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廊坊高等院校校园植物配置调查与分析

高智华1 , 苑高兴2
 (1 .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廊坊065000 ;2 .河北工业大学分院 ,河北廊坊 065000)

摘要  对廊坊市4 所高校校园植物配置进行调查分析 ,找出存在问题 , 提出发展校园绿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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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the i nvestigation of the afforested tree seeds in porch downtown streets of four universities , the type of commonly used afforested tree ,
the application frequency , the plant disposition etc were discussed . It was suggested the multiplicity of afforestationtree in university campus should b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nd the ecologic flora should b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plant’s ecologic habit , the shape characteristic , the
artistry and the function use of plan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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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校园绿地是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起着保护和改

善校园环境 , 为师生员工提供一个舒适、休闲活动空间的作

用。植物是构成绿地的第一要素, 植物的种类、数量以及配

置方式直接影响到校园绿地的环境质量。笔者通过对廊坊

高校校园植物配置的实地调查和分析, 找出目前校园植物配

置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1  廊坊市高校校园植物配置的调查

选取廊坊市4 所有代表性的、建校年代不同的高等院

校: 河北工业大学分院( 1992 年) 、廊坊师范学院( 1964 年) 、北

华航天工业学院( 1978 年)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1978 年)

进行调查。调查校园绿地总面积约为129 .3 万 m2 。

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调查校园绿地的植物

种数, 统计校园常用绿化树种; 在此基础上进行常绿树种的

应用频率和校园植物配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常用绿化树种

2 .1 .1 绿化树种较少。据资料表明 , 廊坊市的绿化用树种

共82 种 , 其中乔木37 种, 灌木40 种, 藤本4 种; 常绿树种12

种[ 1] 。与廊坊市并不丰富的绿化树种相比, 廊坊市高校校园

绿化树种种类较少,4 个校园共有绿化植物64 种及变种, 其

中乔木类28 种( 常绿乔木类7 种, 落叶乔木类21 种) , 灌木类

32 种( 常绿灌木类8 种 , 落叶灌木类24 种) , 藤本类4 种, 其中

裸子植物7 科11 种, 其余为被子植物。被子植物中应用种数

最多的为蔷薇科( Rosaceae) 15 种, 其次为豆科( Leguminosae) 6

种, 杨柳科( Salicaceae) 5 种。4 所高校中 , 树种最多的为64

种, 最少的为47 种 , 平均每校园53 种。与高水平的高校校园

相比, 差距显著[ 2] 。

2 .1 .2  绿化树种结构简单。植物种植形式以行道树、草地、

灌丛、林带为主, 群落结构简单, 绿色植物景观单调。4 所校

园绿化景观大多雷同 , 不能较好地体现学校自身的风格和特

色, 也不利于后期养护管理和形成丰富的景观。

2 .2  常用树种及其应用频率  各种植物出现频率 F = ( ∑

该种植物出现的校园数/ 4) ×100 %( 表1) 。

  表1 廊坊市4 所高校校园绿化树种的应用频率

频率∥% 树种

100 地锦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油松 Pinus tabulaefor mis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 国槐 Sophora japonica ; 白蜡 Fraxinus chinensis ; 雪松Cedrus deo-
dara ; 紫叶小檗 Berberis thunbergii ; 月季 Rosa chinensis ;碧桃 Prunus persica f . rubra-plena ;紫丁香 Syringa oblata ;大叶黄杨 Euonymus japonicus ;珍珠
梅 Sorbaria kirilowii ; 榆叶梅 Prunus triloba ;银杏 Ginkgo biloba ; 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悬铃木 Ptatanus acerifolia ; 金叶女
贞Ligustrum vicaryi ; 小叶杨 P . si monii Carr . ; 合欢Albizzia julibrissin ;紫荆 Gercis chinensis Bge ;瓜子黄杨 Buxus sinica ( Kehd .et wils .) cheng

75 蔷薇Rosa multiflora ; 龙爪槐 Sophora japonica var .pendula ;毛白杨 Populus tomentosa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白皮松 Pinus bungeana ;垂柳 S .baby-
lonica l . ; 黄刺玫 Rose xanthina ;迎春 Jasminum nudiflorum;樱花 Prunus serrulata ;栾树 Koelreuteria panicul ata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玫瑰 R . rugosa
Thunb .

50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 榆树Ul mus pumila ;柿树 Diospyros kaki ;紫花泡桐 Paulownia tomentosa ; 圆柏 Sabina chinensis( L.) Ant . ; 贴杆海棠Chaenomeles
speciosa ;铺地柏 Sabina procumbens

25 华山松 Pinus ar mandii ;杏树 P . ar meniaca ;美国凌霄 Campsis radicans ; 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 牡丹 Paeomia suffruticosa ; 紫穗槐 Amorpha fruti-
cose ;柳叶绣线菊 Spiraea sargentii ; 锦葵 Malva sinensis Cav. ; 金钟花 Forsythia viridissi ma ; 无花果 Ficus carica ; 山楂 Crataegus pinnatifida ; 连翘
Forsythia suspens ; 龙柏 Sabina .chinensis cv .Kalzuca ;红皮云杉 Picea koraiensis ;麻叶绣线菊 Spiraea cantoniensis ;石榴 Punica granatum; 加杨 Populus

canadensis ;桧柏 Sabina chinensis ;馒头柳 Salix matsudana cv .umbraculifera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Ehra . Cv; 锦带花 Weigea florida ;海棠花 Malus
spectabilis ; 凤尾兰Yucca gloriosa

  表1 显示,64 个种的分布频率出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

分布格局, 出现频率为100 % 、75 % 、50 % 和25 % 的树种分别

为22、12、7、23 种, 这种常用绿化植物种数少且部分绿化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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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率极高的现象 , 反映出廊坊市高校校园绿化树种组成

雷同者较多 , 缺少丰富的组合和变化, 从而出现绿化树种及

景观单调,“千校一面”的绿化现象。

2 .3 校园绿化植物配置  根据园林植物的生活型结构、观

赏特性、景观时序性特点, 把4 所高校校园64 种绿化树种进

行基础数据统计( 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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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廊坊市高校校园绿化常用树种植物的应用

植物名称 
观赏特征

观花 观叶 观果 其他

开花时间

春 夏秋 冬

生活型特征

乔木 灌木藤本
常绿

阔叶

常绿

针叶

落叶

阔叶

落叶

针叶
油松   √ √ √ √
雪松   √ √ √ √
白皮松  √ √ √ √
圆柏   √ √ √ √
华山松  √ √ √ √
红皮云杉 √ √ √ √
银杏   √ √ √
合欢   √ √ √ √
国槐   √ √ √ √ √
白蜡   √ √ √
碧桃   √ √ √ √
玉兰   √ √ √ √
刺槐   √ √ √ √ √
悬铃木  √ √ √ √
小叶杨  √ √ √ √
龙爪槐  √ √ √ √
毛白杨  √ √ √ √
垂柳   √ √ √
樱花   √ √ √
栾树   √ √ √
榆树   √ √ √
柿树   √ √ √ √
紫花泡桐 √ √ √ √
杏树   √ √ √ √
加杨   √ √ √ √
山楂   √ √ √ √
紫穗槐  √ √ √ √
馒头柳  √ √ √ √
侧柏   √ √ √ √
铺地柏  √ √ √
桧柏   √ √ √
龙柏   √ √ √
紫叶小檗 √ √ √ √ √
月季   √ √ √√ √ √ √
紫丁香  √ √ √ √
大叶黄杨 √ √ √ √ √
珍珠梅  √ √ √ √
榆叶梅  √ √ √ √
金叶女贞 √ √ √
瓜子黄杨 √ √ √ √ √ √ √ √
紫荆   √ √ √ √
蔷薇   √ √ √ √
玫瑰   √ √ √ √
紫薇   √ √ √
黄刺玫  √ √ √ √ √
迎春   √ √ √ √
木槿   √ √ √ √ √
贴杆海棠 √ √ √ √ √
牡丹   √ √ √ √
锦带花  √ √ √ √
柳叶绣线菊√ √ √ √ √
锦葵   √ √ √ √
紫叶李  √ √ √ √
无花果  √ √ √ √ √
连翘   √ √ √ √
绣线菊  √ √ √ √
石榴   √ √ √ √ √
金钟花  √ √ √ √
海棠花  √ √ √ √
凤尾兰  √ √
地锦   √ √ √ √ √
紫藤   √ √ √ √
美国凌霄 √ √ √ √
金银花  √ √ √ √

2 .3 .1 植物色彩形态。在高校64 种绿化树种中 , 观赏树形

的有22 种, 观叶类有18 种, 但主要为绿色, 其他具有丰富叶

色的植物利用较少 , 只有地锦、紫叶李、银杏、紫叶小蘖4 种 ;

观花植物共有33 种, 观果植物有7 种; 其中大部分树种具有

2 种以上的观赏价值。常绿树种所占比例明显低于落叶树

种, 使得高校冬季难觅绿色的踪影。

2 .3 .2 植物功能的利用。根据实地调查发现, 植物功能的

利用普遍重视绿化环境、观赏功能而忽略美学功能、生态功

能。种植的植物不能和周围环境相统一, 相协调; 没有充分

利用植物的统一、强调、识别、注目、软化等美学功能; 植物本

身就具有多种生态功能, 校园植物的种植没有很好体现。如

运动场周围种植低矮的灌木不能起到隔音的作用 ; 高大的乔

木种植在教学楼周围距离过近, 遮挡阳光进入教室, 造成室

内光线昏暗; 宿舍楼前树木高 , 影响采光。

2 .3 .3 植物配置方式。校园内植物配置的方式很多, 如孤

植、对植、行列栽植、丛植和群植等。无论哪种配置方式 , 只

要选择的植物从形态、数量上符合要求 , 既能表现植物的群

体美, 也能看出树种的个体美。

所调查校园绿化布局多为“规则式”, 因此行列栽植是校

园绿地中应用最多的种植形式, 主要用于道路行道树种植和

场地分割; 对植树在校园中应用较少, 多用于校园重点部位 ,

如河北工业大学分院教学楼门前的雪松; 丛植和群植主要反

映树木群体美的综合形象, 蔽阴的树丛通常采用树冠开展的

高大乔木, 如河北工业大学分院的杨树林, 是师生夏天避暑

纳凉的好地方; 而作为构图艺术上主景、诱导、配景用的树丛

或树群 , 则多采用乔灌木混交。

2 .3 .4 植物季相变化。校园内常绿树木应用少且所选种类

单一。选用常绿树种最多的校园有11 种 , 最少的仅有4 种。

而且, 所选树种应用频率较高。如油松、侧柏、雪松应用频率

为100 % 。观花树木虽然有几十种, 但绝大部分树种的花期

多集中在春、夏季节, 仅有木槿、国槐、月季、紫薇、珍珠梅等

几个树种的花期可延伸至秋季, 因此难以达到“四季有绿, 三

季有花”的绿化效果。

2 .3 .5 立体空间的利用。从植物特性看, 每种植物都具有

不同生态位、占据不同的空间。因此, 将乔、灌、草、藤和地被

植物搭配种植, 可以充分利用空间。首先, 高校校园绿化树

种种类较少, 因此仅有部分绿地形成了乔、灌、草的合理配

置, 其景观和生态效果好。其他大部分绿地只有乔木、灌木

单层或乔木、灌木 , 乔木、草本, 灌木、草本2 层。造成林型结

构简单, 乔灌比例失调, 物种不够丰富。同时, 忽视了乔木层

下立体空间的调整, 使整个植物景观缺少空间结构, 布局没

有立体轮廓。因此, 绿地的绿量少, 绿视率低, 植物层次不丰

满, 影响了观赏价值。

其次, 绿化用藤本植物种类少 ,4 所院校只有4 种垂直绿

化植物———地锦、紫藤、凌霄、金银花。因此, 垂直绿化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 加大垂直绿化植物的应用力度可美化、亮

化校园环境绿化景观。

3  建议

3 .1 注意绿化树种的多样性, 构建生态植物群落  4 所高校

共有绿化常用树种64 种, 有22 个树种的木本植物出现的频

率为100 % , 反映出高校绿化群落中树种组成雷同者较多, 缺

少丰富的组合和变化 , 因此, 提高树种多样性非常重要。

3 .2 实行立体绿化, 增加绿化面积  可采用墙面绿化、屋顶

绿化、阳台绿化、篱栅绿化、棚架绿化等方式。采用多种藤本

植物绿化并注意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3 .3  营造植物景观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就园林植物生态

景观而言, 应注重其层次感, 乔、灌、草的立体搭配和种植群

落的形成。在植物的选择上, 要考虑植物的生态习性( 抗污

染性、吸粉尘、生长速度、耐阴性) , 形态特性( 主干、分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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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美观的园林筑群; 在居住区绿地、儿童游戏场中花架可供休

息、遮阴、纳凉; 用花架代替廊子, 可以联系空间; 用格子垣攀缘

藤本植物, 可分隔景物; 园林中的荼室、冷饮部、餐厅等, 也可以

用花架作凉棚, 设置坐席; 也可用花架作园林的大门。

1 .5  园桥  园林中的桥, 可以联系风景点的水陆交通, 组

织游览线路, 变换观赏视线 , 点缀水景, 增加水面层次 , 兼有

交通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作用。园桥在造园艺术上的价值,

往往超过交通功能。

在自然山水园林中 , 桥的布置同园林的总体布局、道路

系统、水体面积占全园面积的比例、水面的分隔或聚合等密

切相关。园桥的位置和体型要和景观相协调。大水面架

桥, 又位于主要建筑附近的 , 宜宏伟壮丽 , 重视桥的体形和

细部的表现 ; 小水面架桥 , 则宜轻盈质朴 , 简化其体型和细

部。水面宽广或水势湍急者, 桥宜较高并加栏杆; 水面狭窄

或水流平缓者 , 桥宜低并可不设栏杆。水陆高差相近处, 平

桥贴水 , 过桥有凌波信步亲切之感 ; 沟壑断崖上危桥高架,

能显示山势的险峻。水体清澈明净 , 桥的轮廓需考虑倒影;

地形平坦 , 桥的轮廓宜有起伏, 以增加景观的变化。此外,

还要考虑人、车和水上交通的要求。

中山公园的园桥形式主要有曲折形的平桥、拱桥、亭

桥、廊桥和汀步。曲折形的平桥为中国园林所特有 , 其作用

不在于便利交通, 而是要延长游览行程和时间 , 以扩大空间

感, 在曲折中变换游览者的视线方向 , 做到“步移景异”; 拱

桥, 造型优美 , 曲线圆润 , 富有动态感。亭桥、廊桥 , 供游人

遮阳避雨, 又增加桥的形体变化; 汀步 , 又称步石、飞石, 浅

水中按一定间距布设块石, 微露水面 , 使人跨步而过。园林

中运用这种古老渡水设施, 质朴自然 , 别有情趣。将步石美

化成荷叶形, 称为“莲步”。

1 .6  园廊  屋檐下的过道及其延伸成独立的有顶的过道

称廊 , 建造于园林中的称为园廊。在园林中 , 廊不仅作为个

体建筑联系室内外的手段 , 而且还常成为各个建筑之间的

联系通道, 成为园林内游览路线的组成部分。它既有遮阴

蔽雨、休息、交通联系的功能又起组织景观、分隔空间、增加

风景层次的作用。廊在各国园林中都得到广泛应用。中山

公园也不例外。其造型千姿百态, 令人叹为观止。园廊虽

然体量不大, 在园林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可是它的存在赋予

园林鲜明而生动的主观感觉 , 使园林增色。

中山公园造型最别致的要数复廊 , 在双面空廓的中间

夹一道墙构成复廊 , 又称“里外廊”。廊内分成2 条走道, 因

此廊的跨度较大, 中间墙上开有各种式样的漏窗, 从廊的一

边透过漏窗可以看到廊的另一边景色 , 一般设置两边景物

各不相同的园林空间。它妙在借景, 把园内的山和园外的

水通过复廊互相引借, 使山、水、建筑构成整体。

2  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2 .1  一些园林小品缺乏更新  有的建筑小品虽然在建筑

风格、功能布局、路径园林等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 但是很多

还是初建园的作品 , 建园初期对园林小品的标准不高 , 致使

某些园林小品功能单一, 且老化严重, 需要及时更新, 补充

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建筑小品。

2 .2  能体现出园林主题的建筑小品不足  园林小品虽说

只是园林中的一个小配角, 但仍有它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 在

树立中国园林独特的风格上有其重大功劳。因此在设计建

筑小品时不能忽略了建园的主题 , 应该将园林主题融入更

多的园林小品中, 让游客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

2 .3  服务性的建筑小品设施不够齐全  园林小品作为造

园要素之一, 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 , 既要满足园林景观的

造景要求 , 又要满足建筑的使用功能要求, 并与园林环境密

切结合, 使二者自然融为一体。一些休息园林小品主要是

为游人服务 , 供游客休息观赏的 , 要让游人感到十分方便,

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能够集中解决 , 然后才更有心情入

园寻觅胜景。纵观中山公园园林小品, 一些服务性建筑小

品还存在服务设施不齐全的问题。

总之 , 园林小品虽体量小, 却设计灵活新颖, 妙趣横生,

在公园中运用 , 能够增强公园的感染力。在公园中 , 园林小

品的布局不是独立的 , 它与整个公园环境有一个有机的联

系, 与园林建筑、地形、植物、水体有机的结合, 共同构成优

美的园林景观 , 产生奇妙的艺术效果[ 2] 。或者说园林小品

在公园虽所占的范围不大 , 但经过精心加工、巧妙结合, 在

公园中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园林小品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要满足人的行为和心理需要 ; 同时要与环境有机结合

以及实现艺术与文化的结合[ 3] , 才能成为既具有功能强, 又

有艺术美的园林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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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树形) ; 同时, 要充分考虑植物配置的艺术性和功能。

3 .4  建立乔、灌、藤、花、草复层结构 , 增强植物配置的艺术

性 在植物的配置方式上应增强灵活性和艺术性, 依据树

木形态、色彩的季相变化和观赏部位的不同合理配置 , 通过

构造富于变化的图案来体现植物个体及群体的美感, 从而

得到变化与统一、韵律与节奏、对比与调和并存的和谐美的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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