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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天府新区视察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的全新理念。公园

城市的提出推进了城市“转型升级”和“治病健体”的进程，

体现了对人居环境建设的高度重视 [1]。这几年来，成都围绕

“公园城市”进行了系列规划和建设，将熊猫故乡、天府

绿道、大运会等元素融汇其中，以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城市园

林。植物作为景观四大元素之一，在公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论文选取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以下简称成都市）锦城

公园、桂溪公园、东湖公园、望江楼公园、茶文化公园、漫

花庄园、活水公园、浣花溪和植物园 9 大公园为例，通过调

查公园内常见植物构成及应用形式，分析阐述典型植物配置

模式，比较不同绿地类型（公园）植物组成及植物模式差异，

以期为“公园城市”建设中的景观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意见。

2 调查区域概况

本次调查选取成都市8大公园不同绿地类型进行分析，

公园区位分布详见图 1。

锦城公园位于成都市益州大道锦悦西路口，公园占地

2400 亩（1 亩 ≈666.67m2），是成都六大湿地公园之一。

桂溪公园占地约 1800 亩，以“运动活力，休闲时尚”

为主题定位，是锦城绿道项目开发最早的区域。

东湖公园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定位以自然式为主，内

有艺术馆、美术馆、剧场等建筑，将自然与艺术巧妙融合。

望江楼公园坐落在成都东门锦江南岸，作为成都老牌

历史文化公园，以竹闻名，内部多亭台楼阁等建筑，古朴 

雅致。

茶文化公园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是成都市首个以茶文

化为主题的市政公园，内种植了品种繁多的茶树。

漫花庄园位于新都区蜀龙大道，以“乐享花生活”为

主题，是成都近郊特色鲜明、功能复合、规模较大的赏花目

的地。

活水公园是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综合性环境教育公园，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占地约 24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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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花溪公园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以杜甫草堂的历史文

化内涵为背景，集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古典园林和现代建

筑艺术于一体。

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1 成都市公园常见植物构成

3.1.1 主要树种及园林应用形式
经过对研究区域树种的调查统计，发现成都市公园常

见的园林树种为黄葛树、玉兰、鸡爪槭、银桦、罗伞、萝芙木、

枫香、含笑、贴梗海棠、水杉、国槐、椤木石楠、杜英、桂花、

皂荚、栓皮栎、山樱、鹅耳枥、广玉兰、亮叶桦、栀子皮、

朴树、灯台树、槲栎、小叶榕、香樟、雪松、银杏、珊瑚树、

三角枫、五角枫、叶子花、艳山姜、迎春、枫杨、栾树、喜

树和银木。

主要树种的园林应用形式有以下四种。

①孤植。

孤植是园林中树木配置的一种种植方式 。主要表现树

木的个体美 ，包括树冠、颜色、姿态等。孤植树的构图位

置应突出 ，常配置于大草坪、林中空旷处 [2]。

在本次调查发现，主要应用于孤植的树种有皂荚、玉兰、

鸡爪槭、银桦、罗伞、鹅耳枥、广玉兰、亮叶桦、夹竹桃、

曼陀罗、南方红豆树、楨楠和柑橘树等。

②对植或列植。

列植也称带植，是指成行、成带栽植树木的形式。行

列栽植宜选用树冠体形比较整齐的树种，如圆形、卵圆形等，

而不宜选枝叶稀疏、树冠不整的树种 [3]。

在本次调查发现，主要应用于列植的树种有萝芙木、

枫香、含笑、普贤象、贴梗海棠、湖北海棠、椤木石楠、巴

西野牡丹、栀子皮、灯台树、槲栎、椤木石楠、桃叶珊瑚、

小叶榕、黄葛树、银杏、枫杨、栾树、喜树和银木等。

③丛植或聚植。

丛植即几株同种或异种树木不等距离地种植在一起形

成树丛效果。在丛植形式中，树丛是种植构图上的主景 [4]。

在本次调查发现，主要应用于丛植或聚植的树种有栓

皮栎、棣棠、白梨、美人梅、山樱、红笠、珊瑚树、三角枫、

五角枫、叶子花、艳山姜、迎春、竹柏、紫叶李、花叶冷水花、

锦绣杜鹃和绣球等。

④其他。

作为藤本装饰景观廊架常选择紫藤、重瓣百里香、藤

本月季为主。

3.1.2 主要花境植物分析
经过对研究区域树种的调查统计，发现成都市公园主

要花境植物有美女樱、美人蕉，麦冬，肾蕨、鸡爪槭，马缨

图 1 公园绿地调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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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百子莲、绣球、茅、艳山姜、鹤望兰、花叶芦竹、针茂、

金边玉簪、松果菊、迷迭香、佛甲草、狼尾草、菖蒲、月季、

天竺葵、金叶女贞、凤仙花、藿香莉和秋海棠等。

3.2 成都市公园典型植物配置模式
结果发现园林植物配置模式为乔木+草本、灌木+草本、

乔木 + 灌木、乔木 + 灌木 + 草本和花境五种。

常见的花境植物配置有花叶芦竹 + 针茂 + 金边玉 

簪 + 松果菊、迷迭香 + 佛甲草 + 狼尾草 + 菖蒲、月季 + 天竺 

葵 + 金叶女贞、凤仙花 + 藿香莉 + 秋海棠等。

常见乔木 + 草本或乔木 + 灌木 + 草本植物配置有麦 

冬 + 樱花 + 腊梅 + 栾树、枫香 + 麦冬 + 杜鹃 + 玉簪、麦 

冬 + 杜鹃 + 芭蕉 + 鸡爪槭、麦冬 + 杜鹃 + 山茶 + 樱花、

罂粟 + 无刺枸骨 + 樱花、麦冬 + 红叶石楠、金钱草 + 黄菖 

蒲 + 旱金莲 + 矮牵牛 + 日本晚樱、麦冬 + 无刺枸骨 + 樱花、

红花檵木 + 香樟、鸢尾 + 柳树 + 香樟、麦冬 + 二月兰 + 水杉、

麦冬 + 十大功劳 + 樱花、麦冬 + 杜鹃 + 红花檵木 + 鸡爪槭、

南天竺 + 杜鹃 + 鸡爪槭。

3.3 成都市不同绿地类型（公园）植物组成及植物

模式差异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不同公园的植物组成及植物模式

有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①因功能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植物园作为植物普及植

物科学知识并提供群众游憩的园地，植物种类相对丰富，植

物模式多以专类园为主，多聚植和丛植；活水公园和浣花溪

等其他公园作为城市公园，树木多选用本土树种，多列植或

孤植，植物种类相比植物园较少。

②因周边环境不同导致的差异。活水公园紧邻府河，

锦城公园等湿地公园以水著称，植物多以喜水植物为主，常

有如风车草、花叶芦竹等湿生植物，这一点上与浣花溪、植

物园、茶文化公园等有所不同。

③因历史文化不同导致差异。在调查地点中，浣花溪

公园是著名的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望江楼公园以杜甫草

堂历史作为文化背景，从而在植物上更多以自然雅致的景观

凸显川西文化，更多考究植物模式的意蕴和丰富性，搭配上

更具有特色。

4 结语

根据对 9 个成都不同类型公园的植物认知和植物配置

模式的分析可知，在植物的选择上成都公园选择以乡土植物

为主，在满足景观要求的同时，充分考虑植物的生态学特性，

具有合理的乔灌草搭配，使植物群落稳定丰富，体现自然美

与科学美的巧妙融合。同时，不同的公园依照其特有的功能、

环境和历史因地制宜，打造出不同的特色与意蕴，对其他公

园设计的植物配置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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