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道路绿化是影响道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市园林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 它直接构成城市的

面貌" 道路的空间格局" 市民的交往环境质量! 为居民日常生活体验提供长期的视觉审美客体! 乃至成

为城市景观文化的组成部分#

!

$

% 近年来! 对不同气候类型主要城市的道路绿化情况有一些初步研究! 如郑

西平#

"

$探讨了北京城市道路绿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金莹杉等#

#

$分析了沈阳市建成区行道树的结构与功能!

朱学南等#

$

$调查了杭州常绿与落叶行道树冬季的环境效应! 冯建军等#

%

$分析了广州市道路绿化模式的环

境效益! 窦逗等#

&

$调查了南京市老城区行道树的优势种并对其进行分析% 本研究对南宁市主要道路绿地

进行调查! 分析道路绿化植物的结构! 旨在为城市森林的结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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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主要城市道路绿化群落结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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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南亚热带气候的南宁市城市道路绿化为研究对象
!

运用群落生态学方法
!

选取有代表性的
""

条道路进行

植物配置组成结构分析
%

结果表明
$

南宁市现有道路绿地主要应用的乔木树种有
&#

种
"

隶属
"'

科
&!

灌木
$+

种
'

隶属

"&

科
&(

出现频度最高的乔灌木分别为扁桃
/65.7&'#3 8"66#%-3

)

&#,

&

和黄金榕
0-8#3 6-8$"8&$9&

*

-./012 314516

+)

'#,

#(

乔木与灌木的种类配比为
!7# # !

(

乔木的常绿
,

落叶树种的种类配比
!! # !

%

垂直结构上
!

""

条道路中有
!!

条道

路为乔灌草
#

层结合的立体结构
!

占总数的
%*,

%

目前南宁市道路绿化已形成了一定景观
!

但仍存在种类不够丰

富
!

特色不够明显
!

景观效果较为单一等问题
%

应丰富植物种类
!

增加观花观果植物
!

提高乡土树种利用比例
!

优化植物景观配置等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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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

调查区概况

南宁市位于广西南部! 地处亚热带南部" 北回归线以南!

!!!$!"&!'!'!"(

!

#%)!*+"&$",!+$"-

# 南

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光热丰富! 雨水充沛! 霜少无雪! 全年平均气温为
!$., #

! 年降水量
$ '"" //

左右$

!""0

年统计资料显示! 全市市区面积为
1 +10 2/

!

! 人口
!%1

万! 森林覆盖率
*'.$+3

! 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0.1+3

! 绿地率
'*.$,3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 /

!

$

!"#

调查区范围

在综合调查的基础上! 从南宁市生活区% 商业区" 工业区" 风景名胜区等区域道路中选取有代表性

的
!!

条主要道路进行调查! 分别为民族大道" 民族大道延长线" 白沙大道" 星光大道" 江南大道" 五

一东路" 江北大道" 大学路" 新民路" 桃源路" 竹溪大道" 滨湖路" 园湖路" 荔滨大道" 金浦路" 青环

路" 江南路" 北大路" 中华路" 民主路" 东葛路" 朝阳路及友爱南路$

!"$

调查时间及方法

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详细记录每条道路的断面类型" 绿化植物的种类" 绿化带的形式" 绿化

结构以及绿化景观等$ 同时每条道路随机选取
$+" /

的调查路段进行样方调查$ 在道路较长! 分段绿化

形式不同的道路中! 每个分段类型各随机选取
$+" /

的路段进行样带调查$ 本研究共调查样带
+!

个!

包括中央分车绿化带" 快慢车道分车绿化带" 人行道绿化带" 路侧绿化带等功能地段$ 在每个样带内分

别调查记录植物的种类" 数量&乔木和大灌木按株数统计! 小灌木和草本花卉按德鲁特&

45678

'

(

)

)的等级

标准统计! 分为
1

个等级* 极多! 多! 较多! 少! 稀少和单株$

!"%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参照文献(

,

)! 直接统计每条道路绿化植物种类! 统计多度" 相对多度" 频度" 相对频

度等指标作为衡量绿化植物的数量特征$

!

结果与分析

#"!

南宁市道路绿化植物种类分析

在所调查的样地范围内! 共有绿化植物
$')

种! 其中乔木
!)

科
*+

属
1'

种! 灌木
!1

科
*$

属
*0

种! 草本
$$

科
!!

属
!+

种$ 在调查的
$$!

种木本植物中! 其中裸子植物
'

种! 占总种数约
$%

! 乡土植

物
1'

种! 占总种数的
&13

$

在被调查的乔木中! 应用种类最多的是桑科
9:5;<8;8

&

*

属
$!

种'! 其次是棕榈科
=;>/;8

&

0

属
#%

种'!

桃金娘科
9?5@;<8;8

&

'

属
*

种'! 苏木科
A;8B;>CDED;<8;8

&

!

属
*

种'! 木棉科
F:/G;<;<8;8

&

!

属
'

种'! 漆

树科
HE;<;57D;<8;8

&

!

属
'

种'$ 排名在前
1

位的乔木树种科虽然只占乔木树种总科数的
!!3

! 但乔木树

种种数却占了总乔木树种种数的
+)3

! 特别是桑科和棕榈科! 分别占总种数的
$03

和
$13

! 可见这
!

个科的植物在南宁市道路绿化中是应用较为广泛的$ 在被调查的灌木中! 应用最多的是棕榈科&

*

属
+

种'!

其次为龙舌兰科
HI;J;<8;8

&

*

属
*

种'! 锦葵科
9;>J;<8;8

&

!

属
'

种'! 马鞭草科
K85G8E;<8;8

&

'

属
'

种'

和五加科
H5;>D;<8;8

&

!

属
'

种'$ 综合研究调查样地的乔木和灌木可以发现! 应用种类最多的科为棕榈

科! 共
$'

属
$+

种! 占总木本植物种数的
$'3

$ 与其他地区调查结果相比(

0

)

! 本研究统计的草本植物种

类较多! 共有
!+

种! 主要为天南星科
H5;<8;8

&

*

属
1

种'! 百合科
LD>D;<8;8

&

'

属
*

种'! 石蒜科
H/;5?>'

>D7;<8;8

&

!

属
'

种'和竹芋科
9;5;E@;<8;8

&

!

属
'

种'$ 但这些草本植物主要应用于路侧绿化带中! 在分车

带和行道树下应用种类较少$

用群落生态学的频度指示对所调查植物进行分析! 出现频度最高的
$"

种乔木及灌木种类见图
$

及

图
!

$ 乔木中出现频度最高的是扁桃
!"#$%&'() *+""(,-)

&柿树'! 其频度为
1'3

! 其次是小叶榕
.-*() "-*/+!

*0/12

! 为
++3

! 羊蹄甲
30(4-,-0 1(/1(/50

! 为
+*3

$ 灌木中出现频度最高的是黄金榕
6-*() "-*/+*0/10

+

M:>78E L8;J8B

,! 其频度为
)'3

! 其次为朱槿
7-8-)*() /+)2')-,5,)-)

&市花'! 为
1'3

! 七彩朱槿
7-8-)*()

/+)29)-,5,)-)

+

A::C8E

,为
++3

$ 在出现频度最高的
$"

种乔木中! 有
)

种为乡土树种! 另外
'

种大花紫薇

:&;5/)</+5"-2 )15*-+)2

! 大王椰子
=+#)<+,5& /5;-&

和鸡蛋花
>'("5/-& /(?/&

+

H<6@DN:>D;

, 为国外引种! 这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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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物目前在南宁的适应性良好" 已经成为南宁城市绿化的骨干树种" 特别是大花紫薇" 作为季相性变

化的观花植物" 目前在南宁的主干道绿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出现频度最高的
$%

种灌木中" 同样有

&

种为乡土树种" 其他的
'

种黄素梅
!"#$%&$ '()(%*

$

()*+,-

%" 小驳骨
+(%,$'"**$ -"./$'0*

和三药槟榔

1'(2$ &'0$%,'$

为外来引种" 其中黄素梅在城市道路的分车带绿化中被广泛应用" 而小驳骨和三药槟榔主

要应用于路侧绿化带&

!"!

乔灌木组成特征分析

本研究调查的
$$.

种木本植物中" 乔木种类有
/0

种" 占
1/2

" 灌木种类
34

种" 占
332

" 乔木与

灌木的比例约为
$5' ! $

& 据研究" 道路绿化中乔灌木最佳配比为
$ ! 3 6 1

'

$%

(

& 由此可见! 目前南宁市道路绿

化的木本植物中" 灌木植物应用种类偏少& 从乔灌木组成特征来看)表
$

*" 在乔木层中" 常绿与落叶的

比例为
$$ ! $

" 阔叶与针叶的比例为
.% ! $

" 乔木中的落叶树种只有木棉
3456$7 5$.$6$'02"5

" 美丽异

木棉
894'0*0$ *)(204*$

" 大花紫薇" 凤凰木
!(.4%07 '(/0$

" 小叶榄仁
:('50%$.0$ 5$%&$.;

等
1

种" 针叶树种

只有南洋杉
<'$"2$'0$ 2"%%0%/9$500

" 侧柏
=.$&;2.$,"* 4'0(%&$.0*

" 罗汉松
=4,42$')"* 5$2'4)9;.."*

等
0

种#

可见南宁市道路绿化的乔木种类中" 落叶树种和针叶树种的种类偏少" 致使城市道路绿化的季相性变化

不够丰富# 在灌木层中" 只有紫薇
8('20* '$2(54*$ $

种落叶灌木" 苏铁
8;2$* '(-4."&$

和华南苏铁
8;2$*

'"5)900

等
.

种针叶绿化树种" 这就致使整个城市道路绿化的灌木几乎没有季相变化# 这与南亚热带的

气候温暖+ 冬季不明显的特点有直接关系&

调查区内乔木层有观花植物
$3

种" 占乔木总数的
..5.7

" 分别为羊蹄甲" 木棉" 大花紫薇" 中国

无忧花
>$'$2$ ,0-(*

" 黄槐
8.$,'$*&0* ?0.*4%00

" 美丽异木棉 " 白兰花
@029(.0$ $.6$

" 蓝花楹
A$2$'$%,$

5054*0B4.0$

" 广玉兰
C$/%4.0$ /'$%,0B.4'$

" 凤凰木 " 红花羊蹄甲
3$"90%0$ 6.$D($%$

" 鸡蛋花 " 洋紫荆

3$"90%0$ -$'0(/$&$

" 四季桂
E*5$%&9"* B'$/'$%*

& 这些观花乔木中" 前
/

种是应用于分车带绿化和人行道

绿化的" 其余
"

种都是应用于民族大道等景观路的路侧绿化带中& 乔木层中的观果植物的比例为

$.8&2

" 只有扁桃" 木菠萝
<'&42$')"* 9(&('4)9;.."*

" 龙眼
F0542$')"* .4%/$%

" 苹婆
>&('2".0$ %460.0*

" 蒲

桃
>;G;/0"5 H$564*

" 海南蒲桃
>;G;/0"5 9$0%$%(%*(

" 林亡果
C$%/0B('$ 0%,02$

" 枇杷
I'0464&';$ H$)4%02$

等
"

种植物" 其中应用于分车带及行道树的只有扁桃和芒果
.

种& 乔木层中的彩叶植物有
9

种" 分别为星光

垂叶榕
J02"* 6(%H$50%$

$

:;<= >?@A;

%" 花叶橡胶榕
J02"* (.$*&02

$

B<=?,@<;<

%" 斑叶高山榕
J02"* $.&0**05$

$

()*+,- C+@,+

% 和金叶垂榕
J02"* $.&0**05$

$

()*+,- >,<D,E

%& 这些彩叶乔木基本都应用于景观路的路侧

绿化带中" 而且数量偏少& 从乔木层的观赏性来看" 观花观果植物的比例都在
.17

以下" 彩叶植物比例

不到
$%7

" 不仅植株数量少" 树种种类也相对少" 而且在分车带和行道树绿化中的应用就更为稀少" 这

直接导致了道路绿化的观赏性不够丰富" 景观类型单一& 在今后的道路景观绿化中" 需增加具有观赏特

色的植物新品种和植株数量&

调查区内的灌木层中观花植物和彩叶植物的比例都高于乔木层" 分别为
0&7

和
..7

" 但观果植物

比例极低" 仅有九里香
C"''$;$ (74&02$ $

种& 灌木是道路绿化中应用灵活性较强的种类" 灌木层的结构

和风貌直接决定着道路景观效果所呈现出统一性+ 协调性和多样性'

$$

(

& 在本研究中" 调查区内灌木层种

图
$

南宁道路绿化的乔木频度

F?@G=, $ H=I)=E J=,KG,-LM )J E;=,,; N*<-;?-@ ?- O<--?-@

图
.

南宁道路绿化的灌木频度

F?@G=, . :A=GIE J=,KG,-LM )J E;=,,; N*<-;?-@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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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相对丰富! 观花植物和彩叶植物比例也较高! 但目前在分车带和行道树绿化中的种类应用多样性偏

少! 品种也不够丰富"

!"#

道路绿化树种垂直结构分析

从道路绿化树种的垂直结构来看#表
!

$! 中央分车绿化带中乔灌草
&

层复合结构类型的道路有
'

条!

占总数的
!&(

% 快慢车道分车绿化带中! 有
$%

条道路为乔灌草
&

层复合结构! 占总数的
)'(

" 在人行

道绿化带中!

$$

条道路为乔灌草
&

层复合结构! 占总数的
'%(

" 路侧绿化带中! 有
$'

条道路为乔灌草

&

层的立体结构! 占总数的
*+(

"

城市绿化是由乔木& 灌木和地被物交织构成的! 在树木配置上应十分注意形态与空间的组合! 使不

同植物的形态& 色调搭配呈现疏密相间& 高低有度! 使层次与空间富有变化! 增强季相变化效果'

#!

(

% 从

本研究结果看! 除中央分车绿化带外! 其余绿带中乔灌草
&

层立体结构类型的比例都在
'%(

左右! 说明

目前南宁市道路绿化树种垂直结构比较丰富% 在一些生态景观较好的景观大道如民族大道& 白沙大道&

类型 常绿
!

落叶 阔
!

针叶 观花比例
,(

观果比例
,(

彩叶比例
,(

乔木
$$ ! $ !% ! $ !!-! $!-. *-&

灌木
)+ ! $ ). ! ! &*-. )-$ !!-)

表
$

南宁市主要道路绿化植物乔灌木组成特征分析

/0123 # 4567589:95; 0;02<898 5= 0>15>8 0;? 8@>A1 025;B A>10; 8:>33:8

!

C0;;9;B

道路名称 中央分车绿带 快慢车道分车绿带 人行道绿带 路侧绿带 道路断面类型

!民族大道 铁栏 乔
D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四板五带式

!民族大道延长线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乔
E

灌
E

草 四板五带式

!中华路 无 乔
E

灌
E

草 乔，乔
E

草 乔
E

灌
E

草 一板二带式

!北大路 草 乔
E

灌
E

草 乔
E

草 乔
E

灌
E

草 三板四带式

!青环路 无 无 乔 乔 一板二带式

!园湖路 无 无 乔
E

灌，乔
E

灌
E

草 无，灌 一板二带式

!白沙大道 乔
E

灌 乔
E

灌
E

草 乔，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四板五带式

!竹溪大道 乔
E

灌，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四板五带式

!江北大道 乔
E

灌 无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二板三带式

!朝阳路 铁栏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乔 乔
E

灌
E

草 四板五带式；三板四带式

!新民路 铁栏 灌 乔，乔
E

灌 乔
E

灌
E

草 三板四带式；一板二带式

!滨湖路 无 乔
E

灌 乔
E

灌 乔
E

灌
E

草 三板四带式

!江南路 乔
E

草，乔
E

灌
E

草 无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二板三带式

!民主路 铁栏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无 四板五带式；二板三带式

!桃源路 无 乔
E

灌 乔
E

灌 乔
E

灌 三板四带式

!金浦路 无 无 乔
E

草 无 一板二带式

!江南大道 灌
E

草 无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二板三带式

!荔滨大道 乔
E

灌
E

草 无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二板三带式

!友爱南路 铁栏 乔
E

灌
E

草 乔
E

草 无 三板四带式

!大学路 乔
E

灌
E

草；乔
E

灌 乔；乔
E

灌 乔
E

灌，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四板五带式

!五一东路 灌 乔
E

灌
E

草 乔
E

草 乔
E

灌
E

草 三板四带式

!星光大道 铁栏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乔
E

灌
E

草 四板五带式

表
!

南宁市主要道路绿化树种垂直结构及道路断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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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李晓征等! 南宁市主要城市道路绿化群落结构调查与分析

民族大道延长线中" 已经初步形成了复层混交的群落#

!"#

道路绿化植物景观效果分析

在所调查的
!!

条道路中" 从道路断面形式看$表
!

%" 一板两带的道路有
$

条" 二板三带的道路有
$

条" 三板四带的道路有
%

条" 四板五带的道路有
&

条" 其余
'

条为两种断面形式共存的& 道路的断面形

式直接决定了道路绿化景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例如在一板两带的金浦路上" 只有行道树" 植物的配置

为扁桃
(

麦冬
!"#$%"%&%' ()"%'$*+,

" 配置模式简单" 景观效果单一& 而在四板五带的道路如竹溪大道上"

因为绿地面积比较大" 所以中央分车绿化带' 快慢道分车绿化带' 人行道绿带和路侧绿带都配置了乔灌

草
)

层的立体复合结构" 既有季相变化的落叶树种木棉" 也有常绿树种扁桃( 既有观花的灌木朱槿和三

角梅
-%+&)$'.$//01 ,"02345$/$,

" 也有观彩叶的灌木黄金榕和黄素梅( 再加上一些草本植物如龟背竹
6%'!

,378) 97/$:$%,4

" 吊兰
;</%8%"<=3+> 2%>%,+>

" 白蝴蝶
?='@%'$+> "%9%"<=//+>

)

*+,-. /0--.1234

* 等" 构成

了色彩丰富" 层次富于变化的良好绿化景观&

'

讨论与建议

$"%

丰富城市道路绿化植物的种类

据南宁市园林局
566"

年的统计" 目前可用于南宁市城市绿化的常见园林植物种类为
%7&

种& 本研

究通过样地调查" 共统计绿化植物
789

种" 仅占常见可用资源的
7:$

左右& 今后应大力开发和筛选更多

的园林植物用于道路绿化" 丰富道路绿化植物群落" 营造和谐' 优美的道路绿化景观&

$"!

增加观花和观果植物在道路绿化中的应用

目前" 南宁市的主要道路绿化中" 已经打造出了一些特色路" 如形成 +花团锦簇, 风格的园湖路"

其行道树就是主要以春季开花的中国无忧花和夏季开花的大花紫薇为主( 新民路和桃源路的行道树是以

观果植物扁桃' 林亡果和人面子
A84:%'3%>7/%' B+"78878)'+>

为主" 形成 +硕果累累, 的风貌& 但总体来

讲" 乔木层中观花观果植物的种类比较单一& 建议今后将粉花山扁豆
C4,,$4 '%B%,4

" 石笔木
D+3:<78$4

:<4>"$%'$

" 复羽叶栾树
E%7/87+378$F G$"$''F3F

" 广西火桐
H8=3<8%",$, IJ4'@,$7'

等观花植物和柚树
C$38+,

@84'B$,

" 台湾海桐
K$33%,"%8+> "7'3F'B3+> ;<1L <F$'F'7',7

" 石榴
K+'$:F @8F'F3+>

" 杨桃
M788<%F :F8F>G%/F

等观果植物应用于道路绿化中&

$"$

提高乡土树种在道路绿化中的利用比例

南宁正在积极申报国家森林城市& 根据国家林业局
5669

年公布的-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

78

0

" 要求

达标城市园林绿化中" 乡土树种数量需占城市绿化树种使用数量的
"6!

以上& 在本次调查中" 乡土植物

&8

种" 仅占总种数的
$&=

& 因此在未来南宁道路绿化中" 应大力加强乡土树种的利用& 乡土树种具有

诸多优点" 如适应当地气候环境" 抗逆性强" 移植成活率较高" 容易管护等& 在应用乡土树种的同时"

还应通过乡土树种和外来树种的科学合理配植" 营造出优美的绿化景观" 丰富植物群落的多样类型" 有

利于阻隔病虫害的传播蔓延"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

道路绿化植物的选用应体现南宁地域特色

植物具有很强的地带性和地域属性" 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自然地域景观及文化/

>$

0

& 南宁地处亚热带

南端" 棕榈科植物的大量应用可以形成典型的南国风光& 本研究中"

%5

个样方统计共调查出棕榈科植

物
>&

种" 占总木本植物种数的约
>$=

& 而目前南宁可应用的棕榈科植物约有
$?

种" 今后应加强配置种

类和数量" 使热带风光的地域特色更为显著&

$"&

优化道路绿化植物的景观配置

在南宁市主要道路的绿化中" 一板两带的路面基本采取单一行道树的绿化形式" 如青环路' 金浦路

等" 这样的配置模式不仅层次不够丰富" 而且如果发生病虫害" 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而在四板五带的

道路如白沙大道中" 虽然有多种形式的绿化带" 但中央分车绿带大面积单一的使用木棉" 造成了景观效

果比较单调的景象& 南宁的冬天多以阴雨或多云天气为主" 多条道路大量使用木棉造成了中央分车绿化

带整体景观的萧条" 降低其观赏性& 再加上木棉果成熟后" 种絮漫天飘落"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 因此" 建议可将木棉与其他常绿阔叶树种间隔种植" 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冬日中央分车带植物景观单

调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棉絮的飘散和阻断病虫害的传播& 还有如民族大道快慢分车带上种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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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王椰子! 虽然景观效果不错! 但是大王椰巨大的叶片脱落后会给行人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部分道

路路侧绿化带中的乔灌草之间搭配不合理! 造成下层的灌# 草植物生长不良! 使绿化景观效果大打折

扣" 这些问题都是今后优化道路绿化植物景观配置需要注意和解决的"

致谢
!

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严宗
!

赵舒云
!

梁美成
!

刘平
!

石杨武和范王明等人的帮助
!

在此表示衷心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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