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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随着乡土景观营造运动的兴起
!

模拟自然植物群落的植物景观设计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

以河北省邯

郸地区为例
!

采用系统取样法对邯郸摩天岭森林植被进行样地调查
!

通过对样地资料进行二元指示种分析方法

"

,-./012/

&

分类
!

获得了
!(

个自然植物群落类型
%

进而以
!(

个自然群落的层次结构和外貌特征为参考依据
!

应

用园林艺术原理
'

植物造景等相关理论进行模拟
!

构建了可供城市园林绿地应用的多种植物景观配植模式
%

旨在

为城市园林绿地中防护林地
'

林植
'

片植等绿地的植物群落的科学构建提供参考
!

也为城市生态园林建设中的绿

地景观设计提供了一条新的解决途径
%

图
!

表
'

参
!"

关键词
!

园林学
(

自然植物群落
(

模拟
(

植物景观设计
(

邯郸

中图分类号
!

0"##

(

13%!

文献标志码
!

2

文章编号
!

'%34#%$4"

%

'%!!

&

%"#%#$%#%#

567689:;<= :8><? 8><@AB>:6 @6A;=<A ?CD9E=C A;FE8>?;9< 9G

<>?ED>8 :8><? B9FFE<;?;6A ;< H><@><

IJ/ K;<#L;<

!

"

MJ/N O;E#P;<=

'

"

Q. 0CE#CE>

(

%

!* K6;R;<= .<A?;?E?6 9G Q><@AB>:6 2DBC;?6B?ED6

"

K6;R;<= !%%!%'

#

'* K6;R;<= .<A?;?E?6 9G M9D6A?DP 0ED76P ><@ 56A;=<

"

K6;R;<= !%%%!(

"

SC;<>

#

(* 0BC998 9G 2DBC;?6B?ED6

"

,A;<=CE> T<;76DA;?P

"

K6;R;<= !%%%#+

"

SC;<>

&

!"#$%&'$

'

2A ?C6 :9:E8>D;?P 9G DED>8 8><@AB>:6 B9<A?DEB?;9< C>A =D9U<V :8><? 8><@AB>:6 @6A;=< ?CD9E=C A;FE8>#

?;9< 9G > <>?ED>8 :8><? B9FFE<;?P C>A @D>U< F9D6 >??6<?;9<* K>A6@ 9< A;FE8>?;9< 9G ?C6 <>?ED>8 :8><? B9FFE<;#

?;6A

"

?C6 DED>8 B9<A?DEB?;9< 9G :8><? 8><@AB>:6 U>A A?E@;6@* TA;<= W9E<? W9?;><8;<= ;< H><@>< >A ?C6 D6A6>DBC

A;?6

"

0PA?6F>?;B 0>F:8;<= W6?C9@ G9D A>F:8;<= G9D6A? B9FFE<;?;6A U>A >@9:?6@* ,C6<

"

,U9#->P .<@;B>?9D

0:6B;6A 2<>8PA;A

%

,-./012/

&

U>A 6F:89P6@ 9< ?C6 XE>@D>? @>?>* I6AE8?A D676>86@ ?C>? B9FFE<;?;6A B9E8@ L6

B8>AA;G;6@ ;<?9 !( ?P:6A L>A6@ 9< ?C6 @;GG6D6<? ;<@;B?9D A:6B;6A 9G ?D66 ><@ ACDEL 8>P6DA* 288 ?C6 !( B9FFE<;?;6A

U6D6 <>?ED>8 A6B9<@>DP G9D6A?* ,C6<

"

?C6 8>P6D6@ A?DEB?ED6A ><@ 6Y?6D<>8 BC>D>B?6D;A?;BA 9G ?C6 !( B9FFE<;?;6A

U6D6 ><>8PZ6@

"

><@ LP >::8P;<= 8><@AB>:6 >D? :D;<B;:86A ><@ :8><? ?C69D;6A

"

<>?ED>8 :8><? B9FFE<;?;6A U6D6

A;FE8>?6@ ?9 F>[6 :8><? 8><@AB>:6 @6A;=< F9@68A G9D EDL>< 9:6< =D66< A:>B6A

"

AEBC >A

(

6$#%#3 7&2-7-&%&\

6$#%#3 3-8-$-9&#0"$354*-& 3#3:+%3+#;&$+< '&%9+"'&4&

)

) ,C;A D6A6>DBC B9E8@ C68: @67689:;<= 6B989=;B>8 8><@AB>:6

>DBC;?6B?ED6 ?CD9E=C :D9?6B?;9< G9D6A?A

"

G9D6A? :8><?;<=A

"

><@ =D9E: :8><?;<=A ;< EDL>< 9:6< =D66< A:>B6A)

*

SC

"

! G;=) ' ?>L) !" D6G)

+

()* +,%-#

'

8><@AB>:6 >DBC;?6B?ED6

#

<>?ED>8 :8><? B9FFE<;?;6A

#

A;FE8>?;<=

#

:8><?;<= @6A;=<

#

H><@><

随着乡土景观营造运动的兴起" 模拟自然植物群落的植物景观设计也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

+

,

通过研究分析某地区自然群落的基本类型- 层次结构" 从而有目的地借鉴该地区自然群落的景观" 在提

高园林植物配植的科学性及艺术性" 体现当地植物景观特色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稳定的植物群落"

病虫害较少" 可以降低养护成本*

+

+

# 具有复层结构的植物配植可以有效地提高城市绿地的生态效益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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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任斌斌等! 模拟邯郸地区自然群落的植物景观设计

而富有地方特色的群落结构则可以从植被的角度展现当地景观" 面对迅猛的城市化进程# 自
!$

世纪
!$

年代起$ 国外的一些生物学家和景观设计师就开始将绿地设计成与自然一致的植物生境和群落%

!$

世

纪
%$

年代$ 德国生态学家蒂克逊&

&!'()

'提出用地带性的( 潜在的植物种$ 按环境 )顶级群落* 原理建

成生态绿地的理论要点%

*+

世纪
,$

年代$ 日本生态学家宫协昭创造了宫协造林法$ 该方法基于潜在自

然植被和演替理论$ 采用乡土树种$ 模拟自然群落结构$ 进行乡土森林植被的营建+

%

,

% 在中国$ 进行模

拟自然群落的相关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

-

$

,

,

% 进入
!.

世纪后$ 随着 )宫胁造林法* 在上海的试行+

"

,

$ 北

京( 武汉( 吉林( 山东等省市也开始在园林绿地建设和森林植被恢复中模拟建设地带性植物群落+

/".!

,

% 邯

郸市位于河北省南端$ 地势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下降$ 高差悬殊$ 海拔最高为
. "/"0, 1

$ 最低
230, 1

%

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为
.-04 #

$ 年均降水量为
4%403 11

% 典型地带

性植被类型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选择邯郸境内摩天岭作为自然植被的调查地点$ 该区分布有大片天然

次生林$ 是邯郸地区园林植物造景 )师法自然* 的参考依据%

.

研究对象和方法

!"!

研究地概况

摩天岭位于邯郸地区武安市北部阳鄄乡境内太行山南端$ 地理位置为
2%$4/%5

$

..2$6"%7

$ 呈西北-

东南走向$ 最高海拔为
8 ,6,04 1

$ 总面积
.. 91

3

% 该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年均气

温为
..0. #

$ 年均降水量为
%4202 11

$ 土壤类型以褐土为主$ 高海拔地区有部分山地草甸土% 植被以

落叶阔叶林森林植被为主$ 也有少部分的灌丛和灌草丛+

.2".6

,

%

!"#

样地调查

本研究于
3++,

年
"".+

月进行% 采用生态学系统取样法+

.4

,

$ 对摩天岭天然次生林进行取样$ 海拔范

围为
. 3++ &. ,++ 1

$ 海拔取样间隔为
4+ 1

$ 同时考虑不同坡向$ 设置
3+ 1 ' 3+ 1

的方形样地&部分地

段无法完成时则取
.+ 1 ( 3+ 1

或
.+ 1 ( .+ 1

'$ 共计
36

个. 采用打格子的方法将每个样地分成
6

个

.+ 1 ( .+ 1

的样方$ 共计
/+

个$ 调查乔木层. 并在每个样方内设置
.

个
4 1 ( 4 1

的灌木样方调查灌

木层和
.

个
. 1 ( . 1

的草本样方调查草本层%

!"$

数据处理

根据外业数据$ 计算各植物在其所在层片中的相对重要值% 乔木层和灌木层的相对重要值计算方法

为! 相对重要值
)

&相对频度
*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2

% 草本层的相对重要值计算方法为! 相对重要值
)

&相对频度
*

相对多度
*

相对盖度
*

相对高度'

:6

%

!"%

数据分析

根据所有群落中乔木层和灌木层植物的相对重要值$ 采用二元指示种分析方法&

&;<5=>?5

'对群落

进行划分+

8%

,

%

3

结果与分析

#"!

群落类型

对摩天岭样方进行
&;<5=>?5

等级分类$ 结合调查区域的实际生态意义$ 合并部分具有相似种类

组成的样方$ 最终形成
8-

组$ 结合分类将
8-

组命名为
8-

个植物群丛&表
8

和图
8

'%

#"#

模拟自然群落营造邯郸地区植物景观

邯郸地区为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 在防护林和林植( 片植手法的植物景观营造时可以从摩天岭

自然群落中得到借鉴$ 对它们进行有目的的模拟$ 可以展现当地的植物景观特色% 在模拟过程中$ 以植

物的生态习性为基础$ 创造地方风格为前提$ 同时遵循以下方法!

!

自然性% 本着遵循自然$ 向自然学

习的理念$ 邯郸地区园林植物景观营造所模拟和理念借鉴的对象为邯郸摩天岭自然植物群落%

"

科学

性% 具有邯郸地区特色的植物景观营造$ 需要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完成% 其植物种类以自然群落中的优

势种和伴生种为主$ 同时考虑它们在城市中的适应性$ 必要时选择与其相似的种类进行替换% 其中! 乔

木层$ 以群落中的优势种构建基本骨架$ 适当配植伴生种. 灌木层$ 以优势种和伴生种为主$ 参考自然

群落的层次结构$ 以截取自然群落某一片段的形式$ 浓缩自然景观的手法$ 营造丰富的中层植物景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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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图
$

摩天岭森林群落
&%

个样方的
'()*+,-*

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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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层! 基本保留原有群落中草本层的优势种! 同时根据不同的景观和功能需求! 配植相应的群落伴生

种" 偶见种或者生态习性类似的替换种#

!

艺术性$ 模拟自然群落营造人工植物景观并不是对原有群落

的照抄照搬$ 需要通过充分考虑其植物的色彩% 体量" 线条的搭配以及季相" 林冠线" 林缘线的变化等

诸多要素! 对自然群落进行提炼和加工! 使其在保持原有自然植物群落本质的前提下! 更具艺术性和实

用性$ 按照上述方法! 对
$B

个自然群落进行模拟! 形成
$B

个人工植物景观配植模式&表
!

'$

!C!C$

模拟
!

毛榛
" 模拟毛榛群丛! 形成 (槲栎

!

毛榛
"

卫矛
!

披针薹草) 的配植模式! 营造防护林和水

土保持林体系# 上层空间! 槲栎枝条开展! 形成骨架! 中层毛榛和卫矛进行片植! 下层以披针薹草铺

底! 形成防风林和高海拔地带荒山恢复的基本模式# 此外! 卫矛秋季叶色变红! 也可增添季相景观#

!C!C!

模拟
!

鹅耳枥
!

槲树
!

连翘
!

灰子
!

土庄绣线菊
!

披针薹草
" 形成 (槲树

"

北京丁香
!

连翘
"

灰

子
"

土庄绣线菊
!

披针薹草) 的配植模式# 上层空间槲树形成骨架! 北京丁香点缀其中* 中层空间! 连

翘" 灰子" 土庄绣线菊分别成丛种植! 灰子" 土庄绣线菊稍耐荫配于林下! 连翘喜光植于林缘! 下

层以披针薹草铺底$ 三层植物相互搭配共同营造春夏可赏花&连翘" 土庄绣线菊" 灰子" 北京丁香次第

开放'" 秋可赏果&灰子'的三季植物景观$ 此外! 本模式所选植物均为耐瘠薄种类! 因此! 除了适于

一般园林绿地之外! 也可用作防护林$

!C!CB

模拟
!

鹅耳枥
!

连翘
!

披针薹草
" 形成 (鹅耳枥

!

连翘
"

卫矛
!

披针薹草) 的配植模式$ 上层以枝叶

秀美的鹅耳枥形成骨架* 中层连翘成丛种植配于林缘! 卫矛植于林下! 连翘早春开花! 纯式花相! 盛开

之时! 黄花一片! 卫矛秋叶变红! 为秋季增添景观! 丰富色彩$ 除了一般园林绿地外! 该模式可应用于

水边! 春" 秋季节黄色的连翘" 红色的卫矛均与蓝色的水面形成强烈的对比$

!C!CD

模拟
!

蒙椴
!

小花溲疏
!

披针薹草
" 形成 (蒙椴

!

小花溲疏
"

大花溲疏
!

披针薹草
"

玉竹) 的配植模

式$ 上层蒙椴形成骨架! 中层片植小花溲疏和大花溲疏于林下! 两者花开白色! 素雅繁密! 大花溲疏花

开春季! 小花溲疏花开初夏! 两者花期相衔接! 植物景观相延续* 下层以披针薹草铺底! 玉竹作为耐荫

地被自然式群植于林下$ 此外! 该模式中所用种类均为耐荫植物! 除了一般园林绿地外! 可用于光照条

件不好的小环境中! 如建筑物北面" 人工沟谷等$

!C!CE

模拟
!

鹅耳枥
"

小花溲疏
"

披针薹草
" 形成 (鹅耳枥

"

北京丁香
!

小花溲疏
"

东北茶子
"

沙林来&红瑞

木'

!

披针薹草) 的配植模式$ 上层以鹅耳枥形成骨架! 北京丁香点缀其中* 中层丛植小花溲疏作为主体!

东北茶子" 沙林来作相应点缀! 也可将沙林来替换为红瑞木! 下层以披针薹草铺底! 构成四季景观$ 春

夏季节! 沙林来" 小花溲疏" 北京丁香的白色花朵次第开放* 秋季! 东北茶子果实红艳! 鹅耳枥果穗

奇特* 冬季! 万木凋零之时! 沙林来或红瑞木的枝条红艳醒目$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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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斌斌等! 模拟邯郸地区自然群落的植物景观设计

序
号

群
丛
名
称

样
方
号

生
境

高
度
5
6

盖
度
5
7

优
势
种

伴
生
种

高
度
5
6

盖
度
5
7

优
势
种

伴
生
种

高
度
5
6

盖
度
5
7

优
势
种
伴
生
种

)

毛
榛

8
9

"

9
:

"

9
;

等
)
:

个

海
拔

)
:
<
<
!
)
=
<
<
6

阴
坡
和
半
阴
坡
地
段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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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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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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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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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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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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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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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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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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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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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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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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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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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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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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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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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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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
花
溲
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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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
花
溲
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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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

"

卫
矛

"
山
梅
花

;

披
针

薹
草

玉
竹

"

糙
苏

;

鹅
耳
枥
#

小
花
溲

疏
#

披
针
薹
草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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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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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方

海
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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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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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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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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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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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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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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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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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丁
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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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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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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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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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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溲
疏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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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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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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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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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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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
针

薹
草

乔
木
层

灌
木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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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层

=

核
桃
楸
#

连
翘
#

披

针
薹
草

)

"

!

"

9

"

"

等
)
)

个

海
拔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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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
沟
谷
地
带

"
!
)
!

9
<
!
;
<

核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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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
"

&

北
京
丁
香

"

漆
树

"
山
杨

)
>
<
!
!
>
<

)
>
<
!
!
>
<

连
翘

%

9
<
>
@
)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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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土
庄
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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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

铁
扫
帚

<
>
9
!
<
>
;

;
<
!
?
<

披
针

薹
草

艾
蒿

"

远
东

芨
芨
草

?

山
桃
#

连
翘
#

披
针
薹

草

:

"

!
;

"

!
=

"

!
?

等
"

个
样
方

各
海
拔
地
段
都
有
分

布
"
主
要
位
于
阳
坡
和

半
阳
坡
地
段
的
陡
坡

9
!
;

:
<
!
;
<

山
桃

%

;
@
>
@
?
B

槲
栎

"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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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
山
杏

)
>
<
!
!
>
<

=
<
!
"
<

连
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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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小
叶
鼠
李

"
土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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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
子
梢

"

三
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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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菊

<
>
!
!
<
>
;

;
<
!
"
<

披
针

薹
草

蓝
刺
头

"

艾
蒿

"

黄
背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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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序
号

群
丛
名
称

样
方
号

生
境

高
度
&
'

盖
度
&
(

优
势
种

伴
生
种

高
度
&
'

盖
度
&
(

优
势
种

伴
生
种

高
度
&
'

盖
度
&
(

优
势
种
伴
生
种

乔
木
层

灌
木
层

草
本
层

)

三
桠
绣
线
菊
!

披
针
薹
草

*
+

!

,
%

!

,
$

!

,
!

零
散
分
布
于
山
体
顶
部

$
-
%
%
'

左
右
的
缓
坡

地
带

!
呈
斑
块
状

$
.
%
"
!
.
%

-
%
"
)
%

三
桠
绣
线
菊

"

/
%
.
0
,

#

照
山
白

!
六
道
木

!

小
叶
鼠
李

%
.
!
"
%
.
/

!
%
"
*
%

披
针

薹
草

地
榆

!

黄
背
草

!

蓝
刺
头

+

鹅
耳
枥
!

三
桠
绣
线

菊
!

披
针
薹
草

,
/

!

0
/

!

0
*

等
,

个
样
方

海
拔

$
,
%
%
'

左
右
的

半
阴
坡

,
"
0

*
%
"
,
%

鹅
耳
枥

"

0
)
.
0
$

$

北
京
丁
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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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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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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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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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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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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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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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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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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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
针

薹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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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杨
!

连
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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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薹
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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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分
布
零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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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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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阴
坡
地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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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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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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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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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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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桠
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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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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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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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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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
针

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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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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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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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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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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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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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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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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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

模拟
!

核桃楸
!

连翘
!

披针薹草
" 形成 !核桃楸

"

北京丁香
!

连翘
"

土庄绣线菊
!

披针薹草" 的配植

模式# 营造春季有花$连翘% 土庄绣线菊&# 夏季既有绿荫$核桃楸&# 又有浓香$北京丁香&的植物景观'

上层空间# 核桃楸树冠开展# 枝大荫浓# 形成主体# 北京丁香树冠圆整# 稍作点缀( 中层空间土庄绣线

菊植于林下# 连翘植于林缘# 两者枝条开展而下垂# 形成统一# 此外# 两者一开白花# 一开黄花# 色彩

丰富( 下层空间以披针薹草铺底)

!$!$&

模拟
!

山桃
!

连翘
!

披针薹草
" 模拟 !山桃

!

连翘
!

披针薹草"# 形成 !山桃
"

山杏
!

连翘
!

披针薹草"

的配植模式# 营造早春植物景观) 上层空间中# 山桃% 山杏群植# 早春次第开放# 花色淡雅( 中层空间

中# 丛植连翘# 花开黄色# 丰富色彩) 该配植模式适用于微地形之上# 也可于上层空间增添绦柳配置于

水边)

'$!$"

模拟
!

三桠绣线菊
!

披针薹草
"

和
!

鹅耳枥
!

三桠绣线菊
!

披针薹草
" 形成 !鹅耳枥

!

三桠绣线菊
"

六道木
!

披针薹草" 的配植模式) 上层以鹅耳枥形成骨架# 中层三桠绣线菊花开春季# 六道木则从晚春

至仲秋# 花开不断# 三者共同营造春% 夏% 秋三季景观)

!$!$(

模拟
!

山杨
!

连翘
!

披针薹草
"

!

山杨
"

北京丁香
!

连翘
"

三桠绣线菊
!

披针薹草) 上层空间# 以山杨

为主体形成疏林# 北京丁香为亚乔木层点缀其中) 一方面# 两者搭配能够形成富有变化的林冠线# 再一

方面# 山杨速生# 北京丁香生长速度中等偏慢# 寿命较长# 两者也兼顾了近远期的景观效果( 中层空间

选择三桠绣线菊植于林下# 连翘配于林缘( 披针薹草为下层) 此外# 该种模式也可应用于道路绿地# 山

杨% 北京丁香间植列于道路两侧# 其下配植三桠绣线菊和连翘)

"

山杨
"

槲栎
!

连翘
"

三桠绣线菊
"

土庄绣

线菊
"

披针薹草) 以山杨% 槲栎为上层# 连翘% 三桠绣线菊% 土庄绣线菊为中层# 披针薹草为下层# 构

建具有复层结构的防风林体系)

)$!$*+

模拟
!

鹅耳枥
!

多花胡枝子
!

披针薹草
" 形成 !鹅耳枥

!

多花胡枝子
"

秋胡颓子
"

三桠绣线菊
!

披针

薹草" 的配植模式# 选择鹅耳枥形成上层骨架# 丛植的多花胡枝子为中层主体# 三桠绣线菊% 秋胡颓子

点缀其中# 下层以披针薹草铺底) 该模式春可赏花$多花胡枝子% 三桠绣线菊&# 秋可赏果$秋胡颓子&#

具有明显的季相变化)

)$)$**

模拟
!

槲栎
!

胡枝子
!

黄背草
" 形成 !槲栎

!

胡枝子
"

小叶鼠李
!

黄背草" 的配植模式) 以槲栎为

上层# 胡枝子% 小叶鼠李为中层# 黄背草为下层# 构建具有复层结构的防风林体系)

)$)$*)

模拟
!

胡枝子
!

披针薹草
" 形成 !胡枝子

!

披针薹草" 的配植模式) 该模式主要应用于土层薄

配植模式 主要特色

槲栎
!

毛榛
"

卫矛
!

披针薹草 防护林# 秋季景观

槲树
"

北京丁香
!

连翘
"

灰子
"

土庄绣线菊
!

披针薹草 防护林# 春% 夏% 秋三季景观

鹅耳枥
!

连翘
"

卫矛
!

披针薹草 水边配植# 春% 秋景观

蒙椴
!

小花溲疏
"

大花溲疏
!

早熟禾
"

玉竹 春% 夏季景观

鹅耳枥
"

北京丁香
!

小花溲疏
"

东北茶子
"

沙林来$红瑞木&

!

披针薹草 四季景观

核桃楸
"

北京丁香
!

连翘
"

土庄绣线菊
!

披针薹草 春% 夏景观

山桃
"

山杏
!

连翘
!

披针薹草 春季景观

鹅耳枥
!

三桠绣线菊
"

六道木
!

披针薹草 春% 夏% 秋三季景观

山杨
"

北京丁香
!

连翘
"

三桠绣线菊
!

披针薹草 道路绿地# 春% 夏景观

山杨
"

槲栎
!

连翘
"

三桠绣线菊
"

土庄绣线菊
!

披针薹草 防护林# 春% 秋季景观

鹅耳枥
!

多花胡枝子
"

秋胡颓子
"

三桠绣线菊
!

披针薹草 春% 秋季景观

槲栎
!

胡枝子
"

小叶鼠李
!

黄背草 防护林# 春季景观

胡枝子
!

披针薹草 荒山恢复# 春季景观

表
!

植物景观配植模式及其主要特色

,-./0 ) 1230/ -43 56-7-58079:895: 2; </-48 /-43:5-<0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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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的荒山早期修复! 可用于寸草不生的开采地" 荒山等立地条件! 这种模式起到先锋群落和水土保持的

作用#

&

讨论

本研究采用系统取样法和二元指示种分析方法$

'()*+,-*

%对邯郸摩天岭森林植被进行植被调查和

分析! 获得
$&

个自然植物群丛& 通过分析各个群丛的层次结构和外部特征! 选用群丛中的优势种和伴

生种构建骨架! 对自然群丛进行模拟! 最终形成
$&

个具有当地特色的植物景观配植模式'

目前! 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防护林地和以林植" 片植等手法进行配植的城市绿地中! 普遍存在着植

物种类单一" 结构简单和景观单调的问题' 种植结构多以单层乔木为主! 间或出现乔
!

草结构! 垂直结

构普遍缺少层次& 栽植形式通常采用以一定株行距的苗圃式栽植! 造成林冠线" 林缘线等单调乏味! 缺

乏变化& 在防护林中! 植物种类通常单一采取杨属" 柳属植物进行栽植! 缺乏季相变化和景观效果' 基

于模拟自然群落而进行的植物景观设计! 为解决上述问题和建设城市生态园林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一

方面! 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及植物自然群落的组合规律" 结构特征组成的植物配植模式! 能够在满足各自

生态位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空间资源! 发挥出城市绿地的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 选用自然

群落中优势种和伴生种构建的配植模式! 植物种类丰富! 能够展现出丰富的季相变化和景观效果! 同

时! 大量乡土植物的应用也展现了浓郁的景观特色'

模拟自然群落进行植物景观建设的推进和实现! 其关键点在于植物材料的供给' 一方面! 本研究的

自然植物群落调查点处于
$ """ .

以上的高海拔区域! 鹅耳枥" 六道木" 沙林来等部分种类喜冷凉气候!

对平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有一个适应过程! 因此! 植物的引种驯化成为必要& 另一方面! 也有部分植物种

类处于已经被成功驯化但尚未被充分利用和推向市场的状态! 如大花溲疏" 小花溲疏" 土庄绣线菊" 三

桠绣线菊等早在
!%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被提出应当作为耐荫下木进行大力推广和应用(

/

)

! 其引种驯化工作

早已完成! 但由于市场的滞后性及与科研的脱节! 大量的苗圃生产并未就此展开! 目前仅在植物园等科

研" 科普单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因此! 做好专家学者与市场的衔接工作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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