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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福建省 ++ 个乡村的庭院林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福建省乡村庭院林植物组成丰富!共

计 +( 科&$+( 属&"&% 种( 按植物材料划分!种类和数量组成呈现乔木 9草本 9灌木 9藤本的趋势'按村庄类型划

分!种类呈现沿海型9平地型9半山型9山区型!植株数量分布呈现沿海型9平地型9山区型 9半山型!植物组成

以林果和观赏用途植物为主( 出现频率较高的庭院植物有桂花&龙眼&榕树&桃树&柿树&梨树&棕榈等( 相似度表现

为乔木9灌木9草本9藤本!其中!平地型和沿海型乔木相似度最高( 庭院林以乡土植物为主!外来植物仅占总体

比重的 $(,$'[!且以草本的比重最高!其次为乔木!而灌木和藤本比重相对较低( 植物健康状况总体优秀!其中健

康植物&正常植物和不健康植物所占比重分别为 %,(&[&+*,'"[&&,(&[( 庭院林近期种植植物数量比重仅占

*,($[!其中!近期种植植物主要为乔木和草本!多以观赏型&食用性&名贵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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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1;H0! ?DDLU20E ?3O=*,($[! 7;23O=10O?3H0E /??@3;703/;O! 0E21O0! 0iU0342P0UO;3/4,

!($ :%#+)$ P2OO;H0JL7;3 J;12/;/A?@04/'D?L@/=;@E A?@04/'4/@LD/L@0DJ;@;D/0@24/2D4

!!乡村庭院林是指附属于农村住宅和单位庭院内

外!具有改善&美化环境及促进增收的乡村人居

林+$,

!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内容之一+" \-,

(

国外乡村庭院林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进行了较

多的研究+& \',

!然而!我国当前对乡村庭院林研究仅

局限在庭院绿化树种选择++ \*,

&栽培种植技术+$# \$$,

和绿化模式探讨+$" \$%,

- 个方面!且研究比较零散!

只针对某一类型庭院!目前还没有从省域尺度对乡

村庭院林结构进行研究( 鉴于此!从省域尺度角度!

结合乡村人居林植物组成特征和分布特点!将福建

省乡村划分为山区型&半山型&平地型和沿海型 &

类!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乡村庭院林结构特征研究!对

摸清福建省乡村庭院林资源与特征!指导福建省新

农村绿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前省域尺度研

究乡村人居林提供参考(

$!研究区概况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处 $$%k%#l $"#k

&#le! "-k--l "+k"#lh!陆地面积为 $",$& 万

T7

"

!海域面积为 $-,( 万 T7

"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受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气候温和&降雨充沛!

植物种类繁多( 温&湿条件比同纬度的内陆季风区

优越!全省年平均气温 $*,( c!年平均降水量

$ -&",% 77( 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在地理分布上

呈现出由内陆向沿海高低过渡的特点!自然地貌有

山区&丘陵&沿海平原!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是我国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

(

"!研究方法

><;=调查样本量确定及分布

根据福建省设区市地势地貌的基本形态&海拔

相对高度!将山区和丘陵区乡村分为平地型&半山型

和山区型村庄!同时!考虑到福建南部为沿海地区!

其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及文化与其它地方有所不同!

将其乡村单独称为沿海型村庄( 采用统计学中分层

抽样调查法+$',

!在福建省按东南西北 & 个方向选择

% 个设区市!分别是东部福州市&南部漳州市和厦门

市&西部龙岩市&北部南平市( 确定抽样样本村庄总

数量为 ++ 个!并采用内曼最优分配法进行村庄数量

分配!其中!东部福州市 "# 个&南部漳州和厦门市 "+

个!西部龙岩市 "# 个&北部南平市 "# 个'然后!在每

个样本市中采取等距抽样方法抽取 & 个县!在每个

县按照线性随机抽取 % 个村"漳州 & 个村&厦门 - 个

村#!最终山区型调查样本数量 "" 个!半山型调查样

本数量 "$ 个!平地型调查样本数量 "- 个!沿海型调

查样本数量 "" 个( 样本点涉及福建省 % 设区市&"#

个县!分别占福建省设区市&县"区#总数的 %%,([

和 "-,%[(

><>=调查范围与方法

由于不同村庄!居住区大小&庭院数量不同!因

此!调查以村庄为单位!对所选择的乡村所有庭院进

行调查( 庭院绿化植物调查记录种名&株数&健康状

况&栽植时间( 为了分析和计算方便!将竹类的大型

竹种"竹高 & 7以上#归入乔木测定!按照乔木方法

进行调查'小型竹种"& 7以下#列入灌木!按灌木方

法进行测定与统计+$+ \"#,

(

><?=植物相似度系数测度

采用W;DD;@E相似度系数"+

N

#$

+

N

O

(

( PQP)

式中$(是村庄6和村庄 G共有的物种数量!Q

是村庄 G有但村庄 6没有的物种数量!)是村庄 6

有但村庄G没有的物种数量+"$ \"",

(

><F=林木健康评价

根据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定+"-,

!按照

林木的生长发育&外观表象特征及受灾情况特征综

合评定森林健康状况!划分为$健康&亚健康&中健康

和不健康 & 种等级(

-!结果与分析

?<;=组成特征分析

-,$,$!庭院林组成分析!福建省乡村庭院林植物

共计 +( 科&$+( 属&"&% 种"表 $#!以棕榈科&桑科&

蔷薇科&木犀科&木兰科&禾本科&豆科&大戟科&百合

科&天南星科&芸香科为主(

从庭院林组成种类来看!乡村庭院林的科&属&

种数量总体从多至少排序为$沿海型&平地型&半山

型和山区型( 庭院林植株数量差异较大!总体呈现

沿海型9平地型 9山区型 9半山型的变化趋势!其

中!沿海型乡村庭院植物数量占总调查数的

%"g+-[!分别是平地型&山区型&半山型的 ",#$&

&g*#&%,"" 倍( 平地型乡村庭院植物数量占总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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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区型和半山型乡村庭院林植物数量仅

占$#,'+[和 $#,$"[!说明沿海型乡村庭院林植物

组成较丰富!而山区型和半山型庭院林建设相对

滞后(

表 ;=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植物科$属$种的比较

类型
科

数量:科 比例:[

属

数量:属 比例:[

种

数量:种 比例:[

株

数量:株"丛# 比例:[

总计! +( $##,## $+( $##,## "&% $##,## "" (&& $##,##

山区型 %" (#,&' +- &&,(" $#& &",&% " &&" $#,'+

半山型 %+ (',&& *+ %",(* $"# &+,*+ " "*" $#,$"

平地型 (- '-,"( $$% ($,+- $&& %+,'+ % *&+ "(,"'

沿海型 '$ +",%( $-( '-,$" $'" '#,"# $$ *(" %",+-

-,$,"!庭院林乔!灌!草!藤分析!福建省乡村庭院

林植物组成种类和数量总体呈现$乔木 9草本植物

9灌木9藤本"表 "#( 乔木种类占总体的 &',-%[!

数量占总体的 &',%(['草本植物种类占总体的

"*,-*[!数量占总体的 --,(-['而灌木和藤本种类

和数量均较少( 这表明!当前在乡村庭院林建设中

乔木仍为主体!其次为草本植物!而藤本植物应用

较少(

表 >=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乔$灌$草本$藤构成比较

类型
乔木

植物种:种 数量:株

灌木

植物种:种 数量:株

草本

植物种:种 数量:丛

藤本

植物种:种 数量:株

总计! $$( $# ''# &* - '#- '" ' ($% + %%(

山区型 (( $ (*( $' &#+ $* -"( " $"

半山型 '- $ --& $( "&- "* '#" " $-

平地型 +$ - &+- "- +(+ -' $ &*# - $#'

沿海型 '' & "%' -+ " $+& %# % #*' ' &"&

!!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乔木树种差异相对较小!

而灌木和草本植物差异较大!藤本种类相对单一(

庭院林的灌木种类差别较大!沿海型灌木种类明显

较为丰富!占总体的 '',%%[!平地型占 &(,*&[!而

山区型和半山型则相对贫乏!仅占 -&,(*[和

-"g(%['而庭院林草本植物种类差别也较大!沿海

型草本植物种类占总体的 (*,&&[!平地型和半山

型分别占 %$,-*[和 &#,"+[!而山区型植物种类则

相对单一!仅占 "(,-*[(

从庭院林组成数量来看!沿海型庭院林的乔木&

灌木&草本植物&藤本分布数量均最多!其次为平地

型!而半山型和山区型分布数量均较少( 山区型庭

院林组成数量总体呈现特征为$乔木 9灌木 9草本

9藤本!且分别占总体的 (*,&%[&$(,'$[&$-,-%[

和 #,&*[!说明当前在山区型乡村庭院林建设中乔

木组成数量占绝大比重!仍以乔木为主( 半山型和

平地型庭院林组成数量总体呈现( 乔木9草本9灌

木9藤本!且半山型比例为 %+,"#[& -$,&$[&

$#,(#[ 和 #,%'[! 平 地 型 比 例 为 %+,%([&

"%,#%[&$&,%*[和 $,+#[!表明当前在半山型和平

地型乡村庭院林建设中乔木仍为主体!但草本植物

数量已经明显增加!位居总数量第二( 从沿海型庭

院林组成数量来看!总体呈现$草本9乔木9灌木9

藤本!且分别占总体的 &",($[&-%,%*[&$+,"([和

-,%&[!说明当前在沿海型乡村庭院林建设中草本

植物数量占据主体!其次为乔木!而灌木和藤本数量

比重相对较小(

-,$,-!庭院林植物组成相似度分析!福建省乡村

庭院林植物组成相似度大致呈现$乔木 9灌木 9草

本9藤本"表 -#( 平地型和沿海型&平地型和半山

型乔木的相似度指数较高!分别为 #,%-& # 和

#,%"& +!说明平地型与半山型和沿海型乡村庭院林

乔木种类的差异最小!因为平地型是介于沿海和半

山型之间的过渡类型!乔木组成上既有类似于半山

型乔木!又有类似于沿海型乔木'同时!气候原因使

类似于沿海型乔木更多于半山型乔木'而沿海型和

半山型&沿海型和山区型乔木的相似度指数最低!分

别为 #,&$% $ 和 #,-++ -!表明沿海型与山区型和半

山型乡村庭院林乔木种类差异性大!因为山区型和

半山型多以传统经济果树为主!而沿海型多以观赏

型和经济果树共同组成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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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植物组成 G"99"#+相似度指数

植物组成 类型 山区型 半山型 平地型 沿海型

乔木

山区型 #,&*& ( #,%## # #,-++ -

半山型 &( #,%"& + #,&$% $

平地型 &* %- #,%-& #

沿海型 &# && %%

灌木

山区型 #,&-& + #,&"+ ( #,-#* %

半山型 $# #,&&& & #,-$' $

平地型 $" $" #,-"( $

沿海型 $" $- $%

草本

山区型 #,"## # #,-(% * #,"%& %

半山型 + #,-&( * #,-$( '

平地型 $% $' #,&#- "

沿海型 $& $+ "&

藤本

山区型 #,--- - #,"%# # #,$"% #

半山型 $ #,((( ' #,$"% #

平地型 $ " #,"%# #

沿海型 $ $ "

!!注$下三角为共有种数量!上三角为相似度指数(

!!从灌木组成相似度来看!半山型和平地型&半山

型和山区型灌木的相似度指数较高!分别为 #,&&& &

和 #,&-& +!这表明半山型与平地型和山区型乡村庭

院林灌木种类的差异最小!因为半山型是介于山区

型和平地型之间的过渡类型!灌木组成上既有类似

于山区型的灌木!又有类似于平地型的灌木'同时!

由于半山型乡村多向平地型靠拢!灌木组成上更相

似于平地型'而沿海型和半山型&沿海型和山区型灌

木的相似度指数最低!分别为 #,-$' $ 和 #,-#* %!这

表明沿海型与山区型和半山型灌木组成差异性大!

因为山区型和半山型灌木组成多以绿篱为主!而沿

海型灌木多以观赏型植物为主(

从草本植物组成相似度来看!平地型和沿海型&

平地型和山区型草本植物的相似度指数较高!分别

为 #,&#- " 和 #,-(% *!说明平地型与沿海型和山区

型乡村庭院林草本植物种类的差异最小!因为平地

型与沿海型庭院不仅草本植物组成上丰富!而且共

有种数量居多!因此相似程度最高!同时!平地型与

山区型则由于共同没有的草本植物种类居多!因此

总体相似度也呈现较高'而山区型和半山型&山区型

和沿海型草本植物的相似度指数最低!分别为

#,"## #和 #,"%& %!说明山区型与半山型和沿海型

草本植物组成差异性大( 山区型和半山型庭院共有

的种数量最少且仅有 + 种!共同没有的种类也少!因

此相似度较低!而山区型和沿海型的气候不同使草

本植物组成种类差异性大也导致相似度较低(

从藤本组成相似度来看!半山型和平地型&半山

型和山区型藤本的相似度指数最高!分别为#,((( '

和 #,--- -'而沿海型和山区型&沿海型和半山型藤

本的相似度指数最低!均为 #,$"% #(

?<>=庭院林主要用途分析

福建省乡村庭院林植物各用途种类排序为观

赏型&林果型&用材型和其它!而数量则以林果型

和观赏型用途植物为主"表 &#( 植物一般兼有多

种用途!这里仅采用庭院植物的最主要用途!其它

用途主要包括经济&原料&香料&油料&药用&绿篱

等( 从庭院林植物种类组成来看!观赏型植物由

$%" 种组成!占总体的 %',$&[!其次为林果型和用

材型植物!分别占总体的 $(,%&[和 $%g&$[!而其

它用途植物仅占总体的 $#,*$[( 这表明!当前在

乡村庭院林建设中植物观赏型&林果型和用材型用

途特征显著!尤其观赏型已成为最主要特征( 从庭

院林植物数量组成来看!林果型和观赏型植物分别

占总体数量的 &",+-[和 &#g*([!这表明!当前在

乡村庭院中村民种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观赏和

食用(

从庭院林用途来看!不同类型乡村林果型和用

材型植物的比例变化幅度较小!分别为 $$g-([&

"$,*%['而观赏型植物的变化幅度较大!高达

&*,-&[( 从庭院林种类组成比重来看!依山区

型&半山型&平地型和沿海型变化!观赏型植物种

类逐渐丰富!林果型&用材型和其它用途植物种类

比例逐渐减少!乡村庭院林用途特征日益呈现单一

化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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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主要用途的比较

类型
林果

植物种:种 数量:株

观赏

植物种:种 数量:株"丛#

用材

植物种:种 数量:株

其它

植物种:种 数量:株"丛#

总计! && * (*+ $%" * "'% &$ $ ("- "* " #&+

山区型 "- $ #'# && ((& "& ""+ $- !&+#

半山型 "' $ #%$ %' (+( "- -&+ $- !"#'

平地型 "* " "%* '+ " %&* "& &+- $- !(%'

沿海型 "( % -$+ $$* % -'( $% %(& $" !'#&

!!从庭院林组成数量来看!山区型和半山型乡村

庭院林建设都以林果为主要目的!观赏型次之( 平

地型和沿海型乡村庭院林建设中都以观赏和林果为

主要目的( 从林果型分布特征来看!总体特征呈现

沿海型9平地型 9山区型 9半山型!且分别占总体

的 %&,+&[&"-,"*[&$$,#-[和 $#,+&[!说明当前

沿海型保留下来的林果数量最多!其次为平地型!山

区型种植林果数量比半山型多( 从观赏型分布特征

来看!总体特征呈现$沿海型9平地型9半山型9山

区型!且分别占总体的 %',*([&"',&+[&',&#[和

',$([!这表明当前沿海型庭院观赏型植物数量多!

其次为平地型!而山区型和半山型乡村庭院观赏型

植物数量仍然较少(

?<?=庭院林植物出现频率分析

乡村庭院林植物在村庄绿化中出现的频率反映

了村民对于庭院植物的喜好程度( 福建省乡村庭院

林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多是传统庭院种植保留下来

的!主要有龙眼"I/D")(#A<%C"0H(0 >?L@,#&榕树"!/1

)<%D/)#")(#A( >233,#&桃树"4DKHB(C<%A$#%/)( >,#&

柿树 "I/"%AK#"%L(L/FJL31,#&梨树 ">K#<%AK#/?"C/(

"GL@7,A,# h;T;2#& 棕榈 " M#()*K)(#A<%?"#&<0$/

"X??T,# X,_03EO,#等"表 %#( 近年来!桂花"9%1

D(0&*<%?#(H#(0%>?L@,#种植较为普遍!同时!枇杷

"F#/"Q"&#K( N(A"0/)( "FJL31,# >23EO,#&茶花"G(D$C1

C/( N(A"0/)( >233,#&三角梅"R"<H(/0S/CC$( %A$)&(Q/C/%

_2OOE,#&番石榴">%/B/<DH<(N(S( >233,#&苏铁"GK1

)(%#$S"C<&( FJL31,#& 木 瓜 " G*($0"D$C$%%/0$0%/%

"FJ?L23# <?0J30#&九里香"T<##(K( $U"&/)( >,#等种

植也较多"表 %#( 从庭院林植物来看!山区型和半

山型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多为经济树种!而平地型

和沿海型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多为观赏型和经济性

树种共同组成(

表 H=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植物出现频率比较

类型 项目
出现频率前 $# 位的植物

$ " - & % ( ' + * $#

山区型
植物 桃树 桂花 梨树 柿树 棕榈 枇杷 龙眼 茶花 番石榴 李树

频率 "$,& $',% $-,( $",' $",$ $#,' #,( #,% #,% #,&

半山型
植物 桂花 龙眼 枇杷 桃树 杉木 梨树 柑橘 柿树 板栗 苏铁

频率 -$,& $+,- $%,' $",# $#,$ *," ',* ',( ',$ &,'

平地型
植物 龙眼 桂花 枇杷 榕树 苏铁 茶树 桃树 月季 番石榴 柿树

频率 -#,* "-,* $-,$ $",# $$,& $#,( +,- ',& '," ',#

沿海型
植物 龙眼 榕树 芒果 苏铁 三角梅 枇杷 番石榴 九里香 苦楝 木瓜

频率 &$,* $%,+ $%," $#," *,' ',- ',# (,* (,# %,$

!!山区型乡村庭院林出现频率前 $# 位的是$桃

树&桂花&梨树&柿树&棕榈&枇杷&龙眼&茶花&番石榴

和李树">#<0<%%(C/)/0( >23EO,#( 桃树出现频率最

高!达到 "$,&!出现频率在 $# 以上的还有桂花&梨

树&柿树&棕榈&枇杷( 这表明山区型乡村村民对桃

树&梨树&柿树&枇杷等传统经济果树的喜爱(

半山型乡村庭院林出现频率前 $# 位的是$桂

花&龙眼&枇杷&桃树&杉木"G<00/0H*(D/( C(0)$"C(&$

">;71,# X??T,#&梨树&柑橘"G/&#<%#$&/)<C(&( GO;3)

D?#&柿树&板栗"G(%&(0$( D"CC/%%/D( GO,#和苏铁!其

中!桂花出现频率最高!达到 -$,&!出现频率在 $# 以

上的还有龙眼&枇杷&桃树&杉木!出现频率在 % $#

的还有梨树&柑橘&柿树和板栗!这表明半山型乡村

村民对于桂花的喜欢程度高!同时对于龙眼&枇杷&

桃树&梨树&柑橘&柿树&板栗等经济树种还存在依赖

关系(

平地型乡村庭院林出现频率前 $# 位的是$龙

眼&桂花&枇杷&榕树&苏铁&茶树"G(D$CC/( %/0$0%/%

">,# d,</S0#&桃树&月季"'"%( )*/0$0%/%W;DR,#&番

石榴&柿树!其中!龙眼出现频率最高!达到 -#,*!其

$+&



林!业!科!学!研!究 第 "% 卷

次为桂花!达到 "-,*!出现频率在 $# 以上的还有枇

杷&榕树&苏铁&茶树!这表明平地型乡村龙眼保留较

多!观赏型植物桂花&榕树&苏铁&茶树&月季等受到

村民普遍喜爱!同时!村民仍喜欢种植枇杷&桃树&番

石榴&柿树等经济树种(

沿海型乡村庭院林出现频率前 $# 位的是$龙

眼&榕树&?果"T(0H/?$#( /0B/)( >,#&苏铁&三角梅&

枇杷&番石榴&九里香&苦楝"T$C/( (V$B(#()* >233,#

和木瓜( 龙眼出现频率最高!达到 &$,*!出现频率

在 $# 以上的还有榕树&芒果&苏铁!出现频率在 % 至

$# 范围的有三角梅&枇杷&番石榴&九里香&苦楝&木

瓜( 这表明沿海型乡村龙眼保留最多!村民庭院普

遍喜欢种植榕树&苏铁&三角梅&九里香等观赏型植

物'同时!芒果&枇杷&番石榴&木瓜等经济树种也广

受欢迎(

?<F=庭院林植物来源分析

福建省乡村庭院林植物组成以乡土植物为主!

其中!乡土植物种类和数量分别占总体的 '#,($[

和 +-,+-[!而外来植物种类和数量仅占 "*,-*[和

$(,'["表 (#( 常见的庭院外来草本植物主要包括

彩红朱蕉"G"#BKC/0$?#<&/)"%( ">,# 6,MJ0P;O,#&一

品红"F<A*"#Q/( A<C)*$##/D( _2OOE,#&一串红" +(CS/(

%AC$0B$0%<0@)C;QO,#&吊灯花 "G$#"A$H/( &#/)*(0&*(

X074O,#&富贵 竹 " I/%A"#<D )(0&"0/$0%$" >?L@,#

a0@@,#&龟背竹"T"0%&$#( B$C/)/"%( >2017,#&万寿菊

"M(H$&$%$#$)&( >,#& 万 年 青 " '"*B$( N(A"0/)(

"FJL31,# I?/J#&黄虾花">()*K%&()*K%C<&$( h004#&

欧洲荚
!

"W/Q<#0<D"A<C<%>233,#&蟹爪兰"8KH")()1

&<%&#<0)(&<%"X;Q,# .DJL7,#&燕子掌"G#(%%<C( (#1

H$0&$( FJL31,#&绿巨人 " +A(&*/A*KCC<D ?C"#/Q<0B<D

">23E,0/,63E@0##&山丹";/C/<DA<D/C<D M̀,#&六

月雪 " +$#/%%( N(A"0/)( "FJL31,# FJL31,#&镜面草

">/C$( A$A$#"D/"/B$%̀ 20O4#等( 常见的庭院外来乔木

主要包括三球悬铃木">C(&(0<%"#/$0&(C/%>233,#&桉

树"F<)(CKA&<%#"Q<%&( .72/J#&南洋杉"4#(<)(#/( )<01

0/0H*(D//.Q00/#&假槟榔"4#)*"0&"A*"$0/U(C$U(0B#($

"B,aL0OO,# X,_03EO,0/̀ @LE0#&湿地松"A/0<%$C1

C/"&&//e3H0O7,#&榄仁树"M$#D/0(C/( )(&(AA( >233,#&

广玉兰 "D(H0"C/( H#(0B/?C"#( >233,#&雪松 "G$B#<%

B$"B(#( "I?i1,# C,̀ ?3#&意大利杨">"A<C<%m$<1

#(D$S/)(0( " ?̀E0# CL2320@DP,)K)"$&*#&银桦"6#$1

S/CC$( #"Q<%&( 6,ML33,0iI,G@,#&蒲葵" ;/S/%&"0(

)*/0$0%/%"W;DR,# I,G@,#&散尾葵"G*#K%(C/B")(#A<%

C<&$%)$0%X,_03EO,#& 梭罗树 "'$$S$%/( A<Q$%)$0%

a;4/,#&檀香紫檀">&$#")(#A<%/0B/)<%_2OOE,#&毛白

杨">"A<C<%&"D$0&"%( M;@@,#&波罗蜜"4#&")(#A<%*$&1

$#"A*KCC<%>;7,#&大王椰子"'"K%&"0$( #$H/( "<L3/J#

d,B,M??T#&红枫"4)$#A(CD(&<DFJL31,B?@7;(&1

#"A<#A<#$<D"n;3 X?L//0# .DJQ0@27#等(

表 I=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组成来源的比较

类型
外来植物

数量:株"丛# 比例:[ 植物种:种 比例:[

乡土植物

数量:株"丛# 比例:[ 植物种:种 比例:[

总体 - (($! $(,'! '"! "*,-*! $+ *+-! +-,+- $'-! '#,($

山区型

乔木 $$" (,(# ( *,#* $ %*- *-,&# (# *#,*$

灌木 "+ (,+( - $',(% -+# *-,$& $& +",-%

草本 $" -,(+ % "(,-" -$& *(,-" $& '-,(+

藤本 " $(,(' $ %#,## $# +-,-- $ %#,##

半山型

乔木 %+ &,-& * $",-- $ "'( *%,(( (& +',('

灌木 # #,## # #,## "&- $##,## $( $##,##

草本 -& &,+& $# -&,&+ ((+ *%,$( $* (%,%"

藤本 # #,## # #,## $- $##,## " $##,##

平地型

乔木 &$# $$,'+ $& $',"+ - #'- ++,"" (' +",'"

灌木 %# %,'( & $',-* +$+ *&,"& $* +",($

草本 $-% *,#( $' &%,*% $ -%% *#,*& "# %&,#%

藤本 # #,## # #,## $#' $##,## - $##,##

沿海型

乔木 +&( $*,++ "" "+,%' - &$$ +#,$" %% '$,&-

灌木 -(# $(,&+ $" -$,%+ $ +"& +-,%" "( (+,&"

草本 $ %*& -$,"' "% %#,## - %#- (+,'- "% %#,##

藤本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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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庭院林组成来源种类比较来看!沿海型乡村

外来植物种的比例达 -(,#%[!其次为平地型!占

"&g-$[&而半山型和山区型外来植物种类相对较

少!仅占$%,+-[和 $&,&"[( 从庭院林外来植物数

量比较来看!由多到少的排序为沿海型&平地型&山

区型和半山型!其中!沿海型外来植物数量所占比例

最大!占"-,%'[!而半山型外来植物数量所占比例

最小!仅占 &,#$[(

?<H=庭院林植物组成健康状况分析

福建省乡村庭院林植物健康状况总体表现优

秀!其中健康植物&正常植物和不健康植物所占比重

分别为 %,(&[&+*,'"[&&,(&["表 '#( 从不同类

型村庄植物组成健康状况种类分布来看!健康状况

一般的植物所占据种类最多!所有植物中!有 (# 种

在村庄庭院林中出现过不健康的状况!占所调查种

类的 "&,&*[!植物组成中仅有 -" 种健康状况表现

优秀!占 $-,#([( 从植物组成健康状况数量分布

来看!健康植物所占比重最大为沿海型庭院林!占

',$([!不健康植物所占比重最大为半山型庭院林!

占 $#,#-[( 常见的健康状况较好的庭院植物包

括$桃树&三角梅&芒果&李树&梨树&柑橘&栀子花

"6(#B$0/( N(%D/0"/B$%eOO24#&油奈 ">#<0<%%(C/)/0(

>23EO,P;@,%(C/)/0(#&桑树"T"#<%(CQ( >233,#&枫香

";/2</B(DQ(#?"#D"%(0( X;3D0#&香樟"G/00(D"D<D

)(DA*"#( ">233,# Z@04O#&枇杷&小叶女贞";/H<%&#<D

2</*"</M;@@,#&黄金叶"I<#(0&( #$A$0%>233,#&海芋

"4C")(%/( D()#"##*/V( ">,# .DJ?//#等( 健康状况较

差的植物包括$棕榈&杨梅 "TK#/)( #<Q#( ">?L@,#

.201,0/YLDD,#&千年桐"W$#0/)/( D"0&(0( >?L@,#&枇

杷& 龙 柏 " J<0/A$#<%)*/0$0%/%>233,P;@,L(/V<)(

X?@/,#&杉木&桂花&女贞" ;/H<%&#<DC<)/B<D62/,#&

芒果&桉树&紫薇";(H$#%&#"$D/( /0B/)( >233,#&苏铁&

散尾葵&木麻黄 "G(%<(#/0( $2</%$&/?"C/( B?@4/,#&龙

眼&假槟榔&黄花槐"+"A*"#( U(0&*(0&*( M,V,a;#&

彩红朱蕉&番石榴&大王椰子等"表 '#(

表 J=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植物组成健康状况的比较

类型
健康

植物种:种 数量:株"丛#

较健康

植物种:种 数量:株"丛#

正常

植物种:种 数量:株"丛#

较差

植物种:种 数量:株"丛#

总计! & '" -" $ "#& "-$ "# -$' (# $ #%$

山区型 $ & * *" $#$ " "#& $+ $&"

半山型 " $" "- ""* $$% $ +"$ "- "-#

平地型 $ $ * (' $-* % (*% "( $+%

沿海型 $ %% $& +$( $(' $# (*' -$ -*&

?<I=庭院林近期种植植物组成分析

近期种植植物主要为 "##% 年以后村民在乡村

庭院中新种植植物!主要通过观察&询问村民等方式

获得( 福建省乡村庭院林近期种植植物数量并不丰

富!所占比重仅占 *g($["表 +#( 沿海型庭院新种

植植物数量最多!其次为平地型!而半山型和山区型

近期种植植物数量相对较少(

表 K=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近期种植与原有植物组成的比较

类型
增加植物

数量:株"丛# 比例:[

原有植物

数量:株"丛# 比例:[

总计! " $'' *,($ "# &(' *-,-*

山区型 $%( (,&# " "+( *-,(#

半山型 "$( *,&# " #'( *#,(#

平地型 +*- $%,## % #%# +%,##

沿海型 *$" ',(# $$ #%# *",&#

!!福建省乡村庭院林近期种植植物多为乔木和草

本!且以观赏型&食用性&名贵的为主"表 *#!其中!

常见的观赏型植物主要有桂花&榕树&南洋杉&非洲

茉莉"!(H#($( )$/C(0/)( FJL31,#&白玉兰"T(H0"C/(

B$0<B(&( 0̀4@,#&茶花&三角梅&苏铁&地柏" +(Q/0(

A#")<DQ$0%"e3EO,# OQ;/;0/<L4;T;#&蒲葵等'食用

性植物主要有龙眼&木瓜&枇杷&番石榴&柑橘&桃树&

柿树&梨树&柚树 "G/&#<%D(U/D( "GL@7,# a0@@,#

等'名贵性植物主要有红豆杉"M(U<%)*/0$0%/%"Z2OH)

0@# I0JE,#& 罗 汉 松 " >"B")(#A<%D()#"A*K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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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L31,# ,̀ ?̀3 P;@,D()#"A*KCC<%#&降香黄檀

"I(CQ$#H/( "B"#/?$#( F,DJ03#等( 从庭院林近期种

植植物所占数量比重来看!桂花&龙眼&榕树&木瓜&

红豆杉&茶花所占比例均大于 $#[!为庭院新种植

的主要植物( 柑橘&蒲葵&地柏&尾叶桉 "F<)(CKA&

<#"A*KCC( .,F,GO;T0O=#&桃树&梨树&枇杷所占比例

均在 %[ $#[!为庭院新种植的重要植物"表 *#(

表 L=福建省不同类型村庄庭院林主要近期种植植物组成的比较

类型 项目
近期种植植物

$ " - & % ( ' + * $#

山区型

植物 桂花 柑橘 地柏 尾叶桉 蒲葵 番石榴 罗汉松 枇杷 桃树 柿子

株数:株"丛#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半山型

植物 红豆杉 桂花 茶花 桃树 梨树 枇杷 木瓜 苏铁 龙眼 柑橘

株数:株"丛#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平地型

植物 桂花 茶花 红豆杉 三角梅 枇杷 罗汉松 降香黄檀 柚树 苏铁 榕树

株数:株"丛#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沿海型

植物 龙眼 榕树 木瓜 南洋杉 非洲茉莉 白玉兰 枇杷 苏铁 三角梅 番石榴

株数:株"丛#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小结

福建省乡村庭院由 +( 科&$+( 属&"&% 种组成!

物种组成种类和植株数量总体呈现乔木9草本9灌

木9藤本'不同植物村庄种类分布特征为沿海型 9

平地型9半山型 9山区型!而数量分布特征呈现沿

海型9平地型9山区型9半山型( 庭院植物组成相

似度呈现乔木9灌木9草本9藤本!其中!平地型与

沿海型&平地型与半山型乔木相似度最高( 平地型

和沿海型&平地型和半山型乔木的相似度指数较高'

半山型和平地型&半山型和山区型灌木的相似度指

数较高'平地型和沿海型&平地型和山区型草本植物

的相似度指数较高(

庭院林用途组成呈现观赏型9林果型9用材型

9其它的变化趋势( 平地型和沿海型乡村庭院林建

设以观赏和林果为主'山区型和半山型乡村庭院林

建设都以林果为主!观赏型次之( 乡村庭院林以乡

土植物为主!外来植物数量仅占总体比重的

$(g$'[!外来植物以草本的比重最高!其次为乔木!

而灌木和藤本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外来植物物种与

数量的比重排序为沿海型9平地型9半山型9山区

型乡村( 福建省乡村庭院林近期种植植物数量比重

仅占 *,($[!其中!近期种植植物主要为乔木和草

本植物!且多以观赏&食用为主( 新增加植物数量呈

现沿海型9平地型 9半山型 9山区型的变化趋势!

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多由传统庭院种植保留下来!

主要有龙眼&榕树&桃树&

"

树&梨树&棕榈等!近年

来!桂花种植较为普遍!同时!枇杷&茶花&三角梅&番

石榴&苏铁&木瓜&九里香等种植较多(

庭院林植物总体较健康!健康植物&正常植物和

不健康植物所占比重分别为 %,(&[& +*,'"[&

&,(&[( 健康植物所占比重最大为沿海型庭院林!

占 ',$([!不健康植物所占比重最大为半山型庭院

林!占 $#,#-[(

%!讨论

由于乡村住宅及其周边的庭院林属于村民自己

所有!庭院林结构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

同类型乡村的村民对庭院林的重视程度(

"$#沿海型和平地型乡村庭院林特点评价与建

设$庭院林绿化与不同类型乡村经济发展及绿化需

求密切相关( 福建省四种类型乡村庭院林中!沿海

型和平地型村庄经济较好!美化和改善居住环境的

愿望较为强烈!因此!庭院林建设的积极性较高!乡

村绿化较好!近几年种植的植物较多!物种组成种类

和数量都较多!同时也更注重经营管理!庭院植物较

为健康'沿海型和平地型村庄庭院林除了林果为主

要经济用途外!其草本植物和外来植物数量也相对

最多!更加注重观赏性( 在今后的庭院林建设中!沿

海型和平地型乡村庭院重点在于改善树种结构!可

结合当地乡村的需求!适当增加观赏&经济和生态功

能都较高的林果型庭院乔&灌树种!特别是加强新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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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应用推广!以满足当地乡村庭院林建设的需求(

""#山区型和半山型乡村庭院特点评价与建

议$相比较沿海型和平地型乡村!半山型和山区型绿

化相对较弱!乡村庭院林的物种和植株数量都相对

较少!外来植物和新种植的数量也相对较少( 这是

由于半山型和山区型乡村周边生态环境较好!以改

善和美化住宅环境而种植庭院林的愿望相对弱些!

但以增加经济收入的愿望较强!因此!其乡村林果型

庭院树种种植的比例较大!以观赏性为主的草本植

物比例较小'同时!山区型和半山型乡村庭院林经营

管理水平较差!过去乡村庭院重要的经济树种!如棕

榈&千年桐&龙眼等!由于乡村经济结构和市场的变

化!棕榈&千年桐等农村传统经济产品已多年无人收

购!而龙眼水果多年价格低靡!被村民所弃管!甚至

破坏!健康状况不佳( 因此!福建省乡村庭院林建设

的重点应在山区型和半山型乡村!一方面应加强绿

化建设!增加庭院的绿量!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另一

方面应加强经营管理!改善庭院林健康状况!同时!

为村民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引导村民开展庭院林

建设!以促进乡村庭院林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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