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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地被植物在金昌市的应用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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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金昌市自然环境概况及园林地被植物种类，在分析金昌市园林地被植物的应用情况基础上，
提出了注重新优品种引进；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科学选择，合理配置应用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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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的
有机整体，城市绿化关乎城市的环境质量，也直
接影响着市民的身体健康。园林植物是城市绿地
系统的重要素材，也是城市园林景观的主体，丰
富的植物群落及其多样性不仅可以展示不同地域
特点和文化内涵，城市园林生态系统完善与否，
也体现了整个城市建设的水平［ 1］。地被植物，顾
名思义是覆盖地表面的低矮植物［ 2～3］，园林绿化中
应用的地被植物是指一些植株低矮（高度不超过
110 cm）、枝叶密集、生长茂盛、能露地生长并迅
速覆盖地面、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植物［ 4］，以草
本植物为主，包括部分小灌木和藤本植物。在园

林绿地中，地被植物作为人工植物群体中最低的一
个层次，是园林植物群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地被
植物的枝叶层紧密，与地面相邻相接，成群生长，
覆盖地表，对立地环境有着很好的保护作用，特别
是在西北地区防治水土流失方面作用明显。
1 自然环境概况
金昌市地处河西走廊中东部，祁连山北麓，

巴丹吉林沙漠南缘，东北与民勤接壤，东南与凉
州相接，西南与肃南毗邻，西北与山丹、内蒙阿
右旗交界。总体气候特征为干旱少雨，日照丰富，
风大沙多，呈大陆性沙漠干旱气候特征。全市多
年平均降水量 200 mm左右（市区仅有126 mm），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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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蒸发量 2 827 mm，是降水量的 25倍左右。年均
日照时数 2 963.7 h，无霜期 175 d，年均 8级以上
大风日数 33 d ［ 5］。植被稀少，水资源匮乏，是全
国 108个缺水城市和 13个资源性缺水城市之一，
也是全国荒漠化监控与防沙治沙的重点地区［ 6］。
由于森林面积的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沙尘暴连年发生，水土流失加剧，河流水量锐减，
特别是荒漠化土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已经威胁着
全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从 1982年国务院批准成立金昌市以来，历届

市政府对改善市区生态环境都非常重视。在甘肃省
林业厅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金昌市确立了
“生态建设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向人居集中的
市区和村镇转移”的思路，“十一五”期间，金昌市区
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到 31.62%、29.03%，
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6.69 m2，全市森林覆盖
率达到 20.82%。全力实施绿色通道工程、城乡一
体化绿化工程、环城防护林工程、自然保护区工
程建设，全面营造园林化城市绿化大环境，围绕
“活力镍都·戈壁绿城”的主题，以打造“宜居·和谐”
城市为目标，初步实现了“城区园林化、郊区森林
化、农田林网化、乡村林果化”的预期目标。2010
年 11月，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筑厅、甘肃省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确定金昌市为“甘肃园林城市”［ 7］，
2013年金昌市荣获国家级园林城市［ 8］。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在西北风沙前线树起一道绿色屏障，
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城市品位日益提高。
2 园林地被植物的种类
金昌市共有园林植物 50科 91属 144种，主

要类群有蔷薇科、杨柳科、木犀科、柏科、松科、
榆科、菊科和豆科等［ 9］。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在
金昌市园林应用的地被植物品种有 40 余种，木
本、藤本、草本三大类地被植物应用较多。其中
有蔷薇科的丰花月季、大花月季、金山绣线菊、
金焰绣线菊、平枝栒子、萎陵菜等，木犀科的金
叶女贞、小叶女贞、水蜡、金叶水蜡，柏科的小
龙柏、铺地柏、侧柏、刺柏，小檗科的红叶小檗，
黄杨科的小叶黄杨，马鞭草科的金叶莸，葡萄科
的五叶地锦，蓼科的山荞麦，豆科的白三叶，鸢
尾科的德国鸢尾、西伯利亚鸢尾、黄花鸢尾、马
蔺，百合科的大花萱草、金娃娃萱草，石竹科的
中国石竹、地被石竹，菊科的荷兰菊、四季菊、
早小菊、金鸡菊、天人菊、大花滨菊、波斯菊等，
景天科的八宝景天、德国景天、胭脂红景天、三
七景天等，花荵科的宿根福禄考、地被福禄考等，
堇菜科的紫花地丁，千屈菜科的千屈菜，马齿苋
科的半枝莲等。

3 地被植物园林应用现状
3.1 地被植物引种及应用范围逐年扩大

园林地被植物的类型、种类品种较多，其中
大部分是从野生植物群落中挑选出来的，也有一
些是采用人工培育而成的新种，或者从国外引入
的优良地被植物种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覆盖力
强、繁殖容易、观赏性好、养护管理粗放，适应
能力较强，种植以后不需经常更换，能够保持连年
持久不衰，这样才能在绿地中推广与应用［ 10］。地被
植物在绿地建设中的重要性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
近年来，金昌市园林科研等相关单位在地被植物
资源开发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在一些传统公园
和风景点的空旷地、山坡、林下、岸边和路旁，
都已广泛栽种了地被植物。
3.2 园林绿化应用景观效果显现

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木本类的红叶小檗、
金叶女贞和小叶黄杨等彩叶灌木类植物常组合一
起搭配造型模纹图案，红、绿、黄色彩明亮，造
景效果极佳。藤本类植物五叶地锦、山荞麦等多
作坡面和立体绿化。草本类地被植物中的白三叶
主要片植在林下，而月季与荷兰菊、鸢尾、石竹、
萱草等花大、色艳、花期长，多用于路旁、花带、
花镜、林缘、假山、草坪的点缀布置或成片栽植。
如马齿苋科的半枝莲（松叶牡丹）既是一种抗旱、
抗碱、抗污染力很强的地被植物，又是观赏价值
极高、药用价值也很高的草本花卉，其自播能力
很强，花色丰富，且花期很长，2001年在金昌市
的新华路、金川公园、冶炼厂种植示范推广，效
果极佳，深受欢迎［ 11］。2013年金昌市清河现代农
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从辽宁等地引进新优品种天
人菊、蓍草、月见草、蛇鞭菊、兰亚麻、黑心菊、
常夏石竹、地被石竹、婆婆纳、鼠尾草、紫松果
菊、宿根福禄考、鸢尾、萱草、荷兰菊、地被菊、
金叶水蜡、红叶女贞、八宝景天、德国景天、胭
脂红景天、三七景天等 20多个，露地集中栽植，
建成了地被植物专类园，并在各个地被品种区域
内配置花灌木（丁香、连翘、黄刺玫、紫叶矮樱、
四季锦带等）及观赏乔木（红叶李、金叶国槐、金
叶榆等），进行不同层次的绿化、美化点缀，观赏
效果显著。
3.3 配置养护技术成熟

金昌市的自然和环境条件具有全年少雨、春
季干旱多风、冬季严寒、用水缺乏、空气污染程
度高等特点，一些园林植物应用表现较差，有些
则需要高强度养护管理才能保证其正常生长。经
生态适应性分析，萱草、景天、鸢尾等草本地被
植物都能很好地适应金昌市自然条件且生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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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类植物春季返青早、植株分蘖能力强、覆盖
地面效果好，花期持续时间长，花大色纯，有些
大花重瓣品种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但花期不集
中、群体效果一般。景天类不同品种株形差异较
大，八宝景天株形直立高度整齐，花期一致，群
体效果良好。三七景天直立性较差、易倒伏，观
花效果一般，但其适应能力和分蘖能力特别强。
胭脂红景天株形低矮、叶色常年紫红，是镶边植
物和优良的色叶搭配植物。鸢尾类植株生长健壮，
花型硕大雅致，而且花期长达 5个月之多，在春
夏之交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早年应用较多的早
熟禾、多年生黑麦草等冷季型草坪，在高水平养
护条件下表现良好，但在低养护水平下则易发生
早衰、死亡、斑秃、长势不佳等现象，其观赏价
值和生态功能不能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月季类
植物由于冬季严寒和早春多风干旱，越冬死亡率
较高。石竹类植物由于适应性原因在矿区不能得
到普遍推广应用。
4 园林地被植物的应用建议
4.1 注重新优品种引进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金昌市地被植物资源有
限，在冬季缺少绿色。从丰富景观的角度来说，
注意新优品种的引进理所应当。通常认为优良的
地被植物品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为植株低矮、耐
修剪、分枝力强、枝叶稠密、枝干水平延伸能力
强、扩张迅速、适应性强、适宜粗放管理、绿色
期长、耐观赏。具体到某处绿地园林地被植物的
选择时，应从景观要求、环境效益和生态适应性
角度出发，既考虑景观功能的要求，注重新优品
种的引进、选择观赏特性适宜的种类。
4.2 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

由于地被植物种类繁多，色彩丰富，季相特征
明显，是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兼收绿化美化
的效果，能有效丰富植物层次、提高景观质量，为
人们提供优美舒适的环境，从而提升了城市的品
位。金昌市气候干旱、风大沙多、冬季寒冷，地被
稀少，种类贫乏。严酷的自然条件要求绿化植物种
类选择和配置要注意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基本原
则，同时注意乔、灌、草、花结合，落叶树与常绿
树结合，适当增加常绿树，人工种植地被与利用野
生地被结合，以人工种植为主，并选择抗逆性强，
耐干旱的地被植物大面积推广［ 11］。
4.3 科学选择，合理配置应用

由于不同类型绿地的功能和性质不同，所以对
地被植物的要求也不一致，因此要根据不同地被植
物的生态习性和金昌市当地的气候特点以及自然条
件来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最佳的景观效果［ 12］。在

园林绿地中，上层树种的类型、疏密程度及群落
层次，对下层生境的影响较大，如对于一些冠大
荫浓的乔木下的地被就只能选择耐荫性强的种类，
另外要考虑提高绿地的生物多样性，选择多种地
被，提高人工植物群落的环境效益［ 13］。如大花萱
草、景天、鸢尾等为喜光植物，也可耐半荫环境；
而玉簪则属于典型的荫性植物，在半荫遮光条件
下生长旺盛、表现良好，在全光照下，则植株变
矮、冠形和叶面积变小，叶片边缘变黄卷曲甚至
枯萎。
5 结束语
近几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

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进程中环境
问题日渐突出，搞好西部地区城市的园林绿化，
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极为重要。因此，加大投入
力度，引种推广优良地被植物品种，必将丰富金
昌市园林绿化的植物资源。科学选择和合理配置
地被植物，营建美丽多样的植物群落景观，可为
金昌市创建宜居生态园林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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