区 的

#"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已 成 为 一 种 极 为

严重的%危害生态和影 响农 业 生 产及 经

济发展的世界恶性杂草 ’;(* 原产 我 国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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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生 % 男 % 云

南 人 % 西 南 林 学 院 林 学 系 毕

业 % 硕士生导师 % 中科院昆明

植 物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 % 主 要

从 事 园 林 植 物 引 种 驯 化 及 保

护生物学研究&昆明 ’()*)$+

大 叶 醉 鱼 草 &’())*+,- )-./)//0于 12 世

纪 2" 年 代 作 为 观 赏 植 物 引 种 到 英 国!

!" 世 纪 #" 年 代 形 成 大 量 的 自 然 群 落 !

目 前 已 有 3" 余 个 观 赏 品 种 被 培 育 "这

些品种扩散到瑞士#加拿大#新 西兰#澳

大利亚等国家后!已开始形 成 了 生态 危

害 425$ 在我 国 广 泛栽 培 的 乌桕%6-7/(8
9+:/;+<(8& 和 野 生 于 云 南 的 多 花 蔷 薇

=>?9- 8(@/;*?<-0 已 自 然 登 陆 于 北 美!形

成 了 危 害 当 地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有 害 物 种

%与 美 国 入 侵 物 种 专 家 A<B>/CD-<) EB
F-CG 的私人通信&41"5’ 在我国危害农田

的 红 花 月 见 草 %H+I?@D+<- <?9+-&#黄 花

月 见 草 %H+I?@D+<- J*-K/?./-I-&#红 花 酢

浆 草 %HL-*/9 C?<M8:?9-&#波 斯 菊 %N?9!
8?9 :/7/II-@-&等!也是作为观赏植物而

引入的’

因此! 在营 造城 市 植 物景 观 时!对

(洋货)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慎 重 利

用’ 对乡土植物而言!由于 它 们 已在 其

所 应 用 地 区 的 生 态 环 境 中 有 稳 定 的 群

落 结 构 !不 会 构 成 生 态 危 害 !应 加 强 发

掘利用’ 把乡土的乔木#灌木#草 花#地

被种类以及攀援类群!在模 拟 自然 植 被

的基础上进行园林艺术塑造!将形 成 一

个自然和人工雕凿相结合的 文化 产 品’

这一城市园林的文化产品!在 一定 程 度

上来说!是当地植物生态系 统 的人 工 复

原或再现!是现代人类回归 自 然的 愿 望

和建设特色园林城市的重要标志’

" ()*+,-./012)0
(文 化) 是 指(人 类 在 社 会 历 史 过

程 中 所 创 造 的 物 质 财 富 和 精 神 财 富 的

总 和 !特 指 精 神 财 富 O如 教 育 #科 学 #文

艺)!(文化又是一种历 史 现象! 每 一 个

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 随 着 社

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 发 展)" 各民 族 有

其传统的文化!但传统与创 新 又是 不 可

分割的!文化的发展总是在 不 断创 新 中

保留着传统 4115’ (园林)属于精神财富!是

属于文化艺术范畴的!它 的 特点 不 仅 融

多种文化艺术门类于一体!而且 要 让 群

众进入其中进行赏用 41!5’因此!如何用文

化理念来建设我国现代都 市大 园 林!体

现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具 有 挑 战

性的课题’

传 统 文 化 与 生 物 地 理 环 境 相 互 关

联!文化的多样性可以造就五 彩 斑 斓的

(文化景观)!而多样化的(文化景 观)将

会促进和丰富景观文化’ (景观文化)是

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已 被世 界 遗

产公约列入新的文化遗产名录中 41#5’ 然

而!(景观文化)也是在传统与 创 新 中不

断发展变化的’ 城市常是某一特定区域

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 园 林植 物

所 塑 造 的 城 市 园 林 景 观!也 是 (景 观 文

化)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惟 有 (景 观 文 化 )

的 本 土 化 !才 能 实 现 一 个 地 区 #一 个 国

家或全球城市园林文化的多样性’

诚然!城市园林(景观 文化)的 本 土

化!可以通过多种造景手法来实现!但园

林景观的基础是多样化的植物! 以植物

为基础营造的本土文化最具生命力’ 乡

土植物是当地人群最为熟知的 类 群!在

长期的社会发展中! 当地人群与乡土植

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 而 形

成了独特的植物文化’ 如许多少数民族

信奉(神树)#(龙树)#(圣 树)!佛教 崇 尚

的山玉兰 &F-JI?*/- )+*-.-M/! 又称优昙

花 P#菩 提 树 &Q/C(9 <+*/J+I?9-P#地 涌 金 莲

&F(9+**- *-9/?C-<7-PO 各地所推崇的 (市

树)#(市花)! 象征中华民族古老历史的

银杏&R/IGJ? :/*?:-P和民族精神的松#竹#

梅等等’ 用地域命名植物多是 (地地道

道)的乡土植物!它们是传播植 物 知识#

热爱故土的活教材’ 初步 统计 发 现!用

(M(II-I+I9/9 和 M(II-I+I9+) 作 为 种 加

词命名的植物!至少也有 13" 余种!它们

是云南冠以(植物王国)的象征!可以 用

它们来营造一个 (云南植物园林小区)!

形成独具特色的景观内涵’ 这些与文化

内涵紧密相连的乡土植物!不胜枚举’

因此!乡土植物是 创 造(景 观 文 化)

本土化#实现园林文化多样 性的 基 础 之

一 ’ 园 林 学 家#民 族 植 物 学 家 #植 物 学

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应联合 起 来!为

建 设 我 国 最 具 特 色 的 现 代 园 林 城 市 而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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