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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机械取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浙中城市森林主要群落进行了分析及优化研究% 以浙中淳安&

富阳& 诸暨& 余姚& 舟山等
3

个城市为研究区! 对城市森林树种应用状况及群落类型作了系统调研和梳理! 在群

落评价选优的基础上! 分地区分类型获得了城市森林树种的重要值排序结果% 结果表明$

!

本次调查共获得植物

13#

种! 分属于
%3

科
!4#

属' 种类不算多! 但科属类型丰富! 说明浙中城市森林绿化对物种的利用还不够%

"5

类型城市森林中植物种类数排序为城周背景林＞城市公园片林＞水岸林＞道路林!

3

个城市植物种类数排序为淳

安＞舟山＞余姚＞富阳＞诸暨%

#

从全域来看! 城周背景林与城市人工林组成树种有明显差别' 城周背景林各地差

异较大! 与各地气候& 地形等立地条件耦合较好' 人工林的地方差异相对较小! 同质化倾向较明显%

$

对比城市森

林树种重要值和频数排序直方图! 发现重要值对于衡量树种应用状况及其在群落中的地位更为全面! 但频数研究

简单易行! 可作为粗略分析手段%

%

根据重要值指标计算结果! 归纳群落量化组合模式并提炼出
5

种群落类型%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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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森林分类对于城市森林规划# 建设# 发展及经营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国际上因国情% 见

解和用途不同而不尽相同& 尚未形成公认统一的分类方法' 国内学者王木林等!

A

"

# 宋永昌!

D

"

# 何兴元等
!

!

"对城市森林分类做过相关研究& 也未达成一致标准& 大体分为附属林类# 道路林类# 风景游憩林类#

生态公益林类# 生产经营林类等( 目前分类主要通过位置% 功能% 服务范围% 用地规划% 经营管理方式

或者几者结合进行& 近年来更倾向与遥感技术结合来分类!

B!E

"

( 植物群落作为特定时空下多种植物有规

律的组合& 具有一定的数量和结构特征!

F

"

( 合理科学地构建城市森林群落& 充分发挥其在特定环境下的

景观效果% 生态效益% 美学价值是当下研究的一大热点( 重要值作为物种的综合数量指标& 表征物种在

群落内的地位和作用& 是运用最广泛的物种数量特征值& 更侧重于物种在群落内的优势程度!

G

"

( 因此&

通过群落内树种重要值的研究可以充分挖掘群落内树种之间的关系信息& 以达到优化城市森林群落结

构& 提升群落质量& 提炼优良群落景观的目的( 目前& 关于城市森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与功能!

AH!AB

"

%

树种组成!

AI!A"

"

% 城市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AE!DH

"

& 对城市森林优良群落所形成量化配置模式

研究不多见( 本研究通过重要值分析& 寻找群落中的 )主角* +,,基调树种& 提取以重要值代替数量的

基调群落及其他群落量化配比模式& 最终提炼形成优良群落类型& 为城市森林树种选择及特定环境要求

下群落景观配置提供一种参考方案'

A

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

DG"!"#$!H"AH%J@ AAG"H!%$ADD"H!%K

.位于浙江省中部& 东西跨度约
BHH :-

& 地形有山地%

丘陵% 平原% 滨海岛屿等
B

种类型& 总体地势西高东低/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和湿润& 四季分

明& 雨水充沛& 光照较多& 雨热变化同步/ 年平均气温为
AI3H$AF3H &

& 极端最高气温
BB3A &

& 极端最

低气温
!AE3B &

0

!AH3H &

的活动积温
!I DHH &

0 年平均降水量为
GFH3H$D HHH3H --

0 年平均日照时数

为
A EAH3H$D AHH3H +

/ 典型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群落类型多样& 植物种类组成中以壳斗科
L%2%1/%/

& 樟

科
M%60%1/%/

& 山茶科
N+/%1/%/

和木兰科
O%2&)$(%1/%/

的常绿树种为主& 生境偏湿的东部地区& 樟科的

润楠属
!"#$%&'(

和楠属
)$*+,+

的种类明显增多/ 山地土壤以红壤为主& 平原以水稻土为主& 舟山局部

为海滨盐土& 城市区域人类干扰强烈& 土壤类型复杂& 侵入体较多/

D

研究方法

*+,

样地布设

为了对浙中城市森林群落进行横向比较& 在
!H'J

& 跨度约
BHH :-

的城市带上间隔
FH :-

选择
A

个

城市作为研究区域& 共涉及杭州淳安县% 杭州富阳区% 绍兴诸暨市% 宁波余姚市% 舟山本岛和朱家尖岛

I

个县级市-区./ 参考梁璇等!

DA

"

% 陈勇等!

DD

"对城市森林的划分& 根据区位及森林性质将浙中城市森林分

为城内人工林和城周背景林两大类& 参考郄光发!

D!

"

% 邱尔发等!

DB

"对城市森林的研究及
DHAD

年国家建设

部颁布的1城市绿地分类标准2将城内人工林细分为公园片林% 道路林和水岸林
!

个小类型/

城周背景林3 各个城市选
D

处& 布设样地
AI

个4处!A

& 在谷歌影像图上机械布样& 样地大小
AH - (

AH -

/ 城市公园片林3 各个城市选
D

处& 布设样地
AI

个4处!A

& 在谷歌影像图上机械布样& 样地大小
AH

- ( AH -

/ 道路林与水岸林3 在影像图上选取穿过建成区的主要道路& 纵横各
A

条& 间隔
IHH -

机械取

样0 同时于与该条主道相交的每一横向路段分别抽取各
A

个样地/ 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河流
D

条& 湖泊
A

个& 沿河% 沿湖周间隔
IHH -

机械取样0 同时抽取与该河湖相交的所有水系样地各
A

个/

D

类城市森林

样地大小均为
AH - ( AH -

& 样地数各
DH

个/ 以上
B

类城市森林合计样地总数
!IH

个/

毛佳园等3 浙中城市森林主要群落分析及优化 AH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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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此次研究采取机械取样和典型取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群落学调查!

!&!!$

"

# 对机械取样地进行群落质量

综合评价# 评价选取优良群落作为典型样地进行调查$ 乔木树种记录种类$ 数量$ 高度%

'

&' 胸径

%

('

&' 枝下高%

'

&和冠幅%

('

&( 灌木层和草本层记录种类) 高度%

'

&及盖度%

)

&* 同时记录样地概况'

包括坡度+ 坡向) 海拔) 经纬度) 环境特征,周界) 下垫面等详列&- 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

数据处理

!+,+-

群落质量综合评价计算 群落质量综合评价见表
-

' 共包括
.

大指标' 分别为生长势) 健康度)

持续性,群落寿命&) 环境协调性) 奇特性) 多样性) 可入性) 珍贵度) 垂直结构( 并按好) 较好) 一

般) 较差) 差' 采用
&

分制# 对群落质量评价指标进行现场打分) 记录' 并拍摄现场照片以便校核# 为

了便于评判' 最终将群落综合评价值
!

转化为百分制' 以总分
/&

分为限' 以上为优良群落' 以下为不

良群落# 采用多指标) 等权重合成方法对现场记录数据进行群落质量综合评价'

!0

"

# 0 #

!

$

%

# 其中.

&

为

群落质量综合评价分值'

$

%

为第
%

个指标得分'

"

为指标个数-

表
$

群落质量综合评价表!

%

分制"

12345 - 67''89:;< =824:;< (7'>?5@59A:B5 5B2482;:79 ;2345

,

& A(7?5A

&

城市 类型 样地号 生长势 健康度 持续性
环境协

调性
奇特性 多样性 可入性 珍贵度

垂直结

构

得分合

计,

&

&

百分制

值

富阳 城周背景林 样
# , & ! C # , ! # , !C &,

富阳 城周背景林 样
! & C C , C , ! C & ,C /$

富阳 城周背景林 样
, C & & C & & C ! & ,. */

说明. 由于篇幅关系' 表中仅列出
,

条记录以作示例-

!+,+!

重要值计算 对调查获得的优良样地计算其重要值' 重要值计算公式!

!/

"

. 林木重要值
'

D

0

,相对频

度
E

相对密度
F

相对显著度&

G,

- 统计运算在
HIJ .+"

下编程实现-

,

结果与分析

#&$

树种重要值分析

,+-+-

浙中城市森林植物总体分布状况 本次调查共记录到植物
!&"

种' 分属于
*&

科
-/"

属,表
!

&-

浙中城市森林植物种类不算多' 但科属类型较为丰富-

C

类城市森林中植物种类数排序为城周背景林＞

城市公园片林＞水岸林＞道路林' 道路林相对于其他城市森林类型来说植物种类最为单一-

&

个城市植

物种类数排序为淳安＞舟山＞余姚＞富阳＞诸暨- 其中淳安植物科属种数量最为丰富' 达到
&*

科
-"-

属
-!*

种( 诸暨城市森林植物科属种数量最少' 为
CC

科
/"

属
*!

种-

表
!

浙中城市森林植物科属种统计

12345 ! J429; K2':4<L M595?2 29N A>5(:5A 7K 8?329 K7?5A; :9 (59;?24 O@5P:29M

项目
诸暨 舟山 余姚 富阳 淳安 合计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科 属 种

水岸林
," ,, ,* -$ !" !, !& ,& C" !! ,! ,, !! ,* C, ,. &. $$

城市公园片林
!C ,C ,/ !. C$ &. !C ,& C! ,- ,, ,C ,. && */ ,& $" /&

道路林
!& ,- ,, !! !$ ,/ !. C" C/ !- !. ,! -* !, !& ,- CC &"

城周背景林
!/ C- C$ ,& &- && C- &" &/ ,, C- CC C! $$ /$ C$ /. .!

合计
CC /" *! &- /. -"- &, *" ./ C& /" *& &* -"- -!* *& -/" !&"

,+-+!

浙中城市森林树种重要值分布特征 将调查城市分为东区,舟山&' 中区,富阳+ 诸暨+ 余姚&' 西

区,淳安&三大区域' 每区域分为城周背景林和城市人工林,道路林+ 水岸林+ 城市公园片林&两大类型'

取乔木和亚乔木 ' 进行重要值综合指标计算并排序 ,表
,

&- 排名第
-

位的树种樟树
(%"")*+*,*

-)*./+01

重要值特别高' 形成了浙中城市森林的基调' 可划为基调树种( 排名
!"-"

位的树种重要值较

大' 使用频率高' 构成了城市森林的基本骨架' 可划为骨干树种(

--","

位的则是体现地域特色的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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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 可划为特色树种"

!#

位及以后的应用不普遍但具有待开发推广的潜力! 将其划为潜力树种# 从

全域来看 ! 城周背景林与城市人工林组成树种有明显差异 # 城周背景林以樟树 ! 马尾松
!"#$%

&'%%(#")#)

! 朴 树
*+,-"% %"#+#%"%

! 檵木 .(/(0+-),$& 12"#+#%+

! 白 栎
3$+/1$% 4)5/"

! 女 贞
."6$%-/$&

,$1"7$&

! 枫香
."8$"7)&5)/ 4(/&(%)#)

! 侧柏
9,)-:1,)7$% (/"+#-),"%

! 红楠
;)12",$% -2$#5+/6""

等为主! 城市

人 工 林 则 以 樟 树 ! 木 麻 黄
*)%$)/"#) +8$"%+-"4(,")

! 杜 英
<,'+(1'/0$% 7+1"0"+#%

! 水 杉
;+-'%+8$("'

6,:0-(%-/(5("7+%

! 桂花
=%&)#-2$% 4/)6/)#%

! 红楠! 银杏
>"#?6( 5",(5)

! 悬铃木
9,)-)#$% ! )1+/"4(,")

! 垂柳

@),"A 5)5:,(#"1)

等为主# 樟树作为基调树种地位非常突出! 重要值占比为
$%&'#(

! 且城市人工林中重要

值占比显著大于城周背景林$重要值占比分别为
!)&$$(

!

%'&$'(

%& 从各分区情况来看! 樟树在东区'

中区' 西区
!

个区域中重要值占比分别为
%*&++(

!

,*&)+(

和
%+&'*(

! 中区＞西区＞东区#

*

城市森林

类型中! 中区树种均以樟树为基调! 城周背景林落叶成分较多! 如朴树! 马尾松! 构树
B/($%%(#+-")

0)0:/"4+/)

! 枫香! 糙叶树
C02)#)#-2+ )%0+/)

等树种! 人工林以桂花' 垂柳' 杜英和木兰科等树种为主!

表现一定的耐水湿特征# 西区城周背景林以马尾松为基调! 常绿成分较多! 如樟树! 檵木! 女贞! 柃木

表
!

浙中城市森林主要树种重要值排序

-./01 " 234567.87 9.0:1 6.8;<8= 5> :6/.8 >561?7 3.<8 7611 ?41@<1? <8 @1876.0 AB1C<.8=

序号

浙江城市森林主要树种重要值
D(

东区 中区 西区 全域

城市人工林 城周背景林 城市人工林 城周背景林 城市人工林 城周背景林 城市人工林 城周背景林

%

樟树
%E&)"

朴树
%"&EF

樟树
,)&),

樟树
%F&F'

樟树
%+&F'

马尾松
,,&!+

樟树
%E&"E

樟树
%!&%!

,

木麻黄
%!&!"

红楠
%)&,F

桂花
'&+%

朴树
%%&F*

桂花
+&,E

樟树
%,&%E

木麻黄
*&*'

马尾松
F&+'

!

水杉
E&*%

白栎
E&%'

垂柳
*&*!

马尾松
"&EF

杜英
'&**

侧柏
%)&!'

杜英
!&*E

朴树
F&"F

*

红楠
+&+"

樟树
+&,"

杜英
*&!*

构树
"&E*

银杏
*&+' 檵木 F&*+

水杉
!&)) 檵木 '&,+

'

桂花
!&,"

毛竹
"&E"

广玉兰
,&!*

女贞
'&E+

悬铃木
!&*!

女贞
*&,!

桂花
,&FF

白栎
*&!E

"

夹竹桃
,&*'

杨梅
*&F"

鹅掌楸
,&,F

枫香
'&'%

加杨
,&',

柃木
!&F'

红楠
,&'F

女贞
*&)F

+

罗汉松
%&F)

杜英
*&"E

构树
,&%"

糙叶树
'&)!

桃
,&*!

桂花
!&!F

银杏
,&,E

枫香
!&',

E

珊瑚树
%&+!

枫香
*&",

银杏
,&)F 檵木 *&%"

枫杨
%&+F

苦槠
!&!"

悬铃木
%&E,

侧柏
!&*'

F

朴树
%&*%

冬青
!&+)

水杉
,&)"

麻栎
!&!!

合欢
%&"+

国槐
!&%*

垂柳
%&*E

红楠
!&*!

%)

棕榈
%&%+

杉木
,&E'

悬铃木
,&)!

黄连木
,&FF

樱花
%&""

白栎
,&F"

夹竹桃
%&!*

毛竹
,&,F

%%

圆柏
)&F*

灯台树
,&')

枫香
%&FF

柃木
,&*%

女贞
%&""

重阳木
,&"E

枫香
%&,+

柃木
,&%,

%,

鸡爪槭
)&E*

麻栎
,&*%

樱花
%&F+

白栎
,&)!

夹竹桃
%&'E

孝顺竹
,&!,

樱花
%&,%

麻栎
,&)'

%!

普陀樟
)&E*

女贞
,&%F

栾树
%&'*

合欢
%&''

榉树
%&*+

青桐
,&)*

女贞
%&)+

糙叶树
%&"E

%*

海棠花
)&E! 檵木 ,&%E

玉兰
%&**

苦楝
%&'%

垂丝海棠
%&*,

白檀
%&FE

鹅掌楸
%&)"

杨梅
%&"'

%'

弗吉尼亚栎
)&+F

合欢
%&EF

朴树
%&%"

算盘子
%&!,

国槐
%&*%

石楠
%&+!

广玉兰
%&)!

冬青
%&"%

%"

女贞
)&+'

绣线菊
%&'%

鸡爪槭
%&%!

桂花
%&!,

枫香
%&,'

山矾
%&"'

玉兰
%&)%

苦槠
%&'E

%+

龙柏
)&+*

构树
%&*!

紫叶李
%&%)

红果冬青
%&,'

孝顺竹
%&,,

黄檀
%&!%

合欢
)&F"

桂花
%&'+

%E

淡竹
)&+*

珊瑚树
%&*)

杨梅
%&)F

冬青
%&%,

紫叶李
%&%)

木荷
%&,'

枫杨
)&F*

杜英
%&'"

%F

杜英
)&""

苦槠
%&!E

枫杨
%&)*

榔榆
%&)F

红枫
)&F%

榔榆
%&)!

珊瑚树
)&E"

黄连木
%&*,

,)

邓恩桉
)&'E

黄连木
%&,"

垂丝海棠
)&F)

孝顺竹
)&F'

鹅掌楸
)&EF

马银花
)&FF

朴树
)&E"

国槐
%&,!

合计
+,&F! FE&') +)&)E F'&FF +%&E, %))&)) "%&E% E"&%)

说明(

!

由于篇幅关系! 表中仅列出前
,)

位树种! 树种后面的数字为重要值! 合计中包含未列出树种的重要值"

"

珊瑚树

D"5$/#$& (7(/)-"%%"&$&

! 鹅掌楸
."/"(7+#7/(# 12"#+#%+

! 广玉兰
;)6#(,") 6/)#7"4,(/)

! 罗汉松
9(7(1)/0$% &)1/(02:,,$%

!

棕榈
E/)12:1)/0$% 4(/-$#+"

! 圆柏
F$#"0+/$% 12"#+#%"%

! 鸡爪槭
C1+/ 0),&)-$&

! 普陀樟
*"##)&(&$& G)0(#"1$&

! 海棠花

;),$% %0+1-)5","%

! 弗吉尼亚栎
3$+/1$% H"/6"#")#)

! 龙柏
@)5"#) 12"#+#%"%

! 淡竹
92:,,(%-)12:% 6,)$1)

! 邓恩桉
<$1),:0-$%

7$##""

! 玉兰
;)6#(,") 7+#$7)-)

! 合欢
C,5"I") G$,"5/"%%"#

! 冬青
J,+A 12"#+#%"%

! 杉木
*$##"#62)&") ,)#1+(,)-)

! 灯台树

B(-2/(1)/:$& 1(#-/(H+/%$&

! 麻栎
3$+/1$% )1$-"%%"&)

! 绣线菊
@0"/)+) %),"1"4(,")

! 黄连木
9"%-)1") 12"#+#%"%

! 樱花
*+/)%$%

:+7(+#%"%

! 栾树
K(+,/+$-+/") 0)#"1$,)-)

! 紫叶李
!/$#$% 1+/)%"4+/)

! 枫杨
!-+/(1)/:) %-+#(0-+/)

! 垂丝海棠
;),$% 2),,")#)

!

重阳木
B"%12(4") 0(,:1)/0)

! 紫薇
.)6+/%-/(+&") "#7"1)

! 苦楝
;+,") )I+7)/)12

! 算盘子
>,(12"7"(# 0$5+/$&

! 红果冬青
J,+A

1(/),,"#)

! 榔榆
L,&$% 0)/H"4(,")

! 孝顺竹
B)&5$%) &$,-"0,+A

! 国槐
@(02(/) G)0(#"1)

! 桃
C&:67),$% 0+/%"1)

! 榉树
M+,?(H)

%+//)-)

! 红枫
C1+/ 0),&)-$& 4(/&) )-/(0$/0$/+$&

! 侧柏
9,)-:1,)7$% (/"+#-),"%

! 青桐
N"/&")#) 0,)-)#"4(,")

! 白檀
@:&0,(1(%

0)#"1$,)-)

! 山矾
@:&0,(1(% %$&$#-")

! 木荷
@12"&) %$0+/5)

! 马银花
O2(7(7+#7/(# (H)-$&

&

毛佳园等( 浙中城市森林主要群落分析及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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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桂花! 苦槠
-,./,0('.*. .1234('5$22,

! 石楠
67(/8089 .:44"29/9

等树种! 人工林以桂花" 杜

英" 银杏" 悬铃木" 加杨
6('"2". ! 1909;:0.8.

等为主! 表现一定的高大速生特征# 东区城周背景林以

朴树为基调! 其次为红楠! 白栎! 樟树! 毛竹
67$22(./,<7$. :="28.

和杨梅
>$48<9 4"?4,

等! 树种形态低

矮! 种类与中区和西区有明显不同! 人工林除樟树外以木麻黄! 水杉! 红楠" 桂花! 夹竹桃
@:48"A 80!

=8<"A

等防护" 特殊生境树种为主$ 东区无论是城周背景林还是城市人工林! 树种都较中西区特殊! 表

现出明显的海滨城市地带性特征$

&'('&

浙中城市森林树种重要值! 频数对比分析 目前! 关于城市森林树种应用状况的调查研究多以频

数统计为依据%

!)"!*

&

$ 频数指样方中树种出现的次数$ 本研究频数统计按照每个树种在所有样地中出现的

次数计算! 即无论树种的大小" 空间分布如何! 只要出现次数多! 就赋予高分$ 重要值则综合考虑了数

量" 大小" 空间分布的意义! 认为数量越多" 个体越大" 空间分布越均匀! 则赋予值越大$ 按重要值和

频数分别排序! 对比结果见图
#

$ 由图
#

可见'

!

种排序结果趋势基本一致! 但并不完全相同! 特别是

朴树" 马尾松" 枫香的重要值明显偏离且高于频数直方图! 这
&

种植物在东" 中" 西区域中空间分布相

对均匀! 体量也大! 但在频数统计时只统计了数量大小! 导致低频数" 高重要值( 珊瑚树! 雪松
-:=4".

=:(=,4,

! 海桐
B8//(.'(4"A /(C84,

! 石楠! 紫荆
-:4<8. <780:0.8.

等树种重要值低于频数直方图! 这几种植

物个体较小或者集中分布! 导致高频数" 低重要值$ 因此! 重要值对于衡量树种应用状况及其在群落中

的地位更为全面! 但频数简单易行! 作为粗略分析手段也是可行的$

图
#

浙中城市森林树种频数! 重要值对比

+,-./0 ( 12345/,627 28 8/09.07:; 57< ,342/=57= >5?.0 28 ./@57 82/06= =/00 640:,06 ,7 :07=/5? AB0C,57-

树种

!"#

群落量化组合模式

为进一步探讨浙中城市森林群落种组成! 依次提取表
&

所列树种出现的所有样地! 合并以后重新计

算一次重要值综合指标! 分析归纳出以该树种为优势种的群落量化组合模式! 以东区城市人工林和城周

背景林为例)表
D

*$ 以往的群落配置往往以数量做群落内树种配比! 本研究尝试用重要值代替数量! 即

提炼出以重要值为量化指标的配置比例! 这种方法更能体现群落内树种结构! 也有利于群落质量提升!

可为各区域城市森林群落配置作参考$

!"!

群落类型分析

参考表
&

树种排序和分类结果! 并依据表
D

列举的群落量化组合模式所采用的方法! 提炼出浙中全

部树种群落量化组合模式$ 按照 +区位,树种,功能- 次序! 结合群落需要营造的环境! 将提炼的所有

模式群落进一步划分为基调群落. 骨干群落. 特色群落以及潜力群落! 并总结调查过程中的不良群落$

&'&'(

基调群落 基调群落指以基调树种为优势种! 能代表城市景观整体! 形成协调统一基调的群落类

型$ 浙中城市森林基调群落东区. 中区. 西区域相似! 都以樟树为优势种! 搭配木麻黄. 朴树. 红楠.

桂花. 马尾松. 水杉. 白栎. 垂柳. 杜英等树种! 形成 +浙中全城
#

樟树E林- 群落)樟树E指以樟树为优

势种的群落! 文后出现某一树种E具有相同含义*$

&'&'!

骨干群落 骨干群落指城市中出现频率较高. 使用数量大的树种形成的城市支撑性群落类型$

!

浙中全城
#

桂花E道路游憩林! 常与水杉. 朴树. 夹竹桃. 龙柏. 杜英. 栾树. 银杏. 广玉兰. 樟树. 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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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群落量化组合模式举例

#$%&' ( )*$+,-,$,-.' /01%-+$,-0+ 102' -+ 2-33'4'+, &0/$,-0+

区位 群落类型 群落及配置比例
56

东区

城市人工林

樟树
(78!9:

朴树
989;

! 或桂花! 或红楠
98<<

! 或女贞
98=;

! 或桂花
=89"

! 或水杉
=8<=

红楠
=;89>:

樟树
>7899

! 或木麻黄
;>8<7

! 或水杉
?8;9

! 或桂花
<8@A

! 或鸡爪槭
@87<

木麻黄
==8=":

樟树
;98;=

! 或水杉
<8=<

! 或夹竹桃
>89A

! 或珊瑚树
>8<7

! 或弗吉尼亚栎
;8>@

桂花
A8A;:

水杉
@89;

! 或朴树
>8A?

! 或红楠
>87@

! 或夹竹桃
>87>

! 或龙柏
;8?9

! 或桂花
;78="

水杉
">8"@:

桂花
;78="

! 或樟树
?8??

! 或邓恩桉
"8>>

! 或夹竹桃
<8@A

! 或圆柏
@8?;

罗汉松
;"8@>:

红楠
98A?

! 或普陀樟
<8>>

! 或桂花
<8>7

! 或海棠
=8">

! 或栾树
>8@<

城周背景林

樟树
=98"@:

红楠
>A8>A

! 或杜英
;"8=9

! 或朴树
;;8<A

! 或冬青
;;8@9

! 或杉木
?8?A

红楠
@=8?:

朴树
>98@"

! 或白栎
>78?<

! 或樟树
;98?@

! 或麻栎
;"8"7

! 或冬青
;@8<@

杜英
@987=:

枫香
>"8A<

! 或樟树
>"89"

! 或刺柏
>;8">

! 或杉木
;?8?"

! 或朴树
;A8>A

麻栎
>?87<:

朴树
>=8?9

! 或黄连木
;?8>>

! 或灯台树
;"8>>

! 或樟树
;@8<@

! 或女贞
;;8@<

说明" 结香
!"#$%&'()*+ ,)'-.+/()+

! 新木姜子
0$&1*(.$+ +2'+(+

! 枇杷
!'*&3&('-+ 4+5&/*,+

! 刺柏
62/*5$'2. 7&'8&.+/+

#

丝海棠搭配! 形成芳香四溢$ 四季常绿的城市森林骨干群落#

!

浙中全城
!

杜英:道路游憩
5

背景林! 常与

广玉兰$ 玉兰$ 樱花$ 马尾松$ 加杨$ 银杏$ 朴树等搭配! 形成全城秋叶绯红$ 红绿相间的城市森林骨

干群落#

"

西区城内
!

悬铃木:道路游憩林! 常与桂花! 木芙蓉
9*3*.,2. 82(+3*1*.

! 女贞! 马尾松搭配!

形成叶大荫浓$ 树姿雄伟的城市森林骨干群落#

#

中区城内
!

广玉兰:公园
5

道路游憩林! 常与樱花$ 垂

柳$ 垂丝海棠$ 桂花$ 合欢搭配! 形成花大荫浓$ 四季常绿的城市森林骨干景观#

$

东区城内
!

木麻黄:

防护林! 常与水杉$ 夹竹桃$ 珊瑚树$ 樟树搭配! 形成壮观的沿海防护林骨干群落#

=8=8=

特色群落 特色群落指使用的树种种类丰富$ 观赏价值高$ 体现城市森林景观多样性! 形成地方

特色的群落类型#

%

东区城内
!

红楠:防护林
5

道路
5

背景林群落! 常与木麻黄$ 水杉$ 樟树$ 桂花$ 鸡爪

槭搭配# 红楠春季观新叶! 夏季观果$ 冬季可观红顶芽! 耐盐碱又抗风! 是东部海岸特殊生态环境下孕

育的优良树种! 以红楠为优势树种! 可形成东部海岸特色群落类型#

!

中区全城
!

朴树:背景林群落! 以

朴树为优势树种! 常与樟树$ 桂花$ 枫香$ 马尾松$ 檵木$ 女贞搭配# 朴树树冠宽广潇洒! 生长速度

快! 绿化效果好! 对有毒气体抗性强! 是中区地区最朴实无华的特色乡土树种#

"

西区城郊
!

马尾松:背

景林群落! 常与樟树$ 白栎$ 檵木$ 构树$ 柃木搭配! 形成西区马尾松特色优良群落类型# 除此之外!

还有东区城内
!

罗汉松:道路
5

公园游憩林群落$ 西区城内
!

银杏:公园
5

道路游憩林群落$ 西区城郊
!

侧柏:背

景林群落$ 东区城郊
!

麻栎:背景林群落形成了浙中各区域特色群落类型#

=8=8@

潜力群落 潜力群落指目前仅在局部应用! 但有待开发推广$ 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群落类型#

%

浙中城内
!

鹅掌楸:道路游憩林群落! 鹅掌楸为落叶大乔木! 树形羰正雄伟$ 分枝均匀$ 叶形奇特$ 花大

美丽$ 秋色叶金黄$ 抗病虫害极强$ 生长迅速! 符合绿化树种的基本原则! 是优良的园林绿化树种# 以

鹅掌楸为优势树种! 搭配桂花$ 杨树$ 杜英$ 女贞$ 垂丝海棠! 形成道路游憩林群落#

!

西区全城
!

枳

蓂
:&;$/*+ +,$'3+

:道路游憩林
5

背景林群落! 枳蓂为深根性树种! 适应性强$ 生长迅速$ 树干挺拔! 应用

前景广阔# 以枳蓂为优势种! 搭配樟树$ 水杉$ 女贞等形成道路特色群落! 与苦槠$ 侧柏$ 柃木等搭

配! 可形成背景林特色群落#

"

浙中全城
!

榉树:游憩林
5

防护林
5

背景林群落! 榉树为落叶乔木$ 树姿高

大雄伟! 秋叶变红褐色! 为优良观叶树种! 且固土抗风! 可作为防护林及水土保持林# 以榉树为优势

种! 与樟树$ 红楠$ 檵木$ 黄连木$ 石榴$ 桂花等搭配! 可形成特色景观! 具有相当大的潜在应用价

值! 值得大力推广#

#

东区全城
!

乌桕
<+5*28 .$3*7$'28

:背景林
5

游憩林群落! 以乌桕为优势种! 搭配雪

松$ 侧柏$ 杉木$ 朴树等! 可形成公园游憩林特色群落! 搭配榔榆$ 木麻黄$ 朴树$ 丝棉木可形成水际

游憩林特色景观% 搭配白榆
=182. 528*1+

! 枫香! 朴树等! 可形成背景林特色群落#

$

中区全城
!

苦楝:

道路游憩林
5

背景林群落! 以苦楝为优势种! 搭配桂花$ 樟树! 可作为特色道路游憩林群落% 与枫香$

构树$ 朴树等搭配可形成中区特色背景林群落# 除此之外! 还有西区城郊
!

黄檀:背景林群落$ 东区城内
!

新木姜子:道路
5

公园游憩林群落$ 东区城郊
!

臭椿
>*1+/()2. +1(*..*8+

:防护林群落$ 东区城郊
!

白榆:防护林

群落等! 待开发成为区域特色群落类型#

=8=8<

不良群落 不良群落指在进行景观质量综合评价时! 得分＜9<

分&表
;

'的群落# 这些群落在城市

毛佳园等" 浙中城市森林主要群落分析及优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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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 适应性差" 健康度低" 景观效果不理想#

!

浙中全城
!

构树&游憩林
'

背景林群落! 构树生长迅

速! 适应性强! 但在城市森林中! 其往往成为群落中的 $霸王树%! 外貌粗野& 繁殖过快! 甚至有一定

侵略性! 果实易凋落影响道路整洁! 景观质量差#

"

东区城内
!

杜英&道路林! 杜英为优良的常绿速生树

种! 病虫害少! 但作为喜酸性植物不适宜生长在东区海滨盐碱类土壤中#

#

浙中城内
!

垂柳&游憩
(

道路游

憩林群落! 垂柳树姿优美! 常见于江南水岸边! 形成桃红柳绿之景! 但在部分城市中水际垂柳病虫多!

如柳锈病& 白粉病等! 健康度较低! 高质量群落景观维持较难#

$

中区城内
!

杨树&道路游憩林群落! 杨

树为良好的防护林及用材林! 但在春夏之交飘絮& 落叶量大! 且作为速生树种! 其寿命较短! 不宜在城

市人工林中栽植# 除此之外! 东区城内
!

海枣&游憩林群落& 中区城内
!

枫香&道路游憩林群落& 浙中全城
!

合欢&道路林群落等由于树种本身生长习性与当地环境条件不符或者出于人们对其喜好等原因! 成为了

城市不良群落类型#

)

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次调查总共获得
!*"

种植物! 分属于
+*

科
,-%

属! 种类相对于科& 属来说较少! 浙中城市

森林绿化对物种的开发利用还有待加强'

)

类城市森林中植物种类数排序为城周背景林＞城市公园片

林＞水岸林＞道路林! 道路林相对于其他城市森林类型来说植物种类最为单一'

*

个城市植物种类数排

序为淳安＞舟山＞余姚＞富阳＞诸暨#

从提炼获取的重要值综合指标可以发现! 樟树是浙中城市森林中具有显著地位的基调树种! 且重要

值排序为中区＞西区＞东区# 西区城周背景林以马尾松为基调! 这与西区低山地形& 千岛湖水体效应下

形成特殊生境适宜马尾松发展有密切关系(

.%

)

# 东区海岛特殊立地类型(

.!

)

! 促使城市人工林中木麻黄& 水

杉& 红楠& 桂花& 夹竹桃等防护& 特殊生境树种占据较大比重# 从气候类型上来说! 东区属北亚热带南

缘季风海洋型气候! 受海洋影响强烈! 立地条件恶劣! 干旱& 盐雾& 风害& 土壤条件差! 形成特有稳定

的典型植被类型! 如红楠& 普陀樟& 舟山新木姜子& 全缘叶冬青& 滨柃
!"#$% &'%()*+,-%

等! 与东区&

中区差异较大' 西区处浙西北部山区虽在大范围上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北缘! 但受山地地形影响强

烈! 多层次的立体型气候使得城周背景林植被带有山地特征! 且与城市人工林有一定差异# 中区地区处

于过渡带! 植被类型同样具有东西部过度性质# 因此浙中地区城周背景林各地差异较大! 与各地气候&

地形等立地条件耦合较好' 人工林的地方差异相对较小! 同质化倾向较明显#

因重要值综合指标包含的信息量远大于频数统计信息! 在浙中城市森林树种重要值与频数对比研究

中! 结果趋势大致相同! 在一些树种上重要值明显偏离频数直方图! 因此! 频数研究只能作为研究分析

的简要手段! 不能代替重要值# 本研究不仅使用重要值来寻找基调树种! 还通过重要值对浙中城市森林

群落进行分类! 并对每类群落进行了以重要值代替数量的量化配置及景观应用分析! 形成各类型优良群

落! 可操作性强#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浙中地区还未做过相关研究#

童明坤等(

.!

)

! 任斌斌等(

..

)对自然群落进行模拟设计并运用到人工林营建中# 本研究在研究城周背景

林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优良群落可以运用于人工林营建! 如东区城内
!

黄连木
(

盐肤木
./"0 1/*+&+0*0(

苦

楝
(

滨柃林# 黄连木& 盐肤木& 苦楝对土壤要求不严! 苦楝树形优美! 春季可观花! 且黄连木& 盐肤木

可作为优良观叶林群落景观' 滨柃作为舟山乡土树种! 枝叶密集耐修剪且为极耐盐碱常绿树种! 开发潜

力巨大#

樟树是一种优良绿化树种! 但栽植过多! 将导致浙中城市森林景观同质化! 审美疲劳! 物种多样性

降低等问题! 不利于城市森林的特色化& 个性化发展# 浙中城市森林植物虽种类并不算多! 主要集中在

几个大科! 但是科属数量较多# 植物种类丰富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区的一个典型特征! 在城市森林

建设过程中应将这一优势利用起来! 深入挖掘其他同科同属植物! 丰富城市森林树种# 同时! 结合区域

小环境特点! 选取区域小环境特色树种! 营造区域特色群落! 加强对地带性植物在营建地域特色景观中

的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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