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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城市园林植物的选择， 从生物学特性与环境相协调、 多用彩叶植物、 多用花期较长的植物、
观果植物的配置、 用宿根花卉替代草坪、 合理配置造型植物等方面探讨了西北地区城市园林植物的配置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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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北地区属于半干旱、 干旱的温带大陆
性气候， 四季分明， 夏季炎热， 冬季寒冷， 且昼
夜温差较大。 这种干旱少雨， 气候恶劣， 自然经
济条件也较落后的地区， 极大限制了城市园林植
物的选择利用。 在园林植物的选择与配置上不仅
要遵循科学性， 而且要讲究艺术性， 力求科学合
理的选择与配置， 创造出优美的景观效果， 从而
使生态、 经济、 社会三者效益并举［1�］。
1���园林植物的选择

绿化植物的选择与配置的好坏是反映城市绿
化水平高低的窗口［2�］。 选择合适的树种是园林建
设的重要环节， 直接关系到园林绿化的质量及各
种效应的发挥。 园林要求更高的防护功能、 更好
的艺术效果和更强的适应性， 这就要求在符合的
生物学、 生态学原则的基础上， 更广泛地选择树
木种类， 以达到更好的绿化效果。
1.1 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

树木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 逐渐适应了
适合自己生长发育的环境， 并将这种适应性遗传
给后代。 因此园林树木的选择要根据当地的环境
条件， 选择适合的树木种类， 即“适地适树”原则。
衡量适地适树存在两个标准。 其一是生物学标准，
即在栽植后能够成活， 正常生长发育、 开花结果，
对栽植地段不良的环境因子有较强抗性， 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 一般可以用立地指数和其他生长标

准进行评价。 其二是功能标准， 包括生态效益、
观察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栽培目的要求得到较大程
度的满足。 适地适树的功能标准只有在树木正常
生长发育的前提下， 即满足生物学标的前提下才
能得以充分发挥。
1.2 乡土树种为主， 适当引进经驯化的新树种

乡土植物是在本地长期生存并保留下来的植
物， 它们在长期的生长进化过程中已经对周围环境
有了高度的适应性， 因此， 乡土植物对当地来说是
最适宜生长的， 也是体现当地特色的主要因素， 理
所当然成为城市绿化的主要来源。 在园林绿化中选
择抗性、 适应性强的乡土植物， 有利于绿地的可持
续发展。 西北地区的气候、 土壤、 等自然因素限制
了园林植物的选择范围， 自然条件划定了树种选择
的界限， 作为生命体的树种依附于自然因素， 应充
分考虑到树种的最适条件和极限条件， 以本地树种
作为植物配置的基础树种， 同时还要积极挖掘驯化
新的树种资源， 以丰富园林绿化建设的形式。
1.3 以经济实用为原则

园林树木种植的目的是改善和美化环境， 为
人类创造一个优美、 宁静的生活、 工作环境。 但
在改善环境的同时， 应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
1.3.1����选择可以露地越冬的植物， 减少养护成本
在冬季气候寒冷的西北地区， 植物的越冬成为园
林工作者的重点， 由于保温不当而造成的植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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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现象时有发生。 抗寒性较强的园林植物可以
露地越冬， 减少园林养护的成本。 如紫叶矮樱、
紫叶凤箱果、 金叶水蜡、 金叶榆、 金叶莸、 水蜡、
龙柏、 卫矛、 景天、 玉簪、 萱草、 蜀葵等， 尽量
少用金叶女贞、 小叶黄杨。
1.3.2����树木规格宜小不宜大 选择树木的规格要
有度， 不能一味地求大， 因为大规格树木价格昂
贵， 在西北地区这种干旱的环境条件下移植和修
复生长过程中投入都较大。
1.3.3����节水性原则 在西北地区， 园林灌溉仍采
用大面积漫灌， 浇水次数及浇水量依靠管护人员
的经验确定， 无章可循， 不计成本［3�］， 造成水资
源的浪费， 加大养护成本。 因此， 乔灌木应该选
择一些抗旱性较好的树种， 用宿根花卉代替草坪。
1.4 乔灌草按比例结合原则

合理密植才达到单位绿地面积生态效益最大
化。 为在较小的绿地空间取得较大活动面积而又
不减少绿量， 植物种植可以乔木为主， 灌木为辅。
乔木以点植为主， 在边缘适当辅以树丛； 灌木应多
加修剪， 适当增加宿根花卉的种类， 以增添色彩的
变化。 此外， 也可适当增加垂直绿化的应用［4�］。
2���园林植物的配置

正确的选择树种、 合理的进行配置是园林绿化
工作的重要环节， 也是充分发挥园林树木的综合功
能， 构成美丽景观的重要环节。 园林树木的配置包
括两个方面， 一是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 考虑
植物种类的选择、 树丛的组合及平面和立面的构
图、 色彩、 季相和园林意境； 另一方面是园林植物
与其他园林要素如山石、 水体、 建筑、 园路等相互
之间的搭配。 配置过程中， 应当在园林规划设计的
基础上， 考虑树木与周围环境之间、 景区之间和景
点之间的相互关系， 既符合生态环境的要求， 又符
合景观要求， 还要有利于人类的活动。
2.1 生物学特性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不同地区的土壤、 温度、 湿度等环境因子不
同， 所以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植物类型进行配置，
才可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 使之正常生长， 因
地制宜， 充分发挥其观赏特性。 通常在光照充足
的地方， 选择阳性植物和长日照植物； 在光照少
的建筑北侧或树荫下， 可选择阴性植物， 耐阴树
种有冷杉属、 云杉属等。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及防护措施的不完善， 工厂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有
害气体， 如二氧化硫、 氯气等， 因此， 可在工厂
附近选择种植吸收有毒气体的植物， 如旱柳、 国
槐、 刺槐、 臭椿、 悬铃木等。

2.2 多用彩叶植物
城市绿化不仅需要绿色， 而且需要丰富的色

彩。 彩叶植物具有绚丽的色彩， 且枝繁叶茂， 易
形成大面积的群体景观［5�］， 在城市绿化美化有着
巨大的作用。 彩叶树种是园林植物的重要组成部
分， 能弥补一般植物的不足， 极大丰富城市色彩，
具有一般树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彩叶树种不仅
用来点缀、 配色， 更多可用来布置图案和色块烘
托园林气氛， 彩叶植物已成为立体的“彩色地被”。
西北常用的彩叶植物有黄色系， 如金叶榆、 金叶
莸、 金叶女贞； 红色系如红叶李、 红叶碧桃、 紫
叶矮樱、 红叶小檗。 季相变化明显的有银杏、 五
角枫、 槭树、 火炬树、 五叶地锦等。
2.3 多用花期较长的植物

就目前而言， 西北地区园林植物配置较为单
一， 导致景观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应选择同一花
期不同的植物配置， 形成繁花似锦的景观效果，
或者用不同花期的多种观花植物配置， 形成春夏
秋三季开花的景象。 西北地区多为春季开花的植
物， 夏秋季开花植物较少。 春季常见开花的植物
有连翘、 丁香、 榆叶梅、 碧桃、 迎春、 樱花等，
夏秋季开花的植物有牡丹、 芍药、 月季、 玫瑰、
珍珠梅、 木槿等。
2.4 观果植物的配置

园林绿化的植物种类贫乏， 品种单调， 只有
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丰富园林绿化
植物的种类， 为鸟类和其他相关生物提供较为适
宜的栖息生存环境， 才能够使生态园林绿化的建
设达到较好的效果。 春夏赏花赏阴、 秋季赏叶的
植物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已得到大量的应用， 但观
果树种植物相对应用的较少［6�］。 观果树种具有其
它绿化树种的优美树形、 繁茂的叶片和美丽的花
朵， 而且果实还具有观赏性。 观果树种的果实成
熟期多为 7�—9�月份， 此时大多数绿化树种的花期
已过， 为绿化树种绿化效果较为单一的时期， 而
观果树种在此期则能以其优美的挂满树枝的果实
营造多彩的观赏效果。 西北常用的观果树种有杏、
李、 桃、 苹果、 枣、 山楂、 核桃等。
2.5 用宿根花卉替代草坪

宿根花卉品种多、 色彩丰富、 耐旱、 抗寒、
耐贫瘠、 耐盐碱， 栽培容易， 管理粗放， 成本低，
见效快， 可一次种植， 多年开花， 适合于城市绿
化的绿化带、 花坛、 花镜等， 得到了园林工作者
的广泛关注［7�］。 通过对宿根花卉的配置及应用，
可极大地丰富西北地区植物配置的多样性，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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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金昌市设施农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金昌实际情况， 提出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加强生产队伍素质建设； 推进规模化和产业化； 加强龙头企业和市场体系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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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
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主要包括设施种植和设施
养殖两大部分。 设施种植即设施园艺， 目前金昌
市推广的设施园艺主要有日光温室、 食用菌棚以
及大小拱棚。 近年来世界各地设施农业发展迅速，
正向高科技、 智能化、 自动化、 网络化方向发
展［1�-�2�］。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走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
农业现代化道路。 在新的形势下， 我国农业生产
正从数量型向数量与质量并重型方向发展， 优质、
高产、 高效、 绿色、 环保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发展
方向。 在这一过程中， 设施农业必将发挥重要作
用［3�］。 基于此， 我们分析了金昌市设施农业发展

减少了部分草坪， 使养护成本降低。 西北常用的
宿根花卉有八宝景天、 鸢尾、 萱草、 唐菖蒲、 香
石竹、 马蔺、 芍药、 玉簪、 福禄考、 郁金香等。
2.6 合理配置造型植物

运用植物造型， 可以充分展示园林绿化特色，
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且造型本身又具有较高
的艺术效果， 极大增加了绿化景观的观赏性。 通
常造型植物选用树形规整、 枝叶繁茂、 耐修剪、
有较强再生能力的品种， 如水蜡、 桧柏、 榆树可
以修剪成种植篱， 也可以修剪成球、 圆柱等更多
特殊的植物造型。 类似的植物种类如金叶榆、 连
翘、 榆叶梅、 卫矛等， 特殊的造型， 再配上美丽
的花色、 叶色， 自然美不胜收。
3���结语

在西北地区， 园林树种的选择与配置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任重而道远， 这就要求广大
园林工作者要不断加强学习， 不仅向国内的先进
经验学习还得借鉴国外先进的城市园林绿化经验，
为我所用， 更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 科学合理的
选择适合本区域的植物树种， 将园林植物的艺术
性、 文化性、 人文性有机的结合起来， 充分开发

园林植物的功能， 运用先进的科学手段合理选择
配置植物树种， 积极为人们茶余饭后创造一个温
馨舒适的休闲场所，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园
林建设的内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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