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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园林地被植物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和经济 、社会效

益 , 有关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 。目前对园林地被植物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 , 并得到推广 。

从园林地被植物资源调查 、引种 、 筛选 、适应性 、耐性和育种等几个方面 , 系统综述了近几

十年来国内外园林地被植物的研究现状 , 试提出我国园林地被植物在将来研究中 , 应加强生

物生态学特性 、 景观效果 、种质资源库建立和基础理论 、 新品种创新 、野生园林地被植物资

源保护和产业化水平等几个方面研究工作。参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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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地被植物是指覆盖在地表面的用来园林绿化的低矮植物[ 1] 。地被植物高度不超过110 cm , 生

育期内可以露地栽培 , 具有覆盖能力强 、观赏价值高和可粗放性管理等特点[ 2]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

迅速发展 , 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 , 生态条件和环境质量的提高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关

注
[ 3]
。地被植物已经成为园林植物群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 对保护和美化环境 , 丰富园林景观

[ 2 , 4 ,5]
,

提高园林绿地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有关园林地被植物的研究国内外报道较多。我国在 70年代末

就开始地被植物研究 , 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 6] 。本文结合作者近几年园林地被的研究工作 , 简要介绍

园林地被植物的研究进展 , 为进一步开展园林地被植物研究和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1　园林地被植物研究进展

园林地被植物与草坪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 。近几十年来 , 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地被植物的

重要性 , 国内外开展许多园林地被植物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

1.1　园林地被植物资源调查 、引种和筛选应用研究

野生植物资源是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 , 对野生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 , 标志着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文明建设水平 。掌握种质资源 , 就能控制世界 。目前人类利用的各种植物 , 无不是通过千

百年引种驯化的结果 。园林地被资源调查是调查本地区野生地被植物资源状况 。引种是从国内外引进

本地区没有的地被植物种类 , 经过引种驯化 , 使它在本地生长 , 可以丰富地被植物种类[ 7] , 因此 , 对

各个不同地区进行园林地被植物资源调查 、 引种和筛选应用研究相当重要 。

国外对地被植物重视较早 , 尤其对地被植物的调查和筛选工作 。如 Powell
[ 8]
经过几年调查 , 筛选

出20种适合堪培拉地区生长的地被植物 , 并对栽培方式提出合理化建议;Dikey[ 9]对适合在佛罗里达



州生长的地被进行大量调查和观察;Spruyt[ 10]筛选出 40种适合做地被的植物;Fortgens[ 11]探讨了唇形

科Labiatae野生和栽培的地被植物的生态学和观赏特性。此外 , Flemer[ 12] , Percy[ 13]也在地被植物筛选

方面做了研究工作。

国内对地被植物研究从 20世纪 70年代末才开始逐步重视。近年来经过园林工作者努力 , 也取得

了不少进展。1987年上海植物园在调查基础上 , 推荐了垂盆草 Sedum sarmentosum , 连线草 Glechoma

radicans ,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 野豌豆 Vicia craces , 短叶决明 Cassia leschenaultiana 和天蓝苜蓿

Medicago lupulina 等地被植物;1988年杭州植物园在调查基础上 , 推荐了德国鸢尾 Iri sgermanica , 蝴蝶

花 Tris japonica , 吉祥草 Reineckia carnea , 紫萼 Host ventricosa , 白穗花 Sperirantha gardenii , 阔叶山麦冬

Liriope platyphylla , 倭海棠 Chaenomeles japonica , 倭竹 Shibataea chinens , 菲白竹 Pleioblastus angustirolius ,

铺地龙柏 Sabina chinensisi 等地被植物;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在大量引进野生花卉基础上 , 筛选观赏价值

较高的宿根花卉无毛紫露草 Tradescantoa virginiana , 垂直绿化植物花叶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henryana 和

适宜北方栽培的蕨类植物荚果蕨Matteuccia struthiopteris等 3种野生地被植物;广州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从国产资源中挖掘出适合热带和亚热带天台绿化的地被植物绿景天 Sedum sp.;北京天坛公园调查了

园内野生地被资源 , 并对某些种类进行了扩繁和试种研究 。

国内不少城市或省份也开展了野生地被植物的调查和筛选研究 , 重庆 429种[ 14] 、 济南 118种[ 15] 、

合肥地区 119种[ 2] 、 南京地区 66种[ 16] 、 乌鲁木齐 80 种[ 17] 。北京 、昆明 、 厦门 、 石家庄 、 东营和湘

潭[ 19 ～ 24]等市和江西省也作过相关报道 。另外 , 对秦岭南坡火地塘等地区 、鄂西南山区 、 广西大明

山 、 塔里木河流域 , 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 、 广东石灰岩地区 、 河南大别山区 、 浙江西天目山自然保护

区和泰顺县[ 25 ～ 33]等进行观赏植物资源调查 , 其中包括部分园林地被植物资源。

在地被植物引种方面 , 国内各单位根据各自情况 , 也相继开展此项工作。地被植物引种主要有 2

种形式:一种是从当地野生地被中引种驯化 , 二是从国外或国内其他地方引进 , 进行适应性评价栽培

试验 。最近上海市园林局引入了 305种国内外野生和栽培的宿根草本花卉 , 其中很多都可以作为园林

地被。为了增加城市园林底色景观 , 近年来 , 也引进国外彩叶木本地被植物如金山绣线菊 Spiraea

bumalda cv.Gold Mound[ 34] , 金焰绣线菊 S .bumalda cv.Gold Flame 和金叶连翘 Forthytia supense cv.

Aurea 。另外 , 也引进大量观赏价值高的草本地被植物如石竹属 Dianthus , 落新妇属 Astilbe , 荷兰菊

Asternovae belgii , 美女樱属 Verbena , 玉簪属 Hosta , 铁线莲属 Clematis , 紫叶酢酱草 Oxalis trangularis

cv.Purpurea , 蟛蜞菊 Wedelia trilobata , 花叶冷水花 Pilea cadierei , 小蚌兰 Rhoeo spathaceace cv.

Compacta , 白蝶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m cv.White Butterfly , 细叶萼距花 Cuphea hyssopifolia , 金叶

书带草 Ophiopogonjaburan cv.Aurea , 金叶过路黄 Lysimachia mummularia cv.Aurea , 多花筋骨草 Ajuga

multiflora 等 。这些种类有的已较大面积推广 , 丰富了我国地被植物种类。

1.2　地被植物的适应性和耐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地被植物适应性和耐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耐荫性 、 耐寒性和耐盐碱性研究 , 其中又以

耐荫性研究最多 。

植物耐荫性是植物在弱光照条件下的一种生活能力 , 由植物遗传特性和植物对外界变化的光照条

件适应性 2个方面决定。国内苏雪痕教授最早对杭州园林植物群落中的一些种群在不同光照条件下的

生长发育及光合特性作了研究 , 并提出了园林植物耐荫性及群落配置理论。伍世平等
[ 35]
以 11种地被

植物为材料 , 定量测定了细胞质膜的差别透性 、 叶绿素 a与叶绿素 b含量及光饱和点与光补偿点 3个

指标 , 并结合引种试验 , 对其耐荫性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研究。裴保华等[ 36] 用黑色遮阳网设置 4种光

强 (全光照 、 24.5%、 7.5%和 2.5%)研究富贵草 Pachysandra teriminalis的耐荫性 , 结果表明富贵草

适宜在8%～ 25%的光强下种植 。Dymovao 等[ 37]指出在庇荫的情况下 , 植物形态的可塑性和光合特性

变化范围是很窄的;Sim等[ 38]设计了 3种光照梯度 (25%, 50%, 75%)对几种木本地被植物生长的

影响试验 , 研究出每种地被植物适宜光照强度。Clausen[ 39]研究了 125种地被植物在不同光照条件下

适应性 。Witte
[ 40]
对 110种常春藤栽培品种在遮荫地和裸地中的扩张性表现 , 筛选出 13个比较好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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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耐盐性和耐寒性方面 , Francios[ 39]通过观察盐分对地被植物的影响 , 总结出地被植物在受到盐

害时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及具体防治方法。王和详等[ 40]也对引进草种地被 , 做耐盐碱程度的测定 , 并

推荐一些耐盐碱优良草种。石爱平等[ 41] 对紫花地丁 Viola yedoensis 耐盐性进行了研究 。百喜草

Paspalum notatum
[ 42]
　是一种很好水土保持地被植物 , 属于中度抗盐种。Fortgen等

[ 11]
对唇形科植物耐寒

性进行研究 , 阐述了它们作为育种基因资源的开发价值 。Sulgrove[ 43]对 6种地被植物耐寒性进行了调

查 , 筛选出5种耐寒性强的品种 。

1.3　地被植物育种研究

随着地被植物的重要性发现 , 对地被植物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许多科研工作着从不同角度对地

被植物进行了研究。同其他花坛花卉和切花育种相比 , 目前地被植物育种主要是采取传统育种方法。

陈俊愉等[ 7]通过杂交育种培育出地被菊新品系 , 邱新军等[ 44]通过杂交育种培育出 “雪中笑” 抗寒性

杜鹃 Rhododendron simsii cv.Smileinsnow , 黄苏珍等
[ 45]
近年来也开展了鸢尾属 Iris的杂交育种工作 ,

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开展了地被石竹 Dianthus新品种选育。国外如 Uosukaimen[ 46]通过杂交培育出6个品

系抗寒杜鹃 , Arisumi[ 47]通过杂交选育出抗热性杜鹃新品种 。东北林业大学将露地菊进行航天育种 ,

后代有些变异体可以作为地被菊育种材料。目前 , 通过分子育种培育地被植物新品种的报道很少 。

此外 , 也有人研究了旅游活动对风景区地被植物的影响[ 48] 。国内一些资料也具体报道石蒜类

Lycoris
[ 49～ 51]　　, 蛇莓[ 52] , 过路黄 Lysimachia christinae

[ 53]　, 天蓝苜蓿[ 54] , 紫金牛 Ardisa japonica
[ 55]　, 皇

帝菊 Melampodium paludosum
[ 56]　等地被植物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2　研究展望

国外在90年代以后注重了育种基因资源的开发 , 同时注重地被植物生理学和生态学特性研究 ,

并且通过育种方法培育出彩色地被植物 , 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而国内在园林地被植物产业化程

度 、 新品种创新能力 、种质资源库建立和基础研究工作 、 生态效益等方面的研究同国际上还有一定差

距 , 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园林地被植物研究 , 应加强如下研究工作 。

2.1　加强地被植物生物生态学特性 、 景观效果和生态效益研究

城市生态园林主体是植物群落 , 植物多样性只有在和谐 、 有序和稳定的群落中才能共存 , 达到最

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目前对园林地被植物的研究还仅仅局限于单个或几个方面 , 对地被植物在生态

系统中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研究还不够深入 , 没有形成系统 , 今后要加强这方面工作 。同时 , 也要开展

地被植物混合配置效果和生态效益方面的研究。

2.2　加强地被植物种质资源库建立和基础研究

我国具有丰富的野生地被植物资源 , 因此 , 进一步加大野生地被植物种质资源收集 , 在地被植物

生物学特性 、适应性 、抗性和观赏价值等系统研究及综合评价基础上 , 建立起完整的野生地被植物个

体资料。同时对国内观赏价值高的地被植物要从分子水平进行遗传多样性和亲缘关系研究 , 对地被植

物资源鉴别和分类 , 为新品种创新奠定物质基础 。

2.3　加强园林地被植物新品种创新研究

园林地被植物作为花卉产品一部分 , 只有努力建立自主的园林地被植物新品种创新体系 , 不断推

出新品种 , 才能为园林地被植物应用和发展提供动力 。在注重传统育种方法的同时 , 也要加大分子育

种研究。同传统育种方法相比 , 分子育种可以打破物种之间遗传物质交流界限 , 为地被植物育种提供

保障 。目前国内对地被植物育种方面还缺乏这方面研究。如我国是一个干旱和半干旱 、 盐碱化程度很

高国家 , 在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中 , 这些都成为制约我国许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因此 , 利用我国

丰富的地被植物资源 , 开展园林地被植物抗旱和抗盐转基因方面研究 , 具有重要意义。

2.4　加强野生园林地被植物资源的保护研究

野生园林地被植物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宝贵财富 。目前人们对这方面认识还

不够 , 对野生园林地被植物资源采取掠夺式开发 , 使种质资源急剧下降 , 因此 , 对野生园林地被植物

资源开发利用 , 应注意合理保护资源 , 以维护生态平衡。同时 , 对我国一些珍稀濒危野生园林地被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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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源 , 要加以保护 , 探讨致濒机制及解除措施 , 在采取就地保护 , 迁地保护 , 人工繁殖的同时 , 也

要对濒危种群开展种群遗传学和生殖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

2.5　加大园林地被植物产业化水平研究

虽然我国目前园林地被植物在城市中应用逐年扩大 , 但种类还是具有很大局限性 , 致使城市园林

景观比较单调。因此 , 通过科学研究 , 解决园林地被植物规模化生产中配套技术 , 推出园林观赏 、水

土保持 、 休闲等园林地被种类 , 供城市中推广和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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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outlook of landscape cover plants

WANG Xiao-de1 ,2 , MA Jin2

(1.College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37 , Jiangsu , China;

2.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rts ,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 Linan 311300 , Zhejiang , China)

Abstract:Landscape cover plants ar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urban landscape engineering.Due to its particularity

and hug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 more and more people attach importance to its research.At present , many

achievements in its research have been made and applied in landscape engineering.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ource investigation , introduction , selection , adaptability , endurance and breeding , the research actuality of

landscape cover plants at home and abroad is summarized.It is put forward that in the futrue research of cover

plants in China , the research work including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landscape effects ,

germplasm resources accumulation , basic theories , new species breeding , wild landscape cover plants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shall be strengthened.[Ch , 56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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