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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新农村建

设工程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而新农村建设工程中，人

们往往忽略了乡土树种的重要性，乡土树种能更好地适应当

地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并且自身也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乡

土树种作为本地多年自然生长的树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和林木经济效益的降低，许多乡土树种正在消失，甚至有

的濒临灭绝。政府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护好乡土树

种，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得到持续发展，同时也能更好

地传承乡土文化 [1]。

相比其他的外来树种，乡土树种具有成活率高、后期

维护费用低等诸多优势，应该在当地的园林绿化中占据更多

的种植比例。但是在实际绿化过程中，很多地区并没有充分

利用乡土树种，绿化工作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也有待提高。论

文针对乡土树种的概念、特点、优越性、运用方法等内容进

行了探讨分析；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园林绿化中乡土树种未能

充分利用的原因，并以这些分析出的原因为基础，提出了恰

当、合理的解决对策，希望给当地的园林绿化工作提供参考

借鉴 [2]。

2 乡土树种的概念

乡土树种是指本地区天然分布树种或者已引进多年且

在当地一直表现良好的外来树种。乡土树种实质上是本土的

原生树种，是在本地自然环境条件下，历经长期的优胜劣汰

和自然选择留存下来的，不管是从结构还是外貌来看，均与

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能够很好地低于当地的极端天气和

气候，有着稳定的生态结构，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3 乡土树种的特点

3.1 区域性
乡土树种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生

长，开花结果，在别的区域内不具备生长条件。有的树种经

过长时间的驯化，对适应当地的环境生长，也视为乡土树种。

3.2 适应性
乡土树种是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在生长、绿化景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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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稳定，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在本地能够达到最大的

绿化景观效果。

3.3 珍贵性
乡土树种中相当一部分在目前处在濒危状态，是珍贵

稀有植物，你像目前我乡的橡栗树 1 株也没有，皂荚树也就

10 来株，枳树就 1 株，需要把这些树种保护起来，加速繁殖，

作为绿化材料，既保护发展了珍稀树种资源，又能提高人们

的生态环境意识。

3.4 经济性
乡土树种对本地的环境适应性较强，繁育、栽植成本

较低，生态效益明显。

3.5 历史和文化性
许多乡土树种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人文典故和历史

传说。有一句歇后语：“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黄连

就是黄连木。

3.6 独特性
有些乡土树种具有独特性，通过自然的生长，世界独

一无二，像 3 株黄连木和 2 株柘树生长在一块，形成两种树

木丛生在一块。例如，我们称的“树坚强”，1 株 15cm 楝树，

根茎从 1.5m 处砖山下扎根到土壤里，外漏 3 个根茎有 1.5m

长，让人看了感到自然力量的伟大等 [3]。

4 乡土树种消失的原因

4.1 乡土树种生存的空间较少，随意砍伐严重
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伴随

着农户拆迁，民房改造新建楼房，农村四旁的乡土树种遭到

大量的砍伐，不砍伐影响建房或土地复垦，致使许多乡土树

种濒临绝迹。乡土树种被砍伐后利用粗放，绝大多数为利用

价值低的薪材和包装箱原材料，只有极少数部分作为高价值

的家具材料使用。例如，一棵 15cm 的枳树生长需要 80 年

左右。笔者第一次见到枳树时，这个树差一点被树贩子给砍

伐卖材，最多值 3 元钱，如果不是保护及时，真是非常可惜，

枳树在这几十年见证了多少历史的变迁。因为农民新建房全

部是楼房，院落硬化，不需要栽植树木，也没有栽植树木的

地方。以前的村庄大部分都是砖瓦房，一个小院，房屋占地

面积较小，一般是三分地，院落、房前屋后可以栽植树木。

栽植树木可以防风、防热，有经济效益 [4]。现在盖的都是楼

房，房屋占地比较大，院落硬化，没有栽植树木的地方，没

有树木栽植的空间。真是以前村庄树木绿油油一片，现在是

楼房一片，树木不见。

二是外卖。一些苗木贩运户为了牟取暴利，随意挖掘

乡土树种外卖，农民对于保护乡土树种的意识较差，认为只

要有经济价值就卖，导致优质乡土树种急剧减少。乡土树种

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栽培种植，与外来树种相比具有诸多

的优势，应该在当地的园林绿化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可是不

少地方在园林绿化中对乡土树种的利用并不充分。

4.2 随着沟河塘的治理、清淤，许多沟河塘边的树

木也消失殆尽
农村沟河塘的清淤、治理，以前自然生长的乡土树种

被砍伐殆尽。而随着木材价格的便宜，农民对于栽植乡土树

种的积极性几乎没有，清淤之后再也没人栽树。政府花钱栽

树，影响群众种植农作物，群众也不让它存活 [5]。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复垦项目的实施，农村老旧村庄逐渐消

失，代之而来的就是树木的消失。从相关报道得知，中国每

年消失的村庄 7000 多个，每天消失 20 多个村庄，也意味着

每天要消失许多乡土树种 [6]。

4.3 保护乡土树种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乡土树种资源逐渐减少，许多树种濒临灭绝，而且每

天都有许多乡土树种不断消失。因为树贩子每天都在不停地

伐树赚取经济利益，而群众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经济利益，看

不到社会和生态效益，目前植树的经济效益较低，周期较长，

赶不上种植农作物的经济效益，所以伐了之后群众再也不会

自发地栽植树木，同时群众也没有保护树木的意识，像橡栗

树我们乡一棵也没有，皂角树也就 10 株左右，臭椿也很少

见，柘树也就 10 多株。因此，保护乡土树种刻不容缓，具

有很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道路绿化的程度以及效果不仅关

系到一个城市的市容市貌，而且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也有很大

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水平的飞速发展给环境造成了

一定程度的破坏，因而中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生态

林业建设作为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但在生态林业建设工

作中，部分单位存在过于形式化的情况，只按照中国相关明

文规定进行建设工作，缺少根据实际情况深入分析，致使生

态林业建设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效果。事实上，利用乡土树种

进行生态林业建设也是可行的。

5 保护乡土树种最有效的措施——筹建乡土
树种公园

乡土树种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度采伐

乡土树种可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保护乡土树种就是

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从社会发展的速度来看，房前屋后等四旁的乡土树种

生存的空间很小，保护乡土树种最好的方法就是集中保护，

把群众需要卖掉的乡土树种收集一块，统一保护起来，筹建

乡土树种公园。于是马寨乡就筹建了这样的一个公园，该公

园位于马寨乡的东大门宋寨村王庄，初步规划占地 200 亩，

80 余种乡土树种，约收购乡土树种 2000 余株，建设 80 余

种乡土树种公园 [7]。主要目的有五点：

一是保护乡土树种的多样性，使濒临灭绝的树种得到

有效保护和发展。目前乡村的乡土树种马寨仅存的也不过

40 多种，有的树种也只是一株两株的，通过集中保存、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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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濒临灭绝的乡土树种能够有效扩大。

二是进行科普教育，普及林业知识。有些树种我本人

作为一个林业工作者也没见过，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更没见

过，通过集中保护乡土树种，能够更好地对青少年开展林业

科普知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自然的魅力，了解更多

的林业知识。

三是发掘园林文化底蕴，丰富园林绿化内容。有些乡

土树种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自然生长，长成世界独一无

二形状，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的美丽，生命的顽强；有些古老

的乡土树种通过时代的变迁，见证了历史的痕迹，形成了美

丽的传说和典故，让人们浮想联翩陶醉于传说和典故的情景

之中。

四是促进生态效益的建设，有效改善人居环境。记得

一位科学家这样描述一棵大树的作用，一棵大树就是一把

伞、一架抽水机、一个吸尘器、一台增氧机、一台吸毒器，

同时它还是良好的消音器。你想想，我们这 2000 余株大树

的作用有多大，我想对当地小气候环境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五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我

们要把保护与人们休闲娱乐结合起来，把一种树种建设一个

公园，配上卡通说明，对该树种进行简单的介绍，让人们在

休闲娱乐的同时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目前已抢救收购 200 余株树木，有榔榆、朴树、枣树、

柿树、楝树、构树、檀树、柘树、黄连木、银杏、国槐、皂

角、棠梨、乌桕、丝棉木、杜仲、枫杨、香椿、拐枣子、无

患子、枳树、梓树等 20 多种。相信通过我们的进一步努力，

2022 年应该初具规模 [8]。

6 传承乡土文化

每种乡土树的树种都有它的来历和传说，充分挖掘它

们的历史典故和传说，使人们认识到乡土树种的珍贵和价

值。同时收集农村的农耕、农具、农物，向人们展现以前的

农耕文化，让人们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勾起人们对历史的

美好回忆和遐想，从而使乡土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像

柿子的由来，“南静川中木叶红”这是宋初著名诗人王禹称

贬官商州时之咏商名句，“木叶红”指的就是商州秋天漫山

遍野的柿子树，说明柿树有上千的历史记载。枣树的历史记

载更早，据说是唐朝将军罗成庆云县的唐枣树下休息并摘此

枣吃，清代康熙元年庆云知县卢元培作诗赞此事“半亩清阴

俯碧川，沧桑历尽势参天。繁枝自抱风云色，贞干宁辞冰雪

缘。高士结庐容啸傲，将军屏坐寄流连。聊珠而后知盈箧，

绝胜南华第一篇。”十河朴树神奇传说：十河朴树是十河

镇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河集南、南北大街之西的小河

畔。朴树树龄有 410 多年，树高 28m，胸高直径 217cm，冠

幅 25m。为淮北平原少有的参天巨树。当地人称之为古榆树，

把它当成神树，并有许多传说，多有人在其树下焚香求福。

此外，该树过去还因树干中央有坑，状若“井”，盛满雨水后，

被好事者放入鱼儿饲养的事，被传为“树上有井、井中有鱼”

的传奇 [9]。

多乡土树种都有神奇传说和历史典故，让人们感受大

自然美丽同时又能传承着乡土文化气息。为了确保乡土树种

在城市园林景观中发挥作用，在本次应用浅析中重点分析乡

土树种的概念、乡土树种在园林景观中的优势以及在应用中

容易出现的状况，提出乡土树种在城市园林景观中合理应用

对策，从而促进城市园林景观的合理化建设，为马寨乡筹建

乡土树种公园提供参考。

7 结语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乡土树种在景观设计中的应

用越来越普及，独具特色的“乡土”风，备受关注。乡土树

种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最直观、最经济、最特色的树种被

引用。保护乡土树种是对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的一种保护，

也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种保护，更是对乡土文化的一种

传承。作为年轻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立即行动起来参与到

保护乡土树种中来，使那些濒临灭绝的树种得到更好的保护

和生长，也为传承乡土文化提供一个良好的载体 [10]。乡土

树种含义明确，尽人皆知，却难于判定。为了提高乡土树种

的判定能力，从分析乡土树种概念及其应用价值入手，研究

了树种俗名的命名原因、命名方式，认为俗名具有与文献记

载相同的记录价值，可以用作乡土树种判定标准，并简略定

义乡土树种为土生土长有土名的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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