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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查了河南科技学院校园内植物资源与群落结构，对植物的种类进行了统计，对校园内植物群落的
相似性、群落多样性和植物的高度分布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校园植物的物种多样性较低，养护不到位，但
季相变化明显，搭配合理，绿地景观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应丰富校园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并加强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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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是校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

不可替代的生态作用和景观作用，在给师生提供

良好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承载着独特的校园文化

与内涵。该研究着重于河南科技学院校园内植物

资源与群落结构的调查，对植物的种类进行了统

计，并对校园内植物群落的相似性、群落多样性

和植物的高度分布进行了调查。

1 调查地概况与方法

1.1 调查地自然概况

河南科技学院位于河南省新乡市东南部大学

城，地处 35毅 18忆 N，113毅 54忆 E，属暖温带大陆性
气候，四季分明，冬寒夏热，秋凉春暖。土壤 pH

为 7~8，属于中性偏碱性土壤，地势平坦［ 1］。北风

盛行，气温较低，年平均气温为 13. 9 ~14. 6 ℃

体的株高、植株抗倒伏性、穗下节间长度和穗长 4
个性状进行遗传分析的结果表明， GMY-2表现植
株矮、穗下节间短、植株抗倒伏性高、穗较短；
除穗长外，杂种 F1均表现正向杂交优势，而 F2代
各性状明显衰退。在所调查的性状中，不同世代
变异明显，F1 表现高度一致，F2出现大量分离现
象，甚至出现超亲现象，同一世代不同性状之间
也有差异，株高变异相对其它 3个性状较大，而
穗长短变化不明显。株高、穗下节间长度和抗倒
伏性的遗传力相对较高，均达 60%以上，适合早
代进行遗传改良；而穗长遗传力较低，仅为
17.92%，适合晚代进行遗传改良。
2）青稞抗倒伏性是一个复杂的数量性状，受很多
因素的影响［ 4］。然而，关于抗倒伏性的测定，目
前国内测量标准五花八门［ 5］。本研究模拟青稞在
成熟季节高原上风大雨多的自然环境，通过数学
统计发现该方法能够反映不同品种抗倒伏的差异
性，以青稞植株倒伏率来表示，越大说明抗倒伏
能力越差。青稞的抗倒伏性与很多因素有关［ 6］，
例如品种、成熟期的环境，株高以及穗下节间长

度等，但选择合适的测定时间和恰当的测定方法
最能反映该品种的抗倒伏性，一般青稞抗倒伏性
最好的时间在成熟期，此时穗部重量达到最高值，
最能反映该品种的抗倒伏性强弱［ 7］。
参考文献：
［1］ 桑安平，刘梅金，郭建炜，等. 青稞第 3 轮全国区试

合作点结果［J］. 甘肃农业科技，2013（9）：41-42.
［2］ 闵 康，王文军，此里卓玛 . 青稞抗倒伏技术研究

［J］. 大麦与谷类科学，2014（1）：13-14.
［3］ 强小林，刘顺华，罗布卓玛. 西藏大麦地方品种群体

的主要性状特征［J］. 西南农业学报，1997（1）：12-
14.

［4］ 马得泉，徐廷文，顾茂芝，等. 西藏野生大麦的分类
和分布［J］. 中国农业科学，1987，20（2）：1-6.

［5］ 胡建东，鲍雅萍，罗福和，等. 作物茎秆抗倒伏性测
定技术研究［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34（1）：
77-80.

［6］ 袁志华，冯宝萍. 作物茎秆抗倒伏的力学分析及综合
评价探讨［J］. 农业工程学报，2002（11）：30-31.

［7］ 吴晓强，余耀辉. 作物茎秆抗倒性综合评价指标的力
学分析［J］. 农机化研究，2012（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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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90年）［ 2］。

1.2 调查范围

河南科技学院总占地面积为 91 hm2，调查范

围包括学校内所有的绿地，东西 2个校区。功能

分区有大门入口处（包括图书馆广场、主入口右侧

绿地、行政楼周围绿地 3部分）、教学实验区、生

活区（包括教工宿舍区和学生宿舍区）、后勤服务

区（包括次入口环岛绿地、求知广场、小方形绿地

和盆景园）4个分区［ 3］。

1.3 调查方法

将校园分为 4个部分分别进行实地考察与记

录，对校园内的植物种类、群落布局、分布等进

行统计，并拍照记录。通过查阅资料统计各个植

物的科属、生活习性等内容［ 4 - 5］。

1.4 分析方法

1.4.1 群落相似性 采用 Jaccard相似性系数分析

河南科技学院园林植物的群落相似性，其计算公

式为：

q=
棕

（a+b+棕）
（1）

式中， q 表示植物群落相似性系数；棕代表 2

个不同植物群落中共有物种的数目；a表示群落 A

的物种总数；b 表示群落 B 的物种总数。据 Jac-

card相似性原理，q∈［0，0.25］时，相似性极低，

即极不相似；q∈［0.25，0.50］时，相似度为中等

不相似；q∈［0.50，0.75］时，为中等相似；q∈
［0.75，1.00］时，极为相似［ 6］。

1.4.2 群落多样性 Simpson指数反映群落或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大小，计算公式为：

JP=-∑（Pi lnPi）/lnS （2）

Pielou均匀度指数反映的是各物种个体数目

分配的均匀程度，计算公式为：

E = -∑（Pi×lnPi）/lnS （3）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能够反映植物

群落结构特征以及功能地复杂程度，计算公式

为：

H= -∑（Pi×lnPi） （4）

式（2）、（3）、（4）中，S为群落中的物种数；
Pi=N i / N，N为群落中各植物物种的株数总和，Ni
为第 i种的植物物种的株数［ 7］。

1.5 数据统计

用 Excel表格将记录的数据统计计算出所需结

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校园植物群落的水平结构

2.1.1 植物种类 据统计，河南科技学院共有植

物 78种。乔木 46种，其中落叶乔木 34种，常绿

乔木 12种；灌木 25种，其中落叶灌木 13种，常

绿或半常绿灌木 12种；草本植物 5种；藤本植物

2种。蔷薇科植物 17种，木犀科植物 8种，豆科

植物 8种，柏科植物 4种，杨柳科、小檗科植物

均有 3 种，无患子科、木兰科、百合科、楝科、

桑科和槭树科植物均有 2种，悬铃木科、黄杨科、

苦木科、棕榈科、鸢尾科、松科、鼠李科、海桐

科、石榴科、千屈菜科、杜仲科、银杏科、蜡梅

科、卫矛科、锦葵科、柿树科、禾本科、冬青科、

石蒜科、夹竹桃科、葡萄科、芸香科和醡浆草科

植物均只有1种（图1）［ 8］。

2.1.2 与国内其他部分高校植物资源的比较 与

国内其他高校相比［ 9］，河南科技学院的植物资源

并不丰富，在植物的配植中，主要选择了容易栽

植的乡土植物以及常见的校园植物，而名贵植物

甚少，因此校园植物数目较少（表1）。

通过分析发现，河南科技学院不管是在全国

范围，河南省范围，还是新乡市内，物种多样性

并不占优势，因此尝试种植一些外来物种［ 10］，增

加校园内植物种类，是强化校园绿色景观较重要

的方面。

2.2 校园植物群落的垂直结构

2.2.1 植物群落相似性系数 采用 Jaccard相似性

系数对河南科技学院不同分区的植被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大门入口处与生活区植物群落相似性

较低，属极不相似；后勤服务区与大门入口区、

图 1 河南科技学院不同类型植物种类

常绿乔木

落叶乔木

常绿或半常绿灌木

落叶灌木

草本植物

藤本植物

校名 科数 属数 种类数
河南科技学院 35 63 78
福建农林大学 168 843 1 458
新乡学院 45 75 103

信阳师范学院 58 109 179

表 1 河南科技学院植物资源与国内其他高校的比较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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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验区，教学实验区与生活区均属于中等不

相似；后勤服务区与生活区属于中等相似；大门

入口处与教学实验区属于极相似（表2）。不同分区

间植物群落结构差异较为明显。

上述结果表明，生活区与后勤服务区的植物

群落相似性较高，教学实验区与大门入口处植物

群落相似性较高，而其他不同分区的植物群落相

似性较低。如大门入口区和教学实验区植物配置

都要突出自然舒适、简洁明了的特点，且最大程

度烘托出庄严宏伟的气氛，采用高大乔木为主，

灌木为辅，所以这 2个分区采用的植物较为相似。

而生活区与后勤服务区的功能特点是在提供防护、

通风、日照的前提下，采用学生较为熟悉与喜爱

的小乔木与花灌木以及必要的地被植物，并且“见

缝插绿”式进行种植栽培［ 11］，因此这 2个功能分区

植物群落相似性较高。

2.2.2 不同分区植物的高度分布 大门入口处 9 m

以上植物占据比例最大，教学实验区 6~7 m植物

比例最大，而生活区与后勤服务区 2~3 m植物比

例最大（图2）。大门入口处植物群落以高大乔木为

主，灌木为辅；教学实验区乔木所占比重较大，

乔木与灌木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生活区和后勤

服务区则是以小乔木或灌木为主。而这样的植物

群落分布则契合了不同功能分区的功能特点。

大门入口区代表了整个学校的整体印象、整

体面貌和文化底蕴，师生的集散与车辆的来往均

集中于此，因此较多的高大乔木与适量的灌木相

互搭配，能塑造出一种特殊的风格。教学实验区

的绿地主要与建筑（图书馆、教学楼和实验楼）相

适应，起到美化和衬托的作用，形成独特的休闲

空间，营造出开放、包容、自由、活泼的气氛，

同时也为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优美、安静的环

境，适中的乔木和灌木相结合，比较合适。生活

区以道路绿化和建筑绿化为主，因此采用灌木与

小乔木较多；而后勤服务区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

较少采用高大乔木，以花灌木和地被植物为主，

适配一些小乔木。

2.3 植物群落多样性 由表 3可看出，校园内各

个分区植物群落 Simpson 指数平均值为 0.503 5，

Shannon-Wiener 指数平均值是 0.839 9，Pielou 指

数平均值为 0.647 5。即河南科技学院的园林植物

物种多样性不高，有待改善。

2.4 校园植物群落外貌与季相变化

在校园的绿地景观中，除行道树外，其他植

物群落多以团状分布，低矮的灌木与高大乔木相

互配合，形成富有层次的景观；花灌木与常绿树

种交相辉映，色彩对比鲜明，较有视觉冲击；而

孤植大树与丛植灌木、地被植物的高低对比，疏

密对比，更是给人一松一紧、一张一弛的审美体

验［ 12］。春季，万物生长，繁花似锦，海棠、桃树、

紫荆、迎春、丁香、连翘等纷纷展现了花团锦簇

的景象，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令人心旷神怡。

夏天，多数植物的花朵褪去，树叶却异常繁茂，

植物群落显示出其特有季节的厚重感，颜色也由

五颜六色渐渐趋向于墨绿和深绿色，让全校师生

在炎热的夏季因为这浓重的绿色也稍稍感到了丝

许凉意。秋天，海棠、火棘、南天竹、枸骨等结

出了累累果实，为本是萧条的秋景增添了一些别

样的色彩；而枫树等树叶变得火红，有一番别样

的魅力，再加上一些常绿树种的衬托，让渐渐萧

瑟的校园景观意外地呈现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

黄昏”的景象，提醒同学们抓住青春，惜时如金，

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无限的价值。冬天，校园中

的落叶树木叶片脱落，“隆冬到来时，百花即已

绝”，只有为数不多的常绿树种还在严寒中固执地

守护绿的尊严。但这凄凉的景象并不完全令人伤

怀，反而有“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功能分区 大门入口处 教学实验区 生活区
教学实验区 0.761
生活区 0.204 0.376
后勤服务区 0.285 0.269 0.692

表 2 河南科技学院植物群落相似性系数

功能分区 Simpson
指数

Shannon-Wiener
指数

Pielou
指数

大门入口区 0.258 5 0.608 3 0.623 7
教学实验区 0.315 7 0.599 3 0.637 3
生活区 0.522 3 1.105 5 0.746 6
后勤服务区 0.917 5 1.046 5 0.582 4

图 2 河南科技学院各分区不同高度的植物所占百分比

功能分区
大门入口处 教学实验区 生活区 后勤服务区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0~1 m1~2 m2~3 m3~4 m4~5 m5~6 m6~7 m7~8 m8~9 m跃9 m

表 3 各个分区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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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在来年冰雪融化之时，展现一片新绿。

3 结论与讨论

1）经过调查发现，河南科技学院总体绿化情况较

好，春季观花、夏季观叶、秋季观果、冬季观绿，

季相变化较为明显，植物种植也较有层次性，并

且不乏独成一景的高大乔木。但校园植物的物种

多样性不太丰富，植物养护也差强人意，甚至生

活区有在树木中间拉绳子挂衣服的现象，这种现

象大大降低了校园绿景的美观性，给人脏乱差的

印象。而且树木的枝叶也疏于修剪，过于凌乱。

植物的规划设计、施工种植及养护管理三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实际上人们往往会厚此薄彼，

重视规划设计、施工种植，却极少关注植物的养

护。在园林的施工成本中，植物养护成本约占

20%，但在植物养护方面所投入的资金仅占总施工

资金的 10%［ 13］。

2）校园植物是校园绿地景观的主体，直接关系到

校园绿地景观整体的深度与美感，不仅起到营造

景观、净化空气的作用，也承载着独特的校园文

化与内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校师生的品行［ 14］，

因此，丰富校园植物的种类势在必行。如大门入

口区的灌木多为大叶黄杨，则可将教学研究区的

灌木改为小叶女贞或者龙柏，修成同等高度，有

着同样的功能，却能营造不同的景观气氛。在裸

露的绿地地表上栽植上合适的地被植物或低矮灌

木，如三叶草、马蹄金、半枝莲、鸢尾等。适当

地栽植一些名贵树种，如香樟木，该树种有着独

特的香味，沁人心脾，持久弥香，对塑造大学生

的性情品格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添加丰富校

园内的藤本植物，该次调查得知，校园内的藤本

植物只有紫藤和爬山虎 2种，且均作为配景，可

以添植云石、藤本月季等用于棚架绿化，也可采

用常春藤用作墙面垂直绿化，甚至可将凌霄、蔷

薇等作为主景在节点景观中独自呈现。

3）加强校园植物养护。首先，在规划设计和种植

阶段就应明确植物后期养护，制定出成套的植物

养护方案，做到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其次，增

加养护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其根本问题是意识到

养护的重要性，明白良好的绿化景观不仅需要选

择栽植合适的植物，更重要的是后期养护［ 15］。另

外，应该普及校园植物配置二维码挂牌的制度，

这样一方面适应时代的潮流，方便专业人士采集

信息和学习研究；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每一株植

物的充分尊重，使全校学生不知不觉间树立“爱护

植物，保护生命”的观念，从而更加尊重学校，热

爱学校。最后，学校应该培养学生热爱学校一草

一木的意识。尽管大学生文化素养较高，但校园

内践踏草坪，破坏树木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因此，

学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注重素质培养，让学

生尊重每一个生命，为校园绿化贡献自己的微薄

之力，学会自觉维护学校的声誉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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