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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地区主要省道的植物多样性研究

谭雪红，张翠英
（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００８）

摘　要：采用均匀分布和典型样地相结合的方法，对徐州地区４条省道绿化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利 用 重 要

值、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相似性指数分析其植物组成及多样性。

结果表明：（１）４条省道共有乔木３１种，灌木１７种，草本４０种。杨树、女贞、龙柏、三叶草在徐州地区主要

省道绿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重要值和出现频 率 均 排 在 前 列。（２）省 道Ｓ３２３乔 灌 种 类 最 多，省 道Ｓ２５３
草本最多，人工绿化的乔、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杂草生长。植物群落综合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排序为

Ｓ３２３＞Ｓ３２２＞Ｓ２５３＞Ｓ２５１。每条省 道 的 丰 富 度 指 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和Ｐｉｅｌｏｕ指 数 均 为 草 本＞乔

木＞灌木。（３）两两省道之间的相似性指数均为３０％～５０％，草本植物的共有种对相似性指数贡献最大。

在进行道路绿化的过程中，需要乔灌草统一考虑，特别是增加草本植物的多样性以抑制杂草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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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公路建设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据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０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报道，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４．０６×１０６　ｋｍ２，
其中高速公路８．５０×１０４　ｋｍ２，中国公路通车里程仅

次于美国，居世界第２位。大量公路的建成通车极大

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损坏原生态环

境，例如占用 大 量 土 地、水 土 流 失，生 物 多 样 性 减 少

等［１－２］。大量研究表明，增加植物多样 性 可 明 显 提 高

路域植被群 落 的 覆 盖 度、稳 定 性 和 抗 逆 性，通 过 乔、
灌、草 结 合 的 立 体 配 置 能 使 路 域 生 态 平 衡 更 为 稳

定［３］。目前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自然植物

群落，对人 工 干 扰 状 态 下 的 植 物 群 落 研 究 较 少［４－５］。



公路作为受损生态系统，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公路边坡

生态修复、绿化技术等方面，关于植物多样性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旅游公路，忽略了对普通公路

植物多样性的研究［６－８］。本文以徐州地区境内的４条

主要省道为研究对象，对其植物组成及多样性进行分

析，以期对以后的绿化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徐州地区地处江苏省西北部，苏、鲁、豫、皖４省

交界 处，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１１６°２２′—１１８°４０′，北 纬

３３°４３′—３４°５８′，总面积１１　２５８ｋｍ２。地形以平原为

主，属黄海 平 原 的 一 部 分。气 候 受 东 南 季 风 影 响 较

大，属暖 温 带 季 风 气 候，年 均 降 水 量８４７．９ｍｍ。地

带性土壤为棕土、褐土，另有紫色土、潮土、沙姜土、水
稻土等土壤类型，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

目前，连霍、京福、京沪、宁徐４条高速公路通过

徐州地区境内，通车里程达３００ｋｍ；境内国省干线公

路网四通八达，共有１０４，２０５，２０６，３１０，３１１国道５条

和１２１，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４，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３，

３２４省道１１条，总 里 程９９２ｋｍ，实 现 徐 州 市 区 到 各

县及徐州至周遍城市便捷的干线公路连通，交通面貌

得到巨大改善。然而道路绿化不容乐观，特别是境内

的国道、省道及县道公路的绿化建设存在较多问题，
例如存在大量公路边坡坡面裸露，路肩、路沟采用混

泥土或浆砌石进行硬化，公路绿化与周边环境缺乏融

合，植物选择与配置不合理，绿化技术利用不当，绿化

后期 管 理 不 力 等 一 系 列 问 题。本 文 研 究 的 省 道

Ｓ３２２，Ｓ２５３，Ｓ２５１，Ｓ３２３为 通 过 徐 州 地 区 的４条 主 要

省道，最近３ａ没 有 进 行 大 规 模 的 绿 化 工 作，其 绿 化

植物种类及多样性 主 要 是３ａ前 人 工 绿 化 和 自 然 恢

复的结果。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植物调查方法

考虑到公路绿化特点和植物多样性等调查指标

的要求，本文采取均匀分布和典型样地相结合的方法

对４条省道的植物群落进行调查，即一般情况下每条

公路１０～２０ｋｍ取一样地，如遇植被情况变化较大、
或生境 特 殊 的 地 点，可 增 加 调 查 样 地。于２０１１年

５—６月对４条 省 道 的 植 物 进 行 调 查，具 体 方 法 及 步

骤为：（１）设置样方，在无隔离带的路段，每一样方的

面积为１０ｍ×（２×１０ｍ），即长度为１０ｍ，宽度为从

路两侧向外水平延伸各１０ｍ；在有隔离带的路段，每
一样方的面积为１０ｍ×（２×１０ｍ）＋１０ｍ×（隔离带

的宽度），在每一样方内设２～３个１ｍ×１ｍ的小样

方调查草本植物。（２）植物群落调查，记录每一样方

内的乔木种类、株数、每株胸径；由于很多灌木成片种

植，株数很难统计，因此记录每一样方内的灌木种类、
盖度、高度；记录每一草本小样方内的草本植物的种

类、株数、盖度。每条公路的调查长度、样方数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徐州地区主要省道的调查长度及设置的样方数

省道名称
调查路段
长度／ｋｍ

乔灌样方
数／个

草本样方
数／个

Ｓ３２２　 ７７．８９　 ８　 １６
Ｓ２５３　 ８１．２７　 ９　 ２２
Ｓ２５１　 ９３．３４　 ８　 １８
Ｓ３２３　 １７３．６６　 ９　 ２０

２．２　数据处理

本文用物种重要值、丰富度指数（Ｒ）、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及相

似性指数（Ｉ）对４条公路的植物多样性进行分析。所

有的数据分析及图表利用Ｅｘｃｅｌ及Ｓｐａｓｓ　１６．０处理。
（１）根据调查特点，乔木重要值＝相对密度＋相

对频度＋相对显著度，灌木重要值＝相对高度＋相对

频度＋相对盖度，草本重要值＝相对多度＋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２）丰富度指数：Ｒ＝Ｓ

式中：Ｓ———每条省道出现的物种数。
（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式中：Ｐｉ———第ｉ种的重要值，以重要值为计算 指 标

可以避免因植物个体大小、数量差异悬殊而导致过分

地夸大一些个体小但个体数极多的植物种类在群落

中的作用。

（４）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Ｉ＝ Ｈ
Ｈｍａｘ

式中：Ｈｍａｘ———最大种类多样性。

（５）相似性指数：Ｉ＝ ｃ
ａ＋ｂ＋ｃ×１００％

式中：ａ———其中一条公路的特有种数目；ｂ———另一

条公路的特有种数目；ｃ———２条公路的共有种数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植物重要值分析

重要值是表示某个种在群落中地位和作用的综

合数量指标，重要值高的植物在群落中占优势地位，
一般 为 群 落 中 的 优 势 种［９］。４条 省 道 的 乔、灌、草３
层重要值前５位的植物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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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乔木层重要值分析　４条 省 道 共 有３１种 乔

木植 物，主 要 有 杨 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ａｓａ）、垂 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旱 柳（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紫 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女 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
ｕｍ）、圆 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紫 叶 李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ｅｒａｉｆｅｒａ）、法桐（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构树（Ｂｒｏｕｓ－
ｓｏｎｅｔｉａ　ｋａｚｉｎｏｋｉ）、合 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苦 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ｅ）、国 槐（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刺 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水 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
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泡 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银 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栾树（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等。

Ｓ３２２的女贞重要值为７８．４９％，属优势种，垂柳、圆柏

的重要值较为接近，并且与女贞相差较大，属亚优势

种，杨树、法桐重要值较低，不能构成优势种。从重要

值大小来看，其余３条省道的优势树种的分布规律和

Ｓ３２２较为相似，即 重 要 值 前５位 的 树 种 分 为３个 阶

梯：其中一树种的重要值和其他树种相差较大，处于

重中之重地位，为优势树种；中间的为亚优势种；重要

值较小的不 构 成 优 势 种。Ｓ２５３，Ｓ３２３的 优 势 种 为 杨

树，亚优势种为女贞；Ｓ２５１优势种为杨树，亚 优 势 种

为构树。从植物分布可以看出重要值前５位的树种

４条省道均有杨树、女贞，这２树种为徐州市道路 绿

化的重要乔木，对乔木群落的稳定性及生态功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３．１．２　灌木层重要值分析　４条 省 道 共 有１７种 灌

木植物，主要是龙柏（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ｋａｉｚｕ－
ｋａ）、大叶黄杨（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小叶女贞（Ｌｉ－
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红叶石

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ｆｒａｓｅｒｙ）、小 叶 黄 杨（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海

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火 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
ｎｅａｎａ）、连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金 钟（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牡 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等。Ｓ２５３的 龙

柏重要值为１０２．３％，为 灌 木 优 势 种，其 他４种 灌 木

的重要值差别不大，这说明它们在群落中重要性较为

相似。Ｓ３２２，Ｓ２５１前５位植物重要值变幅不大，组成

共优种。Ｓ３２３的优势灌木为龙柏。从植物分布可以

看出，龙柏为４条省道的优势种，大叶黄杨为其中３
条省道的优 势 种，这２种 灌 木 在 省 道 绿 化 中 大 量 运

用，起到重要作用。

３．１．３　草本层重要值分析　４条 省 道 共 有４０种 草

木植 物，主 要 是 三 叶 草（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马 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狗 尾 草（Ｓｅｔａｉｒ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狗牙根（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香附子（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
ｄｕｓ）铁 杆 蒿（Ａｒｔｅｒｎｉｓｉａ　ｓａｃｒｏｒｕｍ）、芦 苇（Ｐｈｒａｇ－
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香 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浮 萍

（Ｌｅｍｎａ　ｍｉｎｏｒ）、水 花 生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
ｒｏｉｄｅｓ）、蒲公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ｏｆｆｉｃｎａｌａ）、葎草（Ｈｕ－
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麦 冬（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黑

麦草（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车前草（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小蓟（Ｃｉｒｓｉｕｍ　ｓｅｔｏｓｕｍ）等。

表２　乔、灌、草３层重要值前５位植物及其重要值

省道名称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Ｓ３２２

女贞（７８．４９％）
垂柳（４０．９２％）
圆柏（４０．０９％）
杨树（２７．８１％）
悬铃木（１６．９７％）

夹竹桃（６３．２５％）
龙柏（４８．２５％）
大叶黄杨（４９．７５％）
连翘（３９．２５％）
小叶女贞（３５．５％）

三叶草（７２．８４％）
马唐（３８．６２％）
芦苇（５２．３８％）
葎草（２７．３８％）
狗尾草（１９．２７％）

Ｓ２５３

杨树（１０３．８６％）
女贞（４９．４２％）
圆柏（２５．５１％）
刺槐（１６．６８％）
垂柳（１６．６２％）

龙柏（１０２．３％）
小叶女贞（５０．４３％）
小叶黄杨（４０．７２％）
大叶黄杨（３９．６８％）
牡荆（４０．４０％）

芦苇（３４．０７％）
狗牙根（２３．０５％）
浮萍（３３．６２％）
三叶草（４３．０４％）
马唐（３０．２７％）

Ｓ２５１

杨树（１３２．７４％）
构树（４４．９３％）
女贞（２５．７７％）
紫薇（２４．９１％）
水杉（１８．６９％）

大叶黄杨（６４．４３％）
火棘（５４．９５％）
红叶石楠（５３．８７％）
石楠（５３．８７％）
龙柏（４１．２％）

三叶草（１００．１２％）
马唐（２４．１１％）
芦苇（１９．３２％）
狗尾草（１７．５０％）
莎草（１６．１９％）

Ｓ３２３

杨树（７３．３３％）
女贞（５１．３２％）
雪松（３１．０２％）
紫叶李（２３．７９％）
水杉（１５．０１％）

龙柏（５９．８３％）
海桐（３１．４１％）
红叶石楠（２９．６７％）
牡荆（２６．８２％）
金钟（２４．７７％）

三叶草（８０．３８％）
狗尾草（４０．４％）
狗牙根（２４．４％）
芦苇（１８．９９％）
麦冬（１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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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叶草 在Ｓ２５１的 重 要 值 达 到１００．１２％，比 后 面

的４种草本植物马 唐、狗 尾 草、莎 草、芦 苇 高 很 多，占

绝对优势地位。三叶草在Ｓ３２２，Ｓ３２３，Ｓ２５３这３条省

道上的重要值也处于第１位，由此可见三叶草在徐州

地区省道绿化中的重要地位。芦 苇 也 是４条 省 道 中

重要值排在前列的植物，这是因为这４条国道两侧均

有河流通 过，有 适 宜 芦 苇 生 长 的 水 生、湿 生 环 境。４
条省道重要值前５位的植物以野生杂草为主，但人工

散播的三叶草为优势草种。

３．２　植物多样性对比分析

３．２．１　乔木层多样性分析　乔 木 种 类 最 多 的 是

Ｓ３２３，有２２种，占总乔木种的７０．９７％，Ｓ２５１只有１２
种，占总乔木种的３８．７１％，Ｓ３２２，Ｓ２５３这２条省道的

绿化乔 木 在 物 种 丰 富 度 方 面 差 异 不 大。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多样 性 指 数 最 大 的 是Ｓ３２３，最 小 的 是Ｓ２５１，
大小排序为Ｓ３２３＞Ｓ３２２＞Ｓ２５３＞Ｓ２５１。Ｐｉｅｌｏｕ指数

越大，说明群落中物种之间个 体 分 配 越 均 匀，优 势 种

越不 明 显，４条 省 道 的 Ｐｉｅｌｏｕ均 匀 度 指 数 排 序 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多样性指数排序一致。Ｓ３２３各 指

数均最大，这说明Ｓ３２３乔木植物种类多样，个体分配

均匀，群 落 稳 定 性 最 好，Ｓ２５１各 指 标 的 值 均 为 最 小，
其群落中优势种明显，群落稳定性较差。

多样性 指 数 的 变 异 系 数 最 大 的 是 丰 富 度 指 数

（２５．２６％），最小的是Ｐｉｅｌｏｕ均 匀 度 指 数（１３．０６％），
这说明４条省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多样性指数的差

异主要来源于丰富度指数（表３）。

表３　多样性指数分析

省道名称
丰富度指数Ｒ

乔木 灌木 草本 综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Ｈ
乔木 灌木 草本 综合

Ｐｉｅｌｏｕ指数Ｊ
乔木 灌木 草本 综合

Ｓ３２２　 １８　 ７　 ２３　 ４８　 ２．４３　 １．９２　 ２．６１　 ３．４３　 ０．４３　 ０．３４　 ０．４５　 ０．５０
Ｓ２５３　 １９　 ６　 ２９　 ５４　 ２．２６　 １．６９　 ２．９１　 ３．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０　 ０．５１　 ０．４９
Ｓ２５１　 １２　 ６　 ２４　 ４２　 １．８６　 １．７７　 ２．５４　 ３．１６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４４　 ０．４６
Ｓ３２３　 ２２　 １２　 ２２　 ５６　 ２．５８　 ２．３７　 ２．６３　 ３．６３　 ０．４５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５３

变异系数／％ ２５．２６　 ３５．３６　１２．６９　 １２．９９　 １３．６０　 １５．６７　 ６．１０　 ５．６６　 １３．０５　 １５．８８　 ６．９２　 ５．８３

３．２．２　灌木层多样性分析　Ｓ３２３灌木种类最多（１２
种），占总灌木种的７０．５９％，Ｓ２５３，Ｓ２５１灌木只有６
种，占总 灌 木 种 类 的３５．２９％，Ｓ３２２的 灌 木 也 只 有７
种，灌木种类较少。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的排序为

Ｓ３２３＞Ｓ３２２＞Ｓ２５１＞Ｓ２５３，Ｐｉｅｌｏｕ指 数 的 排 序 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一 致。Ｓ３２３各多样性指数 的

大小仍然排在前列，这说明Ｓ３２３的灌木群落的生态稳

定性在４条省道中仍是最好的。Ｓ２５１灌木群落的多样

性略好于Ｓ２５３。从各多样性指数的变异系数可以看

出，丰富度指数的变异系数最大，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的变异系数相差不大（表３）。

３．２．３　草本层多样性分析　Ｓ２５３各 多 样 性 指 数 均

为最高，这说明该省道草本植物多样，优势种不明显，

分 布 均 匀，有 利 于 群 落 的 稳 定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的排序为Ｓ２５３＞Ｓ３２３＞Ｓ３２２

＞Ｓ２５１，Ｐｉｅｌｏｕ指 数 的 排 序 为Ｓ２５３＞Ｓ３２３＝Ｓ３２２＞
Ｓ２５１，Ｓ２５１虽然植物种类不是最低，但由于其个体分

配上的差异，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均

为最小值，群落中优势种明显，群落稳定性较差。

３．２．４　群落多样性综合分析　每条省道的植物群落

都是乔、灌、草复合层的综合，从综合多样性指数来看，

Ｓ３２３的丰 富 度 指 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Ｐｉｅｌｏｕ指 数 均

为最大，这说明Ｓ３２３的群落不但植物种类丰富，而且

种类之间个体分配均匀，有利于群落整体生态功能的

发挥，群落最为稳定。Ｓ２５３虽然草本植物群落多样性

较大，但由于植物群落中的乔、灌层的生态作用远大于

草本群落，使其综合群落多样性指数较低。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的 排 序 为Ｓ３２３＞Ｓ３２２＞Ｓ２５３＞Ｓ２５１，

Ｐｉｅｌｏｕ指数的排序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一致。
从每条省道的乔、灌、草多样性比较分析看出，丰

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都是

草本＞乔木＞灌木，这说明４条省道的人工绿化主要

放在乔木上面而忽视了灌木，而草本植物的多样性主

要是自然恢复的结果，其植物种类以田间杂草为主。

３．３　４条省道植物种类的相似性分析

３．３．１　出现频率分析　图２为４条省道出现频率超

过７５％的 植 物 种，即 在３条 以 上 的 省 道 上 出 现 的 植

物。其 中 杨 树、女 贞、垂 柳、紫 薇 的 出 现 频 率 为

１００％，即在４条省道上都有种植，为徐州地区公路绿

化最常用树种，杨树主要种植 在 公 路 两 侧 景 观 带，女

贞为路肩 绿 化 常 用 植 物，紫 薇 主 要 种 植 在 公 路 隔 离

带，垂柳 主 要 应 用 在 公 路 两 侧 水 边。出 现 频 率 大 于

７５％的乔木中只有苦楝、构树为非人工种植自然恢复

的结果，这说明公路绿化乔木 主 要 以 人 工 绿 化 为 主，

只有在公路远离城市的地区，即人工绿化薄弱地区才

出现一些当地乡土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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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乔、灌、草不同层次的植物在４条省道上出现频率

　　４条省道上均出现的灌木为龙柏和大叶黄杨，它

们主要用 在 隔 离 带 和 路 两 侧 绿 化 带，出 现 频 率 大 于

７５％的灌木只有３种，小 叶 女 贞 在３条 省 道 上 出 现。
这说明灌木层依然是人工绿化起到重要作用，而灌木

层植物的不足主要是公路绿化只注重乔木层，而忽略

了灌木层。
草本层的三叶草、马唐、狗牙根、狗尾草、铁杆蒿、

芦苇、葎草、反枝苋、浮萍９种植物出现频率为１００％，
三叶草为徐州地区省道绿化的主要草本植物，由于调

查的４条省道两侧均有河流，故 水 生 植 物 芦 苇、浮 萍

在道路绿化中均出现，其余６种出现频率为７５％的植

物均为自然生长的杂草，虽然 景 观 效 果 较 差，但 对 恢

复生态起到重要作用。

３．３．２　相似性指数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条４条省

道植物种类的相似性，我们计算了每２条省道的相似

性指数（表４）。可 以 看 出 共 有 种 最 多 的 是Ｓ３２３和

Ｓ２５３，它们 共 有３５种 植 物，其 中 乔 木１３种，灌 木４
种，草本１８种，２条省道的相似性指数达到４６．６７％，
为相似性最高的２条省道。共 有 种 最 少 的２条 省 道

为Ｓ２５３和Ｓ２５１，共 有２６种 植 物，其 相 似 性 指 数 为

３７．１４％。总体 来 看，相 似 性 越 高，其 共 有 种 植 物 越

多，特有种越少，道路 绿 化 模 式 越 相 近。由 表４可 以

看出两两省道的相似性指数均大于３０％，这说明４条

省道的绿化存在较大的相似 性，但 从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主要是草本植物的共有种起着重要作用，这主要是由

于４条国道地域接近，杂草类型一致所导致。４条省

道两 两 之 间 的 相 似 性 指 数 均 没 有 超 过５０％，这 说 明

每条省道在绿化模式上存在着一定差异。

表４　植物共有种和相似性指数

省道名称 Ｓ３２２ Ｓ２５３ Ｓ２５１ Ｓ３２３

Ｓ３２２ — ３０　 ２７　 ３２

Ｓ２５３　 ４１．６７ — ２６　 ３５

Ｓ２５１　 ４２．８６　 ３７．１４ — ３０

Ｓ３２３　 ４４．４４　 ４６．６７　 ４４．１２ —

４　结 论

（１）本文所调查的徐州地区４条省道乔、灌层的

植物种类及 多 样 性 主 要 受 人 工 影 响。４条 省 道 的 绿

化共有乔木３１种，灌 木１７种，草 本４０种，灌 木 层 植

物种类较少，调查的很多样地 根 本 没 有 灌 木 层，特 别

是Ｓ３２２，Ｓ２５１，Ｓ２５３均存在这种问题，灌木层的缺失，
影响整个植 物 群 落 最 佳 功 能 的 发 挥。４条 省 道 的 优

势种组成有一定差异，但一些植物为４条省道的共同

优势种，例如乔木层 的 杨 树、女 贞，灌 木 层 的 龙 柏、大

叶黄杨，草本层的三叶草、芦苇，它们对维持４条省道

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及生态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徐

州地区省道绿化的重要植物。从 重 要 值 前５位 的 大

小来看，灌木层植物之间的变 幅 较 乔 木 层 小，说 明 它

们在群落中发挥的作用差异 较 小。草 本 层 人 工 播 种

的三叶草在４条省道的重要值均排在第１位，这说明

草本层的人工绿化种类主要是三叶草，并且省道绿化

的重点放在了乔木层，忽略了灌、草层植物的优化。
（２）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是 群 落 多 样 性 的 综

合反映，它包含了植物的种类及其个体分配的均匀性

两个方 面，因 此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和Ｐｉｅｌｏｕ指

数、丰富度 指 数 密 切 相 关，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越

大，其群落稳 定 性 越 强，可 持 续 性 越 强［１０－１１］。乔 木 层

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大小排序为Ｓ３２３＞Ｓ３２２＞
Ｓ２５３＞Ｓ２５１，灌 木 层 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的 排

序为Ｓ３２３＞Ｓ３２２＞Ｓ２５１＞Ｓ２５３，草 本 层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指数的排序为Ｓ２５３＞Ｓ３２３＞Ｓ３２２＞Ｓ２５１，综

合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 数 的 排 序 为Ｓ３２３＞Ｓ３２２＞
Ｓ２５３＞Ｓ２５１。Ｓ３２３除了草本层的多样性指数排在第

２位，其余均排在第１位，Ｓ２５１除了灌木层外，其余均

排在最后，这说明Ｓ３２３植物群落的整 体 生 态 功 能 最

好，而Ｓ２５１植物群落的整体生态功能最差，群落的综

合生态 功 能 和 效 益 主 要 由 乔 灌 层 特 别 是 乔 木 层 来

控制［１２－１３］。
（３）在４条 省 道 上 都 出 现 的 植 物 种 为 杨 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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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垂柳、紫 薇、龙 柏、大 叶 黄 杨、三 叶 草、马 唐、狗 牙

根、狗尾草、铁杆蒿、芦苇、葎草、反枝苋、浮萍。这 说

明杨树、女贞、垂柳、紫薇、龙柏、大叶黄杨是徐州地区

省道绿化的主要植物种类，而 草 本 群 落 无 系 统 绿 化，
除了三叶草之外，均为自然恢复的结果。两两省道的

相似性指数均大于３０％，这说明４条省道的绿化存在

较大的相似性，但主要是草本植物的共有种起着重要

作用，４条 省 道 两 两 之 间 的 相 似 性 指 数 均 没 有 超 过

５０％，说明每条省道在 绿 化 模 式 上 存 在 着 一 定 差 异。
从调查结果可看出，徐州地区省道的绿化模式随意性

较大，没有经过系统规划和设 计，特 别 是 乡 村 地 区 的

国道绿化基本上以自然恢复为主。
（４）通 过 对４条 省 道 的 多 样 性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Ｓ３２２，Ｓ２５３，Ｓ２５１灌木种类偏少，杂草丛生，迫切需要

进行道路绿化，增加灌木多样性。在进行道路绿化的

过程中，需要乔灌草统一考虑，特 别 是 增 加 草 本 植 物

的多样性以抑制杂草生长，增强道路的景观性。在进

行调查中发现泡桐、苦楝、构树 等 乡 土 树 种 只 在 远 离

城市的偏远乡村才有，而且离 城 市 越 远，植 物 种 类 越

单一、多样性越低。城市化对公路绿化产生了重要影

响，有待于以后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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