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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树种规划是城市绿化规划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事关整个城市绿化事业成败的十分重要的基
础工作，是城市绿化建设上一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根本问题，对指导城市绿化建设，提高绿化水平，美化环境，

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树种规划的概念及包含的内容出发，有针对性地总结国内外城市绿地树种规划相关研究成

果，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指导我国树种规划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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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日益贫乏、环境
污染严重、热岛效应、居民远离乡村、缺乏与自然界

交流、城市病增多。因此，城市居民兴起了渴望绿

色、向往森林、回归自然和提高生存环境质量的要

求。植物是构建城市绿色生态环境的主体部分，以

城市绿地为形式表现。城市绿地植物的种类组成、

结构特征以及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着绿地的景观和

生态功能发挥［１］。树种规划是城市绿化规划必不

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事关整个城市绿化事

业成败的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城市绿化建设上

一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根本问题，对指导城市绿

化建设，提高绿化水平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从树

种规划的概念及包含的内容出发，在各学科理论的

综合指导下，提出目前树种规划存在的不足，有针对

性地总结国内外现代城市绿地树种规划相关研究成

果，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指导我国树种规划实



施提供理论依据。

１　城市园林树种规划概念及内容

城市或地区的树种规划工作，应当在树种调查

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没有经过树种调查而作的树种

规划是主观的，不符合实际的［１］。树种规划是城市

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到绿化

建设的成败、绿化成效的快慢、绿化质量的高低、绿

化效应的发挥。树种规划得好，可以有计划的加速

育苗，提高绿化速度。树种规划是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战略性的问题［２］。在对城市所在区域树种资源

和典型群落调查并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城市园林树

种的种类、应用状况、生长效果以及典型群落配置等

内容，综合考虑城市特点、园林绿化发展趋势、要求

和城市植被规律等方面因素，规划出应用于城市园

林绿地中的基调树种、骨干树种和一般树种，这一过

程称为城市园林树种规划。树种规划还包括城市各

类绿地类型中树种的选择以及城市市花、市树的选

择和确定、古树名木的保护等。在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编制纲要［３］中，规定树种规划有如下内容：① 树
种规划的基本原则。② 确定城市所处的植物地理
位置。③ 技术经济指标。④ 基调树种、骨干树种
和一般树种的选定。⑤ 市花、市树的选择与建议。

２　城市树种规划调查、评价和选择

早在上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我国许多城市就相
继开展了城市树种规划工作。全国的城市树种调查

与规划在１９５９年开始，由吴中伦先生首先提出“园
林树种选择与规划问题”，涉及园林树种选择与规

划，四旁园林树种选择与规划用材林、防护林、水土

保持林等树种选择，以及树木的引种驯化等广泛问

题。１９７９年起，中国园艺学会及园林学会等组织讨
论了城市园林树种规划问题，同年国家城市建设总

局下达了“城市园林树种的调查、引种和选种的研

究”课题，在２１个城市开展树种调查工作［４］。１９８３
年，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下达“中国城市园林树种

区域规划”的科研课题，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在全

国范围内依照地区范围、自然条件、土壤、地貌、山

川、河流、自然植被等情况，把全国分为１０个大区
２０个小区，对树木用途进行分析，收集到乔木、灌
木、丛木等５０００种，但由于产业落后，宣传贯彻不
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况且有的已经过

时［５］。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
园林树种作了很多相关内容研究。王勇进等

（２０００）［６］开展了深圳市园林绿化树种的调查与评
估工作，通过调查深圳市园林树种在不同立地条件

下的适应性和城市园林系统的植物多样性状况，对

深圳现有园林绿化树种进行评估和分级，对今后深

圳市园林绿化树种的规划和选择提出了合理的建

议。李鹏波（２００２）［７］对泰安市园林树种进行研究，
根据城市的特点和树种调查与评价，确定泰安市的

树种发展方向。唐东芹等（２００１）［８］认为绿化树种
选择规划的核心是绿化树种的适应性，介绍了城市

园林绿化树种生长适应性调查分析方法，对上海地

区１３８种城市绿化树种的应用及其生长适应性进行
调查分析，指出城市绿化树种选择规划应考虑植物

对城市污染和其他城市环境特定的适应性。刘欣和

高源（２００１）［９］在充分调查及分析大连城市中心区
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各功能区具体小环境的基础

上，认为适地适树、因地制宜地在不同功能区内栽种

不同绿化树种是树种规划的重要原则。李敏

（２００２）［１０］研究认为要通过城市绿化应用植物品种
的调查分析、深入了解城市所处的植物气候区域、地

带性植被类型、建群种、地带性土壤类型、城市绿化

应用植物品种与生长状况等因素，进行城市绿化植

物规划和园林植物应用科学研究规划。王凤江

（２００３）［１１］分析北京城市绿化树种应用现状和问题，
对北京未来园林绿化树种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议和

对策，认为发展乡土树种、加强选育工作、积极开展

彩叶植物引种驯化、突出北京城市园林特色，是当前

北京城市园林绿化树种选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同时，部分学者对不同城市绿化树种应用现状

进行调查，对绿化树种的生物学特性、生长状况、园

林观赏效果、抗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和评估，

并针对不同城市的实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绿

化现状、提高绿化质量的对策以及绿化树种选择规

划的原则。郝日明（２００３）［１２］认为，树种规划应在充
分调查分析诸如地质地貌、土壤、现状植被和自然气

候等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选出适生树种，再按群落学

原理进行种类搭配。叶保崖等（２００１）［１３］认为城市
绿化必须以绿化植物的分析调查为基础，对城市绿

化树种选择适宜的树种。王世新（２００６）［１４］在分析
乡土树种的优势以及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提出了树立乡土树种是城市园林建设基础

树种的思想。李树华（２００５）［１５］指出外来植物扰乱
生态平衡、破坏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以及对人们生

活的严重影响等各种弊端，对园林绿化的现状以及

１１１４期 康忠武，等：中国现代城市绿地树种规划研究进展 　　



方式方法进行了反思，提出以乡土植物为主体的园

林绿地建设是城市园林绿化的惟一出路。李光

（２００５）［１６］等通过对乡土树种功能及应用优势的分
析，阐述了咸宁乡土树种的资源优势及在园林应用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在园林应用中利用乡土

树种营造行道树、城市森林等园林景观。孙卫邦

（２００３）［１７］通过论述乡土植物的城市景观应用与城
市植物多样性人工塑造、植物多样性保护及植物资

源持续利用、生态安全和景观文化本土化之间的相

互关系，阐明乡土植物对我国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

设的重要性。杨汉远（２００１）［１８］等针对贵州境内植
物资源十分丰富，而城镇绿化植物种类贫乏的状况，

提出了将乡土植物作为园林绿化植物开发应用的建

议及技术路线。过去所做的树种规划曾经为当地的

园林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依然存在诸如树种规

划没充分调查和分析；对城市特点、城市园林绿地发

展趋势、要求等特点分析不充分，片面做出园林树种

规划；地域植被群落研究不深入，城市植物景观缺乏

地方特色；本土树种资源家底研究不足，观赏树种资

源应用潜力挖掘不够等问题［１９～２２］。

３　市花市树选择

目前，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已确立了国花，但中国
的国花迄今尚未确认［２３］。近２０多年来，为确定哪
一（几）种花为国花进行过几轮激烈争论。目前，最

得人心的是陈俊愉提出的梅花（Ｐｒｕｎｕｓｍｕｍｅ）和牡
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双国花之议。一国两花在国
际上并不少见，日本以菊花（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和樱花
（Ｃｅｒａｓｕｓｙｅｄｏｅｎｓｉｓ）为双国花，墨西哥以仙人掌（Ｃａｃ
ｔａｃｅａｅ）和大丽花（Ｄａｈｌｉａｐｉｎｎａｔａ）为双国花，法国以
双根鸢尾（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和月季为（Ｒｏｓ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双
国花［２４］。在国花、国树的评选热潮中，省花、省树和

各城市的市花、市树的评选也在进行中，有些城市的

市花、市树的评选受到了群众的好评，真正选出代表

城市特色的树种。１９８７年３月，北京市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确定市花市树的

议案，确定月季（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菊花（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
ｍｕｍ）为市花，国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为市树。其他城市也都选出了特色的市
花市树，例如，上海市花为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ｄｅｎｕｄａ
ｔａ）、市树为白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ｄｅｎｕｄａｔａ），天津市花
为月季（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市树为白蜡（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ａ），杭州市花为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ｆｒａｇｒａｎｓ）、市树
为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南京市花为梅花

（Ｐ．ｍｕｍｅ）、市树为雪松（Ｃｅｄｒｕｓｄｅｏｄａｒａ），福州市
花为茉莉花（Ｊａｓｍｉｎｕｍ）、市树为榕树（Ｆｉｃｕｓｍｉｃｒｏ
ｃａｒｐａ），沈阳市花为玫瑰（Ｒｏｓａｒｕｇｏｓａ）、市树为油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合肥市花为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和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ｆｒａｇｒａｎｓ）、市树为广玉
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武汉市花为梅花（Ｐ．
ｍｕｍｅ）、市树为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长沙市花为杜鹃花（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ｉｍｓｉｉ）、市树为香
樟（Ｃ．ｃａｍｐｈｏｒａ），成都市花为木芙蓉（Ｈｉｂｉｓｃｕｓｍｕ
ｔａｂｉｌｉｓ）、市树为银杏（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昆明市花为云
南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市树为玉兰（Ｍ．ｄｅｎｕ
ｄａｔａ），西安市花为石榴（Ｐ．ｇｒａｎａｔｕｍ）和月季（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市树为国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重庆市花
为山茶花（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ｊａｐｏｍｉｃａ）、市树为黄葛树（Ｆｉｃ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台北市花为杜鹃花（Ｒ．ｓｉｍｓｉｉ）、市树为榕树
（Ｆ．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２５］。

４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

古树名木是国家重要的生物资源和历史文化遗

产。古树名木是指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年

代久远或具有重要科研、历史、文化价值的树木。根

据《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的条文，古树

是指树龄在１００ａ以上的树木。根据树龄大小其保
护级别分为３级：５００ａ以上为国家一级保护古树，
３００ａ～４９９ａ为国家二级保护古树，１００ａ～２９９ａ为
国家三级保护古树。叶建兴等（２００７）［２６］根据海口
市古树名木普查结果，分析古树名木的数量、种类、

树龄组成及分布，结合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

相应的保护对策。刘庆国（２００５）［２７］对高州市区古
树名木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古树分布及保护现状

调查，对高州市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出了合理的

保护建议。徐炜［２８］对福州市现有古树名木分析，探

讨了福州市古树景观保护和利用问题。徐应华等

（２００６）［２９］从贵州古树名木现状、古树生长发育规律
及环境条件对古树影响出发分析古树名木衰老原因

及其复壮的理论基础，提出了贵州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的措施和建议。王凌怡（２００７）［３０］根据多年的城
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实践，分析了泉州古树名木衰

败原因，总结出有效的保护与复壮措施。李悦华等

通过对杭州城市区范围现有古树名木的调查和分

析，查明古树名木的生存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分

析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郭光智

（２００７）［３１］等对潍坊市现存古树名木资源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普查，分析了古树名木的生物学价值、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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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方

面，分析了古树名木的管理和保护现状，指出了存在

的问题，并从自然改良、制度建立健全和完善机制等

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熊小萍等

（２００６）［３２］对余姚市古树进行调查中发现由于各种
原因，古树名木衰老死亡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

现状，在分析内外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古树保护的

对策方案。

５　小结

怎样建设一个良性循环的综合功能高度发挥的

生态园林，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搞好植物的选择和树

种的规划［３３－３４］。本论题的研究目的是使城市园林

绿化建设在树种规划的指导下，有方向、有目的、有

条不紊的逐步开展。树种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是：

其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城市生态学、生态园

林学、植物群落学、风景美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理

论的指导下选择一批最适合本城市自然条件，能积

极有效地起到维护和提高城市生态平衡，保护和改

善城市环境、满足城市园林绿化多功能的要求，丰富

城市景观，反映泰安的历史文化、地方风格和特色的

园林植物。充分利用植物材料的不同形态，色彩和

内涵来达到城市环境多样统一，增强艺术效果，增添

大自然的风韵，形成独特的别具一格的城市风貌；其

二，通过树种规划，可以有目的地指导城市园林绿化

的基础工作—苗圃生产的健康发展，使之有一个比

较符合城市园林绿化建设需要的育苗计划，有计划

的培育苗木，保证园林绿化工作以城市普遍绿化为

重点，以植物材料造园为主的总方针的实施，最大限

度地发挥园林植物的多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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