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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研究松潘县城区现有主要街道行道树绿化情况，对青藏高原地区城区道路绿化与指导松潘下阶段科

学合理绿化城南新城区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连续 3 年对城北新区和古城旅游区主要街道的行道树种做了调查。
结果表明，松潘县城区主要街道的行道树种有 4 科 7 属 10 种，31 606 株。对这些树种的生长表现进行了初步评价，

发现大部分树种生长良好，达到了预期效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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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森林引入城市，城

市坐落在森林中”，是当今世界城市建设的共同发

展趋势”［1，2］。城市行道树作为城区绿化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在创造美丽城市街景和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松潘这

个位于大九寨旅游环线———“九寨—黄龙”核心区

的川西北高原奇山异水旅游区、具有 2 300 多年历

史的高原文化古城来说［3，4］，其城区主要街道的行

道树绿化就是这个旅游城市的对外的“窗户”和“名

片”。所以，搞清城北新区、古城旅游区主要街道行

道树绿化现状，对在建作为游客集散地的城南新城

区街道绿化，城市道路今后的绿化工作 ( 如树种选

择、配置、栽培、管护方法) 和川西北高原城市绿化

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松潘城区概况

1． 1 城区概况

松潘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

部，地 理 坐 标 介 于 N32°06' ～ 33° 09'，E102° 38' ～
104°15'之间。是一座具有2 300多年历史和典型民

族特色的高原历史文化名城、藏传佛教之地和国际

旅游城市［4］。松潘城区地处松潘县中部偏东，进安

乡镇为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区海拔2 850 m。城区分

为老城和新城两部分。老城区主要指古城旅游区，

包括林廓东路以西、朵森格路以东、江苏路以北、林

廓北路以南围合的区域，总面积 1. 33 km2，约占城

区区面积的 2% ; 新城区包括 2008 年“5·12”地震

后修建的城北新区与目前在建中的游客集散中心城

南新城。岷江河与 213 国道从北至南贯穿城北新

区、古城旅游区和城南新城 3 区［5］。
1． 2 生态环境概况

松潘县属青藏高原季风气候，城区全年平均气

温为 5. 7℃，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 21. 1℃。从 11 月

下旬开始至次年 2 月底，日平均气温均在零度以下。
3 月 ～ 4 月以后，平均气温在 6. 5℃以上，5 月 ～ 7 月

平均 气 温 在 10℃ 以 上。县 城 全 年 日 照 时 数 为

1 827. 5 h; 全年总辐射量为 115. 6 kcal·cm －2 ; 城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 729. 7 mm，干雨季分明，雨季降水

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2% 以上。雨季一般开始于 4
月下旬或 5 月上旬，结束于 9 月下旬或 10 月上旬。
冬季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空气控制下，出现降水

稀少，天气晴朗，日照强烈，空气寒冷干燥，多大风的

气候特征［4，6］。

2 调查时间、区域与方法

2． 1 调查时间

2012 年 5 月 ～ 2015 年 6 月。
2． 2 调查区域

包括城北新区、古城旅游区内主要道路的行道

树和城南新区 213 国道与岷江河畔的绿化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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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调查方法

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到实地现场调查记

载，对松潘城区主要街道两边行道树及中央隔离带

的乔木，调查其种名、科属及其应用范围和丰富度。
并按以下 3 个标准进行生长表现评价，良好 ( Ⅰ) :

无病虫危害，能较好地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条件，完成

完整生物周期，达到预期绿化美化效果; 一般( Ⅱ) :

能完成完整生物周期，无严重病虫害，具有一定绿化

美化效果; 较差( Ⅲ) : 生长不良或易受病虫危害，部

分不能完成完整生物周期，绿化美化效果差［7 ～ 12］。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 1 行道树种类与种源分析

经实地调查、数据统计，得出松潘城区主干道行

道树种类调查结果( 见表 1 和表 2 ) 。由表 1 和表 2
可知，松潘城区街道主要绿化树种有 4 科 7 属 10

种，1 606株。其中，除了云杉、油松、雪松、白杨和高

山柳以外，其余树种均为引种树种。彩色树种仅红

叶李 1 种。树种类型以落叶树种为主，占行道树种

类的 70%。这 与 先 进 的 兄 弟 城 市 相 比 差 距 较

大［13］。首先是气候原因，松潘城区海拔在2 800 m
以上． 是川西北海拔较高的城市之一，属青藏高原季

风气候，常年光照时间长，适合栽植的树种有限，这

些客观因素是城区行道树品种单一、常绿树少 ( 仅

占总数的 8. 34% ) 、彩叶植物少的主要原因。其次

是历史原因，由表 2 可知，古城旅游区行道树品种明

显少于城北新区。从现有规划图可见，在建中城南

新区绿化区域与植物品种选择均达到历史新高。这

与松潘作为旅游城市在“九寨 － 黄龙”环线上重要

性逐步凸显是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松潘城区绿

化起步较晚［6］。三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在乡土树

种选育、新物种培养和外来物种引种等方面，人力与

资金投入还远远不够。

表 1 松潘城区绿化树种种类统计表

序号 科名 属名 种名
1 松科( Pinaceae) 云杉属( Picea) 云杉( Picea asperata Mast)

松属( Pinus) 油松( Pinus tabuliformis Carrière)
雪松属( Cedrus) 雪松( Cedrus deodara ( Ｒoxb． ) G． Don)

2 杨柳科( Salicaceae) 杨属( Populus) 白杨( Populus alba)
青杨( Populus X hopeiensis Hu ＆ Chow)

柳属( Salix) 黄金柳( Salix alba var． Tristis)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高山柳( Salix cupularis)

3 银杏科( Ginkgoaceae) 银杏属( Ginkgo) 银杏( Ginkgo biloba L)
4 蔷薇科( Ｒosaceae) 李属( Prunus) 红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Ehrhar f． atropurpurea ( Jacq． ) Ｒehd． )

表 2 松潘城区主要街道绿化树种统计表

分区名称 树种类型 树种名称 调查街道名称

城北新区 常绿 云杉
黄山路、雪松路、江淮路、涂山路、仁厚路、西山路、安徽路、
潘州路

落叶
白杨、青杨、银杏、红叶李、黄金柳、
阿根廷垂柳、高山柳

古城旅游区 常绿 雪松 觐阳路、环城北路、北街、城四路、东街、中街、南街、小桥街

落叶 银杏、红叶李

城南新城区 常绿 油松 国道 213 沿线、岷江河畔

3． 2 行道树种应用比例与频度分析

从表 3 可知，松潘城区 3 城区 18 条主要道路行

道 树 中，应 用 比 例 最 高 是 白 杨，占 总 株 数 的

33. 25% ; 最少的是红叶李，仅占总株数的 1. 49%。
这与表 1 和表 2 反映出的常绿树种应用较少，而落

叶树种占现有行道树主体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从频

度分析来看，白杨与青杨两种速生落叶树种应用频

度分别为 25. 93%和 22. 22%，而黄金柳与垂柳因以

岷 江河畔栽植为主，应用频度仅为3 ． 7%。但红叶

表 3 松潘城区行道树应用比例与频度分析

序号 种名
株数
( 株)

应用比例
( % )

出现次数
( 次)

出现频度
( % )

1 云杉 45 2． 80 3 5． 56
2 油松 38 2． 37 3 5． 56
3 雪松 51 3． 18 5 9． 26
4 白杨 534 33． 25 14 25． 93
5 青杨 129 8． 03 12 22． 22
6 黄金柳 130 8． 09 2 3． 70
7 垂柳 100 6． 23 2 3． 70
8 高山柳 324 20． 17 3 5． 56
9 银杏 231 14． 38 4 7． 41
10 红叶李 24 1． 49 6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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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为引种树种，因为昼夜温差大，在夏秋两季色叶

表现良好，而应用频度达到了 11． 11%。由此可见，

彩色树种引种具有较大潜力，是今后工作努力的一

个方向。
3． 3 行道树生长表现与观赏性分析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各树种生长表现与观赏

性各异。生长表现方面，云杉、油松、雪松、白杨和高

山柳等乡土树种生长表现良好，病虫害较少; 青杨虽

然引种历史较长，除了速生外，其他表现一般，树干

病虫害较多，易风折; 其他引种树种表现一般。观赏

性方面，青杨表现较差，落叶较早。银杏与红叶李两

种观叶彩色树种表现较好，可能与松潘昼夜温差较

大的气候因素有关。这方面，可以考虑从彩色乡土

树种与外来物种引种两个方面着手，实施城区绿化

工作( 表 4) 。

表 4 松潘城区行道树生长表现与观赏性分析

序号 种名
生长表现 观赏性

良好 一般 较差 良好 一般 较差
1 云杉 √ √
2 油松 √ √
3 雪松 √ √
4 白杨 √ √
5 青杨 √ √
6 黄金柳 √ √
7 垂柳 √ √
8 高山柳 √ √
9 银杏 √ √
10 红叶李 √ √

4 结论与建议

综上，从松潘城区主要道路现有绿化树种品种、
数量及其应用比例与频度，随着近年松潘在“九寨

－ 黄龙”中心位置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变化。针对行

道树绿化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

供参考。
4． 1 充分发掘优良乡土树种，构建城市绿化骨架

长期以来，众多专家学者对城市绿化发出“适

地种树”、“城市绿化建设以乡土树种为基调”的呼

吁，松 潘 城 区 绿 化 更 应 该 体 现 地 方 及 民 族 特

色［14 － 15］，如何体现? 笔者认为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一是加大对乡土树种优点的宣传。乡土树种产

生的生态效益，具有外来树种无法比拟的优势。在

城市绿化中要牢固树立乡土树种为基础树种的思

想，充分认识乡土树种在城市生态体系中的骨架作

用，使优良的乡土树种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得以广泛

应用。二是加强对乡土树种的研究。挖掘、研究、开
发更多的乡土树种资源，特别是有目的挖掘适应性

强、经济效益好的优良乡土树种显得极为重要。因

此，急需开展优良乡土树种选育、生物学特性观察、
人工育苗、造林驯化试验，以筛选出生态效益显著、
优质多功能的乡土树种。同时还必须重视种苗的研

究，建立良种基地满足造林的需要。三是加大乡土

树种推广应用的扶持力度。争取在科研经费方面加

大投入，选取一批景观效能特点比较突出的乡士树

种进行培育驯化，特别是对国家保护树种要加以研

究。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以培育乡土树种

特别是国家保护树种为主的园林苗圃，要严格禁止

到山区直接开挖大苗，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再者，

严把规划设计把关，在城市化中明确要求必须优先

选择乡土树种。四是充分挖掘可利用植物资源。合

理开发野生乡土树种资源，积极开展野生乡土树种

资源的调查和野生树种的驯化繁育，使其在城市绿

化中得到迅速广泛应用。
4． 2 加强科学引种与驯化树种，丰富绿化树种种类

根据松潘的自然条件及市区绿化现状，城市绿

化主管部门一方面应按“生态相似法”理论，指导植

物引种，选择引进与原产地距离较近的树种，并且结

合野生原种与栽培种。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的科

学技术措施，保证引种的成功率，减少浪费。通过对

被引植物的生态环境进行模拟之后再培育和管理，

有助于引种的成功存活。比如，利用嫁接的方式来

进行驯化，不仅仅可以解决引进品种问题，还能使驯

化的速度大大的加快。而且，把外地引进的优良品

种的枝条嫁接到本地生的亲本上，还可以增强树木

的抗性，加快生长速度。
4． 3 逐步完善城区树种配置，营造城区彩色景观

丰富色彩与季相变化随着人们对城市绿化景观

的要求提高，植物景观的色彩与季相变化也越来越

重要。在城区绿化过程中，需要绿化工作者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及时的掌握新品种信息，主动搜集

观赏价值高、适合承德市栽培的苗木树种。通过树

种混栽模式，逐渐完善城区树种配置，努力创造春夏

观花艳、秋天观果色、冬天观叶绿的绿化景观。同

时，通过把各种植物混栽的形式进行引种驯化，就能

够形成比较好的植物群落，从而产生相应的生态效

应。
4． 4 提高对行道树的养护管理水平

行道树生存的环境较为恶劣，处在城市交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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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强香果树生境保护

人类活动对香果树现有生境造成了一定干扰，

必须加强香果树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周边居

民对香果树的保护意识，使人们认识到香果树对极

小种群拯救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 2) 扩大种群数量

根据香果树适宜生境特点，建设香果树人工种

群。加快香果树种苗繁育试验研究等，大力培育优

质苗木，扩大香果树人工种群建设范围，增加香果树

种群数量，提升香果树种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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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如环境温度高、植物采光不好、噪音污染、尾气

污染、温度高、尘土多、人为破坏较为严重等，都对行

道树的正常生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行道树的种

植和养护管理中要做到科学合理细致，如浇水、施

肥、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环节，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树

种，因地制宜，特别是要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以提

高养护管理水平，增强树木生长势，提高观赏价值，

延长树木寿命，把植物的生态效益发挥到最大，保持

城市道路绿化景观的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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