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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城市园林绿地中乡土植物的应用及其群落构建是体现地方特色景观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节约型园林

的必由之路&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环湖老公园与钱江新城%下沙新城新建公园的乡土木本植物为对象#研究杭州

城市园林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群落结构特征&结果表明'目前杭州园林植物群落中存在物种组成简单#乡土木本

植物种类偏少%配置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新建公园问题更加突出&针对这些问题及杭州市自身的特点#

重点推荐具有观赏价值和应用前景的乡土木本植物种类#并提出构建杭州地域特色节约型园林的建议&

关键词!乡土木本植物$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城市园林绿地$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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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资源与能源的日益紧张&走节约型园

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城市园林发展的必由之路'

植物是城市园林中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构成要素&通

过对园林中植物群落的合理搭配来营建生态与艺术

高度统一的城市园林&不仅能为人们创造自然宜居

的生存环境&还能对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

要的作用'乡土植物&尤其是乡土木本植物&因其具

有适生生态性强)性价比高)管理便利等优点&在构

建地带性植物群落)体现地方特色景观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也是构建节约型园林)优化园林植被生态

服务功能)实现园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材料*

$

+

'

杭州是国际知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

市&其卓越的园林植物景观历来被人们所称道&也是

众多专家学者)硕博学位论文研究的热点所在'杭

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于
$DF$

年对杭州园林建设
!#

多年的植物配置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编著了

/杭州园林植物配置0专辑'近年来对杭州园林植物

景观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园林植物景

观发展历程研究*

"6!

+

,

L

%代表性公园绿地植物群落分

析*

A6C

+

,

5

%园林植物种类应用现状与选择研究*

M6D

+

,

K

%园林绿地植物空间营造分析*

$#

+

,

0

%园林绿地综合

效益$包括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美学价值等%研

究*

$$6$!

+等'这些研究的开展&对于杭州园林植物景

观的现状总结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湖风景区内&对

杭州城市园林绿地较少涉及,此外&这些研究对乡土

植物&尤其是乡土木本植物在城市公园中的应用方

面尚未涉及&而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

!

研究对象&地点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乡土植物是指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及物种演替

后&对某一特定地区具有高度生态适应性的自然植物

区系成分的总称*

$A6$%

+

'由于乡土植物经过了长期的

自然选择和淘汰&可以很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

等自然条件&其自然分布和种群动态也适应了该地区

的生存环境'以乡土植物为主构成的植物群落具有

较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是维持当地生物多样性

的根本基础&为当地的城乡环境提供了巨大的生态价

值&部分物种甚至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根据地

理尺度的不同&乡土物种可以划分成世界性乡土物

种)国域性乡土物种和地区性乡土物种等
!

个类型'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杭州的地区性乡土植物种类'

国家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UV

-

7

%#%C!

.

"#$#

%0中规定!城市园林绿化
Q

级水平&要

求本地木本植被指数达到
#?D#

以上'其中&本地木

本植物定义为!"原有天然分布或长期生长于本地&

适应本地自然条件并融入本地自然生态系统&对本

地区原生生物物种和生物环境不产生威胁的木本植

物'#

*

$C

+这个定义中的本地木本植物与本文所述的

乡土木本植物的含义基本一致'作为国家园林城

市&杭州的园林绿化理应达到住建部的要求'故本文

对杭州园林绿地内的乡土木本植物的应用进行研究'

$?"

!

研究地点

杭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夏季炎

热多雨&冬季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
$C?"b

&年降水量

$!DDHH

&年均相对湿度为
F#R

左右*

$M

+

'杭州市处

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带&其东半部属钱塘江下

游)太湖平原植被片&西半部属天目山)古田山丘陵山

地植被片'植物区系的温带)亚热带区系成分的特征

显著'杭州市植物种类繁多&据统计&仅西湖山区维

管束植物就有
$MF

科)

MD#

属)

$CA#

种&木本植物有
%#D

种'其中&可用于园林造景的植物有
C%#

多种*

$F6"#

+

'

/杭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B"#"#

%0中指

出&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绿地是杭州城市绿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的基地&同时

也承担着城市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的功能'因此&本

研究的调查地点包括风景区和城区两部分&其中西

湖风景名胜区包括花港观鱼)太子湾)柳浪闻莺)曲

院风荷)杭州花圃等
%

个环湖公园&这些公园都是具

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植物景观的老公园,城区内包括

钱江新城的杭州
PV[

公园)钱江新城森林公园&以

及下沙新城的高教西公园)高教东公园等
A

个公园&

这些公园都是近年来新建公园的代表$表
$

%'

表
!

!

调查的杭州
*

个公园的概况

位置 名称 建成时间 面积-
/H

"

西湖

风景区

花港观鱼公园
$DCA !#

太子湾公园
$DFD MC

柳浪闻莺公园
$D%D "$

曲院风荷公园
$DF% "F

杭州花圃
$D%A "C

杭州城区

杭州
PV[

公园
"##F "C

钱江新城森林公园
"##A $$

下沙高教西公园
"##% $C

下沙高教东公园
"##M D

$?!

!

研究方法

对
D

个公园内的植物群落进行实地调查&采用

典型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公园内抽取公园面积
$R

的样地&在样地内设置
$#HT$#H

样方&分别调

查)记录了样地中的乔木种类)灌木种类)乔灌木数

量)灌木覆盖面积等'通过对野外调查数据的统计&

计算出乡土木本植物的物种应用频度与多度'

频度
`

$某物种出现的样方数-样方总数%

T$##R

'

多度
`

*样方中某物种的个体数$乔木%或覆盖

面积$灌木%-样方中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乔木%或覆

盖面积$灌木%+

T$##R

'

'

!

结果与分析

"?$

!

乡土木本植物种类

根据调查统计&

D

个公园共有常用园林树木
$MD

种&隶属于
%F

科
$$!

属&分别占杭州西湖山区植被现

有木本植物种数的
!%?$MR

&占现有维管束植物种数

的
$#?D$R

'由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内除杭州植物园外

其他的整个园林物种应用总数约在
!%#

种以下$包括

草本植物%

*

A

+

&而西湖风景区内的公园又是整个杭州园

林生物多样性水平最高的区块&因此本次调查发现的

$MD

种乔灌木基本上已囊括了杭州园林绿地中常见的

具有代表性的乔灌木种类'而在这
$MD

种园林树木

中&属于乡土植物的有
$#C

种&仅占西湖山区木本植物

的
"#?F!R

)占维管束植物的
CeACR

&与杭州本地丰富

的野生植物资源相比&乡土树种的应用数量远远不足'

对杭州
D

个公园的乡土树种与外来引进树种的

统计结果显示!乡土木本植物的应用在乔木树种中

占
CD?!%R

&灌木占
%!?F%R

&可见应用比重还是较

大的$见表
"

%'同时&乔木作为植物群落的骨干&还

是以乡土植物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不足之处也很明

显&在
$#C

种乡土植物中&所含种数较多的科集中在

蔷薇科$

$"

种%)木犀科$

C

种%和木兰科$

%

种%&其他

科被含种数极少'这样的数量比例显然与天然植被

的物种组成结构和植物多样性的均匀性原则不符&

造成树种的单调和配置的重复'

这
$MD

种园林树木中&风景区公园有
$"F

种&而杭

州城区公园有
$$M

种&园林树木种类大体相当'但调

查表明&风景区公园内乡土植物有
F$

种&占树种总数

的
C!?"FR

,而城区公园内乡土植物仅有
C#

种&占树种

总数的
%$?"FR

'另外&由于风景区公园建设较早&而

城区公园多为近年新建或改建&更多外来引进的新优

品种在城区园林绿地的建设过程中开始逐渐替代一些

原有的乡土植物&这些新优品种对乡土植物的冲击尚

未包含在本次调查所得的数据中'由此可见&近年杭州

城市园林绿化中外来木本植物的应用比例已越来越大'

CF"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报
"#$%

年
!

第
!!

卷



表
'

!

杭州
*

个公园调查样地各层次植物来源统计

树种类别
乔木

数量 比例-
R

灌木

数量 比例-
R

小计

数量 比例-
R

乡土树种
A! CD?!% C! %!?F% $#C %D?""

外来引进树种
$D !#?C% %A AC?$% M! A#?MF

合计
C" $##?## $$M $##?## $MD $##?##

"?"

!

主要乡土木本植物频度与多度

杭州城市公园乡土木本植物利用率低不仅体现

在植物种类上&同时也体现在某些地段上对一些物

种应用的集中度上'由表
!

可知&乔木层应用频率

达
"#R

以上的乡土树种仅有香樟
F,669E5E4E

R9E

Y

J5P9

)秃瓣杜英
;/9-5R9P

Y

4N

7

/9LP,

Y

-#9/4N

)无

患子
G9

Y

,6M4NN9

Y

569P,9

)垂柳
G9/,&L9L

'

/56,R9

等
C

种&其中&应用频度达
%#R

以上的乡土树种仅

有香樟一种&而其他数十种乡土树种的应用频率很

低'同时&外来引进树种的应用频率也普遍不高&这

表明杭州园林绿地植物群落上层植物的应用比较

单调'

表
$

!

杭州
*

个公园调查样地乔木层主要树种频度

频度
A

-

R

乡土乔木树种 外来引进乔木树种

A

%

%#

香樟
B

A#

$

A

#

%#

秃瓣杜英 广玉兰)悬铃木

!#

$

A

#

A#

无患子)垂柳 水杉)黑松

"#

$

A

#

!#

玉兰)银杏
B

A

#

"#

圆柏)合欢)枫香)二乔玉兰)朴树)珊瑚朴)全

缘叶栾树)榔榆等
!M

种

乐昌含笑)落羽杉)湿地松)雪松)美国鹅掌楸)白

皮松等
$%

种

!!

由表
A

可知&灌木层应用频度达
"#R

以上的乡

土树种仅有桂花
3NE96#J4N

A

P9

7

P96N

)南天竹

*96M,69M5E-N#,R9

)鸡爪槭
2R-P

Y

9/E9#E

等
$!

种'应用频率达
"#R

以上的乡土树种主要以常绿

小乔木和灌木为主&其他大部分乡土树种应用频率

很低'但相比乔木而言&灌木乡土树种与外来引进

树种的应用更加丰富&因此&能营造出更加丰富多彩

的群落中下层'

表
)

!

杭州
*

个公园调查样地灌木层主要树种频度

频度
A

-

R

乡土灌木树种 外来引进灌木树种

A

%

%#

桂花)南天竹)鸡爪槭
B

A#

$

A

#

%# B

毛白杜鹃)火棘

!#

$

A

#

A#

红花
$

木 罗汉松)日本五针松)美人茶

"#

$

A

#

!#

枸骨)杜鹃)紫薇)碧桃)山茶)紫荆)黄杨)

中华常春藤)海桐

夹竹桃)云南黄馨)红枫)八角金盘)洒金东瀛珊瑚)

珊瑚树)花石榴

A

#

"#

龙柏)无刺枸骨)瓜子黄杨)腊梅)梅花)珍

珠绣线菊等
%#

种

含笑)紫叶李)垂丝海棠)迎春)日本晚樱)樱花)茶梅)

金丝桃等
A"

种

!!

从图
$

)图
"

可以看出&虽然杭州的乡土木本植物

资源非常丰富&但各物种的应用不均衡&个别物种存在

大量应用的现象&如乔木层的香樟与秃瓣杜英&灌木层

的南天竹与鸡爪槭等&多度都远远高于其他树种'

图
$

!

调查样地乔木层多度排名前
$#

的乡土树种

图
"

!

调查样地灌木层多度排名前
$#

的乡土树种

"?!

!

植物群落结构

城市公园内植物生态群落一般是乔木
O

灌木
O

草本的搭配&但群落内树种数量尤其是乡土树种普

遍较少&且植物物种都较为固定'这种单调的植物

MF"

第
"

期 卢
!

山等!乡土木本植物在杭州园林植物群落营建中的应用



群落结构形成的生态群落相对比较脆弱&更易受到

病虫害和不良气候的影响&需要人工长期养护管理&

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无法达到节

约型园林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城市园林中常

用鸡爪槭)红枫
2R-P

Y

9/E9#4E

6

7)'

f

()

f

()0(H

7)

羽毛枫
2%

Y

9/E9#4E

6

[2::05)(H

7等外来彩叶树种

和桂花)银杏等乡土树种来营造群落四季景观$表

%

%&但过度使用这种单调的园林植物搭配也极易造

成审美疲劳&使园林绿化效果难以满足人们的审美

需求'

表
&

!

杭州城市公园常见植物群落配置模式

序号 植物群落配置

$

雪松
B

樱花

"

雪松
O

香樟
O

广玉兰
B

鸡爪槭
O

枸骨
O

红花
$

木

B

南天竹
O

沿阶草
O

麦冬
O

络石

!

香樟
O

合欢
O

麻栎
O

玉兰
B

鸡爪槭
O

红枫
B

毛白

杜鹃
O

迎春
O

沿阶草
O

麦冬

A

秃瓣杜英
O

银杏
B

桂花
B

洒金东瀛珊瑚
O

中华常

春藤

%

水杉
O

池杉
O

落羽杉
O

广玉兰
O

棕榈
B

红枫
O

鸡

爪槭
O

桂花
B

洒金东瀛珊瑚
O

八角金盘
O

毛白杜

鹃
O

南天竹
O

阔叶十大功劳

C

香樟
O

圆柏
O

水杉
B

南天竹
B

龟甲冬青
O

吉祥草

$

!

讨论与建议

调查发现&与杭州西湖山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

源相比&城市公园绿化中存在着乡土木本植物应用

种类较少)树种利用率低)季相景观单调等问题'

总体而言&杭州城市园林绿地中应用的乡土乔

灌木种类单一'乔木层中&主要集中在香樟)垂柳)

无患子)秃瓣杜英等乡土树种上&且杭州市树香樟和

秃瓣杜英这两种常绿乡土树种的应用频率与多度极

高&其他应用频率与多度较高的为落叶乡土树种&如

垂柳)无患子)银杏
:,6>

7

5L,/5L9

)玉兰
D9

7

65/,9

M-64M9#9

等&而苦槠
F9N#965

Y

N,NNR/-P5

Y

J

'

//9

)浙

江樟
F,669E5E4ERJ->,96

7

-6N-

等自然植被中的

重要常绿树种应用却较少'灌木层中&应用较多的

主要集中在杭州市花桂花)鸡爪槭)南天竹等乡土树

种上&而绿化效果同样好的小蜡
",

7

4N#P4EN,6-6N-

)

野蔷薇
?5N9E4/#,

A

/5P9

)厚皮香
(-P6N#P5-E,9

7'

E696#J-P9

)披针叶茴香
)//,R,4E/96R-5/9#4E

等

本地原生乡土植物却应用相对较少'这样的植物群

落配置对于形成丰富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园林植物

景观&以及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都是十分不利的'

同时&植物群落结构的单调同样很难保证群落内部

生物的健康生长和群落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形成城

市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保护屏障'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苗木生产的问题'

从野生植物到苗木产品&其中需要付出很大的人力)

财力和时间成本&因此&很多优秀的乡土木本植物尚

处于"养在深闺无人识#的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开

发'另一方面&很多苗木生产者缺乏苗木发展长远)系

统性的规划&盲目跟风&盲目生产&没有充分考虑到苗

木生产的滞后性&导致大量苗木品种的雷同和滞销'

此外&园林设计上亦存在问题'由于指导思想或

设计理念上的落后&设计者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等

的不足&导致当前园林设计中存在着"快餐式生产#的

怪现象&以追求短平快的经济效益为目的&在极短的

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捷径手

段&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就导致很多园林设计方

案中移花接木)复制粘贴成了常用手法&设计者不考

虑因地制宜地选择与配置植物&往往直接套用其他现

成的方案&从而导致植物种类的单调与重复'

不少现代人有"崇洋媚外#的思想&对乡土树种

存在诸多的偏见&认为外来的都是好的&错误地将外

来引进植物作为城市绿化中的骨干*

"$6""

+

'城市园林

绿化中的乡土植物与外来引种植物相比&具有较高

的性价比)较强的生态效益)较高的社会效应等优

点'此外&在有限的绿地上&通过丰富多样的乡土植

物构建景色各异的植物群落&可提高城市绿地景观

与生态效益&符合国家关于建设节约型园林绿地的

有关精神和要求'有鉴于此&提出以下几点相关的

建议供业内人士参考'

!?$

!

加强乡土植物的资源开发与应用

杭州市野生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具有较好观赏

性的种类也非常繁多&而城市绿地中实际应用的种

类却很少&只是局限在香樟)垂柳)无患子)秃瓣杜

英)南天竹)桂花)鸡爪槭等少数几种植物上'杭州

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气候四季分明&拥有丰富的独具

观赏价值的乡土木本植物可供利用'

+

%观叶树种!金钱松
@N-4M5/9P,&9E9L,/,N

)鹅

掌楸
",P,5M-6MP56RJ,6-6N-

)凹叶厚朴
D9

7

65/,9

5

AA

,R,69/N::

f

?L,/5L9

)三角槭
2R-PL4-P

7

-P,964E

)

秀丽槭
2%-/-

7

96#4/4E

)臭椿
2,/96#J4N9/#,NN,E9

)

全缘叶栾树
=5-/P-4#-P,9L,

Y

,669#9

)三叶木通

2>-L,9#P,

A

5/,9#9

等'

L

%观花树种!中华绣线菊
G

Y

,P9-9RJ,6-6N,N

)郁

李
F-P9N4N

I

9

Y

56,R9

)短梗稠李
@9M4NLP9RJ

'Y

5M9

)水

榆花楸
G5PL4N9/6,

A

/,9

)卫矛
;456

'

E4N9/9#4N

)圆锥

FF"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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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
1

'

MP96

7

-9

Y

96,R4/9#9

)伞形绣球
1%RJ,6-6N,N

)

野珠兰
G#-

Y

J9696MP9RJ,6-6N,N

)马银花
?J5M5M-6MP56

5T9#4E

)米饭花
K9RR,6,4,E E96M9P,65P4E

)金银木

"56,R-P9E99R>,,

)五加
;/-4#J-P5R5RR4N65M,

A

/5P4N

)轮

叶 蒲 桃
G

'

S

'7

,4E

7

P,

I

N,,

)虎 刺
O9E69R96#J4N

,6M,R4N

)杜茎山
D9-N9

I

9

Y

56,R9

)朱砂根
2PM,N,9

RP-69#9

)荚
%

K,L4P64EM,/9#9#4E

等'

5

%观果树种!浙江冬青
)/-&SJ-

I

,96

7

-6N,N

)山茱

萸
F5P64N5

AA

,R,69/,N

)野山楂
FP9#9-

7

4NR46-9#9

)南方

红豆杉
(9&4NX9//,RJ,9699+)?E9,P-,

)香榧
(5PP-

'

9

7

P96M,N

)三 尖 杉
F-

Y

J9/5#9&4N

A

5P#46-,

)粗 榧
F%

N,6-6N,N

)老鸦柿
O,5N

Y'

P5NPJ5EL,

A

5/,9

)浙江柿
O%

7

/94R,

A

5/,9

等'

K

%造林树种!甜槠
F9N#965

Y

N,N-

'

P-,

)米槠
F%

R9P/-N,,

)青冈
F

'

R/5L9/965

Y

N,N

7

/94R9

)赤皮青冈
F%

7

,/T9

)青栲
F%E

'

PN,6,

A

5/,9

)石栎
",#J5R9P

Y

4N

7

/9L-P

)

短尾石栎
"%LP-T,R94M9#4N

)木荷
GRJ,E9N4

Y

-PL9

)红

楠
D9RJ,/4N#J46L-P

7

,,

)浙江润楠
D%RJ->,96

7

-6N,N

)

刨花楠
D%

Y

94J5,

)香叶树
",6M-P9R5EE46,N

)杜仲

;4R5EE,94/E5,M-N

)毛红椿
(5569R,/,9#9 9+)?

Y

4L-NR-6N

)连香树
F-PR,M,

Y

J

'

//4E

I

9

Y

56,R4E

)马

尾松
@,64NE9NN56,969

等'

实际上&乡土树种大多景观效果好&具有较高的

抗逆性和适应性&且容易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在城

市绿化中具有更好的生态和经济价值'放弃乡土植

物而多应用外来植物&收到的景观效果并不一定比

乡土树种好&同时外来种在成本方面也比乡土植物

大&后期的养护管理难度也相应加大*

"!

+

'

因此&在城市园林绿地建设中&应把乡土植物&

特别是乡土木本植物&作为绿化基础材料&根据各地

区的不同风貌特色&选取不同的植物进行配置&形成

地域特色风貌'特别是在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公

园&更应大量栽植乡土植物'多利用这些生长状态

非常好的植物来创造杭州的特色景观&这不仅可以

增加城市绿量&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生态功能&提高

城市绿地空间利用率&也可以向公众宣传当地原生

乡土植物&增加公众对乡土植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持&

同时也符合国家关于建设节约型园林的要求'

!?"

!

师法自然构建"近自然植物景观#

利用乡土植物构建群落时&应当以营造"近自然

植物景观#为目标'近自然植物景观的理念来自林

学"近自然林业#理论'该理论是一种遵从自然法

则&充分利用自然的综合生产力来经营森林的思想&

对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近自然植物景观#是一种城市园林绿地建设和

植被生态恢复的新理念和新技术&其核心思想是以

生态学的群落结构)演替)种间关系等基本理论为依

据&以潜在的顶极群落为目标&选择乡土树种&通过

人工营造与自然生长的完美结合&营造群落结构完

善)物种多样性丰富)生态效益高)趋于稳定状态)后

期完全遵循自然规律的"低养护#甚至"免养护#绿

地*

"A

+

&是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近自然植物景观设计包括以下
!

方面核心

内容'

+

%植物景观的规划设计

城市园林植物景观的规划设计决定着最终的景

观效果和功能发挥'在进行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规划

设计时&应遵循实用性原则&以植物景观的主要功能

为导向&模拟自然潜在植被类型&在"师法自然#的基

础上&兼顾城市的特点和使用者的需求'

L

%园林绿化植物的选择

植物种类选择是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营造的基

础&因此&要遵循生态优先)节约为本)凸显文化的原

则'具体来说&就是选择生态效益高)养护成本低)

抗旱节水)能够适合本地生境条件的乡土树种,此

外&可以增加一些名贵或珍稀的植物种类&从而提高

绿地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

5

%园林绿化植物的配置

在进行植物配置时&特别要注意群落的种间关

系&包括植物与植物之间的关系)植物与动物之间的

关系两个方面'在具体的配置过程中&应当遵循"生

态位#原则&注重群落空间的合理搭配&充分利用空

间资源&构建以乡土木本植物为主体)乔木树种为骨

架的乔)灌)草复层混交群落&构建城市近自然园林

植物群落&同时为动物)微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

!

科学谨慎地选用外来树种

加强乡土树种选育与开发是保护城市生物多样

性)打造地域城市绿化特色的根本途径'但是&一个

地区的乡土树种种类是有上限的&而外来植物资源

却源源不断)逐年递增'因此&单纯依靠加强乡土树

种的数量与比例&不能完全解决城市生物多样性偏

低)绿化效果单调等问题&也无法满足人们对城市园

林绿化日益增长的要求&必然要依靠外来木本植物

的引入'这就涉及到外来植物&特别是新优品种的

引种驯化)风险评估)应用监测等问题'外来植物引

种驯化几年后&若其在本地正常生长&并能完成生活

史&则可列入驯化种名录&发挥其丰富城市植物景

观)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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