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Ø˚Ø˚Ø

西北林学院学报
!"#$

!

%%

"

%

#$

!$&'!$(

)*+,-./*01*,2345627*,562,

8

9-:;5,6:2

8

!!

<*:

$

#"=%(>(

%

?

=:66-=#""#'@A>#=!"#$="%=A&

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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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的植物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公园共有

植物
(@

科
!!@

属
%&%

种#含变种$!乔灌草的比例为
#=!AL#=""L"=(#

!水生植物种类相对较少"木

本植物中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的种类比为
%=%>L>=>A

!数量比为
&=#&LA=$&

!总体构成基本合理!但

常绿乔木应用不足%乡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的种类比为
@=#$L!=$!

!以乡土树种为主!利于公园地方特

色的体现"公园植物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不同景区间存在一定差异"部分景

区植物均匀度指数较低!不利于植物景观的丰富和生态系统的稳定"建议增加水生植物的种类和种

植面积%对于植物均匀度指数较低的景区!增加优势树种以外的其他树种的应用"

关键词!植物组成%植物多样性%潘安湖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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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以植物为主体!由植物(植物与环境之间所形成

的复合体及与此相关的生态过程的总和'植物作为

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类的多样性是湿地

公园景观多样(群落稳定(生态功能发挥的基础)

#'%

*

'

从生态学理论来看!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可以使公园

中的植物群落结构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

A

*

!也有利于

营造景观的多样性!提高其观赏性'



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是采煤塌陷区经过生态修

复建设的!是徐州及周边地区植物最丰富的湿地公

园!被称为+采煤塌陷区修复的典范,'对公园植物

进行调查!分析其组成及植物多样性!对公园乃至周

边区域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的丰富和生态修复具有

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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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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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潘

安湖湿地公园位于徐州贾汪区!该地原为采煤塌陷

区!地表塌陷!生态环境恶劣!

!"#"

年在此实施了

潘安湖湿地公园建设!在生态修复的基础上!通过湖

泊(湿地(岛屿的组合!形成空间景观丰富(物种多样

的+中国最美乡村湿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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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命名为国家湿

地公园'公园所处区域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

期!年平均气温
#A\

左右!年平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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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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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年平均相对湿度
@!]

&全年无霜期
!"$<

左

右&地带性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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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

调查方法
!

调查范围为潘安湖湿地公园一

期!占地面积约
A>@3H

!

!其中水面约
%&%3H

!

'调

查范围包括
@

大景区!分别为澳洲主岛"含枇杷岛#(

哈尼岛(醉花岛(蝴蝶岛(北大堤(环湖东路(环湖北

路"含池杉林#"图
#

#!调查内容包括植物的种类(数

量(分布(规格(生长状况等!调查方法为植物普查!

调查前设计打印调查表格!调查时携带相关测量工

具(公园
EMQ

底图(调查表(相机等!调查时现场记

录调查结果并拍摄实景图片!调查结束后及时整理

结果!并在
EMQ

图上标注!为后续的分析提供第一

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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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主岛"含枇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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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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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湖北路"含池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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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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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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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植物现场调查地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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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类构成分析方法
!

植物分类(鉴定及

生态类型(乡土树种(外来树种的确定以-园林树木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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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植物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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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适生

植物.

)

(

*为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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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样性分析方法
!

植物多样性分析采

用辛普森多样性"

94

#和香农
'

维纳多样性指数"

:

#!

植物丰富度采用
.̂,

O

./50

指数"

9

#!植物均匀度采

用的是
P:5/*+

植物均匀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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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调查区域内植物物种的总数量&

*

///第
*

种物种&

;*

///植物物种
*

的个体数在总个体数中

的比例&

=

///调查区域内所有植物个体的总数量&

:

H.K

///调查区域内最大的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

: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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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

!

潘安湖湿地公园植物的构成特征

!=#=#

!

种类的构成特征
!

潘安湖湿地公园共有植

物
(@

科
!!@

属
%&%

种"含变种#!乔灌草的比例为

#=!AL#=""L"=(#

'植物种类构成见表
#

'

乔木是植物景观营造的骨干材料!对公园景观

与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

#%

*

'公园内有乔木
A"

科
@!

属
##@

种!占所有植物种类的
%%=#A]

!其中水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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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丝海棠"

>.#042.##*.(.

#等的种植数量

均达到
!"""

株以上!尤其是水杉和池杉!种植总量

达到
!""""

株以上!凸显了公园的湿地特色'

表
>

!

潘安湖湿地公园植物种类构成

W.X/5#

!

P/.-26

U

5J:56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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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类型 科 属 种
种占总种数
的比例%

]

乔木
A" @! ##@ %%=#A

灌木
!( &( (A !>=>%

草本植物
!& @! $> !A=%>

水生植物
!% %" A# ##=>!

竹类
# % #" !=$%

藤本
A & & #=A!

公园内有灌木
!(

科
&(

属
(A

种!占植物种类总

数的
!>=>%]

!常见的灌木有红叶石楠"

;2"-*(*.

&

+.4$+*

#(海桐"

;*--"4

@

"+0,-"A*+.

#(紫薇"

H.

%

$+D

4-+"$,*.*(B*7.

#(木槿"

:*A*47044

5

+*.704

#(夹竹桃

"

=$+*0,*(B*70,

#(锦带"

I$*

%

$#.

&

#"+*B.

#等!在

植物群落构成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丰富公

园植物层次(完善植物群落结构起到重要作用'

草本植物因其千姿百态(观赏性强!在园林绿化

中不可或缺'公园内草本植物种类丰富!共有
!&

科

@!

属
$>

种!占总数的
!A=%>]

!频度
$

&"]

的草本

植物 包 括 麦 冬 "

J

@

2*"

@

"

%

"(

K

.

@

"(*704

#(金 鸡 菊

"

!"+$"

@

4*4B+0,,"(B**

#(波 斯 菊 "

!"4,"4A*

@

*(D

(.-.

#等百合科和菊科的植物!观赏性强!对提高植

物景观的观赏性作用显著'

公园共有水生植物
A#

种!占总数的
##=>!]

'

常见的有芦苇"

;2+.

%

,*-$4.04-+.#*4

#(芦竹"

L+0(D

B"B"(.C

#(黄菖蒲"

M+*4

@

4$0B.7"+04

#(睡莲"

=

5

,D

@

2.$.-$-+.

%

"(.

#(荷花"

=$#0,A"(07*

&

$+.

#等'就

湿地公园而言!水生植物最能体现公园特色!发挥生

态调节功能!相比之下!潘安湖湿地公园水生植物种

类相对较少!且芦苇种植面积占绝对优势!有些适生

性好(生态和观赏功能佳的植物如旱伞草"

!

5@

$+04

.#-$+(*

&

"#*04

#(灯心草"

80(704$

&&

0404

#(芡实"

'0D

+

5

.#$

&

$+"C

#(荸荠"

:$#$"72.+*4B0#7*4

#(马来眼子

菜"

;"-.,"

%

$-"(,.#.*.(04

#(伊乐藻"

'#"B$.(0-D

-.##**

#

)

#A

*等未被利用!在今后的建设中!建议增加水

生植物的种类!控制芦苇的种植面积!增加观赏效果

好的水生植物种植数量'

潘安湖湿地公园中的竹类共有
#"

种!占总数的

!=$%]

'常见的有刚竹"

;2

5

##"4-.72

5

4)*+*B*4

#(淡

竹"

;N

%

#.07.

#等!除龟甲竹"

;N2$-$+"7

5

7#.

#外!整

体长势良好!具有较好的观赏效果'

藤本植物多用于垂直绿化!对环境美化具有独

特效果'公园的藤本植物种类偏少!仅有
&

种!占总

数的
#=A!]

!多用于花架(墙体的绿化!常见的有紫

藤"

I*4-$+*.4*($(4*4

#(常春藤"

:$B$+.($

@

.#$(4*4

;.,=4*($(4*4

#等!建议增加藤本植物的种类如藤本

月季"

>"+B$(J;6=*0

#(花 叶 络 石 "

6+.72$#"4

@

$+D

,0,

K

.4,*("*B$4

0

7/.H5

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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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的构成特征
!

潘安湖

湿地公园共有常绿乔木
!#

种!落叶乔木
(>

种&常绿

灌木
&"

种!落叶灌木
AA

种!草本植物除麦冬(沿阶

草"

J

@

2*"

@

"

%

"(A"B*(*$+*

#(吉祥草"

O$*($7F*.7.+D

($.

#等少数种类外!以落叶植物为主'

木本植物中!从种类组成看!常绿树种与落叶树

种的比例为
%=%>L>=>A

!其中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

的比例为
#=@(L$=!#

!常绿灌木与落叶灌木的比例

为
&=%!LA=>$

'从数量组成看!常绿树种与落叶树

种的比例为
&=#&LA=$&

!其中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

的比例为
#=&!L$=A$

!常绿灌木与落叶灌木的比例

为
>=&"L%=&"

'

相关研究表明!徐州地处暖温带!园林植物中常

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的比例建议为
%L@

"

AL>

!考虑

到徐州的适生常绿乔木种类少(常绿灌木种类相对

较多的特点!在植物配置中建议常绿乔木与落叶乔

木比 例 为
%L@

!常 绿 灌 木 与 落 叶 灌 木 比 例 为

&L&

)

#&

*

!潘安湖湿地公园木本植物中常绿与落叶树

种的总体比例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但常绿乔木无论

从种类构成还是数量构成比例都偏低!这会导致冬

季乔木景观萧条'常绿灌木的比例高!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常绿乔木比例低的不足!同时考虑到公园

草本植物以落叶为主!常绿灌木比例的适当提高!可

有效保证公园的冬季景观'但另一方面!常绿灌木

比例高!会导致落叶灌木应用不足!而徐州适生的落

叶灌木中!有很多观赏性好的花灌木如大花溲疏

"

9$0-1*.

%

+.(B*

&

#"+.

#(白鹃梅"

'C"72"+B.+.7$,D

"4.

#(麻叶绣线菊"

<

@

*+.$.7.(-"(*$(4*4

#(八仙花

"

P*A0+(0,,.7+"7$

@

2.#0,

#等!在公园中未种植或

种植量小!今后可适当增加这些花灌木的应用!以丰

富公园植物景观的色彩和季相变化!提高植物景观

的观赏性'

!=#=%

!

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的构成特征
!

本研究

的乡土树种!是指本地区天然分布种或者已引种多

年且在当地一直表现良好的外来树种'据此标准!

公园内共有乡土乔木
$#

种!外来乔木
%>

种&乡土灌

木
&(

种!外来灌木
%&

种&乡土草本植物
>!

种!外来

草本植物
!A

种&竹类(藤本植物和水生植物以乡土

植物为主'

从种类组成看!乡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的比例为

@=#$L!=$!

!其中乔木的为
>=(!L%="$

!灌木的为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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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草本植物的则为
$=#$L#=$!

'从数量

组成看!乔木的为
$=>!L#=%$

!灌木的为
$=%%L

#=>@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乡

土植物应占
@"]

以上)

#>

*

!公园植物的构成基本符合

这一要求!大量乡土树种的运用!彰显了+适地适树,

的树种选择原则!也突出了湿地公园的地方特色'

#"#

!

潘安湖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分析

!=!=#

!

植物多样性分析
!

植物多样性是衡量植物

景观多样性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公园植物生态水

平的重要标准'潘安湖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分析结

果见表
!

!可以看出!公园整体的植物多样性指数较

高!其中
94_"=(!$%

!

:_%=%A"#

&

9_#%=>(!>

!

说明公园内植物种类丰富!利于植物群落的稳定和

生态功能的发挥'公园植物的均匀度指数
'

较低!

为
"=>A$$

!说明植物组成中优势种占优势!其他种

类的植物应用数量少!现场调查统计数据也证实了

这一点!公园内乔木中!有的树种数量达到上万株!

如水杉和池杉!有的不到
!"

株!如灯台树"

G"-2+"D

7.+

5

0,7"(-+")$+40,

#(秤锤树 "

<*("

K

.7F*.C

5

#"D

7.+

@

.

#(枳椇等"

:")$(*..7$+A.

#&灌木和草本植物

中!木槿种植数量达到
!

万余株!海桐(金钟等的种

植面积均
$

#

万
H

!

!而部分种类植物种植数量
%

!"

株"

#"H

!

#!如金边胡颓子"

'#.$.

%

(04

@

0(

%

$(4;.,=

).+#$

%

.-.

#(迷迭香"

O"4,.+*(04"

&&

*7*(.#*4

#(桔梗

"

;#.-

5

7"B"(

%

+.(B*

&

#"+04

#等'

为进一步了解公园内植物分布状况!对公园
@

个主要景区的植物多样性相关指数进行分析并与公

园总体情况进行比较!

@

个主要景区分别为蝴蝶岛(

环湖北路"含池杉林#(环湖东路(哈尼岛(醉花岛(北

大堤和澳洲主岛"含枇杷岛#"表
!

#'从表
!

看出!

在公园
@

个景区中!醉花岛和哈尼岛的
94

$

"=(

!

:

均
$

%

!高于公园平均水平&蝴蝶岛和环湖东路的辛

普森指数均
%

"=>

!香农
'

维纳指数均
%

!

!是多样性

指数最低的景区'

澳洲主岛的植物丰富度指数最高!其次是环湖

北路"含池杉林#景区!而北大堤和环湖东路景区的

植物丰富度较低'究其原因!首先与各景区的功能

有关'澳洲主岛和环湖北路"含池杉林#是游客最集

中的游览区域!客观上要求丰富的植物景观满足游

客游览(科普教育的需要&北大堤和环湖东路的主要

功能是交通!植物配置应优先考虑交通需求!植物种

类组成不宜太复杂&其次!景区的面积也是导致各景

区植物多样性指数不同的重要因素'植物多样性指

数较高的澳洲主岛(环湖北路"含池杉林#

!

大景区

占地面积较大!能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空间!

北大堤与环湖东路景区的面积小!选用植物的种类(

数量均受到一定限制&此外!景区平面形态的不同也

对植物多样性造成了影响'澳洲主岛呈面状分布!

大面积的区域有利于丰富度高的人工植物群落的形

成!而北大堤(环湖东路呈带状分布!又一侧傍水!这

就给植物选用带来很多限制条件!影响到景区的植

物丰富度'

表
?

!

潘安湖湿地公园各景区植物多样性比较

W.X/5!

!

E*H

U

.,:6*-*0

U

/.-26

U

5J:56<:;5,6:2

8

.H*-

O

6J5-:J

6

U

*26:-P.-.-R.S5T52/.-<P.,S

景区

植物多样性

94 :

9 '

蝴蝶岛
"=A$"# #=A>#A &="@(& "=%>$#

环湖东路
"=&$! #=@!#! >=>"#$ "=%(&"

环湖北路
"含池杉林#

"=$&%A !=%%"$ %=AA!@ "=>A"@

哈尼岛
"=(!(& %=#AA& &=(#%A "=@@##

醉花岛
"=(&!% %=%(%# &=(#!A "=$A>@

北大堤
"=@%&> #=$%"# !=&@$! "=&(!"

澳洲主岛
"=@>A# !=#$#$ @=A!#A "=A$@%

整个公园
"=(!$% %=%A"# #%=>(!> "=>A$$

植物均匀度指数最高的是醉花岛!其次是哈尼

岛!分别为
"=$A>@

和
"=@@##

!最低的
!

个景区是

蝴蝶岛和环湖东路!均匀度指数均
%

"=A

'

综上分析!在公园
@

个景区中!哈尼岛(醉花岛

!

个景区的植物丰富度指数虽然不是最高!但植物

多样性指数和植物均匀度指数均居前
!

位!说明这

!

个景区的植物配置较为合理!群落结构的稳定性

较高'而澳洲主岛与环湖东路
!

个景区!虽然植物

丰富度指数高!但植物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都

较低!说明这
!

个景区虽然植物种类丰富!但没有考

虑不同种类植物数量的均匀度!导致除优势种外!很

多植物种类个体数量很少!只是零星分布在景区中!

降低了景区植物群落结构的合理性和观赏性!建议

增加优势树种以外的其他树种!以更好地发挥植物

多样性丰富的优势'蝴蝶岛的植物多样性指数(丰

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较低!说明该景区植物配

置欠合理!需增加植物种类并注意植物种类的均衡

使用'

%

!

结论与讨论

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潘安湖湿地公园共有种子

植物
(@

科
!!@

属
%&%

种"含变种#!植物种类丰富!

水生植物种类相对较少&乔灌草的比例约为
#=!AL

#=""L"=(#

&木本植物中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的种

类比为
%=%>L>=>A

!数量比为
&=#&LA=$&

!总体构

成基本合理!常绿乔木应用不足!花灌木应用略显

不足&乡土植物与外来植物的种类比为
@=#$L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

!以乡土树种为主!利于公园地方特色的体现'

潘安湖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的各项指数均处于

较高水平!反映了公园植物多样性较丰富!但不同景

区的植物多样性存在一定差异!形成差异的主要原

因是景区的功能!此外景区的面积和形状也对其产

生了一定影响'功能丰富且观赏功能要求高的景

区!需要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满足其功能!而较大的面

状空间又可为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营造有利的空间条

件!从这些因素出发!考虑到各景区自身特点!不同

景区间植物多样性差异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大景区中!除醉花岛和哈尼岛外!其他景区的植物

均匀度指数相对较低!不利于植物景观的丰富和生

态系统的稳定'

在未来的植物景观建设中!应增加水生植物的

种类和种植面积!如旱伞草(灯心草(芡实(荸荠(马

来眼子菜(伊乐藻等&对于植物均匀度指数较低的景

区!应根据功能和景观需求!适当降低部分优势树种

如香樟(池杉等的数量和比例!增加优势树种以外的

其他树种如中山杉(榉树(灯台树(丁香(大花溲疏(

麻叶绣线菊等!在提高均匀度的同时!丰富植物的景

观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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