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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庭院绿化是国土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搞好农村庭院绿化对于提高农村居住环境和人民生活质量有重要的作用。从农村绿
化的优势、原则、绿化类型以及农村庭院建设的生态模型等方面对农村庭院绿化的模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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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绿化是国土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农村生态良性

发展的基础之一。农村庭院的范围主要是指房前、屋后、宅

旁的空隙地[ 1] , 幽静雅致而又朴实温馨的乡村庭院是山区农

民的家园, 通过庭院绿地的绿化美化, 可以提高农村庭院环

境质量, 提升农民居住条件和农村居民综合生活品位, 使多

数村民相对稳定于农村庭院中安居乐业。目前对农村庭院

已经有一定的研究 , 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庭院的经济发

展模式、生态发展模式、种植等方面[ 2 - 11] , 但关于农村庭院生

态绿化模式研究的还比较少。笔者就现代农村庭院的生态

绿化模式进行探讨, 以期提高农村庭院的环境质量, 提高农

民的生活水平。

1  农村庭院绿化的优势

1 .1 自然优势 庭院土壤肥沃 ,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 特

别是通过房前屋后各类建筑形成良好小气候条件。另外, 种

植的蔬菜果树等各类作物在眼前, 有何动态随时可见, 管理

方便, 能精耕细作, 达到高产稳产, 经济效益高。

1 .2 经营优势  发展庭院种植业生产投资少见效快, 效益

高, 经营比较灵活, 可随行就市, 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 调整品

种方便, 有独立开发和经营适销对路产品的自由权。据调

查, 在农村每个家庭中, 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各占总劳动

力和时间的1/ 3 以上, 庭院种植业的开发, 为广大农村闲散

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提供了契机。

1 .3 闲散土地资源 人口不断增加, 耕地不断减少, 在当前

寸土如金的情况下, 通过庭院进行生态绿化, 可以充分合理、

科学地利用土地资源, 充分发挥闲散土地的优势, 对农村经

济和环境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农村庭院绿化原则

2 .1 保留利用原地树木, 补缺与原有有机结合  农村庭院

大部分是在自然或半自然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在建造庭院的

地方常常会有一些树木或者其他植物, 农村庭院绿化应该尽

量保存原有的树种, 不能轻易砍除, 同时填补庭院中空地和

空缺。不应追求国外或城市的草坪色块的绿化模式, 要依据

农村特点 , 走有农村特色的绿化道路。花草、树木、小品等的

选择和设计风格要统一 , 避免过于零零碎碎, 即便是再好的

个体, 若不能有机结合也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相反, 一些

很普通的草木经过巧妙安排, 却变得非常好看。

2 .2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 景用结合  农村的地形地貌、河

流湖泊、绿地植被、山体坡度, 以及有特色的民居庭院等要素

都是宝贵的景观资源, 尊重并强化原本的自然景观特征, 使

人工景观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 更有助于农村庭院景观个性

与特色的创造。在农村庭院绿化过程中, 一定要考虑和注重

经济合理性, 应以绿化为主, 水景、小品等设施配置可适当减

少。满足他们观赏需求的同时降低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村

庭院绿化应多栽乡土树种和已经引种成功的树种 , 少栽新树

种和名贵品种。在绿化时, 根据具体的生态条件, 不同位置

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如房屋的东西向以树冠高大的常绿

树种为主, 如杨梅、枇杷等, 南北向以抗寒力强的落叶品种为

主, 如石榴、梅、杏、枣、柿、桃、李、梨等, 水塘、水渠旁边种植

无花果等, 厅堂门前及窗下、路旁种植葡萄 , 以作荫棚防暴

晒, 促进室内凉爽。按树种对光照的要求进行布局, 以房屋

为中心向外辐射, 树种安排从高到低。根据生物生长节律 ,

巧妙配置, 把不同或同种不同生长期的物种合理搭配, 是多

种产品能高产出的“时间嵌合型”, 果树与蔬菜间作, 形成长

短结合 , 以短养长 , 长短互补。

2 .3 合理利用生态位, 营造循环高效的生态系统  庭院绿

化时应该充分利用重建生态位和营养生态位, 庭院树种采用

高干和矮干相结合, 地栽和盆栽相结合 , 充分利用空间的立

体模式, 提高经济效益, 树种间可种植矮生植物 , 阳台、屋顶

配置果树盆景等, 葡萄架下可以种植耐阴的花、草、药用植物

等。做到常绿与落叶相结合 , 开花期与结果期不相同的早、

中、迟熟品种相搭配。庭院水平面积毕竟有限, 根据农业系

统垂直结构原理, 进行“海、陆、空”三层多种经营。地面种植

瓜果蔬菜、花卉、培养食用菌, 发展畜牧业, 饲养猪、鸡、羊、兔

等, 空中搭架种植葡萄、豆角、丝瓜等攀援植物, 低洼处挖池

养鱼种植莲藕, 地下建沼气池。

2 .4  尊重群众风俗习惯  农村庭院绿化与村民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关系到村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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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农村庭院绿化要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当

地农村庭院的特殊要求, 不在庭院的房前、屋后、门前两侧栽

植群众忌讳的树种 , 绿化后不应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

活动。比如有的村民认为街门左右不宜栽植松柏类树种, 认

为松柏树很阴森。对于此类情况就不宜在街道树种上规划

桧柏、侧柏等树种; 有的村民认为在庭院栽植葡萄、爬山虎、

紫藤、凌霄等攀缘植物会疾病缠身; 有的村民认为在庭院栽

植桃树会犯桃花等。因此了解并尊重村民的风俗习惯是绿

化规划的前提。

2 .5  以人为本,优化环境 运用社会、经济、艺术、科技等综

合手段,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来满足农村在美化绿化景观

中的需求。用高超的设计水平和成熟实际的设计方案 , 认真

处理好生态、审美、游憩和经济的关系。各种植物配置应有

层次感, 所有的景观设计要贴近自然。要将文化内涵融入庭

院农舍、花草树木、沟渠道路、小桥流水之中, 让农民在亲近

自然景观时受到文化气息的熏陶。景观的设计一定要以农

民的审美情趣为目的, 将其打造成可观、可行、可栖、可用的

地方, 要与周围环境充分协调, 庭院内景物在变化统一的原

则下色彩、体形、线条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给人一种和谐感。

2 .6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景观效益结合 农民收入低是

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应该是所有

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农村庭院绿化也要和农民增

收相结合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树种的选择应

以乡土树种为主, 同时最好选用经济效益比较明显的种类 ,

种植、养殖与生态工程相结合, 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增加农民

收入。对于面积较大的庭院可以单一种植果树, 形成一个小

果园, 如柿子、桃、杏、李、薄皮核桃等; 对于面积狭小的庭院 ,

可选用上架葡萄, 提高绿荫面积; 对于半亩左右的庭院可种

植药材, 如耐旱的柴胡、黄芪等 , 耐寒的黄连、党参、三七、麦

冬等。

3  庭院绿化类型

庭院绿地的范围主要是房前、屋后、宅旁, 不同的面积、

不同的家庭条件绿化的模式也不相同。目前常见的绿化类

型主要有以下5 种类型[ 12 - 13] 。

3 .1 园林型庭院 此类型适用于经济条件好, 且庭院面积

较大的农户, 即像城市公园或苏州园林那样进行微缩。引种

栽培雪松、桂花、玉兰、铁树、月季、芙蓉和兰花、杜鹃、牡丹等

观赏类植物及草坪。道路要硬化, 达到曲径通幽效果。有条

件者还可建筑水池、喷泉、假山、亭廊等进一步提高园林庭院

品位, 达到诗情画意的意境。

3 .2 林木型庭院 适合绿化用地面积较大的庭院, 在较宽

的庭院里, 可选取多类树种 , 选择的树种应主要考虑景观生

态效益, 兼顾经济效益, 以高大乔木为主, 灌木为辅。如厨房

附近宜种植可吸附油烟及灰尘的刺槐、梧桐、杨树等 , 厕所及

猪厩附近宜种植榆树、国槐, 厅房附近宜种植桂花、榆树、槐

树。同时, 要注意树形高矮搭配屋后宜种植枝干较小的树

种, 也可间种几株果树。林木稀少、用材缺乏或气候、土壤等

条件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农户可首先选择这一模

式。优先栽培适宜的乔木树种, 可以多树种搭配、常绿和落

叶树种混交, 要注意密度适当, 如密度过大虽有绿化成效, 但

长时间难以长成大材。

3 .3 林果型庭院 一般农户均可选择此类型, 我国北方面

积为120 ～300 m2 的农村庭院, 西北方可种植数排梧桐、榆

树、柳树、物槐 , 以起到挡风的作用, 而东南方可种植葡萄、石

榴、桃、李、梨、柑橘等, 也可间种几株香椿、国槐、柳树, 还可

以在空隙处种一些花卉。或房前场院种植果树, 屋后场地栽

培林木或翠竹。绿化用地面积较大的庭院可结合绿化栽植

果树, 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果树型既可是多种果树混种

的混杂型, 又可采用单种果树的单一型, 树种以梨、石榴、葡

萄、枣、柿子等为主。在绿化过程中 , 可对上述基本模式进行

组合, 形成新的混合模式。栽培林木品种可多样, 乔灌木结

合效果好, 果树品种不宜多, 分门别类管理, 林木和果树不要

混交栽种 , 否则果树易遭阴蔽而产量低。各农家间重点果树

品种应各不相同, 这样才能既有较好的绿化、观赏效益 , 又

可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

3 .4 花卉型庭院 此模式适用于家庭较殷实, 爱好并懂得

花卉盆景制作、栽培技术的情况, 但庭院占地面积狭小的农

家庭院 , 以栽种花卉为主 , 间种几株乔木。花卉可选取高、

中、矮种类搭配, 还可以选种一些奇花异草, 主要有桂花、紫

薇、罗汉松、桅子花、牡丹、月季等, 引种栽培以灌木、草本为

主的花木。或地栽, 或造型盆栽。既可四季观叶、观花、观

果, 自得其乐。又可出售部分花木和盆景获取收益, 还可设

置斜面花台, 扩大花木盆景摆放面积。有条件者, 还可建筑

各式花棚或小型温室, 发展树桩盆景、山石盆景等, 增添审美

情趣。

3 .5 药材、蔬菜型庭院 干早地区庭院宜栽耐早药材, 如柴

胡、黄芩、黄芪、知母等 ; 水湿地区可选择喜湿润、不耐寒的药

材, 如元胡、附子、北沙参、慈姑等; 山区则应选择套种喜湿怕

热的黄连、党参、款冬、三七、西洋参等; 庭院也可种一两畦

菜, 黄瓜、茄子、豆角、番茄。不仅可以吃到绿色蔬菜, 还美化

庭院, 并可利用闲时管理, 一举几得。此外, 围墙的垂直绿化

可选择藤本类植物, 如紫藤、爬山虎、常春藤等。

4  庭院绿化建设生态模式

在农村庭院绿化时, 不但要合理选择植物进行绿化 , 还

要与其他要素结合起来 , 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和营养资源, 做

到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物质循环利用。在这方面国内一些

地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庭院绿化建设生态

模式大体以园林产业模式、乡村生态旅游模式和复合生态经

济模式的建设比较适宜。

4 .1 园林产业模式  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兼顾社会和生

态效益, 投入成本大, 集约化专业化管理程度高 , 收益较多。

它一方面努力净化环境 , 绿化美化庭院 , 另一方面追求壮大

绿化产业, 创造经济收入 , 带动农村产业调整 , 实现农民脱贫

解困的目标。主要方式是种植名贵稀有苗木、花卉和果树。

树下可栽植木耳、蘑菇、中药材等。整个庭院都充分利用, 庭

院内外, 房前、屋后、地面上可种植高经济价值的乔灌木 , 可

选择的树种如表1[ 14] , 也可建设大棚温室, 培育花木, 利用墙

面、屋顶可栽培葡萄、爬山虎等藤本植物, 墙头、阳台、屋顶盆

栽花木, 实现立体绿化, 在实践绿化美化的同时, 形成小规模

产业化生产, 加快产品周转率, 在有限的面积上, 创造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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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

表1 可供选择的庭院栽培树种

Table 1 Alternativetreespecies for courtyard cultivation

树种

Tree species

拉丁文

Latin

属

Genera

科

Family
①樱桃 Cersus stipulacea 樱属 蔷薇科
②苹果 Malus pumila 苹果属 蔷薇科
③李 Prunus salicina 李属 蔷薇科
④身不知 Pyrus shenbuzhi 梨属 蔷薇科
⑤杏 Armeniaca vulgaris 杏属 蔷薇科
⑥葡萄 Vitis vinifer a 葡萄属 葡萄科
⑦花椒 Zanthosylum bungeanum 花椒属 芸香科
⑧核桃 Juglans regia 胡桃属 胡桃科
⑨桃 Amygdalus persica 桃属 蔷薇科
⑩沙枣 Elaeagnus angustifolia 胡颓子属 胡颓子科

4 .2 乡村生态旅游模式  以绿化美化家居环境, 大力开展

平面、垂直和攀缘绿化, 突出农家特色, 发展乡村旅游, 吸引

游客参观农家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 感受农家田园风光 ,

从中取得经济收入。互助县威远镇小庄村推出以进土族风

情院, 观土族风情景, 喝民族茶 , 吃农家饭为主题的休闲旅游

品牌。当地农民把发展庭院经济与生态观光旅游相结合, 加

大资金投入, 家居环境美化的同时 , 建起民俗、生态、观光、餐

饮功能于一体的民族风情人家, 全村建起了“民族风情园”、

“休闲山庄”等配套服务场馆28 处, 年接待游客10 万人次, 经

济收入近百万。类似的乡村生态经营模式在大通、湟源、西

宁等地均有发展[ 15] 。

图1 农村庭院绿化生态模式示意图

Fig .1 Ecological patternsketch map of courtyard greening

4.3  复合生态经济模式 以庭院绿化、美化为基础, 因地制

宜, 灵活安排, 种植、养殖、旅游观光、手工艺品加工等多种经

济方式并举 , 适合什么就发展什么。庭院内外既可栽植杨

树、松树等用材树种, 也可栽植山杏、苹果等果树; 林下既可

培育蔬菜瓜果, 也可养殖鸡、鸭、牛、羊等家禽, 家畜 ; 家畜家

禽的粪便集中起来开发沼气, 沼气废液又成为林木和其他植

物的最好肥源。屋顶和墙面既可用爬山虎、山荞麦、葡萄等

藤本植物品种绿化, 也可用菜瓜、南瓜、冬瓜、豌豆、豆角、菜

豆等攀援蔬菜绿化。各种经济方式科学组合, 充分利用家庭

庭院空间 , 在有限的单位面积上, 产生最大经济效益[ 3 ,16 - 17] 。

复合生态模式见图1 。

5  小结

农村庭院绿化生态模式可以不拘形式, 别出心裁, 多种

模式结合。但庭园应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 与自家建筑浑然

一体, 与室内装饰风格互为延伸 , 园内各组成部分有机相连 ,

过渡自然 , 达到绿化的效果。农村庭院绿化生态模式的建立

和实现, 在改善人居环境同时, 为农民群众创造了生产价值 ,

并能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 充分利用农村闲散劳力, 在一个

小小的庭院中创造农林牧协调发展的奇迹, 使农村更快地脱

贫致富 , 缩小城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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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2 d 以后, 花粉几乎失去萌发力。这说明花粉的育性时间

较短, 使花粉萌发的时间比较集中。对花粉萌发条件进行研

究发现, 一串红花粉萌发对空气湿度要求很高 , 在液体培养

的条件下萌发率较高, 但开花期、空气湿度很低或者高湿度

时间持续的时间较短, 都会直接影响到花粉的萌发率, 从而

影响一串红的结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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