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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林树种的造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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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林树种具有良好的观赏价值和适应性,是园林绿化的好树种。园林植物造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物材料的应用,选择

合适的经济林树种,进行科学搭配,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不仅能满足园林植物造景的需要,也能充分发挥经济

林树种的生产功能和防护功能。文章分析了经济林树种在园林植物造景中的观赏价值、功能和作用,并简要介绍了常见的适于园林植

物造景的经济林树种及其应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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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wood fo r est tr ees ar e good fo r landscaping because o f their aesthetic value and environment al adaptabil-

ity . P ro fessional landscaping larg ely relies on the pr oper use o f v eget ativ e m aterials, w here the w ise selection of non-

wood fo rest tr ees and scient ific arr angement of these tr ees interw oven with shrubs and herbal plants ar e essential.

Good landscaping can meet t he needs of bo th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T his ar ticle descr ibes the ornamental value

and function of the most appreciated nonw ood fo rest tr ees in China, and the familiar nonwood for est tr e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forms are br 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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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城市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园林植物是园林绿化的

最基本要素, 它以其特有的观赏性给人以美的感受, 经合理配植,能形成赏心悦目的园林植物景观。随着园林绿

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园林植物种类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林木有不少在树形、枝干、叶、花、果等有较高的观赏

价值。同时,经济林木也是园林绿化中不可缺少的树种,它们能有效地调节温湿度、减弱噪音、防风防沙、减轻污

染、保持水土, 既可观花、观叶,又可观果,是园林植物造景的树种之一。

1　经济林树种的概念及其在园林植物造景中的观赏价值

经济林是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
[ 1]
。即是为了获取经济

效益的林种。大部分经济林树种具有观赏价值,有的既可观花又可观果,有的树种的枝干、树叶具有观赏价值,

在园林绿化中恰当应用,能提高园林绿化水平。部分经济林树种的花、果、叶、枝、干有很好的观赏特性,利用其

本身的色、香、形态、季相变化可作为造景的主题 [ 2]。

1. 1　花的观赏

经济林树木的花朵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和大小,在色彩上更是千变万化,而单朵的花又常排聚成大小不同、

式样各异的花序。由于这些复杂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观赏效果。例如在色彩上, 石榴花如火如荼,梨花则如皑

皑白雪。经济林树木的这种花色变化,不同种之间变化繁多,同种不同品种之间也是丰富多彩,红的有桃、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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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石榴等;黄的有金银花、柿、山茱萸等;白的有杏、梨、花红、李等;紫色的有辛夷、木通等;粉色的有木瓜、苹

果等。如在湖南桃源等地, 当地居民把桃树每年的开花期,定为“桃花节”,一方面能开发旅游资源,另一方面能

招商引资。

1. 2　果的观赏

大量经济林树种果实的形状和色彩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从形状上来看,例如茶壶枣的形状就象茶壶;鸭

梨的形状象鸭头; 葡萄的果实象珍珠、玛瑙。从单个果实来看, 如熟透的木瓜、沙梨的某些品种,个体都很大很招

人喜爱。满树的石榴、桃子、李子、杏子展现出丰收的景象。通过人工的方法在红红的苹果或桃的果面能长出

“福、禄、寿、喜”的字样,吉祥有趣。而果实的颜色更能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 “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橙黄桔绿

时”,这正是果树的色彩效果。果实的颜色丰富多彩呈红色的如山楂、樱桃、柿、石榴、枣、桃等;呈黄色者如银杏、

杏、木瓜、梨等; 呈紫色者如李、葡萄、蛇葡萄等。有的同一树种不同品种之间果实颜色多变, 如葡萄有紫色、黄

色、绿色、白色、红色等;梨有橙黄、棕黄、红色、绿色品种等。

1. 3　叶的观赏

经济林树种的叶形、叶色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就叶的形状而言如无花果的叶呈掌状,银杏叶呈鸭脚状, 乌桕

的叶呈菱形等。叶色变化丰富,即便是绿色,也有深浅浓淡等差别, 不同的树种搭配种植出各种造型形成美妙的

感觉。同一株树的叶色也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如石榴春叶黄褐、夏叶深绿;银杏春叶嫩绿、夏叶正绿、秋叶金

黄;板栗春叶嫩绿、夏叶浓绿、秋叶褐红。还有秋叶呈红色者如柿、李、樱桃、山楂、乌桕等;呈黄色者有银杏、核桃

等。

1. 4　枝干树皮的观赏

经济林树木的枝、干、树皮形色也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深秋叶落后枝条展现出美丽的色彩, 呈红色的有杏、

樱桃、李;呈古铜色的有山桃。就干皮的外形而言,光滑树皮的有核桃、梨、山楂、无花果;横纹树皮的有桃、杏、樱

桃;片裂树皮的有木瓜;纵沟树皮的有核桃、板栗;长方裂纹树皮的有柿、君迁子;粗糙树皮的有枣、石榴等。另有

枣的枝干弯曲盘折;桃的枝干秀丽典雅;银杏枝干修直挺拔;无花果的枝干古朴风雅;葡萄的枝干虬龙盘扎。

2　经济林树种在园林植物造景的功能与作用

经济林树种与其他园林植物相比,同样具备很好的观赏价值。在园林绿化、公园、行道树中配植水果、坚果

类树种,因其花、果实的色彩艳丽,且停留时间较长, 能起到较好的美化效果, 形成优美的园林植物景观。

2. 1　丰富园林体系中的植物资源

园林体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保持其生物多样性是十分重要的。单一的植物群落,易受到病虫害

的严重威胁, 甚至有被毁灭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们往往用化学方法来消灭或控制病虫害的发生, 然而

大量的有害化学物质的残留物, 又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新的危害,因此应提倡多树种搭配,增加经济林树种, 建立

景观多样性, 增强园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 2　提高园林的观赏性

经济林树种种类繁多, 各树种又有许多栽培品种。多数以结果为主的经济林树种,花量大, 色彩丰富, 花期

前后错落,有的早春 4月左右开花,有的 6、7月份开花,有的边开花边结果,直至秋季; 果实大小不一, 形态各

异,色彩呈红、黄、橙、绿、紫, 到了秋季,累累果实悬于绿茵之中,给人以回归自然的美好享受;有的种类叶片极

具观赏价值, 如银杏、紫红叶榛子等。这些树种若能在园林规划设计中经过设计者的合理搭配,一定会营造出处

于自然胜于自然的新景观。

2. 3　保护和改善环境

经济林木也是园林绿化中不可缺少的树种, 它们能净化空气,分泌杀菌素,吸收有毒气体, 阻滞烟尘,有效

地调节温湿度、减弱噪音、防风防沙、减轻污染、保持水土,防火抗灾。

3　经济林树种在园林植物造景中的应用

3. 1　主要经济林树种的观赏特性及用途

随着园林绿化事业的快速发展, 对园林植物种类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林木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如银杏叶

形、叶色、干形、树冠独特,尤其它那扇形叶及艳黄色的秋色, 表现出强烈的个性, 是理想的园林植物造景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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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 229个主要城市行道树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银杏行道树在树种种类上占第一位,约占行道树总株数的

17% [ 3]。

根据经济林的观赏特性 [ 4] , 选择适宜树种做风景林树、园景树、行道树等配植。在城郊大面积片植银杏、柿、

乌桕、板栗等形成风景林,能体现强烈的群体美和季相美;银杏、杨梅、香榧、红豆杉等树种树形优美兼有形体和

色彩之美, 可作为园景树配植; 石榴、桃、梅、枣、山茱萸、红花油茶、柚等树种或花朵美丽、芳香、或果实艳丽,可

作为果树栽培;银杏、乌桕、杜仲、柿等树种抗性强、耐修剪、主干直,可作行道树(见表 1)。

3. 2　经济林树种在园林植物造景中的应用

表 1　主要经济林树种的观赏特性与用途

　　　　　树　　种 观赏特性 园林用途

银杏 Ginko biloba 观叶、观姿 园景树、行道树

榧树 Tor reya grandis 观叶、观姿 园景树、庭荫树

红花油茶 Camellia chekiang- oleosa 观花、观果 花果树

柿树 Diosp ium kaki 观叶、观果 风景林树、行道树

乌桕 Sap ium s ebif er um 观叶 风景林树、行道树

樱桃 Prunus p seud ocerasus 观叶、观花 花果树

枣 Ziz iphus j uj ube 观果、观姿 风景林树、行道树

杨梅 Myr ica rubra 观姿、观果 风景林树、行道树

石榴 Punica granaium 观花、观果 花果树

山茱萸 Cornus of f icinalis 观果 花果树

柚 Citrus g randis 观果、观花 花果树、庭荫树

桃 Prunus p ersica 观花、观果 花果树

薄壳山核桃 Carya illinoensis 观姿、观果 行道树、庭荫树

南方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var .mair ei 观姿、观果 行道树、庭荫树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观姿 行道树

花楸树 Sor bus p ohuashanensis 观果、观叶 行道树、庭荫树

红苞日本栗 Castanea cr enata 观花、观果、观姿 行道树、庭荫树

枸杞 Lycium chinense 观花、观果 行道树、风景林树

杏 Prunus armeniaca 观花、观果 行道树、风景林树

山楂 Crataeg us p innatif ida 观花、观果 庭荫树、园路树

金手指 V itis v inif er a 观果 庭荫树、绿化树

　　经济林树木除了具有以上观赏功

能以外还有创造经济价值的作用。它

们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以及其

所分泌的乳胶、汁液等可以入药、食用

或作为工业原料。所以经济林树种可

以用于城市园林、乡村绿化美化、建立

观光果园、制作盆景等。在实际应用

中, 或者以观赏为主, 或者以生产为

主,或者生产与观赏相结合。

3. 2. 1　在城市公园中应用 [ 5, 6]　在公

园中可以规则式地对植、列植、辐射植

经济林树种等, 也可以独植、丛植、聚

植、群植、林植、散点植等,可以利用其

形象美、也可利用其色彩美。如柿树最

初就是作为观赏植物在庭园中栽植

的,树体高达十余米,树冠半圆形或圆

形,其树干、花、果、叶、都具有很高的

观赏特性,特别是秋季果实成熟,满树

象一盏盏红灯笼挂在枝头, 一片丰收吉祥的景象,如果群植更是妙不可言。经济林树种同其它园林树种配合应

用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林中植几棵果树,果实挂满枝头,既丰富了欣赏内容,又能吸引一些鸟、鹊, 增添观赏

的乐趣。在城市公园中可以栽植海棠、山楂、李、桃、杏、樱桃、无花果等抗病、抗虫、易于管理的树种。

3. 2. 2　在乡村绿化美化中的应用　经济林木在乡村种植主要是利用其资源,以生产果品为主结合旅游开发,

不但能产生经济效益, 同时也能使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改善。我国是一个人口多的国家,人均耕地占有面

积只有 1 000 m2左右。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 可以在不同的地区种栽苹果、梨、桃、银杏、枣、杜仲、杞柳、金银

花、李、柿、石榴等,既发展了农村经济,又绿化美化了农村环境。如山东的乐陵市, 当地群众有栽植枣树的习俗,

田中种枣, 路边种枣,家家种枣,万亩枣树浩如烟海、气势宏大。红枣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并且美化了农村环

境,特别是秋季红枣成熟的季节,枣子挂满枝头,美不胜收。假日里城里的游人来这里观赏枣林的美景,品尝到

刚从树上采摘的鲜枣, 并且还可到当地农家小憩,领略枣乡的风情,品尝农家饭,其乐无穷。在红枣成熟的日子,

当地群众自发地过起了红枣节, 人们载歌载舞庆贺红枣的丰收。通过对红枣的种植人们已从单纯地对物质利益

的追求发展到一种精神的享受, 在当地已形成了一种红枣文化。还有鸭梨、石榴、银杏、茌梨、苹果、板栗、柑桔等

等在各地都已形成了规模种植, 并且进行了旅游开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林节日。这些是经济林树种

在乡村绿化美化中应用的成功范例。

3. 2. 3　建立观光果园中的应用[ 7]　观光果园能把观赏、科研和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建立这样的观光果园,一

是可进行经济林树种的科学研究工作,充分挖掘和利用大自然的经济林树种资源为人类服务,将野生经济林树

种驯化为栽培树种,培育新的优良品种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可供观光游览,让形形色色的经济林

树木组成的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供人们游览观赏的同时,让人们了解经济林科学的丰富内容。三是

进行科技推广, 经济林树种通过露地展览区、温室、陈列室、博物馆等室内、室外经济林材料的展览, 寓教于游。

四是进行推广应用,通过经济林观光园把科学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或最新的树种、品种领域内的科研成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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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生产实践, 提高整个经济林产业的生产水平。在生产实践中,经济林观光园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集游

览、生产、科研、科普为一体的多树种的观光园; 二是单一树种的经济林观光园。有些著名产果区果树栽培模式

实际上现已发展成单一树种的经济林观光园。如“银杏之乡”郯城、“鸭梨之乡”阳信、“金丝小枣之乡”乐陵、“柑

桔之乡”石门等,在这些地区都已把经济林产品的生产和旅游结合起来, 在发展果树种植的同时也考虑到生态

旅游的开发, 所以说这些果树种植区可被看作为大型的单一树种的经济林观光园。

3. 2. 4　在盆景栽植中的应用　盆景栽植的树体可仿效自然的古树奇姿经艺术加工而制成, 如银杏树桩盆景、

枣树盆景、栗树盆景等。有的果树可直接栽入盆中用于观花、观果。如盆栽桃子,通过放到冷库中休眠或根部覆

冰迫使其休眠等措施, 在温室中栽培,可在秋季开花,春节期间果实成熟, 寒冷的冬天,室内放置一盆硕果累累

的盆景能使人顿感心旷神怡。此外,还有盆栽苹果、盆栽葡萄、盆栽樱桃、盆栽杏子、盆栽猕猴桃、盆栽银杏、盆栽

李子、盆栽木瓜、盆栽红枣等。

3. 2. 5　在古树名木观赏中的应用　经济林古树名木树种多,树龄长,具有古、奇、名、稀的特点, 有的为世界罕

见,应精心保护,加以开发研究。其中有苍劲古朴、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的树中寿星。如山东莒县浮来山定林寺

前院的一株最古老的银杏树,树龄高达 3 300多年,堪称国宝。有时在那几搂粗的树干皮缝间,还能结出一个个

金灿灿的果实,加上那一个个像钟乳石般挂在树干的“树奶”, 实乃一大奇观, 让人赞不绝口;再如无棣县信阳乡

李楼村一株 1 370余年生的古枣树, 看似假山状,“结九瘿, 穿七窍”,但仍虬枝苍劲, 气势雄伟, 枝繁叶茂,果实

累累; 枣庄市“峄县万亩石榴园”中有 400年生的“石榴树王”; 海阳市大阎家镇潮外村有 300多年生的“木瓜

王”;文登市文城镇河埠村有 750年生的“酸枣王”;济宁市嘉祥县梁宝寺镇曹铺村有 750年生的文冠果树, 这些

都有很多人慕名前往观赏。可见,经济林古树名木也同其它绿化树种的古树名木一样, 是历代名胜古迹、城市乡

村的佳景之一,特别是一些奇异的果树名木有待园林工作者们进一步开发利用。

4　经济林树种造景时应注意的问题

( 1) 适地适树,因地制宜　不同地区应依据各自气候、土壤等因素,结合植物的生态习性、适应性, 对树种

加以选择。

( 2) 合理施肥,优化组合　树木间的合理搭配, 是园林设计者们精心考虑的问题。通过各种处理, 将植物的

重要观赏特性分层次展现在游人面前。

( 3) 强化养护管理工作　经济林树种养护工作相对严格, 培养、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是培养好经济林

树种的重要环节。

( 4)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群众环保意识, 爱护花草树木,有利于经济林树种在园林中进一步推广应

用。

5　结　语

总之, 适于园林植物造景的经济林木种类繁多, 在园林植物造景中选用经济林木, 不仅可以绿化、美化城

市,同时也可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要充分发挥经济林树木在园林中的作用, 除应考虑到其绿化、

美化价值以外, 必须了解经济林树木的生长发育规律和各异的生态习性,采取较高的栽培管理技术,并融入较

深的文学、艺术修养,才能使经济林在园林植物造景中达到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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