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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
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许凌云,　 杨满元,　 杨宁∗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5)

摘　 要:【目的】为了深入了解和更好地开发应用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 【方法】采用野外调

查和查证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型,对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

乡土地被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1)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隶属于 40 个科 56 个属,以
菊科(6 属 6 种)、唇形科(4 属 4 种)、百合科(3 属 4 种)、景天科(2 属 3 种)、鸢尾科(2 属 3 种)等居多。 (2)评价

模型准则层中,生长特征 (0. 438) 和观赏特征 (0. 420) 的权重值较高;指标层中,生长势 (0. 189)、繁殖能力

(0. 144)、花观赏性(0. 123)和分布范围(0. 105)的综合指标权重值较高(均大于 0. 100)。 (3)在 60 种野生乡土地

被植物资源中,Ⅰ级优等 22 种,Ⅱ级良好 24 种,Ⅲ级一般 14 种。 【结论】该评价体系能够准确反映湖南南山国家

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特点,为该区域及相似条件的地区野生地被植物资源的筛选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评价体系;层次分析法;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中图分类号: Q948;S68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300(2024)02-0038-13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 Resources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XU Lingyun,　 YANG Manyuan,　 YANG Ni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unan Polytechnic of Environment and Biology, Hengyang 421005,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It is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potentially utilize the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 species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Method】Using the method of field investiga-
tion and verificati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odel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 resources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Result】 (1) The 60 wild herbaceous flower species belonged to 40 families



and 56 genera, most of which were Compositae (6 genera 6 species), Labiatae (4 genera 4 species),
Liliaceae(3 genera 4 species), Grassulaceae (2 genera 3 species) and Iridaceae(2 genera 3 species) et
al. (2) The weight values of growth features (0. 438) and ornamental features (0. 420) were higher in
principal level of structural model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composite factors weight values of
growth potential (0. 189), reproductive capacity (0. 144), flower ornamental (0. 123), and distribution
range (0. 105) were higher in factor level (all more than 0. 100). (3) In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s, there were 22 species of excellent groundcover in level Ⅰ, 24 species of good groundcover in lev-
el Ⅱ, and 14 species of average groundcover in level Ⅲ. 【Conclusion】The evaluation system can accu-
rate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resources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resources in
this area and similar areas.

Keywords: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s; evaluation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野生乡土地被植物是指在当地自然条件下形

成的“土生土长”的地面覆盖植物,是大自然选择和

物种演替后形成的优胜劣汰的产物,种类繁多,包
括草本、低矮的灌木、藤本和多肉植物等[1]。 其不

仅具有极强的区域适应性,同时兼具良好的生态功

能与景观美学价值[2-3]。 提倡利用野生乡土地被植

物打造符合区域特色的地域景观,不仅有助于因地

制宜地开发利用与保护野生乡土地被植物,丰富园

林植物多样性,提升园林绿化水平,同时对区域生

态旅游发展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外早在 20 世纪末就开始对野生乡土地被植

物的科、属以及地域性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4-5]。 近年来,国内对野生乡土地被植物开发研

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对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调查[6-7]、引种筛选与栽

培[8-9]、植物的抗逆性[10-11] 等方面,但针对野生乡土

地被植物应用的评价还缺少一套完整的科学评价

指标体系,因此,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野生乡土地

被植物的综合评价体系十分必要。
植物景观综合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数学法

(fuzzy mathematics method,FMM) [12]、灰色关联度分

析 法 ( grey relational grade analysis method, GR-
GAM) [13]和应用最为广泛的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14-15]。 层次分析法通过综合

考虑多方面因素进行层次划分和权重分配,从而实

现分析的相对客观性[14-15]。 本研究在对湖南南山

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进行全面调查和系统

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从观赏特征、生长

特征以及应用特征等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

标与评分标准,构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

被植物评价体系,以期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的生态

建设以及城市园林植物的选择与应用提供一定的

理论参考与现实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位于由我国大兴安岭—太

行山—雪峰山脉构成的南北纵向山脉与南岭山脉

形成的东西横向山脉交汇处,其所在的雪峰山脉同

大兴安岭、太行山共同构成我国第二、三阶梯经向

构造带,是我国西南部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和第三

级阶梯东南丘陵的分界线,属越城岭山系和城步大

南山,最高峰为二宝顶,海拔 2 021 m。 总面积约为

1. 32×105 hm2,地理坐标:109°57′50″—111°10′19″E,
26°1′54″—26°39′29″N;整体以中山地貌为主,兼有

低山、丘陵、岗地、溪谷平原等地貌特征;气候类型

为大陆性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春季湿润,夏季雨

热,秋季干燥,冬季严寒。 年均气温 12. 4 ~ 17. 8 ℃,
年均降水量 1 245. 4 ~ 1 333. 2 mm,5—7 月为主汛

期。 土壤种类多,以棕壤和黄壤为主,其次是红壤,
还有部分山地草甸土、酸性紫色土和水稻土等。 南

山国家公园内森林资源极其丰富,为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以及亚热带针

叶林三大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森林覆盖率为

87. 37% ,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3 083 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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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调查方法

于 2021—2023 年三年的 7—8 月对公园内八十

里大南山景区、崀山景区、黄桑景区、舜皇山景区以

及景区周边植被保存完好的乡镇等区域采用样地

与样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区域不同

的生态特点进行典型选样,在 53 条样线中设置 246
块样地,每块样地设置 8 个 20 m×20 m 样方。 详细

记录了每个样地的调查时间、地点、植物群落类型、
植物种类与数量、生活习性、观赏特性、攀缘方式以

及环境条件等,进行标本采集,其间重点关注观赏

价值较高的地被植物种类。 根据调查结果和现有

资料的整理,在参考《中国植物志(第九卷　 第一分

册)》 [17]、《湖南植物志》 [18] 以及《南山国家公园植

物多样性考察报告》 [16] 的基础上,建立植物资源数

据库。 以适宜于南山国家公园生长为基本条件,通
过查阅资料和分析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的观赏特征、
生长特征以及应用特征等,最终筛选和整理汇编出

60 种南山国家公园乡土地被植物名录,详细记录其

生态习性等信息,其基本特点见表 1。

表 1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基本特点

Table 1　 Basic properties of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 species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科名 属名 种名 基本特点

菊科
Compositae

芙蓉菊属
Crossostephium

芙蓉菊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常绿半灌木,喜阳不耐阴,耐热不耐寒,耐干旱不耐渍;叶狭
匙形或狭倒披针形

菊属
Dendranthema

野菊
D. indicum

多年生草本,高可达 100 cm,喜光,耐寒;头状花序,花多为
黄色,花期长,8—12 月

大吴风草属
Farfugium

大吴风草
Farfugium japonicum

多年生常绿草本,叶片肾形有光泽,晚秋开花,黄色,花期
10—12 月;对阴湿、干旱与盐碱环境耐性强

蜂斗菜属
Petasites

蜂斗菜
Petasites japonica

多年生草本,叶基生,心形或肾形,叶绿期 3—11 月,花雌雄
异株,头状花序排列成伞房状,雌花白色,雄花黄白色,花期
4—5 月;喜湿润环境,既耐高温又耐寒冷

千里光属
Senecio

千里光
S. Scandens

多年生攀援草本,高可达 1 m,茎直立,茎基部为紫红色,花
金黄色,花期为头年 8 月—次年 2 月,适应性较强,耐干旱

蒲公英属
Taraxacum

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一年生草本,高 10 ~ 30 cm,叶片呈青绿色和红褐色,叶柄在
成熟后呈红紫色,花明黄色,花期 4—9 月,花朵掉下后变成
种子,球状种子由无数个伞状小絮白毛形成;适应性广

禾本科
Poaceae

淡竹叶属
Lophatherum

淡竹叶
Lophatherum gracile

多年生直立常绿草本,高可达 100 cm,叶片广披针形,花果
期 6—10 月;喜阳耐阴;植株有清热等功效

豆科
Leguminosae

苏木属
Caesalpinia

云实
Caesalpinia decapetala

落叶攀援灌木,生长快,萌蘖性强,叶形美观,花金黄色,花
期 4—6 月;对环境的适应性强

百合科
Liliaceae

山菅属
Dianella

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

多年生常绿草本,长 30 ~ 70 m,叶革质坚挺呈线状披针形,
适应性广;花多为淡紫、淡黄和绿白色,浆果多为蓝紫色,花
果期 8—9 月

沿阶草属
Ophiopogon

沿阶草
Ophiopogon japonicus

多年生常绿草本地被植物,叶基生成丛,禾叶状,总状花序,
花呈白或淡紫色,花期 4—7 月,成熟时种子为蓝黑色,果期
8—11 月;抗性强,生长壮,易栽培

黄精属
Polygonatum

玉竹
Polygonatum odoratum

多年生落叶草本,高 30 ~70 cm,叶近圆筒形,绿期 4—11 月,
花黄绿色至白色,花期 5—6 月,浆果蓝黑色,果期 7—9 月;
耐阴湿,耐寒;具有养阴与止渴之功效

多花黄精
Polygonatum cyrtonema

多年生落叶阴性草本,高可达 1 m,花黄绿色,花期 5—6 月,
浆果黑色,果期 8—9 月;喜湿润半阴环境,耐寒;根茎药食
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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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属名 种名 基本特点

景天科
Grassulaceae

佛甲草属
Sedum

佛甲草
Sedum lineare

多年生多浆多肉草本,高 15 ~ 25 cm,碧绿的小叶宛如翡翠,
整齐美观,花黄色,花期 4—5 月;适应性广,容易繁殖,粗放
养护管理

景天属
Sedum

凹叶景天
Sedum emarginatum

多年生常绿匍甸状肉质草本,高 10 ~ 16 cm,叶片顶端圆而
且有一个凹陷,小花多数,花瓣黄色,花期 5—6 月;喜阳耐
旱,耐阴耐寒;全草可治跌打损伤、热疖、疮毒等

垂盆草
Sedum sarmentosum

多年生常绿匍匐草本,聚伞花序,花少,花无梗,花瓣黄色,
花期 5—7 月,果期 8 月;适应性强;有利湿退黄、清热解毒
功效

蔷薇科
Rosales

蛇莓属
Duchesnea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多年生落叶草本,长可达 100 cm;绿期 4—11 月,花黄色,花
期 4—10 月,果红色,果期 5—10 月;喜阴潮湿,耐践踏

火棘属
Pyracantha

火棘
Pyracantha fortuneana

多年生常绿灌木,叶倒卵形,花白色,花期 3—4 月,果近球
形,橘红色至深红色,9 月—次年 1 月;喜强光,耐贫瘠,抗
干旱

虎耳草科
Saxifragaceae

虎耳草属
Saxifraga

虎耳草
Saxifraga stolonifera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 10 ~ 50 cm,叶片似虎耳,叶的正面有白
色斑点,反面呈紫红色,茎匍匐下垂,茎尖着生小株,犹如金
线吊芙蓉;喜半阴,凉爽,耐瘠薄

凤尾蕨科
Pteridaceae

凤尾蕨属
Pteris

井栏边草
Pteris multifida

陆生常绿蕨类植物,植株高 30 ~ 45 cm,叶丛细柔,秀丽多
姿;喜温暖、湿润环境

槲蕨科
Drynariaceae

槲蕨属
Drynaria

槲蕨
Drynaria fortunei

多年生附生草本,秋冬最美的观赏蕨类,植株高 25 ~ 55 cm,
喜阴湿环境,附生岩石或树干上,具有奇特的两型叶,形态
别具一格,极有特色

伞形科
Umbelliferae

天胡荽属
Hydrocotyle

天胡荽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多年生草本,茎细长匍匐,绿期 3—11 月,花白色,花期 4—5
月,果实顶端钝尖,果皮淡黄色或黄绿色,果期 9—10 月;喜
阴凉,忌高燥

积雪草属
Centella

积雪草
Centella asiatica

多年生常绿草本,平铺地面,节上生根,叶片圆形、肾形或马
蹄形,有光泽,花甚小,紫红色或乳白色,花期 4—10 月;喜
阴或半阴环境,耐践踏

防己科
Menispermaceae

千金藤属
Stephania

金线吊乌龟
Stephania cephalantha

多年生缠绕性藤本,茎下部木质化,叶片碧绿呈龟形、花小,
淡绿色,果始为绿色,成熟为红色,花果期 6—10 月;喜阴湿
环境

葡萄科
Vitaceae

崖爬藤属
Tetrastigma

崖爬藤
Tetrastigma obtectum

多年生常绿草质藤本,掌状 5 小叶,花丝状,黄色,果实球
形,种子椭圆形,顶端圆形,4—6 月开花,8—11 月结果;耐
阴,耐旱,性喜肥沃

鸭跖草科
Commelinaceae

鸭跖草属
Commelina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一年生草本,高 20 ~ 50 cm,花深蓝色,花期 5—9 月,蒴果椭
圆形,果期 6—11 月;具有清热、利尿、解毒功效

杜若属
Pollia

杜若
Pollia japonica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可达 100 cm,叶长椭圆形,花白色,花期
6—7 月,果圆球形,成熟时暗蓝色,果期 8—10 月,喜阴湿
环境

唇形科
Labiatae

夏枯草属
Prunella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多年生落叶草本,高可达 40 cm,茎方形,初夏茎顶开唇形
花,花冠紫色,花期 4—5 月,小坚果褐色,长椭圆形,果期
5—6 月;喜有光且湿润的环境

14第 11 卷第 2 期 许凌云,等: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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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属名 种名 基本特点

活血丹属
Glechoma

活血丹
Glechoma longituba

多年生匍匐草本,长达 50 cm,叶形似串串金钱,有绿有紫,
花冠蓝色或紫色,花期 4—5 月,小坚果长圆状卵形,深褐
色,果期 5—6 月,耐阴或半湿,喜湿润

水苏属
Stachys

水苏
Stachys japonica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可达 80 cm,茎直立,叶片卵状长圆形,
花粉红色或淡红紫色,花期 5—11 月,小坚果卵珠状,棕褐
色,果期 6—12 月;喜阳湿润环境

筋骨草属
Ajuga

金疮小草
Ajuga decumbens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可达 20 cm,多花,花期 3—7 月,小坚果
倒卵状三棱形,果期 5—11 月;喜阳光充足且湿润环境;具
有消肿解毒功效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紫金牛属
Ardisia

紫金牛
Ardisia japonica

多年生常绿小灌木或亚灌木,具匍匐茎,高可达 50 cm,花冠
红色或白色,花期 5—6 月,果球形,鲜红色或黑色,果期
10—12 月;喜阴湿环境

堇菜科
Violaceae

堇菜属
Viola

紫花地丁
Viola yedoensis

多年生无茎草本,高 4 ~ 15 cm,花朵较大,蓝紫色,花期 3—5
月,种子卵球形,淡黄色,果期 6—9 月;适应性极强,繁殖
容易

瑞香科
Thymelaeaceae

瑞香属
Daphne

毛瑞香
Daphne odora

多年生常绿灌木,高可达 1 m,花芳香,花白色或黄白色,花
期 4—5 月,果实红色,果期 9—11 月;喜阴不耐寒,不耐
积水

灯心草科
Juncaceae

灯心草属
Juncus

灯心草
Juncus effusus

多年生草本湿生植物,高可达 1 m,茎簇生,叶全部为低出
叶,呈鞘状或鳞片状,花淡绿色,花期 3—4 月,种子多数,卵
状长圆形,褐色果期 4—7 月

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

野海棠属
Bredia

秀丽野海棠
Bredia amoena

多年生常绿小灌木,高可达 1 m,株形优美,花淡红色,花期
7—9 月,蒴果近球形,果期 9—10 月,喜阴湿环境

天南星科
Araceae

菖蒲属
Acorus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多年生湿地草本植物,根茎芳香,叶常绿有光泽,线形,花果
期 4—7 月,喜阴湿环境

凤仙花科
Balsaminaceae

凤仙花属
Impatiens

凤仙花
Impatiens balsamina

一年生草本植物,高可达 1 m,花形与花色善变,花期 6—8
月,种子多数,圆球形,黑褐色,果期 7—9 月;喜阳光,怕湿,
不耐寒,耐贫瘠

泽泻科
Alismataceae

慈姑属
Sagittaria

野慈姑
Sagittaria trifolia

多年生挺水草本植物,叶箭形,叶长 30 ~ 70 cm,花白色,花
药黄色,花期 7—9 月,种子褐色,果期 10—11 月,喜阳、温
暖而湿润环境

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石韦属
Pyrrosia

石韦
Pyrrosia lingua

多年生常绿石生或附生草本,株高可达 50 cm,叶片黄绿色,
披针形或戟形,老叶面上生有多条棕黑色顺纹,背面密生星
状柔毛,如毡;喜阴湿,耐贫瘠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绞股蓝属
Gynostemma

绞股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多年生草质攀援植物,花为淡绿或白色,花期 3—11 月,果
实肉质不裂,球形,成熟后黑色,果期 4—12 月。 该植物有
南方人参之称,具有消炎解毒、止咳祛痰的功效

鹿蹄草科
Pyrolaceae

鹿蹄草属
Pyrola

鹿蹄草
Pyrola calliantha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 20 ~ 40 cm,花淡红色,花期 6—7 月,蒴
果扁球形,果期 8—9 月;耐寒耐阴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石竹属
Dianthus

瞿麦
Dianthus superbus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可达 50 cm,茎圆柱形,上部有分枝,表
面淡绿色或黄绿色,花棕紫色或棕黄色,花期 5—6 月,蒴果
长筒形,果期 6—7 月,喜阳,耐半阴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大青属
Clerodendrum

臭牡丹
Clerodendrum bungei

落叶小灌木,植株有臭味,叶色浓绿,花大色艳,果实蓝黑
色,花果期 6—10 月;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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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属名 种名 基本特点

报春花科
Primulaceae

珍珠菜属
Lysimachia

过路黄
Lysimachia christinae

多年生匍匐草本,茎延伸地面,长可达 1 m,基部叶心形,其
余叶呈卵圆形,花朵鲜黄色,杯形,花期 5—7 月,蒴果球期,
果期 8—9 月,喜半阴环境

聚花过路黄
Lysimachia congestiflora

多年生匍匐草本,茎常生不定根,茎浓紫红色,长可达 30
cm,花鲜黄,花期长 6—8 月;喜半阴环境,耐渍、抗旱及耐踩
踏性均较好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地黄属
Rehmannia

天目地黄
Rehmannia chingii

多年生半常绿草本,高 50 ~ 60 cm,花紫红色,花期 3—5 月,
种子多数,卵形至长卵形,具网眼,果期 5—7 月;耐阴性强

姜科
Zingiberaceae

山姜属
Alpinia

艳山姜
Alpinlaze oxyphylla

多年生常绿草本,叶片披针形,花冠白色,唇瓣匙状宽卵形,
黄色而有紫红色斑纹,花期 5—8 月,蒴果卵圆形,熟时红
色,果期 9—10 月;喜温暖、湿润环境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马蹄金属
Dichondra

马蹄金
Dichondra micrantha

多年生匍匐型草本,叶片像小马蹄,形态独特;喜温暖湿润
环境,喜光耐寒,忌干旱;具有清热利尿、止血生肌功效

银背藤属
Argyreia

白花银背藤
Argyreia seguinii

半木本落叶藤蔓植物,蔓延和繁殖极强,长至少可达 30 m,
叶面积大,花朵呈红紫色,荚果扁平,种子扁卵圆形,红褐
色;适应性广;其块根药食两用

茜草科
Rubiaceae

蛇根草属
Ophiorrhiza

蛇根草
Ophiorrhiza japonica

多年生常绿草本,茎直立,高可达 50 cm,聚伞花序顶生,花
白色,花期头年 10 月—次年 6 月,喜阴湿环境

山茶科
Theaceae

山茶属
Camellia

毛花连蕊茶
Camellia fraterna

多年生常绿灌木,革质叶,花白色,花期 3—5 月;喜阳且湿
润环境,耐半阴

酢浆草科
Oxalidaceae

酢浆草属
Oxalis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多年生草本植物,直立或匍匐生长,高 20 ~ 35 cm,春夏秋为
间断开花,花色多样,种子长卵形,褐色或红棕色,花果期
2—10 月;喜阴湿环境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卷柏属
Selaginella

翠云草
Selaginella uncinata

常绿多年生茎伏地蔓生草本,植株长可达 1 m,株形奇特,羽
叶似云纹,四季翠绿,并有蓝绿色荧光,喜潮湿,忌强光,不
耐践踏

荨麻科
Urticaceae

楼梯草属
Elatostema

楼梯草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 30 ~ 50 cm,全年观叶;喜阴湿,耐瘠薄;
全株具有清热除湿、活血散瘀、解毒消肿、利水消肿功效

鸢尾科
Iridaceae

射干属
Belamcanda

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多年生常绿草本,茎直,高达 1 m,花纯黄色或橙红色,花形
飘逸,花期 5—10 月,喜阳光充足环境

鸢尾属
Iris

蝴蝶花
Iris japonica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可达近 1 m,花大,每朵花通常有紫、白、
黄三色,花期 3—5 月,果椭圆形或长椭圆形,果期 10—11
月;喜阴湿环境

小花鸢尾
Iris speculatrix

多年生常绿草本,高 0. 5 ~ 0. 8 m,花蓝紫色,花期 5—6 月,
耐半阴,忌强光,喜温暖湿润环境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络石属
Trachelospermun

紫花络石
Trachelospermun axillare

多年生常绿木质藤本,花紫色,花期 4—6 月,喜阳耐半阴,
耐旱,耐践踏

三白草科
Saururaceae

蕺菜属
Houttuynia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多年生落叶草本,高 20 ~ 60 cm,叶心形,全缘,背面常紫红
色,花白色,花期 5—8 月,喜阴湿环境,药食两用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接骨木属
Sambucus

接骨草
Sambucus chinensis

多年生草本或半灌木,羽状复叶,花白色,花期 7—9 月,果
实红色,近圆形,果期 9—10 月,喜阴湿肥沃环境,易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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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构建评价体系

考虑到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的独特的地理气候

环境,以及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的开发利用特性,遵
从科学性、地域性、适宜性的基本原则,采用层次分

析法对已筛选出的 60 种目标植物进行评价,构建了

科学评价体系,即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

被植物资源评价体系为目标层(A),观赏特征、生长

特征和应用特征为准则层(C),株型、绿期、花观赏

性、叶观赏性、果观赏性、繁殖能力、分布范围、生长

势、生境依赖性(抗性)和养护管理措施为指标层

(P),筛选出待测评的目标植物为最底层(D),由此

构建了基于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化利用的评价

模型(表 2)。

表 2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化利用综合评价结构模型

Table 2　 A structural model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s species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目标层(A) 准则层(C) 指标层(P) 最底层(D)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资源评价体系(A)

观赏特征(C1) 株型(P1) 待测评的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种类

绿期(P2)

花观赏性(P3)

叶观赏性(P4)

果观赏性(P5)

生长特征(C2) 繁殖能力(P6)

分布范围(P7)

生长势(P8)

应用特征(C3) 生境依赖性或抗性(P9)

养护管理措施(P10)

1. 4　 指标权重确定及一致性检验

根据综合评价结构模型评价指标的要求,利用

德尔菲调查法(delphi investigate technique,DIT) [19]

和模糊综合评判法(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CE) [20]确定并计算准则层及指标层中各要素的权

重,综合指标权重为准则层权重和指标层权重的乘

积。 同时将评价结果录入 MATLAB 编程软件,计算

一致性检验结果的科学合理性(表 3)。 计算得出,
一致性检验 CR1 = 0. 034、 CR2 = 0. 052 和 CR3 =
0. 016,均小于 0. 100,表明一致性检验是科学合

理的。

表 3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化利用评价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检验的显著水平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weights and significance level of consistency test for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 species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准则层(C)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P) 指标层权重 综合指标权重 一致性检验

观赏特征(C1) 0. 420 株型(P1) 0. 105 0. 044 CR1 =0. 034<0. 100

绿期(P2) 0. 205 0. 086

花观赏性(P3) 0. 292 0. 123

叶观赏性(P4) 0. 185 0. 078

果观赏性(P5) 0. 213 0.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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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准则层(C)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P) 指标层权重 综合指标权重 一致性检验

生长特征(C2) 0. 438 繁殖能力(P6) 0. 329 0. 144 CR2 =0. 052<0. 100

分布范围(P7) 0. 240 0. 105

生长势(P8) 0. 431 0. 189

应用特征(C3) 0. 142 生境依赖性或抗性(P9) 0. 584 0. 083 CR3 =0. 016<0. 100

养护管理措施(P10) 0. 416 0. 059

1. 5　 评价标准与等级划分

分别邀请了 5 位业内专家以及参与野外调查的

10 名相关专业学生,并参考相关学者对地被植物评

价质量的相关文献[21-25],依据 60 种目标植物的相

关资料和信息等确定“优、良、一般”3 个等级需达到

的定量或定性评分标准并对指标层中的 9 项要素进

行打分(表 4)。 并结合层次分析法的总权重进行计

算,确定目标植物所属的等级标准,以此为依据判

断其资源化的利用程度(表 5)。

其中:目标层综合值 (A) =∑
n

i = 1
CBiB i,CBi 为对应

准则层权重值,B i 为对应准则层得分值( i = 1,2 或

3);B i = ∑
n

i = 1
WPi fi,WPi 为对应指标层权重值;fi 为同

行相关专家与学生的打分的加权平均分( i = 1,2,3,
…,10)。

表 4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化利用价值评分标准

Table 4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 species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指标层(P) 5 分 3 分 1 分

株型(P1) 齐整,群体效果好 较齐整 松散,群体效果一般

绿期(P2) 常绿 半常绿,或有叶期在 8 个月
以上

落叶,有叶期低于 8 个月

花观赏性(P3) 花型优美,花色艳丽,花姿奇
特,花序较大,花期长,花期 2
月以上

花型一般,花色较鲜艳,花序
稀疏,花期 1—2 月

花型普通,花色暗淡无光泽,花
序很小,花显示程度低,花期小
于 1 月

叶观赏性(P4) 叶色鲜艳,有季相变化 2 占 1 无上述特点

果观赏性(P5) 颜色鲜艳,果形奇特 2 占 1 无果实或者无上述特点

繁殖能力(P6) 有多种繁殖方式,容易获得 仅一种繁殖方式获得 成活率较低或繁殖困难

分布范围(P7) 出现样地数≥10 个 出现样地数 7 ~ 9 个 出现样地数≤6 个

生长势(P8) 生长速度快,非直立茎或分枝
能 力 强, 当 年 地 面 覆 盖 率
近 100%

生长速度与分枝能力一般,当
年覆地率大于 80%

生长较慢,直立茎,当年地面覆
盖率小于 80%

生境依赖性或抗性(P9) 生境依赖性弱,在耐旱、耐寒、
耐贫瘠、抗病虫害等方面较好

生境依赖性较强,在耐旱、耐
寒、耐贫瘠、抗病虫害等方面
一般

生境依赖性极强,在耐旱、耐
寒、耐贫瘠、抗病虫害等方面
较差

养护管理措施(P10) 养护管理粗放,无需养护管理 养护管理较粗放,仅需几种养
护管理措施

养护管理复杂, 需持续养护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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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化利用综合评价等级划分及适宜性评价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levels and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 species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of Hunan Province

等级 分值范围 应用特点及适宜性

Ⅰ级 Level Ⅰ 分值≥3. 8 分 在观赏特征、生长特征和应用特征三个方面价值高,属于优等野生乡土地被植
物,建议在南山国家公园及相似条件地区作为园林绿化植物广泛推广利用

Ⅱ级 Level Ⅱ 3. 5 分≤分值<3. 8 分 在观赏特征、生长特征和应用特征三个方面价值较高,属于良等野生乡土地被植
物,建议在南山国家公园及相似条件地区作为园林绿化植物适度开发利用

Ⅲ级 Level Ⅲ 分值<3. 5 分 在观赏特征、生长特征和应用特征方面具有明显的“偏科”现象,属于一般材料,
建议在南山国家公园及相似条件地区选择性或小规模地作为园林绿化植物开发
利用,或对资源加以保护,延迟开发利用

2　 结果与分析

2. 1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资源概况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隶

属于菊科、百合科、唇形科、鸢尾科等 40 个科 56 个

属,其中以菊科(6 属 6 种)、唇形科(4 属 4 种)、百
合科(3 属 4 种)、景天科(2 属 3 种)、鸢尾科(2 属 3
种)等居多,分别占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总属数

和总 种 数 的 10. 91% 、 7. 27% 、 5. 46% 、 3. 64% 、
3. 64%和 10% 、6. 67% 、6. 67% 、5% 、5% ;单种属有

29 属,占总属数的 51. 79% ,占总种数的 48. 33% ;
从生活型分析,以草本植物为主,占 76. 67% ,其次

是低矮灌木和藤本,分别占 15%和 8. 33% 。 由此可

见,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中以单种属和草本

为主,从而决定了该区域地被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和

丰富性(表 1)。

2. 2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资源综合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可知(表 6),在 60 种野生乡土地

被植物资源中,Ⅰ级野生乡土地被植物有金线吊乌

龟、紫花地丁和酢浆草等 22 种,这类野生乡土地被

植物具有观赏价值高,生态适应性和抗逆性强,资
源丰富,长势好,繁殖容易,管理粗放等优点,各品

质均佳,在观赏特征、生长特征及应用特征三个方

面具有“全优”特征,在园林植物的开发利用方面,
是优秀的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Ⅱ级野生乡土地被植物有大吴风草、芙蓉菊和野

菊等 24 种,这类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的观赏价值较高,
对环境适应力较强,绿化效果与生态效益较好,在园林

植物的开发利用方面,是良好的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Ⅲ级野生乡土地被植物有鱼腥草、绞股蓝和淡竹

叶等 14 种,这类野生乡土地被植物在观赏特征、生长

特征及应用特征三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偏科”特征,在
园林植物的开发利用方面,是一般的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表 6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化利用综合评价

Table 6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60 wild native groundcover plants species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Nanshan National Park, Hunan Province

Ⅰ级 Level Ⅰ

植物种类 分值

Ⅱ级 Level Ⅱ

植物种类 分值

Ⅲ级 Level ⅠⅡ

植物种类 分值

金线吊乌龟
Stephania cephalantha

4. 11 大吴风草
Farfugium japonicum

3. 64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3. 21

紫花地丁
Viola yedoensis

4. 12 芙蓉菊
Crossostephium chinense

3. 60 绞股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3. 20

64 湖南生态科学学报 2024 年 6 月



续表

Ⅰ级 Level Ⅰ

植物种类 分值

Ⅱ级 Level Ⅱ

植物种类 分值

Ⅲ级 Level ⅠⅡ

植物种类 分值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3. 94 野菊
Dendranthema indicum

3. 72 楼梯草
Elatostema involucratum

3. 19

虎耳草
Saxifraga stolonifera

4. 23 井栏边草
Pteris multifida

3. 70 淡竹叶
Lophatherum gracile

3. 12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4. 17 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3. 54 玉竹
Polygonatum odoratum

3. 20

过路黄
Lysimachia christinae

3. 90 蜂斗菜
Petasites japonica

3. 53 金疮小草
Ajuga decumbens

3. 43

聚花过路黄
Lysimachia congestiflora

3. 89 天胡荽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3. 54 凹叶景天
Sedum emarginatum

3. 35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3. 85 毛瑞香
Daphne odora

3. 66 马蹄金
Dichondra micrantha

3. 40

活血丹
Glechoma longituba

4. 24 蝴蝶花
Iris japonica

3. 79 多花黄精
Polygonatum cyrtonema

3. 36

佛甲草
Sedum lineare

4. 13 小花鸢尾
Iris speculatrix

3. 79 天目地黄
Rehmannia chingii

3. 34

鹿蹄草
Pyrola calliantha

4. 10 灯心草
Juncus effusus

3. 52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3. 18

紫金牛
Ardisia japonica

4. 01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3. 54 葛藤
Argyreia seguinii

3. 01

槲蕨
Drynaria fortunei

3. 82 野慈姑
Sagittaria trifolia

3. 52 凤仙花
Impatiens balsamina

3. 13

积雪草
Centella asiatica

3. 99 秀丽野海棠
Bredia amoena

3. 70 垂盆草
Sedum sarmentosum

3. 10

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

4. 01 水苏
Stachys japonica

3. 69 — —

紫花络石
Trachelospermun axillare

4. 25 蛇根草
Ophiorrhiza japonica

3. 52 — —

臭牡丹
Clerodendrum bungei

4. 19 毛花连蕊茶
Camellia fraterna

3. 71 — —

云实
Caesalpinia decapetala

3. 85 接骨草
Sambucus chinensis

3. 56 — —

杜若
Pollia japonica

3. 88 瞿麦
Dianthus superbus

3. 55 — —

沿阶草
Ophiopogon japonicus

3. 89 翠云草
Selaginella uncinata

3. 70 — —

火棘
Pyracantha fortuneana

3. 98 石韦
Pyrrosia lingua

3. 57 — —

崖爬藤
Tetrastigma obtectum

3. 99 千里光
Senecio scandens

3. 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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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Ⅰ级 Level Ⅰ

植物种类 分值

Ⅱ级 Level Ⅱ

植物种类 分值

Ⅲ级 Level ⅠⅡ

植物种类 分值

— — 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3. 56 — —

— — 艳山姜
Alpinia oxyphylla

3. 65 — —

3　 讨　 论

3. 1　 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开发利用评价体系

　 　 评价结果受权重分配影响,在权重分配中,应
根据现有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26-27]。 在本

研究中,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准则层权重值

排序为 C2(生长特征,0. 438)>C1(观赏特征,0. 420)>
C3(应用特征,0. 142) (表 3),表明生长特征和观赏

特征与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的综合评

价结果最为密切,且生长特征相比其他准则更为重

要。 研究结果与王业社等[28] 对湖南云山野生地被

植物资源调查研究结果(约束层权重大小依次为生

长状况、观赏效果、适应能力和开发潜力)和宋晓梅

等[29]对成都市植物园绿地的地被植物评价结果(约
束层权重大小依次为观赏效果、适应能力、生长状

况和开发潜力)基本相似,却与白晓霞等[30] 对陕北

榆林野生地被植物资源评价、李宇泊等[31] 对兰州市

的地被植物评价等均有差异。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
湖南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和成都市作为旅游地,均要

求植物具有良好的生长特征和观赏特征;而陕北榆

林市和兰州市,作为西北地区的典型城市,气候干

旱、风力强劲、水资源匮乏、土壤贫瘠等,给园林绿

化带来极大挑战,因此,在地被植物选择时,应首要

考虑其生态适应性,能够抵抗干旱、寒冷、土壤贫瘠

等不良现状环境,保证存活率,再考虑其观赏价值,
另外,西北地区风沙大、水土流失严重,在评价体系

中,应考虑地被植物的防护功能,且其权重值排序

为“生态适应性>观赏价值>防护功能”。 此表明,评
价体系构建是建立在区域地理气候环境之上的,只
有充分把握调查地的地理气候环境特征,才能实现

客观、科学的评价。
观赏特征子系统指标层权重排序为 P3(花观赏

性,0. 292)>P5(果观赏性,0. 213)>P2(绿期,0. 205)>
P4(叶观赏性,0. 185) >P1(株型,0. 105) (表 3),表
明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的园林开发应用价值与植物

的花观赏性关系最密切;生长特征子系统指标层权

重排序为 P8(生长势,0. 431)>P6(繁殖能力,0. 329)>
P7(分布范围,0. 240),表明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

的生长特征首先与植物生长势关系密切,生长势越

强,越有利于开发利用,即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的园

林开发利用的生长特征首先要充分考虑其生长势;
应用特征子系统指标层排序为 P9(生境依赖性或抗

性,0. 584)>P10(养护管理措施,0. 416),表明野生乡

土地被植物资源的应用特征与生境依赖性或抗性

和养护管理措施关系密切,且其生境依赖性或抗性

在应用特征层面上比养护管理措施更重要。
相对目标层而言,综合指标权重的大小排序为

P8(生长势,0. 189)>P6(繁殖能力,0. 144) >P3(花观

赏性,0. 123)>P7(分布范围,0. 105)>P5(果观赏性,
0. 089)>P2(绿期,0. 086) >P9(生境依赖性或抗性,
0. 083)>P4(叶观赏性,0. 078) >P10(养护管理措施,
0. 059)>P1(株型,0. 044),表明在湖南南山国家公

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首先应把

生长势、繁殖能力性、花观赏性、分布范围等作为首

要考虑因素,兼顾地被植物的果观赏性、绿期、生境

依赖性或抗性及叶观赏性等因素,这既符合该区域

的生态环境条件,又体现了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

开发利用的特点。

3. 2　 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1)优先广泛开发利用分值≥3. 8 分的 22 种野

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应用于花坛和花境(紫花地

丁、酢浆草、虎耳草、夏枯草、活血丹、积雪草、山菅、
臭牡丹等)、湿地景观营造(夏枯草、杜若等)、高架

桥下和林下空间(蛇莓、过路黄、聚花过路黄、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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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鹿蹄草、紫金牛等)、岩石绿化(紫金牛、槲蕨、火
棘等)、屋顶绿化(活血丹、佛甲草等)、切花和盆栽

(金线吊乌龟、鹿蹄草、槲蕨、紫花络石、火棘等)、边
坡绿化(紫花地丁、酢浆草、虎耳草、活血丹、佛甲

草、积雪草、臭牡丹、沿阶草等)、垂直绿化(金线吊

乌龟、紫花络石、云实、崖爬藤等)。 并采用种子、营
养与组培等多种繁殖方式,加速繁育进程,使其能

广泛直接推广利用。
(2)适度开发应用 3. 5 分≤分值<3. 8 分的大吴

风草、野菊和井栏边草等 24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

源。 并对他们开展生态学特性研究,对其进行引

种、驯化和选育,逐步培育出新特优的园林植物

品种[32-33]。
(3)选择性开发利用分值<3. 5 分的鱼腥草、绞

股蓝和楼梯草等 14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资源。 除

了部分可小规模或小范围用于园林绿化外,其余多

数可药食两用,开发利用时可深入研究其有效成

分,将其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提高经济效益[34]。
(4)将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针对野生资源较稀

缺的地被植物,例如天目地黄、凤仙花,杜绝滥采滥

挖,建议采用播种的方式进行繁殖,做好就地保护

工作,防止野生群落遭受破坏,保护物种的遗传多

样性,在满足植物健康生长的基础上,平衡开发和

保护的功能,践行“在保护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理

论,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35]。

4　 结　 论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从植物的观赏

特征、生长特征和应用特征 3 个方面构建了湖南南

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综合评价体系,并对

隶属于 40 个科 56 个属的 60 种野生乡土地被植物

进行了综合性评价和分级,有Ⅰ级植物 22 种,Ⅱ级

植物 24 种,Ⅲ级植物 14 种。 这可作为湖南南山国

家公园及相似条件地区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筛选与

应用的重要依据。 但评价体系中指标的确立以及

各评价因子的得分,主要是参考相关文献以及专家

的意见而定,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且本评

价体系主要是针对湖南南山国家公园野生乡土地

被植物个体的评价,而在植物应用过程中,其周围

的植物种类和群落结构也会对地被植物的景观质

量产生影响。 因此,如何减少主观判断的比重以及

针对野生乡土地被植物群落结构的特点建立一套

评价体系,则需要后续的研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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