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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城市环境的特殊性! 城市绿化的参与者同时也是绿化树种选择的决策者! 城市绿地树种结构的初始分

布完全由人为选择控制% 现阶段受人为因素干扰! 城市绿地表现出的诸如树种优势度集中& 结构单一& 生态效益

低下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使得从参与者角度探明城市绿地树种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变得十分重要% 通过建立城市

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 让政府主管部门& 规划设计者& 绿化施工企业& 苗木供应者及市民公众
5

类绿化参与者对树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评价! 再运用
7877 !/-&

软件对
5

类绿化参与者的评价结果进行相关性分

析! 并从参与者角度对合肥市常见园林绿化树种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

!

不同参与者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

因素重要性的判断不同'

"

政府主管部门与规划设计者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权重评价数据在
&-&#

水平上

呈显著相关! 与绿化施工企业在
&-&5

水平上呈显著相关'

#

根据绿化参与者的权重数据对合肥市常见园林绿化树种

进行综合评价! 筛选出不同参与者综合评价在
/-&

分以上的树种
#59

种! 其中
$

类树种
5#

种&

%

类树种
99

种&

&

类树种
54

种% 表
9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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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现行的城市绿地树种选择策略可能影响今后
@AB:A &

甚至更长时

间的城市景观# 以及作为城市绿色生态基础设施的功能$ 适应性及稳定性% 由于城市植被环境的特殊

性# 城市绿地内植物空间的初始分布完全由人为选择控制!

@!!

"

# 自然繁殖和演替的几率极低# 群落中的

种间竞争已经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从中国现阶段情况分析!

"

"

# 参与城市绿地建设过程的主要有& 政府主

管部门$ 规划设计者$ 绿化施工企业$ 苗木供应者及市民公众的意见# 他们共同影响城市绿地的特质%

他们所处位置不同以及各自的知识背景$ 专业结构$ 代表利益的差异# 导致其影响程度也不同# 特别表

现在绿地植物选择和配置方面% 城市绿地植物的选择一直是城市绿化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近年来#

学者通过绿地树种调查!

C!D

"

$ 建立树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A

"

$ 基于城市气候或者立地条件的分析!

@@!@:

"等

方法# 对城市园林绿化树种进行综合评价$ 分级和选择的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从客观条件着手# 却很少

针对绿化参与者# 即从主观条件进行分析% 然而# 前面叙述的这些参与者的作用往往成为树种选择的决

定因素% 作者以首批国家园林城市合肥市为研究对象# 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上述
C

类参与者对

树种选择的影响# 为进一步促进城市绿地树种结构合理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绿地植物群落的持续稳

定!

@!!@"

"等目标的实现# 更好地理解绿地群落的动态变化及针对性地制定管护计划提供参考%

@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区域为合肥市建成区范围# 面积为
"A! E=

:

# 地理位置为
!@"";#B!@"C;$F

#

@@D%@@$B@@D"::$G

%

合肥市处于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 气候温和# 雨量适中' 地带性植被为落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 城市

绿化树种记有
"CA

余种木本植物# 分属于
D!

科
@DA

属# 其中裸子植物
::

属$ 被子植物
@";

属!

@C!@D

"

% 合

肥市不仅是首批命名的
!

个国家级园林城市之一# 还是国家森林城市# 绿地率
"A6!H

# 绿化覆盖率

"C6:H

# 各类公园
:AA

余座# 总面积达
: CA@6I 8=

:

!

@;

"

# 其中环城公园为中国首个完整环绕城区的带

状公园%

:

研究方法

*+,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虑到不同的参与者对评价指标的认知可能有很大不同# 评判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异# 本研究通过查

询文献资料及专家咨询法!

@I

"

# 同时考虑相应评价主体(绿化参与者)的专业素养和理解能力# 剔除了专业

性较强的指标# 选择生长适应性$ 生态效益$ 景观功能$ 经济与安全
"

个方面作为指标体系的准则层

(

J

)# 构建城市绿地树种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A!::

"

% 各准则层分别确定相应的指标# 如& 生长适应

性(

J

@

)包括乡土性$ 生长速度$ 土壤适应性$ 气候适应性$ 抗病虫害性
C

个指标' 生态效益(

J

:

)包括绿

期$ 杀菌能力$ 滞尘能力$ 吸收有害气体
"

个指标' 景观功能(

J

!

)包括树形$ 叶形叶色$ 花果$ 季相变

化
"

个指标' 经济与安全(

J

"

)包括苗木费用$ 养护管理费用$ 安全性能
!

个指标# 同时对各个指标作了

相应的诠释(表
@

)% 在实际问卷调查过程中# 针对不同参与者的认知差异做好指标体系的解释和说明工

作# 以此保证评判结果的有效性%

*+*

评价主体的选取

:6:6@

政府主管部门 城建$ 园林或林业等行政管理部门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 绿化项目的决策者$ 市

政园林绿化的管理者% 他们在树种运用上往往有着很大话语权% 本研究主要选择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下

属公园管理处$ 绿化管理处$ 造林和产业发展处# 及下属区县的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查% 共计发放

问卷
!A

份%

:6:6:

规划和设计师 设计师除了贯彻决策者的意愿# 也是树种选择的主要决定者% 本研究主要依据工

程建设信息网提供的资料# 选择合肥市具有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 乙级资质的设计企业# 对其中的

规划设计师进行调查# 包括甲级设计单位
"

家和乙级设计单位
:D

家% 共计发放问卷
!@

份%

王嘉楠等& 不同类型参与者对城市绿地树种的评价与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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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从参与者角度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

&'()* + ,-').'/012 023*4 565/*7 '23 *-').'/012 890/*90' 1: 5*)*8/012 1: /9** 5;*80*5 02 .9('2 <9**2 5;'8* :917 /=* ;*95;*8/0-* 1:

;'9/080;'2/5

目标层!

>

" 准则层!

?

" 指标层!

@

" 评价标准!

%AB

分"

从参与者角度对城市绿地 生长适应性
?

+

乡土性
@

+

是否为乡土树种# 或经长期引种能否较好的生存

树种选择评价指标体系 生长速度
@

!

生长速度的快慢

土壤适应性
@

C

对土壤酸碱度$ 贫瘠$ 水湿$ 干旱的适应性

气候适应性
@

D

耐寒性$ 抗风性的强弱

抗病虫害性
@

B

植物受病虫害影响的程度

生态效益
?

!

绿期
@

E

绿期天数的长短

杀菌能力
@

$

对病菌的杀菌能力

滞尘能力
@

F

叶的密集性# 叶面是否多毛或粗糙以及分泌油脂或粘液

吸收有害气体
@

G

对二氧化硫$ 氟化物$ 氯化物等有害气体的吸收能力

景观功能
?

C

树形
@

#%

树木形态$ 树冠结构

叶形叶色
@

##

叶形的奇特性# 是否彩色叶或变色叶

花果
@

#!

花色是否有香味$ 具有观赏性% 果实是否鲜艳$ 果形奇特性

季相变化
@

#C

季相变化是否明显及季相景观的吸引力

经济与安全
?

D

苗木费用
@

#D

苗木费用的高低

养护管理费用
@

#B

养护管理成本的高低

安全性能
@

#E

树木的毒性$ 易落物对人影响

!H!HC

绿化施工企业 施工企业虽然是按设计图纸进行施工# 在树种选择上没有主要的话语权# 但对常

见城市绿地树种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 他们对不同树种种植$ 管理养护的理解是绿地植物群落是否符合

设计者意图的最终保证& 一个善于思考的设计者通常会看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合肥市具有城市园林绿

化施工资质的一级$ 二级$ 三级企业分布为
+D

家$

+%!

家和
CCB

家& 本研究根据分层抽样法最终分别

选取
C

家$

!C

家$

$D

家& 共计发放问卷
+%%

份&

!H!HD

苗木供应者 苗圃除了培育常规$ 大宗的绿化树种外# 往往在分析市场趋势$ 城市绿化理念发展

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培育一些新的树种来扩大设计师的选择范围& 因此# 在特定的绿地树种选择方面虽然

没有主导权# 但他们的引导和影响却不容忽视& 合肥市栽植面积在
EEH$ =7

!以上重点苗圃企业有
+ CDB

家# 面积
BHE

万
=7

!

'

!C

(

# 占全市苗圃栽植面积的
G+HCI

& 本研究随机抽样重点苗圃企业
+""

家& 共计发

放问卷
+""

份&

!H!HB

市民公众 城市居民是城市绿地的服务对象& 虽然他们对树种选择没有决策权# 但他们的活动行

为# 如对公园绿地的选择性运用是对树种喜爱与否的直接表达# 因此政府主管部门$ 设计者等已愈来愈

多的考虑公众意愿& 加入城市居民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能更好地了解城市居民对城市

绿地树种的需求和期望# 对推动城市绿化的公众参与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在合肥市建成区范围随机选取

B

处综合型公园# 每处公园向市民公众发放
!"

份调查问卷# 共计发放问卷
+""

份&

"#$

问卷调查

问卷设计为各类参与者对指标体系中准则层和指标层两两因素之间分别进行重要性的比较& 具体采

用
!GAG

标度法来比较# 如因素
>

与因素
?

相比较#

"

表示同等重要#

!G

代表因素
>

比因素
?

极度重

要#

G

代表因素
?

比因素
>

极度重要#

"

与
G

或者
!G

之间代表重要的程度&

按问卷对象的不同# 问卷调查的方式也不同# 主要包括在问卷平台上制作网上问卷# 通过电子邮

件$ 微信$

JJ

等发送问卷进行调查# 通过实地拜访使用纸质问卷进行调查& 调查时间从
!"+E

年
C

月至

!"+E

年
+!

月# 发放各类问卷
CE+

份# 共回收有效问卷
!G$

份# 其中对合肥市相关绿化主管部门$

C+

家

园林设计企业$

+""

家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和
+""

家园林苗圃企业采取邮箱发送问卷调查$ 电话访问或实

地采访等方式# 分别回收
!B

#

!$

#

$C

#

F+

份有效问卷% 对合肥逍遥津公园$ 杏花公园$ 庐州公园$ 天

鹅湖公园$ 塘西河公园
B

处公园实地向市民公众发放问卷
+""

份# 回收有效问卷
G+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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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法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

$"!$%

"对各类参与者的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计算出每个绿化参与者对

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权重评价数据$ 然后运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得到平均权重值$ 该值代表各类绿化参与

者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权重数据#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

!"$

常见绿化树种的综合评分

通过文献资料和专家咨询法# 按指标层的
&#

个指标分别对合肥市常见的
!%'

种园林绿化树种!

$#

"赋

值%

!

"

&$ 赋值方法采用
%

级评分制!

$(!$)

"

# 最终得出各树种
&#

个指标的得分
!

"

%

"*&

#

$

# '#

&#

&# 赋值标

准见表
&

$ 同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平均法获得绿化树种选择各影响因素的平均权重判断%

#

"

&# 运用

以下公式计算各绿化树种的综合评价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

&

&中) $

%

各绿化树种的综合评价值*

&

"

各影响因素的评价分值*

'

"

各影响因素的平均权重值+

筛选出各类参与者对树种综合评价值 $

%

大于等于
!,'

分以上的绿化树种# 得到
%

份不同绿化参与者

的树种推荐清单$

!

结果与分析

%"&

平均指标权重的分析

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不同参与者对影响因素的权重评价# 得出各影响因素的权重评判# 如表
$

所

示$ 结果表明) 不同绿化参与者对各影响因子重要性的认识有较大区别# 如生长适应性各指标# 政府主

管部门, 规划设计者, 绿化施工企业均将其列为非常重要# 尤其是政府主管部门认为其重要性远大于其

他影响因素# 显然他们认为树木的成活及正常生长才是绿地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 生态效益各指标被市

民公众, 规划设计者认为重要性较高# 显然他们更关注及期望树木能更好地发挥生态效益# 其他绿化参

与者对生态效益权重评价不高# 展示他们对不同树种发挥生态效益不同这一点缺乏基本认知+ 不同绿化

参与者对于树木的景观功能各因素权重评价总体而言都比较高# 这反映出他们对景观效果都有较高的期

待+ 经济与安全各指标中# 绿化施工企业, 苗木供应者认为苗木费用, 养护管理费用较重要# 说明他们

更关心经济成本与效益* 另外# 市民公众较多关注安全性# 因为他们是绿地直接应用者# 必然会考虑树

种的毒性, 易落物, 飘浮物等影响自身安全的因素+

%"!

不同参与者之间相关性分析

应用
-.-- $!,'

统计软件对上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平均权重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不同绿化参

表
!

不同参与者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平均权重评价

/0123 $ 435678 3902:085;< ;= =0>8;?@ 5<=2:3<>5<6 873 @323>85;< ;= 8?33 @A3>53@ 5< :?10< 6?33< @A0>3 1B C5==3?3<8 A0?85>5A0<8@

准则层 指标层 政府主管部门 规划设计者 绿化施工企业 苗木供应者 市民公众

生长适应性
D

&

乡土性
E

&

',&!% " ',&&' % ',')$ F ','!( ! ','!' '

生长速度
E

$

','!! " ','!! ( ','#& F ','%) # ','$& $

土壤适应性
E

!

',&"$ $ ',&'F " ',&!$ " ','F) # ',')) "

气候适应性
E

"

',&&F ( ','F$ ) ',')F ' ','#% # ','%' )

抗病虫害性
E

%

','(' % ','"" $ ','#! # ','#" & ','(" %

生态效益
D

$

绿期
E

#

','$F ( ','") % ','%) $ ','") ' ','$! %

杀菌能力
E

(

','$% ' ','$( " ','$' # ','&( F ','!' &

滞尘能力
E

)

','!" % ','!# F ','"& & ','$# F ','#& $

吸收有害气体
E

F

','($ ) ','($ ( ','$F & ','"' & ',&'# %

景观功能
D

!

树形
E

&'

','%F ( ','#' $ ','") # ','F( % ','%' %

叶形叶色
E

&&

','(( F ','F# $ ','%F F ',&$! ! ',&"F "

花果
E

&$

','"$ % ','#) ' ','%& " ','() % ',&'F '

季相变化
E

&!

','%$ ( ','F! # ','%# " ','#( ) ','#" #

经济与安全
D

"

苗木费用
E

&"

','$$ F ','$$ $ ',&'& & ','(% ! ','$$ !

养护管理费用
E

&%

','!! ' ','$% " ','#! ( ','#) F ','&" &

安全性能
E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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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对影响因子权重的理解有一定相关性! 如政府主管部门与规划设计者之间呈极显著相关"

!＜"&"'

#!

与绿化施工企业呈显著相关"

!＜"&"(

$%表
)

$! 而其他参与者之间相关性不显著! 说明政府主管部门& 规

划设计者和绿化施工企业
)

类参与者对各指标重要性的认知比较一致! 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起主导作

用! 而其他参与者对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考虑各不相同' 这也与当前政府& 设计者& 施工者的角

色& 体制有密切关系( 建议今后在城市绿地树种选择时! 应更多的听取不同参与者的意见! 加强设计者

和苗圃业主& 市民的联系( 政府主管部门应起宏观指导的作用! 不宜对具体树种的配置过多的干预! 弱

化其对树种选择的决策权) 规划设计者在进行绿化设计时不能只是服从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意见! 要变

被动为主动! 充分调查本地苗圃种质资源情况以便更加准确的获取植物材料! 同时需要了解市民对绿地

树种选择的建议以增加市民所期望的绿化树种! 更可向苗木培育者提供树种需求的发展趋势& 使苗圃供

应者的育苗更有针对性) 施工企业则应从树种栽植的成活率& 养护管理经济性等角度! 向政府主管部

门& 设计者提供树种选择的建议) 苗圃供应者要积极配合设计者与市民的意愿! 预测市场树种需求! 及

时调整苗木培育计划! 实时发布树种供应信息! 促进苗木供应的多样性) 市民公众作为城市绿地的使用

者! 应通过各种途径! 积极参与树种选择! 并将意见向其他参与者反馈(

表
!

不同参与者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权重评价相关性分析

*+,-. ) /.+0123

*

1 4200.-+5623 +3+-7161 28 9.6:;5 <+-=.1 28 5;. =0,+3 :0..3 1>+4. 50.. 1>.46.1 1.-.45623 8+4520 ,7 ?688.0.35 >+05646>+351

政府主管部门 规划设计者 绿化施工企业 苗木供应者 市民公众

政府主管部门
'

规划设计者
"&@(!AA #

绿化施工企业
%&(B%A %&)B% #

苗木供应者
%&!C@ %&)C% %&DB% #

市民公众
%&!CC %&DB! !%&#)% %&)$B #

说明+

AA

为在
%&%#

水平上极显著相关!

A

为在
%&%(

水平上显著相关(

!"!

合肥市常见园林绿化树种的综合评价

按式%

#

#计算合肥市常见的
)(%

种园林绿化树种综合评价值! 并按树种综合评价值进行排序( 政府

主管部门, 规划设计者& 绿化施工企业& 苗木供应者& 市民公众
(

类参与者评价在
)&%

分以上的树种分

别有
#%(

!

BD

!

#%)

!

#%%

和
##)

种( 有
#(D

种树种重复出现在各类参与者评价值高于
)&%

分的名单中(

作者依据此重要值和重复出现次数归并为
)

类! 分别表述为+

!

类树种! 即被
(

类参与者共同列为评价

值高于
)&%

分的
(#

个树种! 其中乔木
D!

种& 灌木
B

种)

"

类树种! 被
D

类和
)

类参与者共同列为评价

值高于
)&%

分的
D)

个树种! 其中乔木
!)

种& 灌木
!#

种)

#

类树种! 被
!

类和
#

类参与者共同列为评

价值高于
)&%

分的
(B

个树种! 其中乔木
!$

种& 灌木
)!

种%表
D

#(

!

类树种是
(

类参与者都期望种植的

树种! 应是在合肥市绿化树种选择中予以优先考虑的树种)

"

类树种&

#

类树种也是较多参与者所期望

种植的树种! 其综合评价值也较高! 在城市绿化中也是值得考虑应用的) 未评入这
)

类树种清单的树

木! 其中未开发的乡土树种& 未引进但适宜合肥城市园林绿化的外来树种可作为城市绿化树种的补充材

料库! 以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

D

讨论与小结

从参与者角度构建合肥市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不同参

与者对影响因素的权重评价! 发现不同参与者对城市绿地树种选择影响因素的权重评判不同( 这一结果

提示我们! 城市绿地树种选择不能仅分析植物材料本身和立地条件! 还应更多地从绿化参与者角度对树

种选择进行调控! 减少城市绿地树种的选择集中受单一主体的影响! 造成城市绿地某一功能的偏废! 或

直接导致今后树木的更换& 移植所带来的经济& 时间损失( 在今后的城市绿地建设中! 建议让不同绿化

参与者都参与到城市绿地树种选择的决策中来( 这样能够更好地指导城市绿地树种的选择! 调控城市绿

地树种结构& 景观风貌和植物多样性等(

根据不同参与者的权重评判对合肥市常见的园林绿化树种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得出不同参与者期望

种植的绿化树种清单! 从中筛选出不同参与者共同期望的城市绿化树种( 这种树种选择的方法! 满足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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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从参与者角度对合肥市绿化树种综合评价分级

$%&'( " )*+,-(.(/012( (2%'3%41*/ %/5 6'%001716%41*/ *7 8-((/1/8 4-(( 0,(61(0 1/ 9(7(1 )14: 7-*+ 4.( ,(-0,(6412( *7 ,%-4161,%/40

分级 树种

灌木

紫叶小檗
!"#$"#%& '()*$"#+%% 2%-; ,'#-.)#.)#",

! 黄杨
/)0)& &%*%12

! 山茶花
324"55%2 62.-*%12

! 单瓣白山茶花
37

62.-*%12 2%-; 2582

! 白花重瓣山茶花
97 62.-*%12 2%-; 258-!.5"*2

! 醉杨妃山茶
97 62.-*%12 2%-; 2*"4-*%:5-#2

! 玫瑰山茶

97 62.-*%12 2%-; 42+*-5%2":5-#2

! 裂叶茶花
97 62.-*%12 2%-; 2.)12":-#4%&

! 茶梅
97 &2&2*;)2

! 郁李
9"#2&)& 62.-*%12

! 贴

梗海棠
9(2"*-4"5"& &."1%-&2

! 雪柳
<-*'2*"&%2 :-#')*"%

! 白花重瓣木槿
=%8%&1)& &>#%21)& 2%-; 258)&!.5"*)&

! 红花重瓣

木槿
=7 &>#%21)& 2%-; #-&"2'#%'2

! 重瓣木芙蓉
=7 4)'28%5%&

"

<'(//30

#! 绣球花
=>?#2*+"2 421#-.(>552

! 棣棠
@"##%2

62.-*%12

! 小叶女贞
A%+)&'#)4 ;)%(-)%

! 金银花
A-*%1"#2 62.-*%12

! 红花檵木 A-#-."'25)4 1(%*"*&" 2%-; #)8#)4

! 南天

竹
B2*?%*2 ?-4"&'%12

! 牡丹
C2"-*%2 &)::#)'%1-&2

! 欧洲山梅花
C(%52?"5.()& 1-#-*2#%)&

! 粉花绣线菊
D.%#2"2 62.-*%12

!

单瓣李叶绣线菊
D7 .#)*%:-5%2 2%-; &%4.5%1%:5-#2

! 菱叶绣线菊
D7 E2*(-)''"%

! 中华白檀
D7 1(%*"*&%&

! 珊瑚树
F%8)#*)4

2G28)H%

! 黄荆
F%'"0 *"+)*?-

! 牡荆
F7 *"+)*?- 2%-; 12**28%:-5%2

! 荆条
F7 *"+)*?- 2%-; ("'"#-.(>552

! 凤尾兰
I)112

+5-#%-&2

!

类

树种

$

=>

种%

乔木

三角枫
J1"# 8)"#+"#%2*)4

! 五角枫
K7 4-*-

! 鸡爪槭
K7 .2542')4

! 七叶树
K"&1)5)& 1(%*"*&%&

! 合欢
K58%L%2 6)5%8!

#%&&%*

! 重阳木
/%&1(-:%2 .-5>12#.2

! 喜树
924.'-'("12 21)4%*2'2

! 梓树
92'25.2 -E2'2

! 山樱花
9"#2&)& &"##)52'2

! 木瓜

9(2"*-4"5"& &%*"*&%&

! 樟树
9%**24-4)4 124.(-#2

! 青冈
9>15-8252*-.&%& +52)12

! 黄檀
M258"#+%2 ()."2*2

! 枇杷
N!

#%-8-'#>2 62.-*%12

! 杜仲
O)1-44%2 )54-%?"&

! 梧桐
<%#4%2*2 .52'2*%:-5%2

! 银杏
P%*H+- 8%5-82

! 栾树
@-"5#")'"#%2 .2*!

%1)52'2

! 枫香
A%;)%?2482# :-#4-&2*2

! 鹅掌楸
A%#%-?"*?#-* 1(%*"*&"

! 杂交鹅掌揪
AQ 1(%*"*&" ! A7 ')5%.%:"#2

! 广玉兰

R2+*-5%2 +#2*?%:5-#2

! 白玉兰
R7 (".'2."'2

! 海棠花
R25)& &."1'28%5%&

! 苦楝
R"5%2 2L"?2#21(

! 白花泡桐
C2)5-G*%2

:-#')*"%

! 毛泡桐
C7 '-4"*'-&2

! 黄连木
C%&'21%2 1(%*"*&%&

! 一球悬铃木
C52'2*)& -11%?"*'25%&

! 三球悬铃木
C7 -#%"*'25!

%&

! 二球悬铃木
C52'2*)&!21"#%:-5%2

! 枫杨
C'"#-12#>2 &'"*-.'"#2

! 麻栎
S)"#1)& 21)'%&&%42

! 盐肤木
T()& 1(%*"*&%&

!

刺槐
T-8%*%2 .&")?-2121%2

! 无患子
D2.%*?)& 4)H-#-&&%

! 乌桕
D2.%)4 &"8%:"#)4

! 国槐
D-.(-#2 62.-*%12

! 棕榈
U#2!

1(>12#.)& :-#')*"%

! 榔榆
V54)& .2#E%:-5%2

! 白榆
V7 .)4%52

! 榉树
W"5H-E2 &"##2'2

灌木

榆叶梅
K4>+?25)& '#%5-82

! 紫荆
3"#1%& 1(%*"*&%&

! 木芙蓉
=%8%&1)& 4)'28%5%&

! 紫薇
A2+"#&'#-"4%2 %*?%12

! 女贞
A%+)&!

'#)4 5)1%?)4

! 椤木石楠
C(-'%*%2 ?2E%?&-*%2"

! 石楠
C7 &"##)52'2

! 木绣球
F%8)#*)4 421#-1".(25)4

! 琼花
F7 421#-!

1".(25)4 7; H"'"5""#%

"

类

树种

$

"!

种%

乔木

薄壳山核桃
32#>2 %55%*-"*&%&

! 板栗
32&'2*"2 4-55%&&%42

! 苦槠
32&'2*-.&%& &15"#-.(>552

! 楸树
37 8)*+"%

! 朴树
3"5'%&

&%*"*&%&

! 柏木
3).#"&&)& :)*"8#%&

! 柿树
X%-&.>#-& H2H%

! 杜英
N52"-12#.)& ?"1%.%"*&

! 丝棉木
N)-*>4)& 8)*+"2*2

! 刺

柏
Y)*%."#)& :-#4-&2*2

! 复羽叶栾树
@7 8%.%**2'2

! 全缘叶栾树
@7 8%.%**2'2 2%-; %*'"+#%:-5%-52

! 紫玉兰
R7 5%5%:5-#2

! 二

乔玉兰
R2+*-5%2!&-)52*+"2*2

! 水杉
R"'2&";)-%2 +5>.'-&'#-8-%?"&

! 深山含笑
R%1("5%2 42*?%2"

! 桑
R-#)& 2582

! 侧柏

C52'>152?)& -#%"*'25%&

! 毛白杨
C-.)5)& '-4"*'-&2

! 栓皮栎
S7 E2#%28%5%&

! 圆柏
D28%*2 1(%*"*&%&

! 池杉
U20-?%)4 2&1"*!

?"*&

! 落羽杉
U7 ?%&'%1()4

灌木

油茶
324"55%2 -5"%:"#2

! 胡颓子
N52"2+*)& .)*+"*&

! 卫矛
N)-*>4)& 252')&

! 木槿
=%8%&1)& &>#%21)&

! 枸骨冬青
Z5"0

1-#*)'2

! 银薇
A7 %*?%12 2%-; 2582

! 翠薇
A7 %*?%12 2%-; #)8#2

! 含笑
R21("5%2 :%+-

! 夹竹桃
B"#%)4 %*?%1)4

! 白花夹竹

桃
B7 %*?%1)4

&

<%1.3%

#! 丹桂
[7 :#2+#2*& 2%-; 2)#2*'%21)&

! 银桂
[7 :#2+#2*& 2%-; 52'%:-5%)&

! 四季桂
[7 :#2+#2*& 2%-;

&"4."#:5-#"*&

! 金桂
[7 :#2+#2*& 2%-; '()*8"#+%%

! 紫楠
C(-"8" &("2#"#%

! 红叶石楠
C(-'%*%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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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8%#2

! 粉花野蔷薇
T-&2 4)5'%:5-# 2%-; 12'(2>"*&%&

! 紫丁香
D>#%*+2 -852'2

! 白丁香
D7 -852'2 2%-; 2582

#

类

树种

$

=?

种%

乔木

安徽槭
K7 2*(G"%"*&"

! 蓑衣槭
K7 .2542')4

&

@100(643+

#! 红细叶鸡爪槭
K7 .2542')4

&

@100(643+ A-/%43+

#! 红枫

K7 .2542')4 7; 2'#-.).)#")4

! 小鸡爪槭
K7 .2542')4 2%-; '()*8"#+%%

! 元宝枫
K7 '#)*12')4

! 桃
K4>+?25)& ."#&%12

!

巨紫荆
3"#1%& +%+2*'"2

! 毛梾 3-#*)& G25'"#%

! 厚壳树
N(#"'%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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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2 &%*"*&%&

! 胡桃
Y)+52*& #"+%2

!

石栎
A%'(-12#.)& +528"#

! 棉储
A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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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 (255%2*2

! 乐昌含笑
R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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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 .52'>."'252

! 金

钱松
C&")?-52#%0 H2"4.:"#%

! 棠梨
C>#)& 8"')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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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柳
D7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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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42'&)?2*2

! 白檀
D>4.5-1-& .2*%1)52'2

! 香榧
U-##">2 +#2*?%&

! 枣树
W%L>.()& 6)6)82

不同参与者对城市绿地树种的偏好! 从参与者角度为城市绿地树种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为解决城市

绿化建设中树种优势度集中的问题提供了方法! 让不同参与者之间在绿化树种选择时能够有更好的联系

和协调! 从树种选择的各阶段进行合理的调控! 让城市绿地树种结构朝着更有利于城市生物多样性! 以

及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相协调的方向发展'

王嘉楠等( 不同类型参与者对城市绿地树种的评价与选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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