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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石鼓区植物特色景观构建研究

徐一斐ꎬ　 陈盛彬ꎬ　 田伟政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学院ꎬ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５)

摘　 要:紧跟着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步伐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家喻户晓ꎬ美丽乡村

绿化工程遍地开花.其中植物作为园林重要的造景要素ꎬ其特色景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探索研究和开发利用.以衡

阳市石鼓区为例ꎬ对区域文化的植物特色景观构建进行研究ꎬ针对问题ꎬ提出建设构想ꎬ充分挖掘区域内独具特色

的植物景观ꎬ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展示亮点、增添风采.
关键词:区域文化ꎻ乡土植物ꎻ植物特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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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市石鼓区位于中国南方主要的交通枢纽、
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北部中心城区.衡阳

市石鼓区因境内石鼓山而得名ꎬ石鼓区因山中石鼓

书院而凸显了湖湘文化的精华ꎬ因山下蒸水、湘江、
耒水三水交汇而闻名.石鼓区依山带水ꎬ风光秀丽ꎬ
人文胜景ꎬ衡阳古八景中的“石鼓江山锦绣华”之美

誉就在此地.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正如火

如荼ꎬ乡村原生态环境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ꎬ
出现了“山不再有、水也改流、家乡小桥边的大树被

砍了ꎬ小时候对故乡的记忆只能保留在脑海里”ꎬ在
这惊天动地的建设浪潮中如何完美地保留石鼓区

地域文化特色ꎬ成为新的研究课题.一直以来ꎬ浓浓

的地域文化特色通过传统建筑、仿古建筑和特色建

筑等来体现ꎬ但植物特色景观更能生动、完美地体

现这一理念ꎬ不容忽视.

１　 区域特色景观植物的现状

衡阳市石鼓区总面积 １１２ ｋｍ２ꎬ地理位置优越ꎬ
境内城乡连体ꎬ山清水秀.蒸水贯穿全境ꎬ沿江风光

带开发更添无限妖媚.区域内森林郁蔽、山峦叠翠、
空气清新怡人ꎬ生态环境清雅ꎬ人文景观优美.石鼓

区历来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好地方ꎬ在衡阳八景中ꎬ
石鼓区就有 “石鼓江山”、 “朱陵诗洞”、 “西湖白

莲”、“青桥酒家”四景.石鼓区风景优美ꎬ名胜古迹

较多ꎬ作为陪衬的植物景观就是历史的见证ꎬ同时

也是文化的积淀和文明的延续.

１.１　 区域特色景观植物

区域特色景观植物核心内容是乡土植物ꎬ是指

在当地自然植被中ꎬ具备观赏性较强或景观效果良

好ꎬ最能适应当地气侯和土壤条件ꎬ对当地生态环

境具有天然适应性的植物个体或群体ꎬ是园林绿

化、美化城市中不可缺少的植物种类[１] .区域内常用

的园林乡土植物见表 １.

１.２　 区域特色景观植物存在的问题

１)区域植物景观忽略了地形骨架的景观效果ꎬ
绿地草坪高低不平ꎻ植物配置没有注重叶色的季节

变化ꎬ忽视了开花结果树种的搭配与应用ꎬ树木的

叶色变化、不同树叶颜色的配置不协调(图 １) .在运



表 １　 区域内常用园林乡土植物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植物种类 植物名称

常绿乔木

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Ｌ.) Ｐｒｅｓｌ.)、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Ｔｈｕｎｂ.) Ｌｏｕｒ)、广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Ｌ.)、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Ｈｅｍｓｌ.)、乐昌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 Ｄａｎｄｙ)、雪松(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Ｒｏｘｂ.)Ｇ.Ｄｏｎ)、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
ｎｉａｎａ Ｌａｍｂ)、大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ｍ (Ｗａｌｌ.ｅｘ Ｇ.Ｄｏｎ) Ｈｏｏｋ. ｆ.)、柚子树(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柑桔(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ｌａｎ￣
ｃｏ.)、罗汉松(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 Ｄ.Ｄｏｎ)、深山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ｕｄｉａｅ Ｄｕｎｎ)、杨梅(Ｍｙｒｉｃａ ｒｕｂｒａ (Ｌｏｕｒ.) Ｓ. ｅｔ
Ｚｕｃｃ.)、枇杷(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Ｔｈｕｎｂ.) Ｌｉｎｄｌ.)、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椤木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ａｅ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棕榈(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Ｈｏｏｋ.) Ｈ.Ｗｅｎｄｌ.)

落叶乔木

水杉 (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Ｈｕ ｅｔ Ｃｈｅｎｇ)、 池杉 (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ｓ Ｂｒｏｎｇｎ )、 悬 铃 木 (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 栾 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ｘｍ.)、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Ｌ)、鹅掌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 Ｓａｒｇ)、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无患子 (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Ｇａｅｒｔｎ)、合欢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Ｄｕｒａｚｚ)、金合欢 ( Ａｃａｃｉａ ｆａｒｎｅｓｉａｎａ ( Ｌｉｎｎ.)
Ｗｉｌｌｄ)、银合欢(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Ｌａｍ.) ｄｅ Ｗｉｔ )、垂柳(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白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ｄｅｎｕｄａｔａ)、国槐(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Ｈａｎｃｅ)、青桐(Ｆｉｒｍｉａｎａ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ａ(Ｌ.ｆ.) Ｍａｒｓｉｌｉ)、红枫(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
ｕｍ’)、紫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ｌｉｌｉｆｌｏｒａ Ｄｅｓｒ)、二乔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 ｓｏｕｌａｎｇｅａｎａ Ｓｏｕｌ.￣Ｂｏｄ)、桃花 (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Ｌ)、木芙蓉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ｍｕｔａｂｉｌｉｓ Ｌｉｎｎ)、红叶李(Ｐｒｕｎｕｓ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Ｅｈｒｈａｒ ｆ.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Ｊａｃｑ.) Ｒｅｈｄ)、石榴(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Ｌ)、枣树(Ｚｉｚ￣
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Ｍｉｌｌ)、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臭椿(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Ｍｉｌｌ.) Ｓｗｉｎｇｌｅ)、泡桐(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Ｌ.) Ｒｏｘｂ)

常绿灌木

法国冬青(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Ｋｅｒ￣Ｇａｗｌ.ｖａｒ.ａｗａｂｕｋｉ (Ｋ.Ｋｏｃｈ) Ｚａｂｅｌ ｅｘ Ｒｕｍｐｌ.)、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Ｌｉｎｄｌ.ｅｔ Ｐａｘｔ)、龟甲冬青
( Ｉｌｅｘ ｃｒｅｎａｔａ ｃｖ.Ｃｏｎｖｅｘａ Ｍａｋｉｎｏ)、桃叶珊瑚(Ａｕｃｕｂ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ｅｎｔｈ.)、栀子花(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八角金盘(Ｆａｔｓｉａ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Ｄｅｃｎｅ.ｅｔ Ｐｌａｎｃｈ.)、六月雪(Ｓｅｒｉｓｓ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Ｔｈｕｎｂ)、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Ｌｉｎｄｌ.)Ｆｅｄｄｅ)、大叶
黄杨(Ｂｕｘｕｓ ｍｅｇｉ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Ｌｅｖｌ)、金边黄杨(Ｂｕｘｕｓ ｍｅｇｉ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ａ)、雀舌黄杨(Ｂｕｘｕｓ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Ｌｅｖｌ)、含笑花(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ｉｇｏ (Ｌｏｕｒ.)
Ｓｐｒｅｎｇ)、茶花(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茶梅 (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ａｓａｎｑｕａ Ｔｈｕｎｂ.)、红檵木 (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ｒｕｂｒｕｍ)、月季 (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 Ｐｌａｎｃｈ)、金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 ｖｉｃａｒｙｉ Ｒｅｈｄｅｒ)、小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Ｃａｒｒ)、丝
兰(Ｙｕｃｃａ ｓｍａｌｌｉａｎａ Ｆｅｒｎ)、蚊母(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 Ｓｉｅｂ.ｅｔ Ｚｕｃｃ)、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夹竹桃(Ｎｅｒｉ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Ｍｉｌｌ.)、金
丝桃(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ｍｏｎｏｇｙｎｕｍ Ｌ)、南天竹(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苏铁(Ｃｙｃ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ａ Ｔｈｕｎｂ)、凤尾竹(Ｂａｍｂｕｓ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Ｌｏｕｒ.)
Ｒａｅｕｓｃｈ.ｅｘ Ｓｃｈｕｌｔ.‘Ｆｅｒｎｌｅａｆ’ Ｒ.Ａ.Ｙｏｕｎｇ)

落叶灌木
棣棠(Ｋｅｒ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海棠(Ｍａｌｕｓ、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ｅｓ)、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Ｍａｘｉｍ.)Ｌｉ)、结香(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腊
梅(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Ｌｉｎｎ.) Ｌｉｎｋ)、木本绣球(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木槿(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ｓｙｒｉａｃｕｓ Ｌｉｎｎ)、紫荆(Ｃｅｒｃ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ｕｎｇｅ)、迎春花(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Ｌｉｎｄｌ)

用植物叶色变化过程中ꎬ不但要搭配好点状植物的

叶色变化ꎬ还要布置好片状植物的叶色变化ꎬ更要

注意各种色叶植物的配置.因为叶色变化令人感受

到四季的轮换和视觉的光鲜ꎬ金秋季节遍地黄叶使

人联想到收获的喜悦和生活的幸福ꎬ如银杏和栾树

的叶色变化ꎻ秋高气爽满山红遍使人感悟自然的神

奇和氛围的热闹ꎬ如枫香和乌桕的叶色变化.
２)植物配置效果缺乏地方的特色和风格ꎬ脱离

地方文化背景ꎬ照着同一个模板ꎬ体现不出独特的

植物景观效果ꎬ没有凸显地方“特色”.没有文化内涵

的植物景观是没有灵魂的景观ꎬ只能是作为一般的

绿化配置ꎬ没有植根于地域文化的植物景观不可能

永久性和可持续性地保留(图 ２).住宅区绿化没有

专业规范的设计、施工和管护ꎬ易造成反复地改造ꎬ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损失严重.盲目地移

植古树大树ꎬ又没有很好地采取一系列科学的移

植、种植和管护措施ꎬ大树的长势和景观效果得不

到保障(图 ３).

３)植物配置不遵循园林设计的原则ꎬ不充分利

用现有的地形地貌和乡土植被ꎬ不能满足生态要

求ꎬ开发后没有进行边坡生态恢复绿化(图 ４).没有

完整的古树名木保护的系统规划ꎬ开发建设不重视

原生态环境ꎬ大部分建设用地都毫无保留的甚至毁

灭性地削平有特色的地形地貌ꎬ沿国道两侧的原有

乡土植物也得不到保护和利用(图 ５、图 ６).为追求

异域风情和最大利益ꎬ盲目引用外来树种ꎬ不重视

野生乡土树种的开发和利用[２] .

２　 衡阳市石鼓区的植物特色景观建设
构想

　 　 衡阳市石鼓区的植物特色景观建设要以石鼓

书院文化为核心ꎬ突出书院园林与湖湘文化的底蕴.
要立足于以岗丘为主的地貌类型ꎬ城镇化规划建设

结合具有乡土气息的地形地貌和原有植被ꎬ最大限

度地保护和利用乡土植物ꎻ加大对古树名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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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区域内某广场一角

Ｆｉｇ.１　 Ａ ｃｏｒｎｅｒ ｏｆ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图 ２　 区域内某住宅小区绿地

Ｆｉｇ.２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ａ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图 ３　 区域内某广场制高点植物

Ｆｉｇ.３　 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图 ４　 区域内某道路裸露边坡

Ｆｉｇ.４　 Ａ ｂａｒｅ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ａ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图 ５　 区域内原有某道路绿化

Ｆｉｇ.５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图 ６　 区域内某道路扩改后绿化

Ｆｉｇ.６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措施ꎬ建立建全古树名木的档案资料和保障体

系[３]ꎻ结合历史文脉和自然因素ꎬ恢复和维护传统

的民房民居ꎬ构建乡村植物特色景观ꎻ推广在景观

设计中利用乡土树种体现城乡的地域文化内涵.从
而创造出各具特色、丰富多彩、亲近自然、贴近本地

区的植物文化特色景观环境.

２.１　 保存地形地貌ꎬ奠定景观特征

对一个区域的设计与改造离不开当地的自然

环境ꎬ要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环境元素.要提供有

意义的设计ꎬ建设良好的环境氛围和新的平衡[４] .所
以ꎬ地域环境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和谐共生ꎬ是不

可复制的联合体.大自然的环境可以塑造一个地方

的特色文化景观[５]ꎬ其成功案例有如:广西著名的

龙脊村和云南元阳的哈尼族村都有着举世闻名的

人地和谐共处的梯田文化景观.挖掘地方特色植物

景观ꎬ必须保存并利用原有地形地貌ꎬ科学地规划

和开发ꎬ充分结合地域自然环境景观ꎬ充分挖掘适

合园林景观的乡土植物ꎬ有意识地打造地域景观

特色.

衡阳市石鼓区素有衡阳城区“北大门”之称ꎬ自
古以来是人才荟萃名胜古迹居多的宝地ꎬ是古衡阳

经济繁华的区域和文化交流的胜地.区内三江交汇ꎬ
山水景观显著ꎬ特别是区域北面临近风景秀丽的南

岳衡山ꎬ文化氛围浓郁.石鼓区地形呈盆地地势ꎬ连
绵不断ꎬ地貌类型以岗丘为主.区域气候特点属于亚

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林木资源丰富ꎬ有原始次森林

多处ꎬ树种有 １ ０４７ 种ꎬ其中珍稀树种 １２ 种. “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ꎬ地方政策要引领ꎬ通过法制手段保

护和利用原有地形地貌ꎬ大力保存道路沿线自然生

态景观.

２.２　 利用乡土植物ꎬ体现区域特色

植物是自然的象征、是城市的标志、是区域的

特色.乡土植物经过漫长的物种选择ꎬ经历各种残酷

天气的洗礼ꎬ已经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ꎬ在时代的

演变中ꎬ已融入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６] .乡土

植物以其特有的色彩、姿态、风韵、以及季相变化所

呈现出的优美景观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区域景观

特色ꎬ例如海南的椰树风光、广东的榕树阵容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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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杨树飘絮ꎬ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观赏美感.乡土植

物作为景观基础ꎬ植根于地方文化ꎬ有着坚实的历

史根基[７] .保护、开发和利用乡土植物ꎬ是城市园林

绿化美化环境的自然法则ꎬ是城镇化建设和美丽乡

村建设的重要元素.
石鼓区文化特色景观建设在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ꎬ遵循绿色生态的主打路线ꎬ充分挖掘乡土植物

的生态特性、地域特色和植物文化ꎬ结合书院文化

的蕴味和格调ꎬ利用乡土植物打造一个富有魅力的

区域特色绿色生态景观ꎬ如拟建绿树成荫的衡阳古

香樟景观廊道、建造一座以市花茶花和月季花的主

题公园等.为了实现目标ꎬ政府部门应牵头引领ꎬ加
大宣传力度ꎬ以市政绿化项目为典范进行实施.行业

企业响应号召ꎬ立足于乡土树种的开发与利用ꎬ突
出绿色生态的主线ꎬ完善和实践绿化方案.建设单位

和业主应理性审美ꎬ认同专业园林公司的设计理念

和方案ꎬ认同乡土植物.教学科研部门应大力繁殖和

推广乡土植物资源ꎬ不断使乡土树种在城乡绿化美

化大地上遍地生根.

２.３　 保护古树名木ꎬ唤醒历史记忆

百年大树是一个地域的历史见证者ꎬ是一个地

域的特色文化象征ꎬ是常年在外的游子回到家乡的

冲动.古树名木伴随着我们成长ꎬ它既能触动我们对

美好的童年回忆ꎬ又能激发我们对家乡土地的眷恋

和建设家乡的热情[８] .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和前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ꎬ它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ꎬ见证了周围环境

的变迁ꎬ特别是一些寿命很长的树种ꎬ它们承载着

历史、人文与环境的信息ꎬ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

活的文物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９] .良好的古树

名木资源能成为衡阳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为衡阳本地的自然、人文、物质、生态旅游增添

了无限魅力.保护古树名木ꎬ科学规范的管理技术是

确保古树名木健康生长的重要条件ꎬ政府相关部门

应该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古树名木保护实施细则ꎬ使
管理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程序.对古

树名木的树种价值和树种的保护等级、树龄和胸

径、地理位置、生态价值和园林观赏价值、生长态势

和树形冠幅进行信息备案ꎬ建立建全一个网络化、
数字化、动态化的监测管理平台体系ꎻ设立专项科

研经费和保护基金ꎬ归属当地乡村委员会管理ꎬ指
定责任人和管理人ꎬ并定时给古树名木进行管护和

记录ꎬ发放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单ꎬ普及古树名木

保护的科学知识.

２.４　 结合历史和自然因素ꎬ构造地域乡村植物景观

植物景观是风景园林地域特色的核心要素ꎬ地
域性植物景观是综合自然和社会要素的产物[５] .然
而ꎬ现在乡村植物景观建设有一种简单模仿城市的

趋势ꎬ把旧的换成新的ꎬ连乡村大树也都挖走卖给

城里.另外ꎬ乡村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没有因地制宜ꎬ
没有考虑地方文化背景、区域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条

件ꎬ没有运用地形作为景观骨架的创作手法ꎬ到处

都栽种海枣树 (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ｄａｃｔｙｌｉｆｅｒａ Ｌ.) 和老人葵

(Ｃｏｃｃｏｔｈｒｉｎａｘ ｃｒｉｎｉｔｅ Ｇｒｉｓｅｂ. ＆ Ｈ. Ｗｅｎｄｌ. ｅｘ Ｃ. Ｈ.
Ｗｒｉｇ)等外来名贵树种ꎬ流行搞“樱花节”、“银杏节”
等与地方树种不配套节日ꎬ而忽视了本土植物特

色ꎬ流行的植物景观无法体现地域文化特色ꎬ是不

值得提倡的.
石鼓区辖 ６ 个街道、２ 个乡(松木乡和角山乡)ꎬ

松木乡境内的皇墓山唐代窑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ꎬ另辖有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商

职业学院、长沙医学院(衡阳校区)３ 所高校ꎻ角山乡

是衡阳地区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加工基地和中国南

方著名宗教胜地.两乡地处丘陵地形ꎬ人杰地灵ꎬ山
峦起伏ꎬ风景优美ꎬ土质肥沃.在当今构造地域乡村

植物景观ꎬ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大浪潮中ꎬ必然以地

方文化为主线ꎬ分析当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ꎬ
保留丰富的植物地被、良好的地形地貌和观赏价值

高的岗丘景观ꎬ任何开发和建设不得摧毁.

２.５　 合理搭配园林植物ꎬ体现地域特色和乡土风貌

园林植物是园林景观中最灵活、最生动、最丰

富的题材.由于园林植物形态各异、颜色多种多样、
生态习性各不相同ꎬ观叶干、赏花果季节也不同ꎬ通
过植物造景ꎬ精心配置ꎬ不仅能构成绚丽多彩的立

体画面ꎬ而且能形成良好的城镇化环境[２] .合理搭配

园林植物ꎬ让园林植物充分体现地域特色和乡土风

貌ꎬ在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时应坚持“以乡土树种为

主ꎬ引进植物为辅”和“因地制宜ꎬ适地适树”的原

则ꎬ首先确定城镇绿化中常用的基调树种[１０]ꎬ适当

选取配调树种ꎬ区域中常用的基调树种为樟树、桂
花、广玉兰、石楠、杜英、银杏、水杉、悬铃木、枫香

等ꎻ桩景树有罗汉松桩、红檵木桩、榆树桩(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椤木石楠桩和紫薇桩等ꎻ观果木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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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柚子树、桔子树、石榴、火棘和枸骨等ꎻ观花木本

植物有樱花 (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ｓｐ.)、桃花、梅花 (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ｍｕｍｅ Ｓｉｅｂ.)、紫玉兰、紫薇、紫荆花、木芙蓉、山茶花

和杜鹃花等ꎻ观叶木本植物银杏、枫香、鹅掌楸、红
枫和鸡爪槭(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等.

合理搭配园林植物ꎬ总体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选定主调乡土植物树种ꎬ应用树形、叶色和观花

植物造景相结合ꎻ②注意植物高度的层次搭配ꎻ
③配置植物要有明显的季节性ꎬ可营造四季有花有

景的季相景观ꎻ④充分利用草本花卉弥补木本花木

的不足ꎻ⑤合理搭配灌木种类ꎬ扩大垂直绿化面积

及增加植物生态群落设计.⑥注意区域滨水植物景

观的应用ꎬ运用自然生长的植物来体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ꎬ体现亲水性.植物造景采用自然群落的配置方

式ꎬ有郁闭也有开阔ꎬ有开花结果也有秋风落叶ꎬ配
置时要注意植物的生态特性和生长状况ꎬ注意植物

的品种、规格和数量的应用ꎬ也要考虑植物本身的

造型和风姿ꎬ不应采用整形式或规则式种植方案ꎬ
应顺应植物自然之势ꎬ注意高矮的比例、叶形、叶质

等方面共性的特质ꎬ植物造景遵循“师法自然”原

理ꎬ营造最佳植物景观.

３　 结语

挖掘地域植物特色景观ꎬ必须保存并利用原有

地形地貌和乡土树种ꎬ长期有效地管护古树名木ꎬ
树木越大越美、越壮观ꎬ让人肃然起敬ꎬ是真正的活

的文物ꎬ是构造地域乡村植物景观不可或缺的要

素[１１] .保护区域文化植物特色景观势在必行ꎬ当地

政府主导管理ꎬ园林行业企业使命担当ꎬ教学科研

部门传道和推广ꎬ居民村民珍惜爱护ꎬ多方联动势

必能保护好绿水青山.古老的大树是有灵魂的ꎬ它是

地域的招牌和名片ꎬ不仅造就了一个地方景观特色

本真的景象ꎬ而且创造了可观的社会价值.总之ꎬ植
物特色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地域文化的内涵ꎬ丰
富多彩的植物景观形成独特鲜明的地域色彩[１２] .

参考文献:
[１] 王立科.运用乡土植物营造地域特色景观[Ｊ].现代农业

科技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４７ꎬ２４９.
Ｗａｎｇ Ｌ Ｋ.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ｙ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Ｊ].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０(２０):２４７ꎬ２４９.

[２] 唐 　 丽.湖南园林植物造景特色[ Ｊ].林业实用技术ꎬ
２００５(１):４４￣４５.
Ｔａｎｇ 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５
(１):４４￣４５.

[３] 王晓娟ꎬ陈　 洪ꎬ王光剑ꎬ等.泸州市江阳区古树资源调

查研究[Ｊ].四川林业科技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６):１０２￣１０４.
Ｗａｎｇ Ｘ ＪꎬＣｈｅｎ ＨꎬＷａｎｇ Ｇ Ｊꎬ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Ｌ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８ꎬ３９
(６):１０２￣１０４.

[４] 西尔万佛里波.园林设计与利用自然环境[Ｊ].风景园

林ꎬ２００５(３):３１￣４０.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５(３):３１￣４０.

[５] 吴卓鹏.浅谈地域特征对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Ｊ].价值

工程ꎬ２０１０(２７):１０７.
Ｗｕ Ｚ Ｐ. Ｓｉｍｐ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Ｊ]. Ｖａｌｕｅ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０(２７):１０７.

[６] 尹士海.乡土植物在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Ｊ].河
南林业科技ꎬ２０１０ꎬ３０(２):１３￣１５.
Ｙｉｎ Ｓ 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ｉｎｇ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３０(２):１３￣１５.

[７] 付　 璐ꎬ沈守云.乡土植物在地域性城市园林景观建设

中的应用[Ｊ].现代农业科技ꎬ２００９(２):６６￣６７ꎬ７０.
Ｆｕ Ｌꎬ Ｓｈｅｎ Ｓ 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９(２):６６￣６７ꎬ７０.

[８] 曹　 云.植物景观凸显乡村地域文化特色景观[Ｎ].中国

绿色时报ꎬ２０１５￣０４￣０７(Ｂ０３).
Ｃａｏ Ｙ.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Ｎ].Ｃｈｉｎａ Ｇ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ｓꎬ２０１５￣０４￣０７(Ｂ０３).

[９] 姜丽丽ꎬ蔡　 平ꎬ刘　 振.苏州市古树名木现状及保护管

理建议[Ｊ].现代农业科技ꎬ２０１１(１４):２４７￣２４８.
Ｊｉａｎｇ Ｌ ＬꎬＣａｉ ＰꎬＬｉｕ Ｚ.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ｍｏｕｓ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Ｊ].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１４):
２４７￣２４８.

[１０] 陈　 娟ꎬ孙　 琪.浅谈地域性特色景观的构建[Ｊ].广东

园林ꎬ２００８ꎬ３０(６):２１￣２３.
Ｃｈｅｎ ＪꎬＳｕｎ Ｑ.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 Ｊ].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８ꎬ３０
(６):２１￣２３.

[１１] Ｒｅｎ Ｗ.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Ｎａｎｓ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 Ｃｈｉｎ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６３ 湖南生态科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ｇａｒｄｅｎ[Ｊ].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６８(１):２５￣３２.
[１２]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Ｍꎬ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 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２ ( １):
１５１￣１６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Ｓｈｉｇ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Ｘｕ Ｙｉｆｅｉꎬ　 Ｃｈｅｎ Ｓｈｅｎｇｂｉｎꎬ　 Ｔｉａｎ Ｗｅｉｚｈｅ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Ｈｕｎａ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４２１００５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ｔｈｅ ｅｃ￣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ｋｎｏｗ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ｂｌｏｓｓｏｍ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ｌ￣
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ｒｄｅｎｓꎬ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ꎬ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ｅｏｐｌｅ.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ｉｇ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ꎬ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ｄ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ꎻ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责任编辑:范　 适

英文校对:王　 芬

７３第 ６ 卷第 ２ 期 徐一斐ꎬ等:衡阳市石鼓区植物特色景观构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