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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白山区主要城市园林木本植物

观赏价值分析与物候调查

周 舞

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
,

吉林 通化

摘要 通过 的调查
,

研究了长白山区的通化
、

白山
、

延吉
、

吉林等 个市
、

县公园共 种园林木本植物的开花
、

结果
、

落叶
、

长叶等物候情况
。

调查植物中
,

花较显著的植物有 种
,

占全部种的
,

以观花为主的植物

种
,

花颜色主要是白
、

红
、

黄 种
,

百分比分别是
,

和
。

果较显著的植物有 种
,

占全部种的
,

以观果为主的植物 种
,

果的颜色主要是红
、

黑
、

绿 种
,

百分比分别是
,

和
。

叶

较显著的有 种
,

占全部种的 犯
,

主要观叶植物有 种
。

株型较显著的植物有 种
,

占全部种的
,

主要观株型植物有 种
。

开花时间主要集中于 月
,

结果较多的是 月
。

果实的类型多样
,

以核果
、

浆

果
、

梨果和茹果较多
。

成熟果实的颜色有红
、

黑
、

绿
、

黄等
,

其中红色和绿色果实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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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城市的市容建设中
,

园林植物占有重要

地位
,

园林植物花
、

果
、

叶等的特点
,

生长情况及其季

节变化对城市的景观功能
、

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
,

都

要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长白山区位于吉林省的东

南部
,

气候为温带和寒温带类型
,

森林覆盖率
,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

生态环境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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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
〔。

庄以前
,

人们只是对本区的野生观赏植物进

行了研完 ’闪 而对城市的园林植物
,

特别是对木本

植物物候方面的研究较少
,

至今还没有见过系统的

报道 本文旨在通过对其研究
,

为提高本地区城市

园林植物的景观功能
、

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提供第

手原始资料
,

为吉林省建设
“

生态省
” ,

发展长 白

山区的旅游事业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

属 个
,

共有 种
,

占总种数的
,

优势属

是李属
、

杨属
、

械属等
,

见表
。

表 长白山区园林木本植物生物学性状统计

属一刀科一种一主属一科一

气︺介二

种一四
生活类型

乔木

灌木

木质藤本

观花植物 观果植物 观叶植物 观 卜怕物

通

调查方法

观察对象

选择 了通化
、

白山
、

延吉
、

吉林
、

集安
、

长白
、

梅河

口 等 个市
、

县典型的公园
、

街道
、

绿地及住宅小

区
。

如通化市的玉皇山公园
、

新站广场
、

通化师范学

院校区
,

占林市的北山公园
、

江南公园
、

北华大学校

区
,

延六市的人 民公园等
,

范围基本包括 了本 区 的

个
、

县

观察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本次调查从 年 月份开始
,

共持续了 个

月
,

延尹、、

吉林较远
,

每 个月调查 次
,

通化周围的

巾
、

县较近
,

每半个月调查 次
,

通化市内每 天调

杳 次 由于园林植物的物候期受小气候影响较大
,

因此悔
一

种植物通常选择 个经纬度
、

海拔和森

林覆盖率等区别差异较大的城市
,

以便进行综合统

计
,

确定其物候范围
。

小气候区分别选择干燥度 鉴

于噪度在 之间 干燥度 妻 三种不

同类型的城市
。

观察重点是记录园林木本植物的开

花
、

结果
、

长叶
、

落叶等物候情况和花果颜色
、

果实类

型及生 长情况
,

其参考依据主要是以周蒜等所著的

《
‘扫国长白山观赏植物彩色图志 》等资料〔‘卜 , , 」为主

,

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

对同一种植物进行记录

时
,

一般在同一地点选定 株
,

树龄为

的固定讨象进行观察记录
,

其它的作为记录参考
。

结果与分析

种类

经过 调查
,

最 后 初 步确定长 白山 区 主 要

城 市园林木本植物共有 科
、

属
、

种
,

其

件
,

乔木 趁有 科
、

属
、

种
,

灌木类有 科
、

属
、

玛 种
,

木质藤本类有 科
、

属
、

种
。

分

别占总 种数 的
,

和
。

各

种不同观赏类型的生物学性状统计见表
。

超过

种的补 个
,

共有 种
,

占总种数的
,

优势科 是蔷薇科
、

松科
、

杨柳科 等
。

超过 种 的

表 长白山区园林木本植物孟要科
、

属统计

科名 种数

蔷薇科 毗

松科

杨柳科

忍冬科 二

豆科 玩即朋

械树科

木犀科

属名

李属 乃卜

杨属 八叨

械属

松属

蔷薇属
二

绣线菊属

忍冬属 肠

种数

】

主要观赏价值

本次调查 的植物 中
,

花较显 著的植物有 种
’。一 , , 〕,

占总种数的
,

其中以观花为主 花色艳

丽
、

花期长
、

花或花序较大
,

有较强的观赏效果 的植

物 种
,

占总种数的
,

见表
,

如天女木兰

从烤刀。 、

东北山梅花 八
,

滋 等
。

观花植物中花色主要是自
、

红
、

黄

种
,

百分比分别是
, , ,

白花

代表的种类主要有刺槐 ,
、

珍

珠梅 动如
、

揪子梨 尸”川

站
‘ 、

金银忍冬 肠 、、
、

东 北 李 乃“ 、

等
,

红花代表的种类

主要有玫瑰 堵。 、

榆叶梅 乃刀 ,

、

杏 尸 等
,

黄花代表的种

类主要有黄刺玫 瓜
、

金钟连翘

等
。

果较显 著 的植 物有 种
’。一 , ,

占总 种数 的
,

其中以观果为主 果实大
,

色泽艳丽
、

挂果

期长 的植物 种
,

占总种数的
,

如接骨木
、

、

鸡树条荚莲
、

山碴 诉

等
。

观果植物中果色主要是红
、

黑
、

绿 种颜色
,

百

分比分别是
, , 。

红果代表

的种 类 主 要 有 花 揪 树
、

黄 花 忍 冬 肠
、

北 五 味 子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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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门、,且

个一
“

、

东北扁核木 印

等
,

黑果 包括深蓝色 代表的种类主要有 山葡萄
“ 、

稠李 乃“ 等
,

绿果代表的种类 主要 有木 通 马兜铃 廊
、

软枣称猴桃 嗜

等
。

叶较显 著的植 物有 种
’

卜
,

占总种数 的

犯
,

其中以观叶为主 叶形奇特
,

色彩丰富
,

秋

季红艳 的植物有 种
,

占总种数的
。

代

表种类主要有火炬树 。 名咒流
、

茶条械
、

元宝械
、

狗枣称猴桃 , 、

卫矛 刀 。
、

刺揪
尹 甲 乙

、

悬铃木

帅 等
。

株形较显 著 的植 物 种 〔‘。一川
,

占总种数 的
,

其中以观株形为主 姿态优美 的植物有

种
,

占总种数的
。

代表种类主要有红皮

云杉 尸
、

赤松 二沁
、

长 白松 了俪啦
、

杜松
、

圆柏
、

垂 柳
、

白 桦 ‘ 尸 卿梅
、

榆 。 尸
、

紫 花械 尸

、

灯 台树

等
。

开花植物的情况
,

见表
。

表 各月份不同开花植物统计

时间
科 属 种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个

,

注 大多数植物花期有跨月份现象
。

表 调查植物的观赏价值构成

观赏部位

观花植物

主要观花植物

观果植物

主要观果植物

观叶植物

主要观叶植物

观形植物

主要观形植物

科 属 种

个 个 个

,

】

叫

花的特点及物候

由于长白山区纬度较高
,

无霜期仅为
,

绝大多数植物的花期都在 个月之内
,

并且集中

于
、

月
,

仅有金老梅 加
、

珍珠

梅
、

柳叶绣线菊 助 如 等
,

花期在

个月以上
。

个别种类如天女木兰
、

香花槐 〔了口

二 等有 开 次花的现象
。

各月份

调查植 物 中 月份开 花植 物仅有兴 安杜 鹃
、

迎红杜鹃
、

东 北 杏 反
、

金钟连翘等 种
,

这与本区气温较低并

不稳定是相连系的
。

月份
,

本区气温明显升高
,

仅

个别市
、

县有晚霜冻的现象
,

植物开花处于全年的高

峰期
,

代表 的种 类 主要 有 山荆 子

庆 。 、

黑樱桃 乃召

俪
· 、

樱桃 尹 “灌入〕 、

山樱桃 、

、

桃 尸
、

苹

果 瓜 。 尸
、

石蚕叶绣线菊 今

, 不〕 、

郁李 比
、

早锦

带花 尸 等
。

月份
,

本区气温继续升高
,

昼夜温差进一步缩小
,

全区气温

趋于平稳
,

开花植物达到了鼎盛时期
,

代表种类主要

有水 榆 花 揪 如
·

、

山刺玫
、

野蔷薇

沙
、

绢 毛 绣 线 菊 分
、

金雀锦鸡儿 邵 户
、

文 冠 果 而 如
、

红 瑞 木
、

暴 马 丁 香 夕瓦
、

紫

丁香
、

暖木条荚莲
、

锦 带 花 俄睽
等

。

月份
,

是长白山区月平均气

温最高的月份
,

绝大多数的植物花期已过
,

只有部分

夏季开 花 的植 物 开 花
,

代 表种 类 有东北 雷公 藤

升勿 嗯 即
、

紫锻
、

辽 东 丁香 月君 二 丛
、

梓树 、 等
。 、

月份
,

长

白山区已进人了秋季
,

开花的仅有辽东惚木
、

野葛 尸“于

、

忍冬 肠 等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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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份
, 丫 自山区 的气温急剧地下降

,

许多市
、

县 已出

现 了补 冻
,

开花植 物仅有 圆锥绣球 花 场
, ‘ , 了

、

‘, ,

种
。

右听调 查 的植 物 中
,

以 自花最 多
,

月 平均 占
‘ ,

全色花次之
,

占
。

各月份的花色构

成与斑川似
,

除 月 和 月红花略多外
,

一般以 白

花占伙 红花次之
,

最少的是黄花
,

见表
。

表 各月份不同花色的植物种数

」份 平均

全

黄

汗主
一

果的特点及物候

涯 蓬过程中结果的植物共有 种
,

它们的果期

主要 缘中在
、

月
,

见表
。

代表的种类有揪子

愉
, , , 如

、

桃叶卫矛
。 , 。

一

, ,

岁
、

斑叶稠李 左

叩
、 、

南蛇藤 二
、

悬铃

木
、

大川刁
、
聚 方 动 站 等

。

山刺玫
、

花揪树
、

长白忍冬 肠
、

山

植
、

刺蔷薇 等果期较长
,

有时

挂果时间到翌年的
、

月份
,

为太平鸟

邵 肠琳
、

小太平鸟 脚
、

北 朱雀 甲。己 ‘。 州
、

灰 腹 灰 雀 马刀人以。 几 诚

等冬候鸟和松 鼠 。烤
、

花 鼠

成 等提供食物
,

丰富了

本区冬季城市的园林景观
。

调查 区果实的颜色多

样
,

其中以红色的占有明显优势
,

见表
。

表 调查区各月不同果实颇色的木本植物种数

月份 一 平均

红

黄
、

黑

绿

白

合计

调查区植物果实的类型较多
,

有利于观赏动物

的取食
。

果实中核果 和浆果 占有 明显 的优势
,

见

表
。

表 调查期间结果的果实类型统计

果实次
’攫

币扣数

供

核果 浆果 梨果 茹果 蔷薇果 兴 其他类 翅果 聚合果 聚花果

,

坚果

价

裸 士植物的种子

核梁中的主要代表种类有东北扁核木
、

红瑞木
、

大 台树 小叶女贞 ,
、

接骨木
、

稠李
、

古于桃揪 蜡 二 等
,

浆果

中的主要代表种类有葡萄 沉 诉
、

东北茶

蕉 占
, 、

黄聚

庇 “ , 。 、

金银忍冬
、

拘祀

法‘ , 。
, 、

等
,

梨果 中的主要代表种类有揪子

梨
、

花揪树
、

山荆子等
,

茹果 中的代表种类主要有南

蛇藤
、

入 通 马兜铃
、

文冠果等
,

蔷薇果 中的代表种类

主要有 日刺玫
、

刺蔷薇
,

其他类代表种类是东北红豆

杉 , ,‘、 ‘
、

而
,

翅果中的代表种

类主要有青楷械 左 塔
、

茶条

械
,

聚台果为大女木兰和北五味子 种
,

聚花果为桑

肠
‘￡ ‘ ‘ 和悬铃木 种

,

坚果为枫杨
‘

、

、
、,

呷 种
。

叶的特点及物候

长 山区木本园林植物中常绿植物较少
,

仅有

科
、

属
、

种
,

占整 个 木 本 园林植 物 种 数 的
,

,

占观叶植物种数的
。

主要代表种

类有红松 邢
、

臭冷杉

呷 衍
、

长白鱼鳞云杉

朋 、
、

樟 子 松 了俪 咭

等
。

尽管其数量较少
,

但他们生命力强
、

种群

大
、

生态幅度宽
,

构成了长白山区木本园林植物终年

常绿的景相
。

落叶植物较多
,

落叶季节在
、

月
。

由于本区地处温带
,

植物落叶前会呈现不同的色彩
,

其中红色和黄色占有明显的优势
。

红色的代表种类

有茶条械
、

卫矛
、

五叶地锦 砒、 坎笋〕

记
、

爬 山虎 呷
、

紫叶小璧 吧
、

火炬树等
。

黄色的代表种类主要有

白桦
、

银杏 棺。 、

长白落叶松 玩

群 叮
、

刺揪
、

水 曲柳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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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楷械等
。

另外
,

有些植物植株和叶都具有

较高的观赏价值
,

如紫花械
、

灯 台树
、

复叶械
、

紫丁香等
。

讨论

园林绿化植物树种是构成园林绿地的主要植物

材料
,

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发挥园

林功能绿化效益 的主要植物群落体
,

起到城市绿化

的骨干作用七‘ 。

以乔木为主组成的城市森林
,

对

光
、

热
、

气
、

土等生态因子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

对城

市的生态环境保护起着不可替代作用 ‘ 〕。

通过

对长白山区园林木本植物物候调查研究
,

总体感觉

较好
,

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

花期过于集中
,

早

春开花植物较少
,

花色单调
,

花径不大
,

色彩不够丰

富
,

分泌芳香的种类不多
。

常绿植物较少
,

缺少

株型优美的种类
。

植物的挂果期短
,

果实的色

彩单一
,

果形奇特的种类稀少
。

乡土树种没有

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

体现不 出来本区观赏植物的

多样性
。

乔木
、

灌木
、

藤本之间搭配不够和谐
,

缺少文化品位
。

植物 的规划不够科学合理
。

如 在马路上栽种的小叶杨 八沪 。 、 、

山杨 己 ‘
等雌

、

雄株较近
,

容易进行

传粉
,

葫果开裂时种子上的长毛漫天飞舞
,

影响了司

机的视线和交通 在街道边栽种 了一些浆果易烂的

植物
,

落在地上被人践踏
,

会造成街道脏乱等等
。

鉴于上述情况
,

本 区的园林绿化部 门在 以后栽

培植物时
,

要充分考园林木本植物的生存性
、

观赏

性
、

文化性
、

多样性
、

经济性等
。

要多栽植一些早春

开 花 的 植 物
,

如 早 花 忍 冬 肠 价
、

东北连翘 厂 等
。

多栽一些四季常青
、

花色艳丽
、

叶形奇特
、

株型优美
、

果实漂亮
、

气味芳香及观赏蝶类寄主的植物
,

如四季

丁香 今月几 、 、

省沽油 ‘〔明人川
、

朝鲜崖柏 无
、

千

金榆 , 。 ‘口沼口 、

大花澳疏 咖
毋

、

董 叶 山梅花 〕 扣 。
、

风 箱 果 尸丙”。 ,

、

东北绣线梅 无
、

土庄绣线 菊 分 盯
、

长 白蔷薇
、

花 木 蓝 知 无 二

、

杭子梢 尸,

尸
、

盐肤木
、

东北械 交
、

瓜木 鳍
尹 如

、

小 叶杜 鹃

尹 二扣
、

大字杜 鹃

咖 人
、

短果杜鹃
、

玉铃花 , 义 、

白

檀 山矾 少呷
、

二 花 六 道 木
乙尹 等

’。一 , ,
,
‘ 。

另外
,

在 引种栽

培时
,

还要注意外来种的人侵
,

防止一些植物对本区

园林木本植物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的影响
,

同时
,

要

充分依靠长白山区丰富的园林木本植物资源
,

加大

乡土树种的栽培的力度
,

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资金

投入
,

反映出地方 自然特色
,

营造出一种本土文化的

气氛 另一方面又能为与本区植物长期同步进化的

动物提供栖息
、

繁衍和生存的环境
,

有利于城市动植

物区系的协调和稳定
,

大大地增加城市园林景观的

观赏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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