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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主要公园春季景观植物的调查及分析

文雨晴ꎬ　 陈海霞∗

(湖南农业大学 园艺园林学院ꎬ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摘　 要:主要对长沙市 ８ 个典型城市公园绿地的春季景观植物进行调查ꎬ分别记录了春季观花、观叶以及观果植物

的观赏期及观赏特征ꎬ总结出长沙市春季观花植物的花期、花色、花相特征以及春季色叶植物和春季观果植物的观

赏特点ꎬ为长沙地区春季植物景观设计提供参考.图 ３ꎬ表 １ꎬ参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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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园绿地是城市绿地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ꎬ除了具有游憩功能以外ꎬ还能净化空气、调节小

气候条件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ꎬ植物则是城市公

园景观的主体[１ꎬ２] .园林植物是城市公园中富有生命

的动态景观元素ꎬ种类繁多ꎬ不同植物种类的形态、
色彩、芳香等美的特征各异ꎬ一些典型特征还能随

季节及年龄的变化而不同.春季是植物生命最具活

力的时节ꎬ不同植物的生命特征变化主要体现在丰

富的花形、花色、花香以及色彩多样的春芽、春色

叶ꎬ从而营造出多彩的春季景观[３ꎬ４] .通过对长沙市

８ 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公园绿地的春季景观进行调

查ꎬ探讨不同类型观赏植物在春季的观赏价值ꎬ旨
在为丰富长沙地区城市公园的春季景观提供一定

的参考依据.

１　 调查范围及方法

依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ＣＪＪ / Ｔ ８５—２００２)
对公园绿地分类标准ꎬ长沙市主要有综合公园、社
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和街旁绿地这五种类

型ꎬ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各类型公园进行调查

(见表 １).

调查方法: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 ５ 月ꎬ对不同公园的

主要春季观赏植物种类进行实地调查、拍照ꎬ将观

赏植物分为乔木、灌木、藤本和草本植物ꎬ分别记录

其物候特征、花色、叶色等.按照每个树种调查 ３ ~ ４
株ꎬ每 ２~３ ｄ 观测 １ 次的方法追踪观测常见的 ６０ 种

春季观花木本植物的花期时序变化ꎬ记录的观测指

标包括开花始期、开花盛期、开花末期等(开花始期

指全树有 ５~２５％的花开放ꎻ开花盛期指花开放达到

５０％~７５％ꎻ开花末期指全树有 ２５％ ~９５％的花瓣脱

落期) [３] .再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统计观测结果的数据.

表 １　 调查地点的分布特征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ｉｔｅｓ

名称 类型 建成时间 分布地点

湖南烈士公园 综合公园 １９５３ 年 开福区

南郊公园 综合公园 １９８６ 年 天心区

月湖公园 社区公园 ２００５ 年 开福区

晓园 社区公园 １９８６ 年 芙蓉区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专类公园 １９８５ 年 雨花区

天心公园 专类公园 １９２４ 年 天心区

浏阳河沿河风光带(西岸) 带状公园 ２０１０ 年 芙蓉区

芙蓉广场 街旁绿地 ２００２ 年 芙蓉区



２　 春季观赏植物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主要观赏植物种类组成

　 　 经实地调查统计ꎬ长沙市城市公园绿地中春季

具有典型特征的观赏植物 １７４ 种ꎬ其中观叶植物 ６８
种、隶属于 ４８ 个属ꎬ３１ 个科ꎻ观花植物 １３０ 种ꎬ隶属

于 ４０ 个科ꎬ７５ 个属ꎻ观果植物 １０ 种ꎻ观芽植物为 １３
种.长沙市城市公园中运用的主要观花类植物以木

兰科、蔷薇科、金缕梅科等为主ꎬ蔷薇科中以李属、
苹果属和木瓜属为主ꎻ木兰科以木兰属植物为主ꎬ
多年生草本植物以百合科和鸢尾科为主.观叶类植

物以槭树科、蔷薇科和木犀科为主ꎬ槭树科中以槭

树属居多ꎻ木犀科以木犀属为主.观叶的草本植物

中ꎬ禾本科植物居多ꎬ如花叶芦竹、菲白竹、菲黄

竹等.

２.２　 观花植物观赏特征分析

２.２.１　 花期变化与时序特征

植物景观具有明显季相变化ꎬ因此呈现出生机

盎然变化丰富的外貌特征.春季观花植物的物候变

化速度快ꎬ且花期遵循着“先后有序ꎬ迟早相随” 的

规律[５￣８] .调查结果表明ꎬ长沙地区春季气温回升早ꎬ
２ 月中下旬已有部分春季花木开花ꎬ如乔木类的白

玉兰ꎬ灌木类如蜡瓣花、山茶花、金钟、金合欢、结香

和迎春等(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常见春季观花植物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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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月中旬至 ４ 月上旬ꎬ绝大多数春季植物处于

开花盛期ꎬ是长沙地区整个春季植物最具观景效果

最佳的时间ꎬ花期重叠性高ꎬ其花型、花色、及花相

变化丰富ꎬ常见乔木如蔷薇科李属植物的紫叶李、
紫叶桃和碧桃等ꎻ常见开花的灌木有红色系的檵

木、红花檵木、垂丝海棠和西府海棠等均在 ３ 月中旬

前后处于盛花期(见图 ２).其中应用最多的草本植

物如二月兰、郁金香、洋水仙等均在 ３ 月中下旬相继

开花.
４ 月中旬前后ꎬ主要以白色花系木本植物为主

体ꎬ如火棘、金叶女贞、海桐等(见图 ３)ꎬ多与花色丰

富的草本植物.４ 月下旬至 ５ 月ꎬ春季观花植物由木

本类花卉转变为以草本类为主ꎬ如应用较多的波斯

菊、硫华菊、金鸡菊、美女樱、美丽月见花、角堇等.草
本植物的运用延长了整个春季景观的观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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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常见春季观花植物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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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常见春季观花植物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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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色彩分析

春季观花植物是创造春季景观的主体ꎬ合理的

色彩搭配更能引起强烈的视觉效果[９￣１３] .根据色系

进行分类ꎬ有红色系、白色系、黄色系、红色系、蓝紫

色系、多色系.在长沙城市公园绿地中ꎬ春季观花植

物有白色系 ( ３３. ８％)、黄色系 ( ２６. ２％)、红色系

(２０ ８％)、蓝紫色系(１３.１％)、其他色系(６.１％).
春季观花植物色彩分布具有一定的时间特征:２

月下旬至 ３ 月份花木类以黄色系、红色系为主ꎬ饱和

度和明度相对较高ꎬ红色花系包含粉红、淡红、紫
红、玫红等色ꎬ以垂丝海棠、贴梗海棠、碧桃、日本晚

樱为主ꎻ黄色花系包含黄、金黄、淡黄、黄绿等色ꎬ以
山鸡椒、南迎春、垂柳等为主要木本植物.以暖色调

构成主要视觉景观.４ 月份乔木花色以白色系为主ꎬ
同时搭配多色系花灌木及草本ꎬ如灌木类的牡丹、
月季、锦绣杜鹃等ꎬ草本类的主要以郁金香、石竹、
三色堇、美丽月见花等多年生花卉为主.由此可见ꎬ
在长沙地区春季观花景观主要集中在 ３ 月至 ４
月份.
２.２.３　 花相特征

所谓花相ꎬ即花木类的花以单生或花序的形式

着生在树木的枝干上ꎬ花朵在植株上着生的整体状

貌.园林树木的花相分为纯式与衬式两种ꎬ具体类型

分为密满花相、线条花相、星散花相、团簇花相等多

种形式[３] .春季观花植物的花相特征是整体春花景

观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ꎬ在春季观花植物中ꎬ以密

满花相、线条花相、覆盖花相、团簇花相为主ꎬ密满

花相主要为蔷薇科植物ꎬ如美人梅、山樱桃、碧桃、
紫叶桃、西府海棠等ꎻ线条花相如迎春、金钟、紫荆

等ꎻ覆盖花相如紫花泡桐、苦楝、丁香等ꎻ团簇花相

以木兰科植物为主ꎬ如白玉兰、紫玉兰、深山含笑等.
将以上不同花相的木本植物结合观花草本类植物ꎬ
如油菜花、郁金香、蝴蝶花、鸢尾等搭配就能形成层

层丰富的春季景观效果.

２.３　 春色叶植物和春季观果植物观赏特征分析

春季观叶植物即春色叶植物ꎬ属于彩叶树种的

范畴ꎬ是指春季新发生变化的嫩叶有显著不同叶色

的植物[４] .春色叶树种春季新发生的嫩叶呈现红色、
紫红色和黄色等ꎬ均为暖色调为主.大部分春色叶植

物存在时间短、观赏点零散ꎬ所形成的景观效果不

够强烈.充分利用春色叶观赏时期及其色彩ꎬ同春季

观花植物合理安排ꎬ也能营造出早春万物缤纷的景

观效果.观叶类植物中具有观赏价值的香樟ꎬ其观新

叶时 间 长ꎬ 叶 色 丰 富ꎬ 有 淡 红、 嫩 黄、 黄 绿

等色[４ꎬ９ꎬ１１ꎬ１３] .
长沙地区常见的主要春色叶植物ꎬ按叶色特征

分为:单色叶、斑叶类、镶边类.单色叶有 ２３ 个科ꎬ３５
个属ꎬ５３ 种ꎻ斑叶类有 ７ 个科ꎬ８ 个属ꎬ９ 种ꎻ镶边类

有 ４ 个科ꎬ５ 个属ꎬ８ 种.在单色叶中ꎬ色系以黄色系

(２６.４％)、红色系(６７.９％)、其他色系(５.７％).斑叶

类和镶边类植物叶色多为黄色或白色.常绿乔木中ꎬ
观赏时间长有香樟、桂花、石楠等ꎬ持续时间从 ３ 月

初到 ４ 月中旬ꎬ表现为红色新叶ꎻ落叶乔木有栾树、
石榴、红枫、垂柳等ꎬ大多表现为黄绿、嫩红新叶ꎬ色
彩饱和度高.

观果植物相对较少ꎬ主要有槭树科槭属的鸡爪

槭、红枫、三角枫等的翅果ꎻ阔叶十大功劳和桑科均

为浆果ꎬ以及枇杷表面被有白色绒毛的梨果.

３　 结　 语

长沙地区春季观赏植物的观赏特征具有一定

的地域特性ꎬ春季观花木本植物的种类大多为落叶

乔木ꎬ花色以白色系、红色系及黄色系为主.花期的

时序分布在 ３ 月中旬至 ４ 月中旬ꎬ花期较为集中、重
叠性高.目前ꎬ长沙市城市公园中具有较高观赏价值

的春季植物种类以蔷薇科和木兰科为主ꎬ其他种类

偏少ꎻ草本植物运用较少ꎬ粗管理、观赏效果好的多

年生植物种类单一ꎬ多以郁金香形成主题景观.此
外ꎬ具有春季观赏特征的乡土植物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ꎬ调查发现观赏价值较高的乡土植物种类多ꎬ如
山鸡椒、苦楝、油桐、毛泡桐、刺槐、山矾、檫木等乔

木ꎻ灌木类如金樱子、琼花、木绣球、白檀、杜荆、绣
线菊、木香等ꎻ草本类如如紫堇、蛇含委陵菜、通泉

草、紫花地丁、毛茛、过路黄等.因此ꎬ增加观赏效果

好的乡土植物进行植物群落设计ꎬ丰富春季景观植

物种类ꎬ形成具有湖湘地域特点的春季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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