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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营建而选择的植物，必须通过土壤环境营建的工程化措施

使之与植物需求相匹配。考虑植物品种，不仅仅要关注土壤的

基本理化指标，是否符合植物对养分需求，也要关注土壤的

地质情况，市政设施对土壤功能发挥的限制性，同时要调查

土地的历史利用方式，充分了解土壤的背景特征，才能准确选

择植物，实现优美的园林植物景观效果。

4.3.3 设计土壤结构

根据确定的植物设计类型和植物品种，分析土壤条件，

对不能满足植物生长的土壤，要进行设计，采用相应的土壤工

程技术，比如采用排水洗盐技术、配生土生产技术 [10]、土壤剖

面重构技术、表土保护再利用技术、地形营造技术、园林植物

土壤固定支撑技术等等，并在工程中对土壤进行施工。特别

注意的是，在土壤设计中，所用到的外源介质等工程材料，要

符合相关的标准规范，避免造成土壤的二次退化。

5 展望

（1）树立园林土壤工程化理念

工程化是城市园林景观展现的主要途径，公园绿地、行

道树，及居住区、学校等附属绿地等，都是通过工程化手段

实现。园林土壤工程理念的提出，阐明了土壤作为园林工程的

一个重要组成，对于启示园林从业人员关注土壤、重视土壤

具有重要意义。

（2）开展土壤工程设计及预算

园林土壤工程要求把工程化理念贯穿于设计、施工、监

理、以及验收和养护管理的各环节，特别是在规划设计，以

及造价预算中，把园林土壤工程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确保

园林土壤工程经费，从根本上解决不重视土壤的情况。

（3）加强土壤施工规范和监理

园林景观施工方和监理方要按照园林土壤工程设计内容，

科学实施园林土壤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要遵循施工规范，

比如按照规划设计，提前确定好施工道路，避免车辆等对土

参考文献

[1]  张甘霖, 朱永官, 傅伯杰. 城市土壤质量演变及其生态环境效应[J]. 
生态学报, 2003, 23(3): 539-546.

[2]  Timothy A. Craul, Phillip J.Craul. Soil Design Protocols for 
Landscape Architects and Contractors[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6.

[3]  张浪, 陈伟良, 张青萍, 等. 城市绿地生态技术[M]. 南京: 东南大学出

版社, 2013.
[4]  Phillip J. Craul. Urban Soils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es[M]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5]  陈平, 张浪, 李跃忠, 等. 基于园林绿化用途城市搬迁地土壤质量评

价的思考[J]. 园林, 2019(8): 79-82.
[6]  张浪. 谈新时期城市困难立地绿化[J]. 园林, 2018(1): 2-7.
[7]  谢剑刚. 上海辰山植物园绿环堆筑施工技术[J]. 上海建设科技, 

2016(4): 52-54.
[8]  梁晶, 方海兰, 张浪, 等. 基于城市绿地土壤安全的主要生态技术研

究及应用[J]. 中国园林, 2016(8): 14-17.
[9]  张浪, 曹福亮, 张冬梅. 城市棕地绿化植物物种优选方法研究—以

上海市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7(9): 119-123.
[10]  张浪, 韩继刚, 伍海兵, 等. 关于园林绿化快速成景配生土的思考[J]. 

土壤通报, 2017, 48(5): 1264-1267.

LANDSCAPE MANAGEMENT  园林管理

万承永  卢高杨  邹  旭  葛洪滨  贺  敏  曹继荣*
WAN Chengyong  LU Gaoyang  ZOU Xu  GE Hongbin  HE Min  CAO Jirong* 

在创新、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推动下，园林绿化得到快速发展，

一大批新优植物如垂枝榆、福建山樱花、秤锤树、海滨木槿、闽楠、金花茶

等得到广泛运用。集树叶色彩丰富、树形挺拔高大、树枝舒展隽秀、树木生

长迅速、树苗移植生长恢复期短等优良特性于一体的珍贵树种红果榆（Ulmus 

szechuanica）[1-2]，跃然成为城乡绿化的新秀。

红果榆又名明陵榆、四川榆，榆科（Ulmaceae）榆属（Ulmus）落叶乔木，

为中国特有榆科树种。树体高大通直，枝叶平展细腻，叶片边缘具重锯齿，

在秋季呈现红色、棕红色、黄色等多种色彩。花在旧生枝上排成簇状聚伞花

序，果核部分位于近圆形或倒卵状圆形翅果的中部或近中部，上端接近缺

口，淡红色、褐色、红色或紫红色，花果期3～4月。心材红褐色，边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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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驱动下，园林植物新优乡土品种的挖掘、研发和利用已更加精

细化。文章选取中国特有珍贵树种资源——红果榆，分析其在园林绿化应用中的优势表

现、配置手法和应用案例，并阐述其推广应用价值要点，对提升特有树种资源的开发利

用、丰富新优物种在园林绿化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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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植物设计类型与土壤条件需求

类型 空间 湿度 排水 通气 养分 污染

开放型 较大 根据植物特征 良好 良好 受土壤影响 受土壤影响

半开放型 中等 根据植物特征 良好 一般 受土壤影响 受土壤影响

覆盖型 较小 根据植物特征 差 差 差 受土壤影响

壤形成不可逆的压实。在施工中，作为园林植物种植的区域，

要提前进行表土保护，并通过生物改良等方式，确保施工过程

中土壤质量不退化。

（4）构建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

在国家“土十条”和土壤污染立法出台的背景下，各地应

结合区域特征，形成属地化园林土壤管理要求和规范。相关

从业人员如景观规划师、施工方、监理方、业主等要将土壤

纳入园林工程全链条。结合区域特征，相关科研机构要进一

步研究园林土壤工程的内涵和外延，依托实践，形成一系列

专利技术、标准规范、企业工法等，指导园林土壤工程实践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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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材质坚韧，硬度适中，是造林用材和景观园林绿化兼用

树种之一。主要分布于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江

西及重庆 [1]，在长江下游之平原及低丘地区可选作宅旁、村

旁、路旁和水旁等“四旁”城乡园林绿化树种。

受红果榆天然繁育限制，且其自然更新能力较差，导致

其物种自然分布范围有限且数量不多，呈零星、散生分布状

态 [3]。与榆属其他植物资源相比，其良种繁育和园林绿化运用

研究不多，应用时间不长。作为中国独有物种资源之一，红

果榆具备长寿性、文化性、功能性、珍稀性等多重珍贵树种

特征，急需行业人员对其特性表现、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基

础性研究，发挥其在园林绿化开发利用上的最大作用 [4]。

1 应用表现

（1）树型高大挺拔。红果榆为直立型主干，树姿端正雄

伟，颇显庄严。其一级主枝向上夹角小，树冠为倒卵状伞形；

树皮暗灰色、灰黑或褐灰色，不规则纵裂，粗糙；自然条件下

高可达28 m，胸径达80 cm。在森林植物群落演替过程中，其

树体高大明显，为顶层优势树种之一 [1][5]。

（2）树叶色彩丰富。叶倒卵形、椭圆状倒卵形、卵状长圆

形或椭圆状卵形，先端急尖或渐尖，基部偏斜，楔形、圆或

近心脏形，叶边缘具重锯齿，侧脉每边9～19条。叶片细小，

叶形、叶质秀丽；叶色季相明显，可与榉树相媲美，初春到

初秋为深绿色，深秋逐步转为黄色、红褐色、褐色或深红色 [6]

（图1），色彩艳丽且丰富，为典型的彩叶树种 [7-9]。

（3）树枝舒展隽秀。主枝小角度斜向上分杈伸展，形成树

体的伞形树冠，小枝则舒展卷曲下垂，枝叶平展、细腻；倒

卵形叶片长2.5～9 cm，宽1.7～5.5 cm，叶柄长0.5～1.2 cm，匀

称挂于枝条。树姿美观，为优异的观赏型园林绿化树种 [10]。

（4）树木生长迅速。由于树体庞大，落叶迟，生长期长，

且喜光、根系发达，红果榆在水肥、光照条件充足的情况下

生长迅速。据李冬林等观测，红果榆幼苗在江苏省南京市年

生长期200 d，高生长量观测值达102 cm[3]。据笔者团队观测，

在人工栽培管养下的苗木，八年生平均胸径达18.6 cm，单株

最大胸径达26.4 cm，年平均粗生长达3.3 cm，树木生长迅速

（图2）。

（5）树苗适应性强。作为榆属植物的一种，红果榆具有榆

属植物的共性特点，即对病菌和有毒气体有很强的抗性，对

烟尘有一定的吸附能力，生长快，适应性强等。红果榆好生于

湿润之地，也耐瘠薄干旱，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在河

岸及沼泽周围生长最佳，粘土质、砂地都能生长 [10]。由于根系

发达，其抗风力强，且在落叶期移植树苗，其缓苗期短，恢

复生长快。

（6）树种资源珍贵。红果榆具有生长迅速、园林景观和

经济价值高、材质坚硬、材性优良、传承历史文化等优点，

列入国家林业局2017年珍贵树种名录 [2]。其分布范围窄，为

南京和无锡的地产珍稀及乡土彩叶树种。因在南京明孝陵有

321

1. 深秋叶色渐变景观

2. 人工培育的红果榆大苗

3. 安徽池州九华山高大挺拔的红果榆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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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故又名明陵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被列入南京市现

存彩叶古树名木名录。调查发现，红果榆野生资源总量少，

如江苏省调查有南京明孝陵生长1株、无锡市少量，镇江有小

面积片林十余株 [9-11]。而且，该树种心材红褐色，边材白色，

材质坚韧，硬度适中，力学强度较高，纹理直，结构略粗有

光泽，具美丽的花纹，易加工；具有韧性强、弯挠性能良好、

能耐磨损等优点，实为珍贵用材林树种之特性。

2 应用概况

红果榆虽具有多重价值，但是限于种源、苗源等因素，在

园林绿化的应用场景不多。

（1）中国古典园林的应用。寺观园林中尚有保存。现存

最古老的是安徽省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华严禅寺庙前丛植

的红果榆（图3），树龄逾1 300年，已被列入安徽省一级古

树，相传由唐代高僧金乔觉种植，配植枫香等不同树种，体

现树木群体美，寓意风（枫）调雨（榆）顺。作为行道树，

列植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内的主干道，树龄已有323年，被列

入古树名木保护 [12]。作为孤植树，应用在江苏南京明孝陵，

树龄有115年，它也是由植物分类学家郑万钧于1958年命名

的红果榆（别名明陵榆），于1982年第一批登录为南京市古

树名木。另外，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风景区内也有发现，主

要是群植于招隐寺景区的虎跑泉附近，数量有十余株，其中

可称为古树的有3株，年龄普遍在百年以上，最大的一株胸

径达42 cm。

（2）近代园林的应用。已有部分植物园和景区进行引种和

种植，如浙江杭州植物园、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等均有少

量种植。此外，美国伊利诺伊州植物园也引种了红果榆。在运

用形式上，受苗源限制，手法比较单一，多为单株与其他乔木

树种群植。

（3）现代园林的应用。目前，市场上可利用的红果榆苗源

渠道单一，设计人员掌握的信息受限，导致其应用不多且均为

近五年案例。据笔者团队调查，现代园林中较早集中应用的是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的花开海上生态园项目，于2016年7～8月

栽植，工程用苗规格为米径12～16 cm，数量为500株，苗木成

活率100%，景观效果良好，树木生长健壮，其米径的年平均

增长达2.4 cm，最大年平均增长3.2 cm。应用方式较为丰富的

是浙江温州区77省道桥头（王山头）景观及配套工程，于2018

年3月、5月和11月栽植，工程用苗规格为米径10～12 cm，数量

为500株，大量列植在主干道上，同时也有孤植、对植、群

植和丛植等应用方式，苗木成活率100%，景观效果很好，树

木生长在调查应用的工程项目中最为旺盛。另外，山东济宁

太白湖新区绿化提升和新运河景观工程上也有应用，工程于

2019年3～5月和10～11月栽植，应用米径14～16 cm，作为

行道树列植，苗木成活率100%，目前树木长势良好，由于其

应用大大突破了红果榆适应性的自然分布纬度，故需后续持

续跟踪观测。

3 应用形式

在城乡园林绿化设计中，可以利用红果榆的季相和生

长周期性变化，将绿地呈现出动态、多彩的效果。借助红

果榆色叶丰富、树型隽秀、生长迅速、移植生长恢复期短

等特性，可以在小区、公园、公共绿地中以孤植、对植、

群植和丛植等形式应用，也可以在道路绿化中以列植的形

式应用。

3.1 孤植

红果榆树形优美，伞形树冠主枝向上自然，叶色美观，

叶形紧凑，初春嫩绿可秀，盛夏绿荫如盖，秋季褪绿换妆，

冬季威武雄壮，采取孤植方式配置于城乡绿地复合系统，可

充分展现其树姿优美、叶色丰富等观赏特征。特别是小区广

场、市民公园、森林康养地等开放性场所，景观布局有较多自

由空间，对其中具备休闲功能的空间、绿地分割成片块状小区

域、大小不一的广场空间等，可以孤植红果榆等落叶大乔木，

下层地表配以绿草地，或配置各式草花色块、造型球、绿篱

等。如上海在2016年实施的花开海上项目，就利用红果榆进行

了孤植设计（图4），下层空间铺植百慕大草坪，节庆观光季则

栽植大花海棠、超级凤仙、金鱼草等色彩鲜明的草花图案点缀

其中。景观空间简洁明了，同园区入园道路硬质设施和附近卵

圆形的桂花、卵型的山茶花等软质景观相得益彰，冬春落叶展

树型，春夏开叶观树姿，秋冬霜变赏彩叶，达到了一树一景、

季相分明、色彩丰富的动态造景效果。

3.2 丛植

红果榆与形体相似、各具特色的树种丛植，作为主景、

配景、背景或隔离群，配置在城乡生态网络体系和绿色空间建

设的街道主景、公园主景或背景、小区绿地主景等园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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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材质坚韧，硬度适中，是造林用材和景观园林绿化兼用

树种之一。主要分布于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江

西及重庆 [1]，在长江下游之平原及低丘地区可选作宅旁、村

旁、路旁和水旁等“四旁”城乡园林绿化树种。

受红果榆天然繁育限制，且其自然更新能力较差，导致

其物种自然分布范围有限且数量不多，呈零星、散生分布状

态 [3]。与榆属其他植物资源相比，其良种繁育和园林绿化运用

研究不多，应用时间不长。作为中国独有物种资源之一，红

果榆具备长寿性、文化性、功能性、珍稀性等多重珍贵树种

特征，急需行业人员对其特性表现、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基

础性研究，发挥其在园林绿化开发利用上的最大作用 [4]。

1 应用表现

（1）树型高大挺拔。红果榆为直立型主干，树姿端正雄

伟，颇显庄严。其一级主枝向上夹角小，树冠为倒卵状伞形；

树皮暗灰色、灰黑或褐灰色，不规则纵裂，粗糙；自然条件下

高可达28 m，胸径达80 cm。在森林植物群落演替过程中，其

树体高大明显，为顶层优势树种之一 [1][5]。

（2）树叶色彩丰富。叶倒卵形、椭圆状倒卵形、卵状长圆

形或椭圆状卵形，先端急尖或渐尖，基部偏斜，楔形、圆或

近心脏形，叶边缘具重锯齿，侧脉每边9～19条。叶片细小，

叶形、叶质秀丽；叶色季相明显，可与榉树相媲美，初春到

初秋为深绿色，深秋逐步转为黄色、红褐色、褐色或深红色 [6]

（图1），色彩艳丽且丰富，为典型的彩叶树种 [7-9]。

（3）树枝舒展隽秀。主枝小角度斜向上分杈伸展，形成树

体的伞形树冠，小枝则舒展卷曲下垂，枝叶平展、细腻；倒

卵形叶片长2.5～9 cm，宽1.7～5.5 cm，叶柄长0.5～1.2 cm，匀

称挂于枝条。树姿美观，为优异的观赏型园林绿化树种 [10]。

（4）树木生长迅速。由于树体庞大，落叶迟，生长期长，

且喜光、根系发达，红果榆在水肥、光照条件充足的情况下

生长迅速。据李冬林等观测，红果榆幼苗在江苏省南京市年

生长期200 d，高生长量观测值达102 cm[3]。据笔者团队观测，

在人工栽培管养下的苗木，八年生平均胸径达18.6 cm，单株

最大胸径达26.4 cm，年平均粗生长达3.3 cm，树木生长迅速

（图2）。

（5）树苗适应性强。作为榆属植物的一种，红果榆具有榆

属植物的共性特点，即对病菌和有毒气体有很强的抗性，对

烟尘有一定的吸附能力，生长快，适应性强等。红果榆好生于

湿润之地，也耐瘠薄干旱，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在河

岸及沼泽周围生长最佳，粘土质、砂地都能生长 [10]。由于根系

发达，其抗风力强，且在落叶期移植树苗，其缓苗期短，恢

复生长快。

（6）树种资源珍贵。红果榆具有生长迅速、园林景观和

经济价值高、材质坚硬、材性优良、传承历史文化等优点，

列入国家林业局2017年珍贵树种名录 [2]。其分布范围窄，为

南京和无锡的地产珍稀及乡土彩叶树种。因在南京明孝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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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秋叶色渐变景观

2. 人工培育的红果榆大苗

3. 安徽池州九华山高大挺拔的红果榆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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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故又名明陵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被列入南京市现

存彩叶古树名木名录。调查发现，红果榆野生资源总量少，

如江苏省调查有南京明孝陵生长1株、无锡市少量，镇江有小

面积片林十余株 [9-11]。而且，该树种心材红褐色，边材白色，

材质坚韧，硬度适中，力学强度较高，纹理直，结构略粗有

光泽，具美丽的花纹，易加工；具有韧性强、弯挠性能良好、

能耐磨损等优点，实为珍贵用材林树种之特性。

2 应用概况

红果榆虽具有多重价值，但是限于种源、苗源等因素，在

园林绿化的应用场景不多。

（1）中国古典园林的应用。寺观园林中尚有保存。现存

最古老的是安徽省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华严禅寺庙前丛植

的红果榆（图3），树龄逾1 300年，已被列入安徽省一级古

树，相传由唐代高僧金乔觉种植，配植枫香等不同树种，体

现树木群体美，寓意风（枫）调雨（榆）顺。作为行道树，

列植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内的主干道，树龄已有323年，被列

入古树名木保护 [12]。作为孤植树，应用在江苏南京明孝陵，

树龄有115年，它也是由植物分类学家郑万钧于1958年命名

的红果榆（别名明陵榆），于1982年第一批登录为南京市古

树名木。另外，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风景区内也有发现，主

要是群植于招隐寺景区的虎跑泉附近，数量有十余株，其中

可称为古树的有3株，年龄普遍在百年以上，最大的一株胸

径达42 cm。

（2）近代园林的应用。已有部分植物园和景区进行引种和

种植，如浙江杭州植物园、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等均有少

量种植。此外，美国伊利诺伊州植物园也引种了红果榆。在运

用形式上，受苗源限制，手法比较单一，多为单株与其他乔木

树种群植。

（3）现代园林的应用。目前，市场上可利用的红果榆苗源

渠道单一，设计人员掌握的信息受限，导致其应用不多且均为

近五年案例。据笔者团队调查，现代园林中较早集中应用的是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的花开海上生态园项目，于2016年7～8月

栽植，工程用苗规格为米径12～16 cm，数量为500株，苗木成

活率100%，景观效果良好，树木生长健壮，其米径的年平均

增长达2.4 cm，最大年平均增长3.2 cm。应用方式较为丰富的

是浙江温州区77省道桥头（王山头）景观及配套工程，于2018

年3月、5月和11月栽植，工程用苗规格为米径10～12 cm，数量

为500株，大量列植在主干道上，同时也有孤植、对植、群

植和丛植等应用方式，苗木成活率100%，景观效果很好，树

木生长在调查应用的工程项目中最为旺盛。另外，山东济宁

太白湖新区绿化提升和新运河景观工程上也有应用，工程于

2019年3～5月和10～11月栽植，应用米径14～16 cm，作为

行道树列植，苗木成活率100%，目前树木长势良好，由于其

应用大大突破了红果榆适应性的自然分布纬度，故需后续持

续跟踪观测。

3 应用形式

在城乡园林绿化设计中，可以利用红果榆的季相和生

长周期性变化，将绿地呈现出动态、多彩的效果。借助红

果榆色叶丰富、树型隽秀、生长迅速、移植生长恢复期短

等特性，可以在小区、公园、公共绿地中以孤植、对植、

群植和丛植等形式应用，也可以在道路绿化中以列植的形

式应用。

3.1 孤植

红果榆树形优美，伞形树冠主枝向上自然，叶色美观，

叶形紧凑，初春嫩绿可秀，盛夏绿荫如盖，秋季褪绿换妆，

冬季威武雄壮，采取孤植方式配置于城乡绿地复合系统，可

充分展现其树姿优美、叶色丰富等观赏特征。特别是小区广

场、市民公园、森林康养地等开放性场所，景观布局有较多自

由空间，对其中具备休闲功能的空间、绿地分割成片块状小区

域、大小不一的广场空间等，可以孤植红果榆等落叶大乔木，

下层地表配以绿草地，或配置各式草花色块、造型球、绿篱

等。如上海在2016年实施的花开海上项目，就利用红果榆进行

了孤植设计（图4），下层空间铺植百慕大草坪，节庆观光季则

栽植大花海棠、超级凤仙、金鱼草等色彩鲜明的草花图案点缀

其中。景观空间简洁明了，同园区入园道路硬质设施和附近卵

圆形的桂花、卵型的山茶花等软质景观相得益彰，冬春落叶展

树型，春夏开叶观树姿，秋冬霜变赏彩叶，达到了一树一景、

季相分明、色彩丰富的动态造景效果。

3.2 丛植

红果榆与形体相似、各具特色的树种丛植，作为主景、

配景、背景或隔离群，配置在城乡生态网络体系和绿色空间建

设的街道主景、公园主景或背景、小区绿地主景等园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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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表现出丛植植物的群体美，也能展现出各树种的个体美。

花开海上项目中运用了红果榆丛植（图5），树木生长旺盛，景

观优美。如红果榆配置马褂木、榉树、连香树、山核桃、榔

榆等予以丛植，在艺术构图上注重竖向和平面规律，在生长

习性上注重间距和光线强弱布局，辅以自然、生态的中下层植

物，构筑成各式岛状花境，达到展现整体美和个体美的丛植

层次效果。红果榆不加修剪，显得豪放、姿态自然，成片丛植

将能形成高大壮美的靓丽景观。

                                                                                 

3.3 列植

列植能够展现单个树种的整体特性，红果榆列植配置更

能体现其在城乡绿化空间中的竖向景观优势，突出城乡绿化的

层次感。根据红果榆速生、高大和色叶的主要特性，可将其

成行成带种植于城乡街道、于道路干线的两旁作行道树 [13]；列

植于水边，亦颇壮丽，柔丝拂水，花堤柳荫；或植于规则式

广场的周围，或植于降噪减尘铁路沿线两侧，并依据功能需

要合理设计种植密度，根据景观需求，两侧可辅以广卵型乔

木类常绿树种、亚乔木类常绿树种衬托，如用作景观背景或隔

离，一般宜密植，在水肥充足的情况下可快速形成树屏，同

时配置大灌木桂花、石楠等中层林冠，发挥生态防护作用。如

2017年春，河南驻马店遂平县汝河治理项目利用红果榆高大速

生和竖向景观的优势，在支路两侧予以列植，达到快速郁闭

成林的景观效果（图6）。花开海上项目则利用红果榆速生和色

叶景观丰富的特性，在园路相对空旷、视野开阔地段进行部分

列植，下层仅辅以百慕大草坪，将红果榆的形体自然美和彩叶

景观作为主景无障碍地展现给游客（图7）。

3.4 群植

将红果榆群植于城乡绿化中，能表现出高大树木的群体

美，使人们欣赏其四季生长不同的群落景观。设计有规则式

和不规则式两种布局，可根据城乡绿化复合系统和生态网络体

系需求配置。一般运用于大面积场地的乡村山体绿化、乡村丘

陵绿化、城乡大型公园的池畔和水滨、城乡广场或交通干线

宽幅隔离带中，以多数量的单一树种设计，林下可沿绿道配置

适当宽度的草地和梅花、垂丝海棠、石榴和红枫等景观灌木，

以展现红果榆树林生长过程中的整体动态美，初春吐绿展新，

叶色嫩绿，入秋叶色红艳、金黄，落叶时枝干萧条，宛然疏

林，达到季相色相成林、成景的景观设计需求。特别是配置

在医疗与康复景观中，采用群植手法可快速构建起医疗康复场

所的绿地景观骨架，发挥其无毒无害、生长快、分支高、树冠

高大、彩色落叶等优势，为患者提供季相分明、色彩缤纷的有

益植物愈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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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孤植景观 

5. 丛植景观

3.5 对植

红果榆的对植主要是采取两侧对称的设计手法，运用于

高大建筑物两侧、城乡空间绿化中，如牌楼、大型办公楼、

广场、桥头、园区门楼等区域的绿化，以平衡建筑物与绿化

间的落差，增加竖向景观。在苗木选择时，应该考虑两侧树

体形态均衡整齐、苗木规格统一；施工放线时应注意两侧

的种植对称。红果榆的高大、彩叶、形美、龄长等特性使

得其可与大型建筑物体媲美，相互呼应和衬托，还能展现

优良的景观个性。由于红果榆树体高大，设计时应配置木

绣球、杜鹃、南天竹、朱蕉、醉鱼草和红千层等相应花境组

团，或亚乔木类树种和花灌木、地被等植物，同时预留好后

期庞大树形所需的生长空间。

4 推广应用建议

4.1 发展建设城乡绿化珍贵树种资源林

在追求绿量增加和质量提升协调发展，向绿地优化与功

能提升转变过程中，构成城乡绿化主体的植物选择与配置更

需注重生物多样性。作为园林绿化植物新秀，红果榆具备城市

珍贵树种特征 [15]，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将红果榆等一批珍贵

树种以片植的形式推广运用到城乡绿化建设中，建设各具地域

特色的珍贵树种景观林、特有物种资源贮备林、珍贵树种种

质资源库等，纳入地方保护性试验林管理范畴，发挥其在区

域中生物多样性作用，丰富顶层树种、景观树种和绿化人文内

涵，提升城乡绿化的品质。

4.2 建立中国独有植物的园林树种推广名录

中国植物资源种类丰富，红果榆等独有植物资源，具有

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及经济效益，但由于分布范围窄、

资源总量非常有限，导致国内特有物种资源在研究、开发方面

资源欠缺，种类优势难以转化为资源价值优势。园林专家程绪

珂先生曾强调：“苗木，是园林绿化的命根子”。因此，在当前

以“彩化、珍贵化、效益化”为主基调的城市园林建设中，要

不断挖掘红果榆等中国独有植物，建立、健全园林绿化独有植

物资源推广名录，引导园林苗圃、绿化施工企业生产和推广应

用红果榆等独有植物，提升珍贵树种的资源和产值总量，拓

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提高运用开发程度和产值 [16]。

4.3 营建、推广乡村彩叶原料林

红果榆兼有速生珍贵用材和彩叶树种两大优势，将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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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表现出丛植植物的群体美，也能展现出各树种的个体美。

花开海上项目中运用了红果榆丛植（图5），树木生长旺盛，景

观优美。如红果榆配置马褂木、榉树、连香树、山核桃、榔

榆等予以丛植，在艺术构图上注重竖向和平面规律，在生长

习性上注重间距和光线强弱布局，辅以自然、生态的中下层植

物，构筑成各式岛状花境，达到展现整体美和个体美的丛植

层次效果。红果榆不加修剪，显得豪放、姿态自然，成片丛植

将能形成高大壮美的靓丽景观。

                                                                                 

3.3 列植

列植能够展现单个树种的整体特性，红果榆列植配置更

能体现其在城乡绿化空间中的竖向景观优势，突出城乡绿化的

层次感。根据红果榆速生、高大和色叶的主要特性，可将其

成行成带种植于城乡街道、于道路干线的两旁作行道树 [13]；列

植于水边，亦颇壮丽，柔丝拂水，花堤柳荫；或植于规则式

广场的周围，或植于降噪减尘铁路沿线两侧，并依据功能需

要合理设计种植密度，根据景观需求，两侧可辅以广卵型乔

木类常绿树种、亚乔木类常绿树种衬托，如用作景观背景或隔

离，一般宜密植，在水肥充足的情况下可快速形成树屏，同

时配置大灌木桂花、石楠等中层林冠，发挥生态防护作用。如

2017年春，河南驻马店遂平县汝河治理项目利用红果榆高大速

生和竖向景观的优势，在支路两侧予以列植，达到快速郁闭

成林的景观效果（图6）。花开海上项目则利用红果榆速生和色

叶景观丰富的特性，在园路相对空旷、视野开阔地段进行部分

列植，下层仅辅以百慕大草坪，将红果榆的形体自然美和彩叶

景观作为主景无障碍地展现给游客（图7）。

3.4 群植

将红果榆群植于城乡绿化中，能表现出高大树木的群体

美，使人们欣赏其四季生长不同的群落景观。设计有规则式

和不规则式两种布局，可根据城乡绿化复合系统和生态网络体

系需求配置。一般运用于大面积场地的乡村山体绿化、乡村丘

陵绿化、城乡大型公园的池畔和水滨、城乡广场或交通干线

宽幅隔离带中，以多数量的单一树种设计，林下可沿绿道配置

适当宽度的草地和梅花、垂丝海棠、石榴和红枫等景观灌木，

以展现红果榆树林生长过程中的整体动态美，初春吐绿展新，

叶色嫩绿，入秋叶色红艳、金黄，落叶时枝干萧条，宛然疏

林，达到季相色相成林、成景的景观设计需求。特别是配置

在医疗与康复景观中，采用群植手法可快速构建起医疗康复场

所的绿地景观骨架，发挥其无毒无害、生长快、分支高、树冠

高大、彩色落叶等优势，为患者提供季相分明、色彩缤纷的有

益植物愈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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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植

红果榆的对植主要是采取两侧对称的设计手法，运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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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态均衡整齐、苗木规格统一；施工放线时应注意两侧

的种植对称。红果榆的高大、彩叶、形美、龄长等特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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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转变过程中，构成城乡绿化主体的植物选择与配置更

需注重生物多样性。作为园林绿化植物新秀，红果榆具备城市

珍贵树种特征 [15]，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将红果榆等一批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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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生物多样性作用，丰富顶层树种、景观树种和绿化人文内

涵，提升城乡绿化的品质。

4.2 建立中国独有植物的园林树种推广名录

中国植物资源种类丰富，红果榆等独有植物资源，具有

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意义及经济效益，但由于分布范围窄、

资源总量非常有限，导致国内特有物种资源在研究、开发方面

资源欠缺，种类优势难以转化为资源价值优势。园林专家程绪

珂先生曾强调：“苗木，是园林绿化的命根子”。因此，在当前

以“彩化、珍贵化、效益化”为主基调的城市园林建设中，要

不断挖掘红果榆等中国独有植物，建立、健全园林绿化独有植

物资源推广名录，引导园林苗圃、绿化施工企业生产和推广应

用红果榆等独有植物，提升珍贵树种的资源和产值总量，拓

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提高运用开发程度和产值 [16]。

4.3 营建、推广乡村彩叶原料林

红果榆兼有速生珍贵用材和彩叶树种两大优势，将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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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花灌类植物进行乡村绿化；作为彩叶树种点缀山村，进行乡

村林相改造；作为速生树种片植，进行原料林造林绿化等推

广，既能培育珍贵原料林产业，助推经济提升，又能在村镇美

化、道路绿化、乡村景观和环境改造中丰富乡村色彩，提升美

丽乡村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生态系统稳定，优化乡村人居环

境。研究表明，色彩的丰富度和吸引度能提升游览体验，与众

不同的色彩更促进环境协调 [17]，为此，还可以依托多彩乡村的

建设和乡村环境的提升来发展乡村旅游业，助推乡村“三产”

发展。

4.4 定向培育国家战略资源贮备林

森林资源作为世界三大主要自然资源之一，是维系地球

陆地生态平衡的可再生性资源，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木材等林产品资源 [18]。在人工培育的适生环境条件下，红

果榆的活立木生长速度可观，干型高大，纹理通直，木材致

密，可在主要自然分布省份将其纳入国家战略资源贮备林树

种，按适地适树的原则，选择低丘山陵、平原地带开展片植

造林，按珍贵树种和优良用材林树种的标准进行定向培育。

同时，在材质、生长量、大径材等方面对红果榆进行良种选

育和分类推广应用，加快国家战略资源贮备林的培育进程、

提高资源品质和效益。

4.5 建立种质资源库，予以保护和繁育

在自然分布红果榆的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和重庆五省

市区域资源调查中，结果表明其分布窄、总量少。资料搜集显

示，在江西省近年开展的两次林木种质资源调查中均未发现红

果榆；其在南京市的分布也是呈单株或少株零星状分布，是

南京地区资源贫乏的植物种类，为珍稀濒危植物 [19]。因此，应

将野生红果榆列入国家和自然分布省的保护名录，在林木种质

资源调查中摸清红果榆分布种类及种群的个体数量，建立专

项分布档案和永久性种质资源收集库，保护野生红果榆野生资

源，优选繁育良种资源，为中国独有植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

提供支撑。

5 展望

红果榆具有优良的应用表现和多种应用形式，是中国独

有树种资源中为数不多的待开发利用的园林植物资源。红果

榆多重珍贵树种的特性赋予了其在城乡园林绿化中更为广阔

的应用前景。同时，红果榆资源稀缺，使得其研究、开发、

应用进程举步维艰，在落实推广应用举措上急需科研、繁育、

施工、设计、管理等多部门联合关注、联手合作、协同推进。

在种质资源挖掘和收集、良种选育、资金投入、应用评价和

创新等方面深入攻关，定能逐步挖掘和展现这一独有珍贵树

种在园林景观、种质资源、速生性、人文性、长寿性等方面

的潜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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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是世界园林史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模拟自然、再现自然的

造园艺术在国内外园林营造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1-2]。随着经济发展，国内园林

建设呈现从一味复古转变到盲目追溯西方脚步的现象 [3]，纵观中国园林的发

展史，园林艺术理论的研究发展大大落后于园林艺术实践的要求 [4]。目前，

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园林景观的赏析层面，缺少具体数据和

相关理论的支撑 [5]，因此对园林空间进行大数据的量化分析是园林设计规划

中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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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南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小盘谷在扬州私家园林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

“小中见大、以少胜多”的造园手法是中国古典园林营造中的典范。文章以小盘谷为研究对

象，基于视觉分析的角度，通过实地测绘、统计等研究方法，从尺度与布局的角度，对其

内部的空间尺度、建筑、山水和植被等景观要素进行量化分析，旨在丰富传统园林的营造

理论，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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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rdens on the Yangtze Delta are essential parts of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Xiaopangu plays a vital role in 

Yangzhou private gardens, and its gardening practice of ‘representing rich contents in a small form, making the less 

excel, the more’ is a mode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The article takes Xiaopang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visu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 eld survey, statistic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and layou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ts internal spatial siz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vegetation, and 

other landscape elements. It aims to enrich the construction theory of traditional garden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modern gard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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