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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天津市为例，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对华 北 地 区 城 市 绿 地 常 见 的 都 市 野 花 资 源 进 行 了 调 查 和 记 录。

从对种群分布格局的分析入手，综合考察都市野花的生态习性、生活型、分布性状等因素，得出以天津市为

代表的华北地区都市野花主要有６类分布格局，即高大单柱型、线性型、散点型、聚集型、辐射型和攀援型。

在对每一类型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的可能途径和方法，为野生花

卉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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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花卉（ｗｉｌ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是天然风景和植被的重

要组成部分，很多种类是现有栽培花卉的原始材料和

未来栽培花卉的资源［１］。野生花卉应用于城市园林

绿化，具有种类繁多，形态多样，花色艳丽，群 体 功 能

强，分布区域性明显，耐受性强，适应性广，繁殖简单，
管理粗放，应用成本低，收效大等优点［２］。野生花卉目

前已经在诸多方面有了较为成熟的应用。例如，可用

于花坛、花丛、花境栽培及摆放，用于布置水景园、沼泽

园及湿地花园，用于盆栽观赏，用作草地、庭院栽培植

物、缀花草坪，用作垂直绿化及篱垣植物，用于岩石园、
墙园植物、药草园植物以及可用作观赏园艺植物等［３］。

都市是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复合生态系统，城市化

过程在带来了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绿化率降低、资源

短缺等多种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导致了自然生境的破

碎化、分离化和物种组成的简化、同化［４］。都 市 野 花

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生境中生存和发育的，它们在都市

生态系统多样化的干扰和胁迫下［５］，发展了特殊的适

应机制和形成了特有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它们的

种群分布格局，对于更好地开发利用野花资源具有重

要的意义。目前国内类似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正是

基于此而开展的。天津市作为华北城市的典型代表，
其植物区系和植被类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对天津

市区１３个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校园、城市公共绿地、社
区的植被调查显示，现有的野生植物为４７科１３５种，



其中在园林绿化中有实际利用价值的显花植物（即本

研究所指“都市野花”）接近１／２。

１　都市野花的研究方法

１．１　都市野花调查

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间对 天 津 市 南 开 大 学、天 津 师

范大学等６所高校校园，水上公园、长虹公园等４个

城市公共绿地空间，以及华苑小区、梅江小区等３个

大中型社 区 进 行 都 市 野 花 调 查 和 物 候 观 测（表１）。
调查采用随机 采 集 样 方 法（样 方 大 小：草 本１ｍ×１
ｍ，高大草本、灌木状草本３ｍ×３ｍ），重点记录都市

野花的种类、生活型、种群数量、覆盖度、生境等特性。
同时参照天津市其它高校校园和各区县城市公共绿

地野花的调查情况。

表１　调查地点概况和都市野花种数

地 点 类 型 面积／ｈｍ２ 野花种数 地 点 类 型 面积／ｈｍ２ 野花种数

南开大学 高 校 １４８．０　 ６２ 长虹公园 公 园 ３３．０　 ３８
天津大学 高 校 １８１．１　 ４８ 西沽公园 公 园 ３２．０　 ３７
天津师范 高 校 ２５４．０　 ５５ 人民公园 公 园 １４．０　 ２８
天津财经 高 校 １００．０　 ４３ 华苑小区 生活区 ２４．０　 ４１
中国民航 高 校 １１０．０　 ４４ 梅江小区 居住区 １９１．０　 ３５

天津城建 高 校 ６８．０　 ４１ 空港经济区 产业园 ４　５００．０　 ５２
水上公园 公 园 １９４．４　 ５７

１．２　都市野花分布格局分析

根据植被调查和物 候 观 测 记 录，并 参 考《天 津 植

物志》、《河北植物志》和《天津园林物候（天津市园林

学会内参）》，综 合 考 察 野 花 的 种 类、生 活 型、种 群 数

量、覆盖度、生境等特性，归纳总结出６大类型的都市

野花种群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针对典型分布格局

提出可能的应用方案。

２　都市野花种类和分布格局

２．１　都市野花种类丰富

调查显示，天津市区现有野生植物４７科１３５种。
其中种数最多的前５位分别是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禾

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十 字 花 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旋 花 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和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５科植物种

数约占野生植物总种数的４３．５％。
在这些野生植物中，只有那些数量众多、花（或花

序）形大、颜色鲜艳的显花植物才具有 实 际 应 用 的 可

能性和价值。本研究在综合考察野生植物的种类、生
活型、种群数量、覆盖度和生境等特性的基础上，筛选

出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都市野花共５５种，隶属于２９
科（表２）。表２的５５种都市野花中，有的已经在城市

园林绿化中有了较为成熟的 实 际 应 用，如 紫 茉 莉、垂

序商陆、诸葛菜、中华猕猴桃、栝楼、马蔺等；有的正在

进行扩种的初步尝试，如山野豌豆、酢浆草、紫花地丁、
罗布麻、碱菀、狗尾草等；还有的正在逐步引起园林绿

化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兴趣，如匙荠、朝天委陵菜、野西

瓜苗、砂引草、地黄、旋覆花等［５－８］。此外尚有更多的都

市野花拥有较优的性状和极好的应用前景，等待园林

绿化研究者和实践者去开发和利用。

２．２　都市野花种群分布格局多样化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城市生态系

统给野生植物带来了诸多类型的干扰和胁迫，如空间

压缩、光照限制、温度 胁 迫、水 分 和 土 壤 胁 迫、践 踏 和

刈割等［９］。都市野 花 在 与 这 种 特 殊 生 境 的 长 期 适 应

中，发展了独有的应对机制，其 中 一 个 重 要 的 表 现 就

是形成了多样化的种群分布 格 局。经 调 查 和 查 阅 相

关文献，发现华北地区都市野花存在以下６大类型的

种群分布格局：高大单株型，线性型，散点型，聚集型，
辐射型和垂直攀缘型（表３）。

２．２．１　高大单株型　本研究分布格局类型的植株多

为高大草本或者灌木状草本，常 单 独 形 成 园 林 景 致。
植株高度在０．８ｍ以上，冠幅在０．５ｍ×０．５ｍ以上，
与同种类或其它种类的植株之间株距较大；植物体能

够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生物量常较大，如曼陀罗、垂
序商陆、红蓼等。其伴 生 的 植 物 主 要 为 低 矮 型，喜 荫

型草本，如马齿苋、野老鹳草、大蒜芥等。

２．２．２　线性型　本研究分布格局类型为特殊适应的

类型，可细分为土壤（养分）胁迫型和水分胁迫型这两

种情况。前者多为耐性极强的旱中生植物，能够在墙

角、地面铺装的砖缝等土壤浅薄和贫瘠的环境中正常

生长，如酢浆草、斑地 锦 等，一 般 形 成 单 种 群 落，伴 生

植物种类较少；后者主要为喜 湿 植 物，由 于 土 壤 含 水

量的差异而表现为平行于水岸线的线性分布，如旋覆

花、碱菀等，其伴生植物主要为其它湿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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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５种都市野花的基本情况

科 名　 野花种类　 生活型
样方盖

度／％
样方内

数量／株
生 境　 观赏特性　

蓼科
红 蓼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７５　 １５＊ 水岸空间等湿润环境 花 序

萹 蓄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８５　 １５０ 路边、荒地、沟边湿地 绿叶和群体

紫茉莉科 紫茉莉 多年生草本 ７０　 ２０＊ 屋旁、路边、草丛 花和果

商陆科 垂序商陆 多年生草本 ６５　 １２＊ 荒地、屋旁 果 序

石竹科 繁 缕 一年生矮生杂草 ８５　 １２０ 林下、路旁和草地 花和群体

防己科 蝙蝠葛 多年生落叶藤本 — ６＊ 林缘灌丛、路边 叶和整体

十字花科

匙 荠 一年或二年生中生草本 ９０　 ９０ 湿润地、路旁 花

风花菜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６０　 ２５ 水边湿地、路旁、沟边 花和果

诸葛菜 一年生草本 ８５　 ５０＊ 平地、林荫 花

盐 芥 一年生耐盐中生草本 ７０　 ９０ 盐土、微盐化草甸 花

大蒜芥 一年生草本 ６５　 ８０ 路边、草地和山坡 花和群体

蔷薇科 朝天委陵菜 一、二年生旱中生草本 ６５　 ４５ 山坡、湿润土地、路边 花

豆科

天蓝苜蓿 一年或二年生中生草本 ４０　 ６０ 林缘草地、路旁 花和群体

山野豌豆 多年生草本 ５０　 １５ 山坡、路边、草丛中 花和整体

米口袋 多年生草本 ４５　 ５０ 山坡草地、路旁 花

酢浆草科 酢浆草 多年生草本 ６５　 ７０ 潮湿墙脚、荒草地、林下 叶和花

牻牛儿苗科 野老鹳草 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 ７０　 ２５ 林缘、灌丛、山坡 花和果

大戟科 斑地锦 一年生匍匐小草本 ４５　 ８０ 墙脚砖缝、荒地、山坡 叶

葡萄科
白 蔹 多年生草质藤本 — ３＊ 山坡、草丛和林下 叶、果和整体

乌蔹莓 多年生草质藤本 — ３＊ 山坡、草丛和林下 叶、果和整体

锦葵科
野西瓜苗 一年生旱中生草本 ５０　 １５ 荒地、山坡、路边 花和果

苘 麻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６０　 ４０＊ 荒地、路边 花和果

猕猴桃科 中华猕猴桃 多年生藤本 — ２＊ 荒地、灌丛中 花和果

堇菜科
紫花地丁 多年生草本 ６５　 １２０ 草地、荒地和路旁 花和果

早开堇菜 多年生旱中生草本 ６５　 １３０ 草地、荒地和路旁 花和果

报春花科 点地梅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 ４５　 ４０ 荒地和草地 花

夹竹桃科 罗布麻 多年生半木质化草本 ６５　 ４０＊ 荒地、湿润地 花

萝藦科 萝 藦 多年生草质藤本 — ５＊ 荒地、灌丛中 花和果

旋花科

羽叶茑萝 一年生缠绕草本 — ４＊ 草地、灌丛 叶和花

圆叶牵牛 一年生缠绕草本 — ８＊ 草地、灌丛 花

田旋花 多年生旱中生草本 ７０　 ８ 草地、灌丛 花

打碗花 一年生旱中生草本 ７５　 ６ 草地、灌丛 花

紫草科

砂引草 多年生旱中生草本 ６５　 ２０ 沙地、盐碱草地 花

斑种草 一年生旱中生草本 ７５　 ４５ 荒地、路边杂草地 花

附地菜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５５　 ６０ 林荫地、墙角、路边 花

唇形科

夏至草 多年生草本 ５０　 ３０ 路旁、空旷地 花

益母草 一或二年生草本 ６０　 ２５＊ 荒地、路旁 花

活血丹 多年生匍匐草本 ７５　 ４０ 荒地、草地、路旁 叶和花

茄科 曼陀罗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７５　 ８＊ 屋旁、路边、草丛 花和果

玄参科

地 黄 多年生中生草本 ６５　 ５０ 墙角砖缝、道旁、荒地 花

阿拉伯婆婆纳 一年至二年生草本 ７０　 ６０ 草地、灌丛间 花

通泉草 一年生草本 ６５　 ８０ 湿润地、沟边路旁 花

车前科 车 前 多年生中生草本 ８０　 ５５ 湿润地、沟边路旁 花序和整体

葫芦科 栝 楼 多年生草质藤本 — ４＊ 草地和路旁 花和果

菊科

刺儿菜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８５　 ７０＊ 荒地、路旁 花

阿尔泰狗娃花 多年生旱生草本 ６０　 １５ 荒地、干旱地、路旁 花

旋覆花 多年生中生草本 ７０　 ３０ 湿润地、沟边路旁 花

牛膝菊 一年生草本 ８０　 ９０ 荒地、墙角潮湿处 花和整体

蒲公英 多年生旱中生草本 ６０　 ４５ 草地、山坡、路旁 花

乳 苣 多年生中生草本 ６５　 ２０＊ 荒地、盐碱地 花

碱 菀 一年生盐生草本 ８５　 １１０＊ 湿润地、盐碱地 花

禾本科
狗尾草 一年生中生草本 ７５　 ６０ 荒地、路旁 花 序

白 茅 多年生中生草本 ８０　 ６０ 草地、沙地 花 序

鸭跖草科 鸭跖草 一年生草本 ６０　 ３５ 林荫下湿润地、草地 花

鸢尾科 马 蔺 多年生宿根草本 ７０　 ４５ 沙地、盐碱草地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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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表示没有或无法测量；标记有“＊”的样方规格为３ｍ×３ｍ，没有标记“＊”的样方大小为１ｍ×１ｍ。（２）表中各植物学名分别

为：紫茉莉科（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商陆科（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ｃｅａｅ），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防己科（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

ｓａｅ），酢浆草科（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牻牛儿苗科（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葡 萄 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锦 葵 科（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猕 猴 桃 科（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

ａｅ），堇菜科（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报春花科（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夹竹桃科（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萝 藦 科（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紫 草 科（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唇 形 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玄参科（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车 前 科（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葫 芦 科（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鸭 跖 草 科（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鸢 尾 科（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３）红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萹蓄（Ｐ．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紫茉莉（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垂序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繁缕（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蝙蝠

葛（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ｕｍ　ｄａｕｒｉｃｕｍ），匙荠（Ｂｕｎｉａｓ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ｏｉｄｅｓ），（风花菜Ｒｏｒｉｐｐａｇｌｏｂｏｓａ），诸葛菜（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盐芥（Ｔｈｅｌｌｕｎｇｉｅｌｌａ

ｓａｌｓｕｇｉｎｅａ），大蒜芥（Ｓｉｓｙｍｂｒｉｕｍ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ｕｍ），朝天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ｓｕｐｉｎａ），天蓝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ｌｕｐｕｌｉｎａ），山野豌豆（Ｖｉｃ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米口袋

（Ｇｕｅｌｄｅｎｓｔａｅｄｔｉａ　ｖｅｒｎａ），酢浆草（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野 老 鹳 草（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斑 地 锦（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白 蔹（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乌蔹莓（Ｃａｙｒａｔ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野西瓜苗（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ｔｒｉｏｎｕｍ），苘麻（Ａｂｕｔｉｌｏｎ　ｔｈｅｏｐｈｒａｓｔｉ），中华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ｉｓ），紫花地丁（Ｖｉｏｌ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早开堇菜（Ｖ．ｐｒｉｏａｎｔｈａ），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ｖｅｎｅｔｕｍ），萝藦（Ｍｅｔａｐｌｅｘ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羽叶茑 萝（Ｑｕａ－

ｍｏｃｌｉｔ　ｐｅｎｎａｔａ），圆叶牵牛（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田旋花（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打碗花（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砂引草，斑种草（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附地菜（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夏至草（Ｌａｇｏｐｓｉｓ　ｓｕｐｉｎａ），益母草（Ｌｅｏｎｕｒｕｓ），活血丹（Ｇｌｅｃｈ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　ｓｔｒａｍｏ－

ｎｉｕｍ），地黄（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阿拉伯婆婆纳（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ｅｒｓｉｃａ），通 泉 草（Ｍａｚ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车 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ｂａ），栝 楼（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刺儿菜（Ｃｉｒｓｉｕｍ　ｓｅｔｏｓｕｍ），阿尔 泰 狗 娃 花（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　ａｌｔａｉｃｕｓ），旋 覆 花（Ｉｎｕ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牛 膝 菊（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蒲 公 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乳苣（Ｍｕｌｇｅｄｉ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碱菀（Ｔｒｉｐｏｌｉ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狗 尾 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白 茅（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鸭 跖

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马蔺（Ｉｒｉｓ　ｌａｃｔｅａ）。

表３　６大类型的种群分布格局及其可能的应用形式

种群分布格局类型 代表物种 分布格局示意图 可能的应用形式

高大单株型
红蓼，紫 茉 莉，垂 序 商 陆，曼 陀 罗，罗 布

麻，苘麻

花坛主要 观 赏 植 物，花 境

栽培，盆栽摆放等

线性型 酢浆草，斑地锦，地黄，旋覆花，碱菀
庭院，停 车 场，步 道 等 地

面铺装栽植，沿河景观等

散点型

风花 菜，大 蒜 芥，天 蓝 苜 蓿，米 口 袋，野

老鹳草，野 西 瓜 苗，紫 花 地 丁，早 开 堇

菜，点地梅、砂引 草，附 地 菜，夏 至 草，益

母草，通 泉 草，阿 尔 泰 狗 娃 花，蒲 公 英，
乳苣，鸭跖草

花坛的底 层 观 赏 植 物，草

地栽培植物，缀花草坪等

聚集型

萹蓄，繁缕，匙荠，盐 芥，斑 种 草，阿 拉 伯

婆婆纳，车前，诸 葛 菜，刺 儿 菜，牛 膝 菊，

狗尾草，白茅，马蔺

盆栽 摆 放，花 丛，沿 路 片

植景观，林 下 荫 地 片 植 景

观等

辐射型
朝天 委 陵 菜，蛇 莓，田 旋 花，打 碗 花，活

血丹

盆栽 观 赏，花 境 栽 培，花

坛底层观赏植物等

垂直攀缘型

蝙蝠 葛，山 野 豌 豆，白 蔹，乌 蔹 莓，中 华

猕猴 桃，萝 藦，羽 叶 茑 萝，圆 叶 牵 牛，栝

楼

垂直 绿 化，篱 垣 植 物，岩

石园，墙园植物等

２．２．３　散点型　本分布格局类型为 最 常 见 的 类 型，
常分布于草坪、荒地、坡地等生境。主要为中、小型草

本植物，植物高度在０．８ｍ以下，冠幅较小。植株与

同种类或其它种类植株的株 距 随 机 分 布。常 表 现 为

多种植物相间生长，形成两种／多种共优的植物群落，
如紫花地丁、砂引草、蒲公英等。

２．２．４　聚集型　本分布格局类型的植物多为宿根性

或种子自播繁殖性，且具有高度的聚集性。常由单种

植物形成单优种群或群落，如斑种草、阿拉伯婆婆纳、
马蔺等。该分布格局类型所分 布 的 生 境 依 组 成 的 植

物生态习性而定。

２．２．５　辐射型　本分布格局类型常由匍匐或蔓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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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构成，植物的茎细长纤弱，其 中 多 数 种 类 茎 上 具 有

不定根并以此蔓延获得再生植株；植物呈水平方向辐

射状铺展，覆 盖 较 大 面 积 的 地 面，如 蛇 莓、朝 天 委 陵

菜、活血 丹 等。该 分 布 格 局 类 型 也 较 常 形 成 单 优 种

群落。

２．２．６　垂直攀缘型　本分布格局类型主要为攀援植

物（木质藤本或草质藤本），须借助其它植物或支撑物

生长［１０］，植株在垂直方向的分布远大于水平方向，如

乌蔹莓、萝藦、栝楼等。其 伴 生 植 物 主 要 为 灌 木 或 灌

木状草本、低矮草本等。

３　都市野花应用

３．１　都市野花种群分布格局的应用途径

都市野花的种群分 布 格 局 为 野 花 在 城 市 园 林 绿

化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践性极强的参考。例如，高大单

株型的植物适合单株种植作为园林景 观 中 的 视 觉 焦

点或者方向引导；而群体功能强的聚集型野花若单株

种植则其观赏效果往往不是 很 明 显，但 作 为 群 体，成

丛、成片或与其它花卉进行合理搭配种植则可收到极

好的景观效果。鉴于此，结合都市野花的种群分布格

局，本研究提出了一些应用方面的建议（表３）。
（１）高大单株型分布格局的植物，适宜单株种植

作为花坛、花境栽培中的主要 观 赏 植 物，或 作 为 盆 栽

植物用于园林景观中的视觉焦点或道路引导。如：在
花坛、花境中种植垂序商陆，其 鲜 艳 的 果 实 很 容 易 吸

引观赏者的注意；在道路两旁 种 植 红 蓼、曼 陀 罗 等 植

物，则可以为观赏者指引行进的方向。
（２）线性型 分 布 格 局 的 植 物 中，耐 性 较 强 的 旱、

中生小型草本植物可以作为 庭 院、停 车 场、步 道 等 处

地面铺装的镂空处的点缀植物，或者步道两侧切边缝

隙处的界定植物，如 酢 浆 草、斑 地 锦、地 黄 等；而 喜 湿

性的植物则可以作为沿河、沟 渠、水 塘 等 水 岸 空 间 的

观赏植物，形成线性的景观，如旋覆花、碱菀等。
（３）散点型分布格局的植物种类丰富。其中，中

型、高型植物如风花 菜、野 西 瓜 苗、阿 尔 泰 狗 娃 花 等，
可以与高 大 单 株 型 植 物 搭 配 种 植，应 用 于 观 赏 性 花

坛；低矮植物如紫花 地 丁、蒲 公 英、鸭 跖 草 等，则 可 以

应用于草地或者缀花草坪，容 易 形 成 株 高 错 落 有 致、
花期搭配适宜、花色丰富多彩的景观效果。

（４）聚集型分布格局的植物适宜营造大气、集中

的气氛，可以是盆景栽培或者 丛 植，作 为 景 观 中 关 键

节点的指示，如马蔺等；也可以 进 行 片 植 形 成 大 面 积

的景致，如阿拉伯婆 婆 纳、白 茅 等；另 外，有 的 植 物 为

喜阴植物，可以作为林下林荫 地 片 植 的 首 选，如 诸 葛

菜等已经有了很好地应用。
（５）辐射型分布格局的植物种类相对较少，但容

易营造精致的植物小品，如常 用 蛇 莓、活 血 丹 作 为 盆

栽，而朝天委陵菜配合草莓等 种 植 于 花 坛、花 境 的 底

层，利用它们的辐射蔓延能力 形 成 再 生 植 株，从 而 形

成辐射型的植物景观。
（６）垂直攀援型分布格局的植物属层间植物［１１］，

常利用它们能占据不止一个片层的特性，将它们应用

于垂直绿化和篱垣植物，或者 种 植 在 岩 石 园、墙 园 植

物园等专类植物园中作为观 赏 植 物，如 蝙 蝠 葛、乌 蔹

莓、中华猕猴桃等。

３．２　都市野花的应用举例

３．２．１　线性型分布格局应用举例　在 实 际 应 用 中，

线性型分布格局的植物更多的被用于 软 化 墙 角 等 建

筑物和地面铺装等构筑物的生硬线条，增加它们与环

境的协调性。

这类植物植株低矮、色彩绚丽、季相明显，装饰效

果较为突出，能够形 成 自 然、宁 静 的 气 氛。为 了 增 加

植物的多样性，往往与其它园林植物（如草坪草等）共

同使用，形成丰富多彩的线性（带状）植物效果［１２］。

３．２．２　散点型分布格局应用举例　散点型分布格局

的植物在实际中应用最多的是用于营 造 野 生 花 境 和

形成缀花草坪。用野生花卉点缀草坪可以增加野趣，

增加其活泼性、色彩的丰富性等。

应用时可首先选择一个物种作为基调地被（一般

为多 年 生 植 物）［１３］，然 后 选 择 单 种 或 者 多 种 花 期、花

色各异的（图１）野 花 进 行 混 种。初 期 混 种 的 时 候 可

采用人工播种，模仿天然自播的形式随机播撒植物种

子；一次播种后，在以后的数年里均可“坐享其成”，利
用野花的自播能力维持群落 的 结 构。图１所 示 的 多

种野花混合播种时，其种子的混合比例为冷季型草∶
附地菜∶紫花地丁∶蒲公英＝１００∶４０∶３０∶３０（其

中冷季型草为基调地被）；图２所示的 种 子 混 合 比 例

为白车轴草﹕蒲公英＝１００∶６０（其中 白 车 轴 草 为 基

调地被）。

３．２．３　聚集型分布格局应用举例　聚集型分布格局

的植物在实际应用中较多的是用于植 物 小 品 的 营 造

和大片植物景观的构成。前者 一 般 由３～１０株 植 物

组成，而后者甚至可由成百上千株花卉构成。所采用

的植物可以是同一种类，也可以是不同种类混交。多

布置在广尺度的景观 中 的 关 键 节 点 处［６］作 为 指 示 性

植物，或者布置在树林边缘或 林 下、自 然 式 通 道 两 侧

及开阔空间，形成静谧、悠远的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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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蒲公英与白车轴草相互映衬的景观效果　　　　　　　图２　附地菜、紫花地丁和蒲公英混合应用的缀花草坪

４　都市野花应用展望

都市野花进入城市 绿 地 空 间 具 有 很 大 的 空 间 和

机会。首先，都市野花可以应用于都市公园等绿地空

间的园林绿化，增加都市空间 的 观 赏 性 和 野 趣，营 造

亲近大自然 的 美 感（如 北 京 奥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园［１３］）。
其次，可以用作都市生态恢复地的植被重建和水土保

持。大部分都是野花具有较强的环境耐受性，可以作

为植被重建 的 先 锋 植 物［１２］；另 外，那 些 根 系 发 达、多

年生的都市野花可以为恢复地提供防风固沙、保持水

土的功能，并且兼顾了景观效果。
在今后 的 开 发 和 应 用 实 践 中，还 需 着 重 加 强：

（１）进一步调查、筛选都市野花资源。除了开发都市

空间范围内的野花资源外，还应该与城市生态系统以

外的野花资源相互结合，相辅相成。（２）应用型野花

组合的示范性研究和实践。对 更 多 的 野 花 组 合 进 行

中试实验，开发出更具实用性的野花组合，以适应“灌

木＋藤本＋宿根”多层次组 合 的 要 求，适 应 春、夏、秋

多季节性、色彩多样性的要求。（３）都市野花种子资

源的培育和供应。开 发 简 单、实 用 的 野 花 种 子、野 花

种子组合，以适应广阔的应用需求。（４）注意都市野

花资源的保护［１４］。从长远的角度处理好开发与保护

的关系，尤其要保护好珍稀野花资源。加强都市野花

资源的调查、保护与扩大种植 等 工 作，保 证 都 市 野 花

应用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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