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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析 1、 绿化植物引种在我国近700 个城市中，由于历史因

素、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城市绿化的规模和发展速

度存在很大差异。面对绿化植物种类和品种不丰富的现状，

许多经济发达城市加大了植物引种的投入。如上海市2000 

年-2002 年绿化植物从不足500 种增加到800 多种，在较短的时

期内改善了上海绿地长期存在的物种比较单一的局面。但如

此大规模的引种应用，是否符合科学的试验周期是值得商榷

的。有资料显示，上海地区的加拿大一枝黄花最初是以观赏

植物引进的，现在成为自然地被的优势种已经对区域生态造

成了一定的危害，应该能给我们某种警示。又如国人尽知的

大约于20 世纪30 年代作为饲料、观赏植物和防治重金属污染

的植物引种的水葫芦现已成为恶性杂草泛滥全国，其所到之

处导致许多水生动植物种类的消亡。可见引种不慎易造成生

物入侵，不仅引发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而且影响农业生产及

区域性生态失衡。众所周知，外来物种已对我国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 同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此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首批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名单，它

们是紫茎泽兰、微甘菊、空心莲子草、豚草、毒麦、飞机草

、水葫芦、假高粱、互花生米草、蔗扁蛾、湿地松粉蚧、强

大小蠹、美国白蛾、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牛蛙等16 种。为

防止有害生物入侵，我们不仅要针对国外，而且要防止国内

异地植物引种所引发的“植物侵害”。 外来树种经过引种、



筛选、驯化，到真正适应并构成稳定的群落需要几十年甚至

几百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它的抗性、耐性及对当地自然生

态系统的正负面影响都很难确定。在城市绿化中对观赏类花

灌木、藤本、草本及水生植物的引种要加强试验论证，杜绝

因城市绿化造成的有害生物的侵入和蔓延。 2、“大树进城

” 经济发达城市的绿化近年来不仅追求绿化覆盖率与绿量，

而且在加速绿化景观上做足了文章。如上海市1998 年启动的

大树进城五年计划，已经使十万棵外地和郊区大树在上海安

了家，上海也由缺绿的城市变成了绿化景观丰富的准园林城

市。近两年，南京城共引进榉树、银杏、池杉等大树约20 个

树种8 万余株。无疑，“大树进城”有效地改变了城市景观

。但从区域生态和大树移植的科学性看，大树进城造成的生

态损失值得我们思考。大家知道，一棵大树本身就是一个稳

定的生态环境，移走了会破坏其原生地的生态环境，而到新

的地方重新形成自身生态环境则需要漫长的时间。不仅如此

，大树移植成活的技术含量高，若管理跟不上，成活率则很

难保证。有资料显示，城市移植大树、古树、珍稀树种死亡

率均超过50 % -70 % .成年大树，尤其是古树的可塑性较低，

一旦移植，由于其对环境的不适应， 将加速树体老化，2 至3 

年内处于假活状态，即使3 至5 年确定成活，也大多在几年十

几年内变成缺乏生机的老树，逐步丧失环境生态功能，形成

城市大面积“绿色弱势群体”。 大树进城影响区域生态。野

生大树对采挖地为岩石裸露干旱瘠薄的生态的影响极其重要

，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地方其破坏将无法挽回。据江西省林

业部门介绍，香樟、丹桂、罗汉松、楠木、银杏等野生大树

被非法盗挖，且大多流向了沿海地区以及内地大城市。现在



，九江近郊和庐山周边过去随处可见的野生桂花树已经很难

找到，生长期在20 年以上的桂花树已基本绝迹，并已开始威

胁庐山世界文化景观绿色资源。显然，“大树进城”给城市

和原生地带来了双重的生态风险。因此，在城市绿化建设中

不应提倡“大树进城”，应尽快建立大树培育基地，彻底改

变目前的大树进城模式。 3. 乡土植物目前，城市绿化景观建

设习惯使用外来植物，在城市景观草坪建设上尤为突出。现

在各城市常使用有限的几种草坪草种，而且几乎都是外来种

，品种十分单一，却把当地野生草始终作为杂草对待。每当

鲜花盛开百草生长的季节，按惯例城市路边、绿地中的野草

都将被铲除。据介绍，上海不少珍贵的草种在城市建设开发

及不科学的管理中消失了。野草品种繁多、生长茂盛是城市

生物多样性的体现，理应得到科学对待； 野草生命力强， 疏

于管理也能顽强生存，符合自然规律，其生长也符合生态环

境的要求。对野草适当的选择应用，可以省去许多人工种植

的引种草对精细养护和灌溉用水的大量耗费，并可克服由于

品种单一难于达到丰富景观目的的不利因素。应该说保护城

市的野草也是保持城市生态环境的需要，是城市绿化崇尚自

然的需要。 乡土植物种在我国绿地中长期受到冷落，很少有

人去研究它们，甚至一个城市开始重视绿化造林时，乡土树

种常遭排斥而逐渐消失。据介绍，在上世纪80 年代之前，上

海还没有大规模造林，绿化除了城市绿地，就是依靠郊区农

民自发造林，在宅前屋后种植乡土树，如榆树、榉树、朴树

、苦楝、女贞、垂柳、枫杨等。随着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改

造，农户宅前屋后的乡土树被大量砍去，同时，在造林过程

中乡土树种受冷落，使乡土树种的树林数量急剧减少。如上



海佘山地区，上世纪50 年代有高等植物655 种， 80 年代有535

种， 到了2000 年只剩下254 种。现在，许多城市积极建设城

市森林，乡土树种应成为造林的主体。根据对上海城区园林

绿地生态群落的调查，以具有15 年相对稳定的植被群落为标

准，生态植被稳定的林型中，乡土树种有37 种，占6719 % ， 

而外来树种如悬铃木、广玉兰等19 种，占1916 % .我们应该认

识到，乡土树种长期生长于当地，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生命

力顽强，能发挥森林的自养功能，降低养护管理成本；多种

乡土树种的组合造林，其稳定的生物群落可以提高抗病虫害

和抗自然灾害能力， 保护当地的自然植被；增加乡土树种，

还可凸显本土特色，增加自然野趣；重视乡土树种的利用，

还可以构筑稳定的自然生物群落，体现生态的多样性。 把城

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