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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兰州植物园宿根花卉专类园设计原则、品种选择、植物配置及其效果，并对宿根花卉在园林建
设中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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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根花卉即秋末地上部枯萎，以其宿存的地
面芽或地下芽越冬，翌年早春再度萌发，生长枝
叶，开花结果，如此可以连续多年开花的花卉［ 1］。
宿根花卉不仅具有基本的美化和观赏功能，而且
在改善小气候、保持水土、降低噪音、吸收和分
解污染物等方面还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价值。宿
根花卉品种繁多，繁殖容易，群体效果好，色彩
艳丽，生态习性各异，多在夏秋开花，建植成本
低，环境效果好，应用前景广，是理想的园林景
观营建材料［ 2］。在兰州植物园宿根花卉专类园营
建过程中，我们按照园林艺术设计手法和美学原
理，通过利用植株的外形、花期和花色的合理搭
配，展示宿根花卉丰富品种与优美景观效果，从
而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效益的并举。现就
在兰州植物园宿根花卉专类园设计原则、品种选
择、植物配置及其效果介绍如下，供同行参考。
1 设计原则
首先尊重生物多样性原则。尊重自然植物群

落的生长规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如今植物配置
设计的必然准则。其次是主题景观性原则。主题
原则是植物配置的纲领。在兰州植物园建设宿根
花卉专类园必须服从园林绿地的性质、功能，并
与总体艺术布局相协调。在突出表现宿根花卉品
种丰富花色和考虑四季景色变化的同时，又考虑
其与乔、灌、草坪以及各种景观树木的搭配关系，
从而形成点、线、面、带、网相结合的季相变化。
第三，科普观赏性原则。植物园不仅是从事植物
物种资源的收集、比较、保存和育种等科学研究
的园地，还可作为传播植物学知识，并以种类丰
富的植物构成美好园景供观赏游憩之用。作为城

市专类公园之一的植物园，是以服务城市生态建
设和满足市民绿色生态文化消费为宗旨，体现科学
化、系统化、社会化的时代特征，必将成为城市生
态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 3］。
“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的心
愿。在停留欣赏的情况下，游客的要求与观赏街
道广场的花卉不同，要充分考虑游客的可接受度
和观赏位置。第四，因地制宜性原则。经驯化、
引种，能在当地生长良好的外来品种，完全可以
被选入植物配置，符合自然规律和风貌的园林建
设，因地制宜而又经济实惠的绿化理念，应该成
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主导法则［ 4］。根据当地气
候、土壤、地理位置等各种自然环境条件来选择
能够健康生长的品种，充分考虑植物原生境与种
植环境的协调与适宜。第五，花文化结合原则。
注意园林植物自身的文化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融
合，继郁金香花展后，素有清新淡雅之气的菊花，
在秋色渐浓的9月，把兰州植物园装扮成大型主题菊
花公园。宿根花卉专类园围绕菊花这一主题，配以
各种色彩植物，景观变化多样，选景丰富，主题生
动，为兰州人提供又一赏菊、颂菊的好去处。
2 品种选择
宿根花卉从栽培方式上来说属于露地花卉。专

类园的建设要突出地方特色，还必须考虑面向谁的
问题。面向外地游人和专家学者，应突出当地特色
植物为主；面向本埠市民，应引进外地观赏植物为
主，借此考虑植物的配置比例［5］。根据兰州当地的
自然条件和植物特点，筛选其中观赏性高并能适宜
兰州露地生长的植物形成了宿根花卉专类园。
兰州市现能广泛栽培的宿根花卉品种有5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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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隶属于13个科）。在这些宿根花卉中，有观花、
观叶、观果的品种。株型各异，既有植株高大直
立的品种，如蜀葵、大花飞燕草、肥皂草；还有
匍匐品种，如丛生福禄考；也有攀缘品种，如铁
线莲。适应性广泛，有耐寒品种如九月菊；有耐
阴品种如玉簪；有耐瘠薄、耐干旱品种，如二色
补血草、景天、蓍草。在色彩上更是赤、橙、黄、
青、蓝、紫及复色各异，花期从3月至“霜降”结
束，可以满足多种环境条件造景需求［ 6］。春季开
花的有芍药、鸢尾、铁线莲等；夏季开花的有萱
草、黑心菊、石竹、蜀葵、美人蕉、宿根福禄考
等；秋季开花的有五颜六色的早小菊、玉簪等。这
些花卉不同花期的季相变化，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
合理布局，能够创造出意境优美的园林环境。目前
大丽花、福禄考、芍药应用量逐年减少，而景天类
植物的应用量剧增，而且新品种在不断被引进和应
用。对一些具备较高观赏价值、能适应本地生长环
境的新优品种，引种成功并开始应用于实践。
为了继承和弘扬传统花事活动，在连续举办

10届的郁金香花展期间，共有红、黄、白、粉、
橙、紫、黑、复色等8个色系、50多个品种的郁金
香次第绽放。兰州植物园从2006年起开始在全省
范围内搜集菊花品种并作展览，目前已搜集300多
个菊花品种，从河北、河南、山西引进了多个新
品种，并逐渐形成规模。在竹园、玉兰园、樱梅
园、忍冬园、月季园、珍稀园、松柏园、牡丹园、
丹枫园、海棠园等10个传统专类园的基础之上，
配合园内每年举办的郁金香、菊花等主题花展，
2007年起引进金娃娃萱草、海尔斯大花萱草、红
运萱草、黄娃娃鸢尾、魂断蓝桥鸢尾、不朽白鸢
尾、霍特葡匐婆婆纳、金色日光月见草、重瓣大
金鸡菊、克罗拉多蓍草、大花天人菊、尖叶石竹、
肥皂草、金山绣线菊、金焰绣线菊等15个新优品
种与宿根福禄考、玉簪、鸢尾、大花滨菊、荷兰
菊、早小菊、石竹、大花萱草、蜀葵以及各类景
天等传统品种组合栽培，形成了既具有独特的景观
又可作为科普教育基地的综合宿根花卉专类园，使
得各个宿根花卉品种的特性及壮丽景观效果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来，吸引着无数游人驻足参观欣赏。
3 植物配置及其效果
宿根花卉作为单株种植，一般观赏效果稍差，

但作为群体，成丛、成片或与其他花卉、其他植
物材料进行合理搭配种植，则可收到极好的效果。
花境内的植物要求花期较长，植株较高，花叶兼
美，可以用花灌木和宿根花卉混栽［ 7］。专类园的
立地条件要较街路、广场好些，但由于游人繁多，
每个人的欣赏水平各不相同，在造园时宿根花卉
的花期、色彩、高矮要配置协调，相影益彰。

宿根花卉的色彩非常丰富，在花卉配置选择中
可以利用不同花卉的花色来创造不同的色彩空间或
景观效果。各种宿根花卉与其它植物进行高低错落
穿插迂回的栽培，来表现其个体美以及自然组合的
群落美的花境在园林中是经常用的。在配置时注意
协调好主景与配景，主色与基色在对比和谐上的统
一。植物的叶形与姿态、花期与花色、高和矮等不
同的组合，可形成各具特色的绿化美化效果。
利用合理修剪等的技术措施来延长某些宿根

花卉的观赏期应当得到重视，以造出更好的自然
景观。将宿根花卉专类园区内荷兰菊、黑心菊、
金光菊、松果菊、大金鸡菊、宿根福禄考、三七
景天、肥皂草、紫假龙头花等通过花后修剪，以
延长观赏期；或提早摘心，以降低植株高度，提
高观赏效果。如2010年兰州植物园“第二届迎国
庆菊花展”，布展重点主要集中在正门、迎宾大
道、大展区。沿公园主游览线沿路布展，采取点、
线、面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园林艺术造景手法。
所有作品均以菊花为主，配以其他色彩宿根花卉，
让游客仿佛置身于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中。
4 结束语
丰富多样的宿根花卉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对兰州地区夏秋园林景观营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3］。同时由于宿根花卉属于低维护型花卉，
是建设经济有效庭园的首选花卉。它的运用领域
较广，植物造景效果好，还具有较强的净化环境
与抗污染能力，以及特异的芳香及药用功能，能
够收到绿化与美化及节水、抗污染的综合效果。
而且宿根花卉能在露地过冬，具有抗旱、抗寒、
耐瘠薄土壤的功能，能够适应兰州地区气候正常
生长。宿根花卉在兰州植物园绿化中不断丰富植
物景观的同时，也会推动兰州园林绿化事业的快
速发展。在今后建设生态园林城市进程中，宿根
花卉的应用将更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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