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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作为国家建设发展中重要部分之一,并且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对我国

现代化发展有着直接影响。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发展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经济效益

上,忽略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导致城市现代化发展与城市园林发展目标不统一,影响城市现代化发展。所

以,做好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作,对实现城市长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需

要科学选择树种,本文就结合城市园林绿化基本概述,重点分析城市园林绿化树种选择存在的问题,根据

分析结果,提出园林绿化树种适应性分类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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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林绿化中,为了选择适宜的树

种,改善城市园林绿化环境,让园林绿化

物种更具有多样性,需要在适应性程度

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城乡地域界限,对城

乡园林绿化范围进行科学规划,合理选

择相应的绿化树种,形成城乡园林绿化

树种适应性的类型和数种类型,确定该

范畴内每个园林绿化树种的适应性和表

现力,引导园林绿化设计、施工、养护等

工作开展,让园林绿化更具有现代化和

科学化特点,发挥园林绿化应有价值。 

1 城市园林绿化基本概述 

城市园林绿化也就是只把中国传统

园林发展和现代园林发展充分结合而形

成的一种发展基础,同城市实际发展要

求相互配合,满足城市建设发展要求,适

应现代社会发展,以城市地理面积为根

本,推动城市发展实现国家园林绿化建

设为发展目标的一种新型园林。城市园

林绿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城市环

境,给城市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顺

利完成现代化城市发展目标[1]。 

城市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建设发展中

重要内容之一,与林业发展有着一定差

别,城市园林绿化则是把资本投入到社

会环境发展中,维护社会环境,注重经济

效益获取。在城市园林绿化需求中包含

两项内容,一个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另

一个是城市休闲设施建设,其中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是由国家财政主导,面向城

市所有群众,而城市休闲设施建设则是

由法人经营者建设,以法人产品形式为

主,满足城市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2 城市园林绿化树种选择存在

的问题 

2.1树种选择单一 

城市园林绿化树种作为维持城市生

态发展的重要措施,对城市环境改善有

着直接影响。但是当前在城市建设发展

中,部分城市只是选择一种或者几种树

种进行搭配,导致树种选择比较单一,发

生树种搭配不合理的状况。因为树种不

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空气治理效果,给城

市环境改善造成一定影响。如果树种选

择单一,将容易发生病虫害问题,影响城

市建设层次化,不能展现出城市绿化视

觉效果。 

2.2未融合城市实际发展需求 

因为每个城市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

展状况上存在明显差异,导致每个城市

在建设发展中也会有所不同,在对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树种选择各不相

同,但是在实际发展中将会存在相同的

状况,也就是城市没有结合城市经济发

展状况选择适宜的树种,即盲目引进外

来树种,忽略本土树种,导致这些树种无

法正常生长,给城市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阻碍城市环境建设发展[2]。 

2.3和城市实际环境结合不彻底 

城市现代化发展作为城市整体现代

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城市交通

建设发展、城市绿化环境建设发展、城

市高层建筑建设发展等,其中城市园林

绿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城市建设

发展中,这些内容相互作用和影响,一同

实现城市整体现代化建设。但是在城市

实际建设发展中,没有把树种种植和城

市实际生态环境需求相互结合,导致树

种选择和种植无法对城市环境改善发

展起到理想的效果。例如,在城市公路

两旁种植一些根系和枝干比较脆弱的

树种,每天城市汽车尾气排放量比较高,

不利于这些树种的生长,使得树大量死

亡,影响城市环境建设发展,加剧城市

经济消耗。 

3 园林绿化树种适应性分类

方法 

3.1适应性强树种 

3.1.1本地树种 

针对本地树种来说,也就是生长于

特定区域或者地域内,并人工选择引入

到当地固有的树种,即土生土长、天然分

布于本区域的树种。本地树种能够更好

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条件等,经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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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分布演变,已经成为当地自然生态系

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长发育相对

良好,能够展现出当地特色,具备乡土文

化特点的树种。但是在此过程中,不包含

部分经过长时间进化以及适应当地生态

环境的外来物种[3]。例如南京地区的南

京椴树、栓皮栎、榔榆、黄檀等。这些

树种都展现出较强的生长优势,可以快

速适应当地生长环境,种植管理比较简

单,生态和景观效果理想。这种本地树种

具有的特点具体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可以对当地环境有着较强的适应

性,并且抗病虫害的人能力强,具有一定

的适应性和抵抗性。其次,状态表现优秀,

地域特色比较明显,容易管理和养护。

后,对当地生物多样性有着直接影响,可

以生产出更多优良的树种,可以给城市

创造更高的效益。 

3.1.2外来树种 

外来物种也就是指区域内原本没有

分布或者种植,通过迁移到本地,经过人

工长时间栽培和管理后,已经证明对当

地生态环境有着较强适应力和生长能力

的外来物种。例如苏南区域种植的雪松、

北美鹅掌楸、墨西哥落羽杉等外来树种,

这些树种经过移植栽培以后,展现出较

强的生长习性,可以快速地适应当地生

态环境。即便在面对极端环境下,也具有

较强的抵抗和承受能力,景观效果比较

好。这种外来树种具备的特点展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经过长时间的栽培和

种植,或者人工种植以后可以对当地生

态环境、地质条件等有着较强的适应性,

但是在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或者极端环境

时,也会引发严重后果问题。其次,性状

表现比较好,容易管理和养护。 后,对

当地生态物种多样性影响小,不会产生

入侵现象。 

3.2适应性弱树种 

适应性弱树种也就是归化树种,是

指城乡园林绿化范畴内之前没有出现或

者种植,在迁移到园林绿化范畴内,经过

人工或者自然选择及演变后,逐渐适应

当地环境并趋于野生,对当地内有着较

弱生态适应性且无法形成入侵的外来树

种。例如,江苏地区种植的杜英、金合欢

等树种,在种植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树种

展现出的生长趋势一般,对不良气候环

境和病虫害不具备较强的抵抗能力,整

体形状表现不稳定。这种适应能力较差

的树种具备的特点展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经过长时间培育、自然或者人

工选择以后,对当地极端环境、洪涝干

旱、病虫害等有着一定适应能力和抵抗

力,但是适应能力和抵抗力相对比较薄

弱,存在相同区域的不同环境下,生长形

式差异比较大,对极端环境应对能力不

强等。其次,形状表现不稳定,管理养护

难度大。 后,当地物种多样性影响比较

小,不会产生入侵现象。 

3.3适应性过树种 

适应性过树种也就是入侵树种,主

要指外来树种在引进到城乡园林绿化范

畴以后,由于缺少天敌、环境适应能力强

等,逐渐发生成种群规模,导致当地生态

系统遭受破坏,对本土植物生存造成威

胁,具体展现在“适应性过”的树种。对

于树种入侵性来说,也就是指树种经过

繁殖、栽培以后,进入到特定生态系统中,

入侵树种一般会给该生态环境带来影

响。例如,南京地区在引进部分木本和草

本植物后,如刺槐、曼陀罗、空心莲子草

等,展现出强的入侵性,具体表现特点在

于,生长旺盛、繁殖速度快,不但会给当

地物种多样性带来影响,同时管理养护

难度大。这种适应性过的树种展现出的

具体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入区

域无天敌、竞争等因素影响；其次,繁殖

能力强,中间竞争大,导致区域本地树种

生存空间减少,管理难度大,容易给城市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后,威胁当地本

土植物,让当地本土物种多样性受到影

响。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城市园林绿化基本

内容的概述,之后探究城市园林绿化树种

选择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园林绿化树种适

应性分类方法。园林绿化建设作为城市现

代化建设中重要内容之一,在绿化树种选

择方面,应该结合城市建设发展要求进行

合理选择,给城市创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实现城市现代化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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