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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解放公园植物多样性特征研究

何诗静，王骏文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环境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２００）

摘　要：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护公园绿地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研究选取了武汉市
解放公园的１６个典型性样方，运用实地踏查法和典型样地法，获取了样方的多样性指数、优势科和优势树种的重
要值。研究表明，公园内共有植物４９０种，含１７０科，３７５属，其中木本植物有９５科１７４属２４９种，草本７５科２０２属
２４０种；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的多样性结果分别是：丰富度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
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为草本层＞乔木层＞灌木层；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
层。乔木丰富度高，草本层相似度高，公园草本层部分物种正在逐渐消失，乡土树种未起到主导作用，建议增加乡

土树种和落叶植物，在对乔灌木粗放管理的同时保护草本层的生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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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１］，城市绿地系统是



由不同性质和规模的绿地类型，共同构成的稳定的

城市绿色体系［２］，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在保护城市生

物的多样性，改善城市小气候、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

平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３］。公园是城市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改善城市的生态环

境，是整个城市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数水平，反映了居

民的生活质量。它不仅是一个市民休憩、活动、教育

场地，它也产生着巨大的社会和生态效益［４］。

多样化的园林景观为各种的植物在城市中提供

了生长繁衍的场所，园林事业主观上的利用植物，实

际上在客观上对植物物种起到了保护作用［５］。快

速的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系统已经造成了巨大干扰和

不利影响［６］，导致植物多样性日益下降和城市景观

的单一［７］。城市化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已经成为

研究热点，因此，研究城市公园绿地植物多样性、乡

土园林绿化植物和外来物种种类、组成等，为城市公

园的景观规划设计、物种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等提供

理论基础。

１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１．１　公园概况
武汉位于北纬２９°５８′～３１°２２′，东经１１３°４１′～

１１５°０５′地处我国中部内陆，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具有降雨充沛、日照充

裕、季节分明，夏天高温、降水集中，冬天寒冷等特

点。年均气温１５８℃ ～１７５℃，１月平均气温最低
为１４℃；７月、８月平均气温最高，为２９３℃。解放
公园位于武汉市汉口西北隅，始建于１９５２年，２００６
年改造后再次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为４６万 ｍ２，其
中水面７６万 ｍ２。公园服务于武汉市市民，集娱
乐、休闲、科普、教育于一体。

１．２　调查方法
对武汉解放公园全园踏查的基础上，根据公园

的１２个景色分区，每个景色分区选取１～２个有代
表性的典型样地，共１６个。每个样地面积为２０ｍ
×２０ｍ然后记录样方内乔木种类、名称、胸径、树
高、冠幅和生长状况［８］。每个样地内设置１个 ５ｍ
×５ｍ的样方，记录灌木的种名、株高、株数和生长
状况，同时还需要设置 １个１ｍ×１ｍ的小样方，记
录草本植物的种名、盖度和生长状况。

１．３　数据处理
根据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应用现状和对植物群落

多样性的反映能力，研究选取了物种重要值和四种

多样性指数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公式如下［９］：

乔木、灌木重要值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 ＋
相对盖度）／３

草本重要值＝（相对盖度＋相对频度）／２
相对密度 ＝（某一物种个体数／全部物种个体

数）×１００％
相对频度 ＝（某一物种的频度／所有物种的频

度和）×１００％
相对盖度 ＝（某一物种的盖度／所有物种的总

盖度）×１００％。
４个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ＰｉｌｎＰｉ
　　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指数：Ｄ＝１－∑Ｐｉ２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Ｅ＝Ｈ／ｌｎＳ［１０］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Ｒ＝（Ｓ－１）／ｌｎＮ
式中：Ｐｉ＝Ｎｉ／Ｎ；Ｎｉ为第 ｉ个种的个体数；Ｎ为所有
物种个体总数；Ｓ为样地内所有植物种类数目。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公园植物物种组成
经统计，公园内植物总数为４９０种，隶属于１７０

科，３７５属，其中木本植物９５科１７４属２４９种，草本
７５科２０２属２４０种，木本植物的种类多于草本植物
是合理的，木本植物生长周期更长［１１］。常绿植物与

落叶植物的比值为１∶１８５，乡土树种占总树种种类
的６５％（见表１）。对公园植物组成进行分析，优势
科排序（见表２）其中百合科有３１种，占物种总数的
６３％，其次为禾本科和蔷薇科，优势科（含１０种植
物以上的科）８个，分别为百合科、禾本科、唇形科、
蔷薇科、菊科、忍冬科、豆科、木犀科，共计８科１１３
属１８２种，优势科所包括的科、属、种占总数的分别
为４７１％、３０１３％、３７１４％。

表１ 公园植物物种组成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ｋｐ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活型 科 属 种 常绿 落叶 乡土 外来

乔木 ４３ ８０ １０３ ３８ ７５ ９２ ２０
灌木 ４２ ７７ １２５ ６５ ６０ ８８ ３７
藤本 ８ ９ １３ ８ ５ ７ ６
竹类 ２ ８ ９ ８ １ ８ １
草本 ７５ ２０２ ２４１ — — １２２ １１９
总计 １７０ ３５７ ４９０ １１９ １４１ ３１７ １８３

４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表２ 公园植物优势科排序

Ｔａｂ．２　Ｐｌａ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ｆａｍｉｌｙｓ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Ｐａｒｋ

排序 科名 属的数量 种的数量

１ 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３ ３１
２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１５ ２９
３ 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２１ ２６
４ 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２５
５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０ ２１
６ 忍冬科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７
７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９ １７
８ 木犀科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６

２．２　园区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分析　
在公园中，乔木的丰富度最高为 １１３５６，其次

为灌木层、草本层，丰富度指数排序分别为乔木层＞
灌木层＞草本层。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结果排序
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结果排
序为草本层＞乔木层 ＞灌木层；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的结
果排序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见表３）。

表３ 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３ Ｐｌ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层次
丰富度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乔木 １．１３５６ １．０６５２ ０．５２４３ ０．８７０７
灌木 ０．６５２８ ０．６１６５ ０．３７０９ ０．６２４３
草本 ０．５３４７ ０．５０９９ ０．５６５６ ０．５４６２

２．２．１　重要值分析

在１６个４００ｍ２样方中，共记录３５科４７属５１
种，其中乔木１８科２８属３０种、灌木１０科１０属１３
种、草本７科９属９种。样地中乔灌层重要值排序
分别见表４、表５、表６。样地中乔木层中池杉（Ｔａｘｏ
ｄｉｕｍ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ｓ）、红果冬青（Ｉｌｅｘｃｏｒａｌｌｉｎａ）、三角枫
（Ａｃｅ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雪松（Ｃｅｄｒｕｓｄｅｏｄａｒａ）、榆树
（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重要值较高，其中红果冬青、三角
枫、雪松为乡土树种；灌木层中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洒金桃叶珊瑚（Ａｕｃｕｂ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箬竹（Ｉｎ
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八角金盘（Ｆａｔ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重要值较高，其中杜鹃、
箬竹为乡土树种；草本层马尼拉（Ｚｏｙ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蝴蝶兰（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ｅｐｅｎｓ）、白车轴草（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
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结缕草（Ｚｏｙ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蛇莓（Ｄｕｃｈ
ｅｓｎｅａｉｎｄｉｃａ）重要值较高，仅蛇莓为乡土树种，其余
都为外来树种。在１５种优势树种中，乡土树种只有
６种，外来树种有７种，说明乡土树种的数量明显不
足，未在公园的景观中起到主导地位。

表４ 公园乔木层植物重要值排序（前５）
Ｔａｂ．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ｐｆｉｖｅ）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Ｐａｒｋ

序号 种名
相对
多度

相对
频度

相对
盖度

重要值 来源

１ 池杉Ｔａｘｏｄｉｕｍ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ｓ０．８５７１０．５８８２０．７０６１０．７１７１外来
２ 红果冬青Ｉｌｅｘｃｏｒａｌｌｉｎａ ０．８６６７ ０．５ ０．６６１３０．６７６ 乡土
３ 三角枫Ａｃｅ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０．５７８９０．５７１４０．８１４４０．６５４９乡土
４ 雪松Ｃｅｄｒｕｓｄｅｏｄａｒａ ０．４ ０．６６６７０．６８１４０．５８２７乡土
５ 榆树Ｕｌｍｕｓｐｕｍｉｌａ ０．２８５７０．５８３３０．７２７２０．５３２１外来

表５ 公园灌木层植物重要值排序（前５）
Ｔａｂ．５　Ｓｈｒｕｂｌａｙｅｒｐｌ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ｒａ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ｐｆｉｖｅ）ｉｎ

Ｐａｒｋ

序号 种名 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盖度重要值 来源

１ 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ｉｍｓｉｉ０．６６９４ １ ０．６６８７０．７７９４乡土
２洒金桃叶珊瑚Ａｕｃｕｂ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０．６７４７０．７１４３０．６７４７０．６８７９外来
３ 箬竹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０．７４２９ ０．６ ０．５６５６０．６３６２乡土
４ 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０．８５２３ ０．５ ０．３５１５０．５６７９外来
５ 八角金盘Ｆａｔ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０．３５０４ ０．７５ ０．５９５２０．５６５２外来

表６ 公园草本层植物重要值排序（前５）
Ｔａｂ．６　Ｈｅｒｂｌａｙｅｒｐｌａｎ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ｐ

ｆｉｖｅ）ｉｎＰａｒｋ

序号 种名 相对频度相对盖度重要值 来源

１ 马尼拉Ｚｏｙ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０．８４ ０．９３８４０．８８９２ 外来

２ 白车轴草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ｅｐｅｎｓ ０．８４ ０．９１２７０．８７６４ 外来

３蝴蝶兰Ｐｈａｌａｅｎｏｐｓｉｓ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０．７２ ０．７５１２０．７３５６ 外来

４ 结缕草Ｚｏｙ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０．７６ ０．６８４７０．７２２４ 外来

５ 蛇莓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ｉｎｄｉｃａ ０．６ ０．４５１７０．５２５９ 乡土

２．２．２　频度分析
频度是反映了某物种在群落中的密度和在群落

中的分布状况［１２］，在样地调查中乔木层的雪松的频

度最大为 ６６６７％，频度 ５０％以上的有池衫为
５８８２％、榆树 ５８３３％、三角枫 ５７１４％、棕榈
５１６１％、红果冬青５０％；灌木层中八角金盘的频度
最高为７５％，洒金桃叶珊瑚和箬竹的频度较高分别
为７１４３％、６０％，；草本层中马尼拉和白车轴草频
度最高为８４％。

３　讨论

解放公园虽然草本种类高于乔木、灌木，但是草

本种类大部分集中在公园的花镜景点，花镜由于疏

于管理和游人人为的破坏，物种正在明显的减少。

由于花镜的面积较小，并未在花镜取样地。

多样性指数反映了植物群落内物种丰富程度、

物种的数量、种间分布的均匀程度等情况，反映出物

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资源的利用情况［１３］。有

５９２期 何诗静，等：武汉市解放公园植物多样性特征研究 　　



资料显示，对于同一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均匀度

指数、多样性指数能够表现出基本一致的趋势。植

物群落中种群分布越均匀，群落均匀度指数高；反

之，种群分布越集中，群落均匀度指数越低［１４］。调

查结果显示：物种丰富度指数为乔木层 ＞灌木层 ＞
草本层，说明园区内总体上乔木层的物种比灌木层

的多；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ｎｎｅｒ指数丰富度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说明园区内总体上乔木层的物种丰富程
度高，其次是灌木层、草本层；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指数草
本层＞乔木层＞灌木层，总体上草本层的物种属于
同种的概率更高，均匀度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
园区内总体上乔木层的植物物种分布最为均匀。说

明乔木层的丰富度和均匀度是最佳的，其次为灌木

层，草本层最差。

城市公园绿地一般是在保存野生植被基础上改

造建成，如果养护过程中较少人为干预，则物种丰富

度高，反之则物种丰富度低［１４］。解放公园的管理较

为精细，很多野生物种被去除，特别是每年草坪被修

剪后，反而降低了植物的多样性，建议公园对乔灌木

进行粗放管理［１５］，同时营造适合草本层生长的环

境，避免游人对草本植物的破坏。公园内植物充分

利用植物景观配置乔灌草搭配，建议可以将乔灌草

合理搭配形成复层植物群落结构，增加落叶树种的

种类，形成明显的景观季相变化。增加公园植物物

种种类可以提高全园的植物多样性指数，让公园的

绿地生态稳定性和生态功能得到最大化，再者复层

植物群落结构可以增强绿地的抗干扰能力。有资料

显示，乔灌草复层结构的降温增湿效应最为显著，绿

化实体结构越复杂，减噪效果越好［１６］。乡土植物是

最能适应当地自然生长条件的，成本低、适应性强、

能够较好的体现本地特色［１７］。公园中乡土树种的

种类虽然多于外地树种，但是并没有占到绝对优势

和支配地位，建议与武汉本地的文化相结合，增加乡

土植物的种类。解放公园是武汉市历史最为悠久的

公园之一，将植物景观与本地人文特色相结合可以

吸引游人、增加游人游览的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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