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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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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植物群落学方法对扬州地区
'&

个村庄的绿化植物群落的植被类型% 物种组成% 物种来源% 物种多样性%

使用频度% 垂直与水平结构及植株健康状况等进行了研究! 以期为扬州及周边地区的乡村绿化提供理论指导& 采

用样方调查法! 共设置了标准样地
(!(

个! 其中公共绿地"公园绿地% 村口绿地等'的标准样地为
!" 6 " (7 6

! 道

路绿地为
("" 6 " ! 6

! 河道绿地为
!" 6 " (" 6

& 结果表明$

!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植物群落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

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植物种类达
!!4

种! 隶属于
//

科
(5$

属! 乔% 灌% 草的应用比例依次为
!&.58

!

%!.!8

!

'!.!8

&

"

绿化植物使用频度在
!78

以上的乔木
&

种! 灌木
4

种! 草本
7

种&

5$.78

的乔木种与
54.#8

灌木

种的使用频度都在
&8

以下! 仅
'.!8

的草本种使用频度在
#78

以上&

#

绿化植物群落中
9:;<,=>

丰富度指数%

?@:3!

3+3!A,B3B<

指数%

?,6C2+3

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大到小依次为灌木层% 乔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的平均物种数量依次为
&.%

!

5.&

!

%.&

种!

9,BD+E

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

大部分绿

化植物属于小径级! 中等高度! 植物健康状况的平均得分为
!.%#

! 总体健康状况处于一般偏下! 且绿化植物群落

健康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城镇型村庄% 乡村型村庄% 城郊型村庄&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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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等致力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系列工程相继被提出% 这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各地区的乡村绿化建设的发展& 绿化植物群落是乡村绿化建设中构建的复杂人工生态系统% 不

仅是乡村聚落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影响到乡村的生态环境与村民的日常生活% 而且由于植物本

身所具有的地域特征与文化内涵%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乡村地域文化的表现载体% 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及

情感交流& 目前% 国外对于乡村绿化的研究多从绿化植物群落的功能角度出发% 致力于协调绿化植物群

落与村民和乡村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 从而使得乡村的发展处于均衡和谐的状态#

HI;

$

% 国内关于乡村绿

化的研究则大多局限于植物选择与建设模式
!

个方面#

?JK

$

% 以探讨性研究为主& 本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对扬州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与特征进行调查研究% 以期为扬州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乡村绿化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H

研究区概况

扬州市地处江苏省中部% 大规模的乡村改造建设使得该地区乡村原有的植物群落遭到严重破坏% 对

此扬州市分别于
!%HH

和
!%H9

年出台并实施了'绿杨城郭新扬州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了扬州地区乡村地

区绿化景观建设的快速发展% 使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及绿化景观得到了较大的修复& 参考
!%H=

年江苏

省林业局公布的扬州市省级绿化示范村名录!苏林办造#

!%H=

$

=

号"% 结合)扬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HH#

!%!%

"(及村庄与城区的距离% 将村庄分为城镇型村庄* 城郊型村庄及乡村型村庄& 根据扬州市所辖各县

市* 建制镇的实际情况!经济基础* 发展定位* 地形地貌* 村庄数量等"% 选取了
?9

个具有代表性的村

庄作为本项目的调查对象% 其中城镇型村庄
H9

个% 城郊型村庄
H?

个% 乡村型村庄
H=

个% 共涉及
;L

个

街道!镇"% 占扬州市!二市一县三区"所辖总街道!镇"的
?;M

&

!

研究方法

*+,

绿化植物群落调查

由于此次调查的绿地类型都是人工或半自然的绿化植物群落% 景观单元大多都有明显的边界& 综合

考虑到各种绿地大小及形状特征% 尽量保持绿化植物群落的整体性% 在所选的
?9

个村庄内共设置了标

准样地
H!H

个% 其中公共绿地 !公园绿地* 村口绿地等"的标准样地为
!" A $ H" A

% 道路绿地为
H"" A

$ ! A

% 河道绿地为
!" A $ H" A

&

!"HK

年
;#$

月对乔木层胸径大于
? 8A

的树木进行每木检尺% 记录树

种名称* 高度* 胸径* 冠幅和生长状况* 存在问题等+ 灌木层则记录每种植物的名称* 多度* 盖度* 高

度* 地径* 冠幅和生长状况* 存在问题等+ 草本层记录名称* 高度等% 盖度则采用
N*.1>"N1.>O1(&

的多

度估计法进行估计& 同时参照)中国植被(的分类系统#

L

$

% 依据木本植物群落的外貌* 种类组成等特征%

对调查样地进行植被类型分类&

*+*

物种多样性分析

P.&*48Q

丰富度指数
!R"

%

"

为每样方内的植物总种数+

S'.>>)>"T4(>(*

指数
#R#

!

" % &

!

$

%

->$

%

+

S4A70)>

指数
&RH#

!

" % &

!

$

%

!

%

$

%

是第
%

种的比例多度% 给定为
$

%

R'

%

U(

%

(

%

为第
%

种物种个体数%

%RH

%

!

%

;

% ,%

"

%

(

为个体总数+

P4(-)1

指数
)R#U->"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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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植物群落水平和垂直结构调查

群落的水平结构是群落在空间水平方向上的分化% 主要反映在植物的胸径
&

NV

大小方面& 以
! 8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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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间距! 将木本绿化植物分为
#

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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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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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绿化植物高度
"

为
* )

的间距! 将木

本绿化植物分为
0

个等级"

$

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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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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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植物群落健康状况评价

参考(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

*

$/

+

! 结合植株生长发育及干, 枝, 叶的生理性状! 建立扬州

乡村绿化景观植物健康状况分级标准#表
$

&! 运用平均健康分值#

1234153 631786 9(:43

!

;&<

&描述整个绿

化植物群落的健康状况! 其值等于群落中树木健康分值之和与样地树木总数量的比值'

表
$

扬州市乡村绿化植物健康状况分级标准

=1>73 $ ?41@AB5 981B@14@ C:4 5433BAB5 D71B8

-

9 631786 9818E9

等级 赋值 健康状况 特征描述

$ +

健康 植株生长发育良好! 枝干发达! 树叶大小和色泽正常

* !

亚健康 植株生长发育较好! 树叶偶见发黄, 褪色或非正常脱落%发生率
$/F

以下$

! *

中健康 植株生长发育一般! 树叶存在发黄, 褪色或非正常脱落现象%发生率
$/FG!/F

$

+ $

不健康 植株生长发育达不到正常状态! 树叶多见发黄, 褪色或非正常脱落%发生率
!/F

以上$

!

结果与分析

%&$

群落类型分类

调查的
$*$

个样地的植物群落类型可以划分为

常绿针叶林, 落叶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 常绿阔叶

林, 落叶阔叶林,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等
"

种类

型'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植物群落以常绿阔叶林和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种植被类型为主! 出现的频率

为
!-H-F

和
!'I*F

! 其他类型都在
*/F

以下%图
.

$'

%&!

科! 属! 种组成特征

此次调查中!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景观中共记录

绿化植物
,,

科
."#

属
**0

种%含种以下单位! 包括

*/+

种
..

变种
./

栽培变种
*

变型$! 其中蕨类植

物
*

科
*

属
*

种%秦仁昌系统$! 裸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

栽培变种%郑万均系统$! 被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

变种
,

栽培变种
*

变型%恩格勒系

统$' 对记录的绿化植物按科, 属进一步统计分析 %表
*

$! 含有单种的科最多! 共
+"

个. 其次是含
*G+

种植物的科! 共
!+

个. 含
./

种以上的植物的科
-

个. 含
-G#

种植物的科
!

个/ 可以看出含单种与少种

的科比例极高! 达
#/I#F

! 这充分反映了人为创造和干预形成的乡村绿化景观群落! 受原有地带性植物

及后期养护管理的影响! 表现出一定的变异性' 统计发现" 城镇型村庄有
",

科
.."

属
.+!

种的数量!

城郊型村庄有
-0

科
#,

属
.*.

种! 乡村型村庄有
",

科
.*0

属
.+*

种' 整体科的数量表现为城镇型
"

乡

村型＞城郊型. 属的数量表现为乡村型＞城镇型＞城郊型. 种的数量表现为城镇型＞乡村型＞城郊型'

%&%

乔! 灌! 草的组成特征

由表
!

可见" 此次调查记录的
**0

种植物中! 乔木, 灌木, 草本的种类依次为
-,

!

0!

!

#"

种! 占

总种数比例分别为
*-I"F

!

!*I*F

!

+*I*F

' 其中城镇型村庄有乔木种, 灌木种, 草本种的数量依次为

+*

!

".

!

+/

种. 城郊型村庄依次为
+!

!

+!

!

!-

种. 乡村型村庄依次为
!,

!

+!

!

".

种' 可以看出! 就

乔木层而言!

!

种类型的村庄并无太大差异! 但灌木层则城镇型村庄明显高于其他
*

种类型的村庄! 草

本层同样差异较为明显! 乡村型村庄远远高于城镇型, 及城郊型的村庄' 整体乔木层的种数呈城郊型＞

城镇型＞乡村型的趋势. 灌木层表现为城镇型＞城郊型J

乡村型. 草本层则是乡村型＞城镇型＞城郊型'

图
.

扬州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类型及其群落数量与

比例

KA5E43 . L:))EBA8M 8MD3 1B@ A89 NE1B8A8M 1B@ D4:D:48A:B

.

常绿针叶林

'

落叶针叶林

!

针阔混交林

+

常绿阔叶林

-

落叶阔叶林

"

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

余义亮等"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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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扬州市乡村绿化植物科! 属! 种组成

&'()* ! +',-). /0,102-3-04 05 2**6 1)'432 5)07' -4 87**4-48 1)'43 /0,,94-3.

科名 属数
:

种数 科名 属数
:

种数 科名 属数
:

种数

禾本科
;7',-4*'* #<:#<

忍冬科
='17-50)-'/*'* !:!

菱科
&7'1'/*'* #:#

蔷薇科
>02'/*'* ??:?<

山茱萸科
=074'/*'* !:!

柳叶菜科
@4'87'/*'* ?:?

豆科
A*89,-402'* ?!:?B

鼠李科
>C',4'/*'* !:!

罗汉松科
D060/'71'/*'* ?:?

木犀科
@)*'/*'* E:?!

睡莲科
F.,1C'*'/*'* !:!

?牛儿苗科
;*7'4-'/*'* ?:?

菊科
=0,102-3'* ?%:??

五加科
G7')-'/*'* !:!

毛茛科
>'494/9)'/*'* ?:?

百合科
A-)-'/*'* <:$

苋科
G,'7'43C'/*'* !:!

葡萄科
H-3'/*'* ?:?

柏科
=917*22'/*'* B:I

玄参科
J/701C9)'7-'/*'* !:!

千屈菜科
A.3C7'/*'* ?:?

木兰科
K'840)-'/*'* B:E

芸香科
>93'/*'* !:!

茜草科
>9(-'/*'* ?:?

葫芦科
=9/97(-3'/*'* L:L

杜鹃花科
M7-/'/*'* ?:!

瑞香科
&C.,*)'*'/*'* ?:?

茄科
J0)'4'/*'* L:L

美人蕉科
='44'/*'* ?:!

伞形科
N,(*))-5*7'* #:#

金缕梅科
O',',*)-6'/*'* B:L

山茶科
&C*'/*'* #:!

石榴科
D94-/'/*'* #:#

十字花科
=79/-5*7'* B:L

无患子科
J'1-46'/*'* #:!

柿科
M(*4'/*'* #:#

松科
D-4'/*'* !:L

芭蕉科
K92'/*'* #:#

苏铁科
=./'6'/*'* #:#

榆科
N),'/*'* B:L

车前科
D)'43'8-4'/*'* #:#

藤黄科
;933-5*7'* #:#

桑科
K07'/*'* B:B

柽柳科
&','7-/'/*'* #:#

天南星科
G7'/*'* #:#

莎草科
=.1*7'/*'* B:B

大戟科
M91C07(-'/*'* #:#

梧桐科
J3*7/9)-'/*'* #:#

杉科
&'P06-'/*'* B:B

杜英科
M)'*0/'71'/*'* #:#

香蒲科
&.1C'/*'* #:#

小檗科
Q*7(*7-6'/*'* B:B

凤尾蕨科
D3*7-6'/*'* #:#

悬铃木科
D)'3'4'/*'* #:#

蓼科
D0).804'/*'* !:B

凤仙花科
Q')2',-4'/*'* #:#

鸭跖草科
=0,,*)-4'/*'* #:#

杨柳科
J')-/'/*'* !:B

浮萍科
A*,4'/*'* #:#

银杏科
;-4R80'/*'* #:#

槭树科
G/*7'/*'* #:B

海金沙科
A.806-'/*'* #:#

雨久花科
D043*6*7-'/*'* #:#

卫矛科
=*)'237'/*'* #:B

海桐花科
D-3302107'/*'* #:#

泽泻科
G)-2,'3'/*'* #:#

冬青科
GS9-50)-'/*'* #:B

胡麻科
D*6')-'/*'* #:#

樟科
A'97'/*'* #:#

鸢尾科
T7-6'/*'* #:B

胡颓子科
M)'*'84'/*'* #:#

竹芋科
K'7'43'/*'* #:#

旋花科
=04U0)U9)'/*'* !:B

虎耳草科
J'P-57'8'/*'* #:#

紫茉莉科
F./3'8-4'/*'* #:#

唇形科
A'(-'3'* !:!

花芌科
D0)*,04-'/*'* #:#

酢浆草科
@P')-6'/*'* #:#

胡桃科
V98)'46'/*'* !:!

黄杨科
Q9P'/*'* #:#

棕榈科
D'),'* #:#

夹竹桃科
G10/.4'/*'* !:!

苦木科
J-,'709('/*'* #:#

龙胆科
;*43-'4'/*'* #:#

锦葵科
K')U'/*'* !:!

蜡梅科
=')./'43C'/*'* #:#

楝科
K*)-'/*'* !:!

蓝果树科
F.22'/*'* #:#

"#$

植物种类来源分析

依据植物的来源不同! 扬州市乡村绿

化植物可以分为两大类" 乡土植物与外来

植物# 乡土植物一般指在排除人为活动的

直接或间接作用下! 自然分布在特定地区

的! 与当地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植物! 而

外来植物则是由于人类直接或间接的活

动! 使其出现在本来不存在的地区或生态

系统的植物$

##

%

# 外来种依据外来地的不同

又可分为国内外来种和国外外来种# 统计分析此次调查的植物种类发现! 扬州市乡村绿化植物中共有乡

土种
##W

种! 国内外来种
LI

种! 国外外来种
IB

种! 占总数比分别为
E!X%Y

!

!%XBY

和
!<XWY

&表
L

'#

从村庄类型上看&图
!

'! 城镇型村庄绿化植物的乡土种( 国内外来种( 国外外来种种数分别为

I<

!

BI

!

L%

种) 城郊型分别为
IE

!

!<

!

!$

种) 乡村型分别为
WI

!

?$

!

B<

种# 可以看出乡土种的应用

比例呈现为
I%XIY

&乡村型村庄'＞EBX<Y

&城郊型村庄'＞LIX$Y

&城镇型村庄'! 但是从木本植物作为绿化

植物群落的主体来看!

B

种类型的村庄在乡土树种的应用并无差异#

表
"

不同类型村庄绿化植物乔! 灌! 草的种类数量及比例

&'()* B Z9'43-3. '46 1701073-04 05 '7(07[ 2C79([ 21*/-*2 -4 6-55*7*43 U-))'8*2

项目
乔木 灌木 草本 合计

种数 比例
:Y

种数 比例
:Y

种数 比例
:Y

种数 比例
:Y

城镇型
L! <!XL I? WBXI L" L?X< ?LB IBX"

城郊型
LB <LX? LB EWX$ BE BIXE ?!? EBXB

乡村型
BW IEXE LB EWX$ I? IBXE ?L! I!XI

总计
EW <B $I !!<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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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景观中各频率植物应用情况

#$%&' ( )**&+,$-+./ .0 12''/+/1 *&$/- 0.2 '$,3 02'45'/,6

频度
78

乔木 灌木 草本

种数
占乔木总种

数比例
78

种数
占灌木总种

数比例
78

种数
占草本总种

数比例
78

!9: ( ;<" = ><" : :<:

!

?@A 9:

"

B "<> C B<? ? ?<:

!

?:D ?(

"

C (<9 B (<( C C<?

!

(D ?:

"

" ?:<C ?: ?C<= ?? ??<(

＜( B: "><: B> "=<? ;? ;B<B

图
9

不同类型村庄绿化植物乔! 灌! 草的组成

E+152' 9 F.G*.H+-+./ .0 $2%.2D H325%D 3'2% +/ I+00'2'/- J+&&$1'H

"#!

植物使用频度分析

使用频度是指某一植物出现的

样方数占总样方数的百分率# 是绿

化植物群落中重要的结构特征之

一$ 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某植物种

或某种群个体在群落中分布的均匀

程度$ 显示个体与其他空间部分的

关系!

?9

%

& 总体来看$ 扬州地区乡村

绿化景观中乔木层使用频度最高的

是桂花
!"#$%&'(" )*$+*$%"

$ 樟树

,-%%$./.(. 0$.1'/*$

$ 女 贞

2-+("&*(. 3(0-4(.

$ 棕 榈
5*$0'6!

0$*1(" )/*&(%7-

$ 紫 叶 李
8*(%("

07*$"-)7*$ 0< $&*/1(*1(*7$

等 ' 灌木

层使用频度最高的是红叶石楠

9'/&-%-$ )*$"7*-

$ 紫薇
2$+7*"&*/7.-$

-%4-0$

$ 海桐
9-&&/"1/*(. &/:-*$

$ 红

花檵 木
2/*/17&$3(. 0'-%7%"7 J$2<

*(:*(.

$ 金边大叶黄杨
;(/%6.("

<$1/%-0(" J$2< $(*7$".$*+-%$&("

$ 大

叶黄杨
=(/%6.(" <>1/%-?("

$ 小蜡

@-+("&*(. "-%7%"7

等' 草本层使用

频度最高的是沟叶结缕草
A/6"-$ .$&*733$

$ 麦冬
B1'-/1/+/% <$1/%-0("

$ 白花车轴草
5*-)/3-(. *717%"

$ 黄

菖蒲
C*-" 1"7(4>0/*("

等& 其中使用频度
!9:8

的乔木
(

种$ 灌木
=

种$ 草本植物无&

"><:8

的乔木种与

"=<?8

灌木种的使用频度都＜(8

$ 仅
B<98

的草本种使用频度在
?:8

以上(表
(

)& 此外$ 从村庄类型上统

计分析绿化植物的使用频度$ 发现城镇型村庄* 城郊型村庄与乡村型村庄在乔木层* 灌木层中使用频度

排名前
?:

位的植物种中相同的多达
=

种$ 乔木层排名前
C

位的则完全一致$ 均为桂花* 女贞与樟树$

灌木层排名前
C

位的有
9

种相同$ 分别是红叶石楠与紫薇& 此次记录的草本层由于既包含了水生草本$

也包含了野生与栽培的草本$ 所以其频度并没有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和规律&

"#$

植物物种多样性分析

由图
C

可见+

K$-2+,L

丰富度指数*

M3$/"

/./"N+'/'2

指数*

M+G*H./

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 均表现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 乔木

层的平均物种数量为
@<!

种$ 灌木层的为
"<@

种$ 草本层则为
!<@

种& 在调查的
?9?

个样方

中$ 有
?

个样方缺少乔木层$

?O

个样方缺少灌

木层$

!?

个样方缺少草本层$ 此外$

K+'&.5

指

数表现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 这主要是

因为此次调查的样地都为人工植物群落$ 乔木*

灌木的栽植多具有很强目的性$ 且扬州乡村绿

化景观同质性较强$ 导致乔木层与灌木层的均匀度较高&

从村庄类型上看,表
"

"+ 城镇型村庄的
K$-2+,L

丰富度指数表现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 城郊型

与乡村型村庄则是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 其中城镇型村庄乔木层平均物种数为
!<>

种$ 灌木层与草

本层分别为
O<!

和
9<"

种' 城郊型村庄乔木层平均物种数为
O<!

种$ 灌木层与草本层分别为
O<9

和
9<O

种' 乡村型村庄乔木层平均物种数
O<!

种$ 灌木层与草本层分别为
!<=

和
!<@

种&

M3$//./"N+'/'2

指数与

表
%

扬州乡村绿化植物种类组成

#$%&' O M*',+'H ,.G*.H+-+./ .0 12''/+/1 *&$/- ,.GG5/+-6

项目

乔木种 灌木种 草本种 合计

种数
占乔木种

比例
7P

种数
占灌木种

比例
78

种数
占草本种

比例
78

种数
比例

7

8

乡土种
C" "9<? C9 BC<; (: (9<? ??; (9<:

国内外来种
?C 99<B 9B C9<> > ><B B" 9:<C

国外外来种
> ?(<( ?= 9C<C C= C;<( "C 9=<;

常绿
?" 9=<" B? ("<9

落叶
B9 =9<B C9 BC<;

合计
(; =C >"

余义亮等+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的结构特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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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类型村庄绿化植物的胸径级分布

'()*+, & -./0.1(2(.3 .4 )+,,3(3) 05632 7(28 9(44,+,32 )+69, 9(6/,2,+ 62 :+,612 8,()82

!

!

;<

"

(3 9(44,+,32 =(556),1

物种数量和各胸径级比例为每
>%% /

!的数值

图
?

扬州市乡村绿化植物群落不同层次的物种多样性

'()*+, ? ;(.9(=,+1(2@ (39(A,1 .4 9(44,+,32 A.//*3(2@ 56@,+1

B(/01.3

指数则在城镇型与城郊型村庄都呈现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的趋势# 乡村型村庄则是乔木

层＞草本层＞灌木层$ 此外#

C(,5.*

指数在
?

种类型的村庄中同样都表现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

!"#

绿化植物群落水平结构特征

图
&

可以看出% 城镇型& 城郊型& 乡村型等
?

种类型的村庄# 其整体绿化植物的胸径层次分布较为

一致$ 绿化植物的胸径层次都大多处于
&

级与
D

级#

&

级与
D

级树种在
?

种类型村庄总占比分别为

D&E"F

#

D?EDF

#

&"E"F

$ 差异较大的是
G

级树种# 其在城郊型村庄占比仅为
HE"F

# 而在乡村型村庄却占

比达到了
!"E"F

$ 这主要是因为乡村型村庄拥有较多的胸径级较大的原有树木# 如野生构树
"#$%&&$'()*+

,+,-#*.(#+

# 桑树
/$#%& +01+

# 杜梨
2-#%& 1()%0*.$0*+

等# 这同样是
HI$

级树种在乡村型村庄比例更大的原

表
$

不同类型村庄绿化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J6:5, G ;(.9(=,+1(2@ (39(A,1 .4 )+,,3(3) 05632 (3 9(44,+,32 =(556),1

村庄类型
C62+(AK

丰富度指数
B8633.3"L(,3,+

指数
C(,5.*

指数
B(/01.3

指数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城镇型
?E$> &E?? !EG" >E"" "E$! "EGM "E?& "E!& "E>D "ED? "E&M "E?$

城郊型
&E?> &E>M !E&" >E"$ "E$G "EGG "E?M "E!D "E>G "EDG "E&M "E&>

乡村型
&E?? ?EH? ?ED" >E"H "E$> "E$G "E?& "E!G "E!? "EDD "E&M "ED&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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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差异比较明显的还有
!

级树种的分布"

!

级树种在城郊型村庄占比最大" 为
#$%&'

" 在乡村型村庄

占比仅为
(%)'

!

!"#

绿化植物群落垂直结构特征

群落的垂直结构是指群落在空间垂直方向上的分化" 反映植物在绿化植物群落中的分层现象" 主要

体现在树种高度方面! 扬州地区
#*#

个乡村绿化景观群落样地主要有复层型# 双层型和单层型
!

种结构

模式! 其中复层型的 $乔
+

灌
+

草% 模式占比最多" 达
",%"'

& 其次是双层型的 $乔
+

灌% 模式" 共有
*)

个道路绿地样地采用了这种模式" 占总样地数的
*&%('

& 单层型分为 $单层乔% 和 $单层灌%

*

种模式"

都出现在乡村型村庄的道路绿地中" 分别占比为
$%*'

和
&%,'

" 双层型的 $乔
+

草% 模式则主要出现在

乡村型和城郊型村庄的河道绿地中" 占比为
)%,'

!

由图
)

可以看出' 村庄绿化树种是以中等高度的树种为主" 高度
!$ -

的树种(

#

级与
*

级树种)在

城镇型# 城郊型村庄的占比分别为
"$%&'

与
"&%)'

" 而在乡村型村庄则占比有所减少" 为
!)%&'

! 城镇

型与城郊型村庄的树高层次及占比随树高级数的增加而减少" 而乡村型村庄的树高层次及占比却随树高

级数的增加先增后减! 其中
#

级#

*

级#

!

级树种的分布都表现为城镇型＞城郊型＞乡村型" 且在
!

类

村庄中都占有较大比例&

)

级树种的分布则刚好相反" 表现为乡村型＞城郊型＞城镇型" 这是因为
#

级#

*

级#

!

级树种主要是灌木与小乔木" 是绿化景观的主体构成部分" 在城镇与城郊数量较多" 而
)

级树种则多是原有较高的树种" 如意杨
!"#$%$& '$()*+,-.)/)

*

."*#$

+" 枫杨
!0+(".)(1) &0+/"#0+()

" 榔榆

2%*$& #)(,-3"%-)

等" 多见于乡村与城郊" 这同样是
"/(

级树种在乡村型村庄占比较大的原因!

图
)

不同类型村庄绿化植物的高度级分布

012345 ) 67-8791:17; 7< 2455;1;2 8=>;: ?1:@ A1<<545;: 24>A5 @512@: 1; A1<<545;: B1==>259

物种数量和各高度级比例为每
#&& -

*的数值

各
高
度
级
种
数
占
比
C
'

村庄类型 村庄类型

!"$

植物群落健康状况分析

经实地调查与统计"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景观中" 植物健康状况的平均得分为
*%!#

" 总体健康状况处

于一般偏下" 其中处于
#

级#

*

级#

!

级#

$

级的比例分别是
)%$'

"

!"%*'

"

$*%"'

"

#)%,'

! 调查发现"

生长健康状况不好的植物大多出现在植物密度较高的绿化植物群落中! 从村庄类型上看(图
"

)" 绿化植

物群落健康状况的平均得分呈城镇型村庄＞乡村型村庄＞城郊型村庄的趋势" 但差异并不明显" 其中城

镇型村庄处于
#

级#

*

级#

!

级#

$

级的比例依次是
,%)'

"

!D%!'

"

!D%('

"

#*%)'

" 平均得分为
*%$$

" 城

郊型依次为
!%!'

"

!&%#'

"

$!%!'

"

*!%!'

" 平均得分为
*%#!

" 乡村型依次为
$%)'

"

!D%!'

"

$$%('

"

##%)'

" 平均得分为
*%!"

!

$

结论与讨论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的主要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植物种类达
**(

种" 隶属于
#"D

属
,,

科" 相较于南京乡村 ,

#!

-与扬州市区 ,

#$

-科# 属# 种的数量均偏低" 且植物种类集中

于禾本科# 蔷薇科# 豆科# 木犀科及菊科" 其中蔷薇科与含少种的杉科# 杨柳科# 樟科构成了扬州乡村

绿化植物群落的优势科! 乔# 灌# 草的应用比例依次为
*)%"'

"

!*%*'

"

$*%!'

! 尽管记录的草本植物在

种类上较为丰富" 但其中很大部分是野生的草本植物及季节性的蔬菜" 真正用于园林绿化的草本地被植

物在扬州地区乡村并不多! 调查还发现城镇型村庄绿化植物群落中拥有更多的灌木" 城郊型村庄拥有更

余义亮等' 扬州地区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的结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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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乔木! 乡村型村庄拥有更多的草本植物" 共有乡土种
&&'

种#

国内外来种
()

种# 国外外来种
)*

种! 占总种数比分别为
+!,%-

!

!%,*-

和
!.,'-

" 乡土树种应用比例较苏南地区 $

#+

%高! 但此次调查

中! 记录的木本乡土种和草本&包括水生植物'乡土种占扬州市总

乡土种$

#)

%的比例并不高! 分别为
**,+-

和
!!,.-

"

扬州乡村绿化植物群落种类趋同性较高"

*

种类型村庄在乔木

层# 灌木层中使用频度排名前
#%

位的植物种中相同的多达
.

种!

排名前
*

位的乔木层完全一致! 都是桂花# 女贞与樟树" 排名前
*

位的灌木层也有
!

种相同! 分别是红叶石楠与紫薇" 扬州地区乡

村绿化植物群落中 ! 乔木层 # 灌木层 # 草本层各层次物种的

/012345

丰富度指数#

6708898":3;8;2

指数#

63<=>98

指数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 均表现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

/3;?9@

指数则表现

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

扬州乡村绿化植物群落以复层型的 (乔
A

灌
B

草) 模式为主! 大部分绿化植物属于小径级! 中等高

度" 其中乡村型村庄由于拥有更多原有乔木! 其绿化植物整体上的胸径层次# 树高层次要比城镇型# 城

郊型村庄的高" 扬州乡村植物健康状况的平均得分为
!,*#

! 总体健康状况处于一般偏下! 且绿化植物群

落健康程度呈城镇型村庄＞乡村型村庄＞城郊型村庄的一般规律"

前人对乡村绿化建设的研究中! 关于乡村的分类大多是根据村庄产业类型# 地形地貌及文化传统等

方面$

.C&+C&.

%

! 研究结果繁琐! 不利于实践" 本研究基于乡村与城市之间距离的远近将扬州市的乡村分为城

镇型# 城郊型# 乡村型等
*

种乡村类型! 能突显扬州市乡村绿化建设与其城市化进程的相互关系! 具有

更强的普适性"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 扬州地区的乡村与乡村之间! 乡村与城市之间在绿化树种的应用上

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差异! 这是乡村绿化建设的通病$

)C&*C&+C&'

%

" 要做好乡村的树种规划! 关键在于对乡土

植物的充分挖掘" 很多学者$

.C&$D!"

%也对此提出建议和方案" 建议模仿当地自然植被的生活型谱# 种间结

合关系# 数量比例# 树种密度等! 来进行构建稳定的乡村绿化植物群落! 以彰显乡村自然淳朴的风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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