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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通过对柳州市区主要道路园林绿化全面踏勘，在四城区中筛选出 ６８ 条道路行道树进行现场

调查和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１）柳州市行道树共有 ２８ 种，隶属于 １７ 科 ２１ 属，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比例及

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比例合理。 （２）柳州市行道树中小叶榕和黄葛榕在各城区应用频度较高，树种组成结

构相对单一。 （３）季相树种在各城区应用频度不均衡，部分城区春季景观营造效果显著，而夏秋冬季相景观

效果不显著。 （４）绿化达标率和林荫路推广率离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还有较大差距，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

数有待提高。 建议加大乡土树种的应用与推广，提高各城区物种丰富度及季相树种的应用，营造城市道路

特色季相景观。 该研究成果提出了发展乡土树种、丰富树种多样性及季相景观营造的技术建议，对柳州市

行道树树种规划和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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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道树是指间隔栽植于道路两侧，具有遮荫并

构成街景的树木。 行道树是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完善城市道路服务体系，改善交通环境，
是衡量一个城市绿化和景观质量的重要标准。 由

行道树为主体构成的道路绿地不仅是城市能流移

动的重要廊道，也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障。
国外学者已针对行道树进行了研究，其效果初步得

到证实（Ｔｕｎｅｒ，１９９５；Ｓａｖ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目前，已
对不同城市行道树植物资源（陈超和白洁，２０１３；王
旭军等，２０１４；刘丽等，２０１２）、树种比例（孙庆立和

苏元勋，２０００）、结构特征（程诗和罗言云，２０１１；金
莹杉等，２００２；李秀芹和张国斌，２００７）、树种应用与

选择（李海梅等，２００３；石东扬等，２００７）、多样性及

生态效益（刘伟石等，２０１１；王立颇等，２０１３；张玉阳

等，２０１３）等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
柳州是广西乃至西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

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环境，市区青山环绕、水
抱城流，“城在山水园林中，山水园林在城中”是柳

州城市风貌的形象写照，有“世界第一天然大盆

景”的美誉。 近年来，柳州市园林绿化建设发展迅

速，城市绿量大幅度增加，在全市 ６０ 条城市道路

中种植了 ４０ 多个园林花木品种，共计 ３００ 多万

株，初现了“城市绿树成荫、常年景观丰富、四季花

开不断”的城市绿化新景象。 根据柳州市“十三

五”规划和“花园城市”建设规划，未来五年柳州市

将继续深入创建宜居宜人的“生态园林城市”，打
造具有柳州特色的“紫荆花都”品牌。 本研究通过

调查柳州市行道树资源，查清其种类、胸径、树高、
使用频度、健康状况、观赏价值及结构特征等，提

出发展乡土树种、丰富树种多样性及季相景观营

造的技术建议，为柳州市行道树树种规划和建设

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地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地处

１０８°３２′—１１０° ２８′ Ｅ，２３°５４′—２６°０３′ Ｎ 之间。 地

形为“三江四合，抱城如壶”，故称“壶城”。 柳州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多雨，冬半年盛

行偏北风，寒冷、干燥、少雨。 夏长冬短、雨热同

季，光、温、水气候资源丰富，但地区差异较大，年
均气温为 ２０．３ ℃ ，无霜期为 ３１０ ～ ３３０ ｄ，年均降雨

量为１ ４００ ｍｍ 左右，多雨季节在 ５—８ 月。
调查对象按照柳州市园林局四城区管辖绿地

范围划分，采用分层抽样法确定 ６８ 条城市主要道

路，即城中区 ２４ 条包括公园路、湾塘路、文惠路、
东环大道北段、马鹿山路、河东路、文昌东路、文昌

西路、文兴路、桂中大道、静兰路、潭中东路、西江

路、桂柳路西段、桂柳路东段、高新三路、高新四

路、高新五路、东堤路、蟠龙路、友谊路、沿江路、学
院路、学院路延长线；柳南区 １４ 条包括柳工大道、
柳邕路西段、航鹰大道、航北路、航一路、航二路、
城站路、鹅山路、南环路、柳太路、飞鹅路、潭中西

路、瑞龙路、西堤路；鱼峰区 １７ 条包括东环大道南

段、老桂柳路、西江路西段、水南路、天山路、驾鹤

路、蝴蝶山路、屏山大道、荣军路、银桐路、龙潭路、
燎原路、柳石路、柳石路南段、洛园路、都乐路、迎

１７３３ 期 黄婷等： 柳州市行道树资源调查与结构特征分析



宾路；柳北区 １３ 条包括八一路、广雅路、三中路、
白沙路、滨江东路、雅儒路、长风路、北雀路、跃进

南路、跃进北路、北外环路、柳长路、香兰大道。
１．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于 ２０１７ 年 ２—６ 月对

选定道路样方内的乔木（株高 １．５ ｍ 以上）进行调

查，详细记载各树种名称及其株数、树高、胸径、冠
幅、健康状况、观赏价值等。 用测高仪测定树高，胸
径用胸径尺确定，健康状况、观赏价值等用目测方

法确定。 其中，树木的健康状况分四个等级（表 １）。
同时，计算各区域物种丰富度 （ Ｓ） 以及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 物种多样性指数（陈超和白洁，２０１３）。

表 １　 树木健康状况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ｒｅｅ

等级
Ｌｅｖｅｌ

简单描述
Ｂｒｉｅｆ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分值
Ｓｃｏｒｅ

１
健康 Ｈｅａｌｔｈｙ

树冠饱满，叶色正常，观赏价值较高，无病虫害和枯死枝条，树冠缺损＜１５％，未成龄树木生长空间充裕。
Ｆｕｌｌ ｃａｎｏｐ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ｈｉｇｈ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ｎｏ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ａ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５％，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ｍｐ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ｅｓ．

８０～ １００

２
正常 Ｎｏｒｍａｌ

生长势一般，叶色基本正常，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树冠缺损介于 １５％ ～４０％，未成龄树木有一定的生长空间。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５％ ａｎｄ
４０％， ｈａｖ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ｅｓ．

６０～７９

３
差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生长势较差，衰退严重，叶色不正常，观赏价值低，树冠缺损介于 ４０％～７５％，未成龄树木的生长空间有限。
Ｐｏ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ｌｏｗ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０％ ａｎｄ
７５％ ｈａｖ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ｅｓ．

３１～５９

４
濒死 Ｄｙｉｎｇ

树势弱，树冠缺损超过 ７５％，濒临死亡。
Ｗｅａｋ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７５％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ｋ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３１

１．３ 各项指标的计算

（１） 频度（Ｆ）：Ｆ ＝ ｍ ／ Ｍ，式中，ｍ 为某树种出

现的街道数，Ｍ 为所有树种在街道内出现的次数。
（２）物种丰富度（ Ｓ）：出现在抽样调查区域中

的行道树种数。

（３）物种多样性指数（Ｈ）：Ｈ ＝ －∑
ｎ＝ ｓ

ｉ＝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式

中 ｐ ｉ ＝第 ｉ 种比例多度，给定 ｐ ｉ ＝ Ｎ ｉ ／ Ｎ， Ｎ ｉ 为第 ｉ
（ ｉ＝ １、２、３． ． ． ｓ）种物种个体数，Ｎ 为个体总数。

（４）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绿地达标的

城市道路长度 ／城市道路总长度） ×１００％。
（５）林荫路推广率（％）：建成区内达到林荫路

标准的步行道、自行车道长度（ ｋｍ） ／建成区内步

行道、自行车道总长度（ｋｍ）×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柳州市行道树树种组成分析

调查统计结果（表 ２）表明，柳州市 ６８ 条道路

现有行道树乔木３３ ９３２株，树种 ２８ 种，均为阔叶乔

木，隶属于 １７ 科 ２１ 属。
从树种数量分析来看，柳州市常用行道树树种

有小叶榕（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４２．２％）、黄葛榕（Ｆ． ｖｉ⁃
ｒｅｎｓ）（２０．０％）、高山榕（Ｆ．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６．８％）、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６．３％）、洋紫荆（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 ４． ２％）、 木 棉 （ Ｂｏｍｂａｘ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ｕｍ ）
（４．１％），常用树种占总数的 ８３．６％，其他树种均低

于 ３．０％（表 ２）。 从城市森林的可持续发展来看，任
一树种的栽植数量不应超过树木总数的 １０％
（Ｋｒｅｕ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但柳州市行道树单个树种数

量占总数的比例中，小叶榕 （ ４２． ２％） 和黄葛榕

（２０．０％）却超过 １０％。 可见，柳州市行道树结构不

合理，不利于生态结构稳定性的维持。 榕树虽是柳

州市市树，易繁殖和养护管理，体现地方特色，但从

景观多样性与生态结构稳定性角度来看，柳州市行

道树应控制过多使用小叶榕和黄葛榕，增加其他适

应性强的树种并应用与推广，如八月桂（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木棉、高山榕、蝴蝶果（Ｃｌｅ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ｏｎ ｃａｖ⁃
ａｌｅｒｉｅｉ）、泡桐（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ｓｐｐ．）等。

２７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表 ２　 柳州市行道树调查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ｕｚｈｏｕ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乔木树种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平均树高
Ｍ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ｍ）

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ｃｍ）

株数
Ｎｏ．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占调查
植株比例

Ｒａｔｉｏ
（％）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１ 小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９．９ ３７．７ １４ ３２６ ４２．２ ２２．８

２ 黄葛榕 Ｆ． ｖｉｒｅｎｓ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９．７ ３９．２ ６ ８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３

３ 高山榕 Ｆ．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８．７ ３４．９ ２ ３１６ ６．８ ８．７

４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樟属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８．５ ２３．１ ２ １４５ ６．３ ６．１

５ 洋紫荆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羊蹄甲属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６．９ １８．４ １ ４３３ ４．２ ８．８

６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ｕｍ 木棉科
Ｂｏｍｂａｃａｃｅａｅ

木棉属
Ｂｏｍｂａｘ

１１．４ ２７．１ １ ３８１ ４．１ ６．１

７ 法国梧桐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悬铃木科
Ｐｌａｔａｎａｃｅａｅ

悬铃木属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９．５ ３３．０ ８０８ ２．４ １．７

８ 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栾树属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８．０ １５．３ ６７５ ２．０ ２．６

９ 天竺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樟属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７．３ ３６ ５８７ １．７ ５．３

１０ 海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蒲桃属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１２．０ ３８．０ ４９３ １．５ ０．９

１１ 红花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ｂｌａｋｅａｎａ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羊蹄甲属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７．５ ３８．０ ４８４ １．４ ０．９

１２ 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 ｃｅａｅ

杧果属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９ １９ ３２７ １．０ ０．９

１３ 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刺桐属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３ ２０ ３２７ １．０ ０．９

１４ 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羊蹄甲属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５．５ ４０．５ ２０７ ０．６ １．７

１５ 盆架子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鸡骨常山属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１０．０ ２７．０ ２０７ ０．６ ０．９

１６ 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杜英科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杜英属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ｏｕｓ

７．０ ２５ ２０１ ０．６ １．７

１７ 秋枫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ｃｅａｅ

秋枫属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７．３ ２２．８ １８６ ０．５ ４．４

１８ 菩提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７．０ ２０．０ １５１ ０．４ ０．９

１９ 美丽异木棉 Ｃｅｉｂ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木棉科
Ｂｏｍｂａｃａｃｅａｅ

吉贝属
Ｃｅｉｂａ

６．１ ３２．０ １４５ ０．４ ０．９

２０ 八月桂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木犀属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４．２ ２３．０ １３６ ０．４ ２．６

２１ 蓝花楹 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 ｍｉｍｏｓｉｆｏｌｉａ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蓝花楹属
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

５．８ １３．５ １０９ ０．３ １．７

２２ 黄花风铃木 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风铃木属
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６ １２ １０５ ０．３ ０．９

２３ 蝴蝶果 Ｃｌｅ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ｏｎ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蝴蝶果属
Ｃｌｅ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ｏｎ

２５．０ ４８．０ ８９ ０．３ ０．９

２４ 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龙眼属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２０．０ ４３．０ ８４ ０．２ ０．９

２５ 广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木兰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３．５ ７．０ ７６ ０．２ ０．９

２６ 银桦 Ｇｒｅｖｉｌｌｅ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山龙眼科
Ｐｒｏｔｅａｃｅａｅ

银桦属
Ｇｒｅｖｉｌｌｅａ

１２．５ ４２．５ ６７ ０．２ １．７

２７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木犀属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３．０ １１．０ ３７ ０．１ ０．９

２８ 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棕榈科
Ｐａｌｍａｅ

蒲葵属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１０．２ ３４．０ ３０ ０．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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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横坐标数字所代表的乔木树种同表 ２。 下同。
Ｎｏ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ｘ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柳州市主要行道树平均胸径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ＤＢＨ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图 ２　 柳州市主要行道树不同胸径等级的数量分布
Ｆｉｇ．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ｚｅ⁃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ＤＢＨ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从常绿与落叶树种比例分析，常绿树种 １８
种，数 量 为 ２１ ９９８ 株； 落 叶 树 种 １０ 种， 数 量 为

１１ ９３４株。 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比例为 ９ ∶ ５，数
量比例为 ６．４ ∶ ３．６。 与柳州市绿地系统树种规划

拟定常绿与落叶树种比例为 ７ ∶ ３ 相比，需进一步

加大常绿树种行道树的种植比例。
从乡土树种和引进树种分析，柳州市行道树

乡土树种有 １３ 种，数量为 ２８ ４２７ 株；引进树种有

１５ 种，数量为５ ５０５株。 乡土树种和引进树种的树

种比例为 ４．６ ∶ ５．４，数量比例为 ８．４ ∶ １．６。 可见，
柳州市行道树中乡土树种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

树种种类偏少。 柳州市乡土树种资源丰富，共 ５３９
种，其中生长状况在优以上的有 １４６ 种，引进树种

２４２ 种，生长状况在优以上的有 ５２ 种 （隆卫革，
２００８）。 可见，柳州市行道树乡土树种和引进树种

应用种类挖掘潜力极大。
２．２ 柳州市行道树乔木平均胸径分布特征

柳州市行道树乔木平均胸径为 ３０．８ ｃｍ，根据

胸径划分为Ⅰ（＜１５ ｃｍ）、Ⅱ（１５～ ３０ ｃｍ）、Ⅲ（３０ ～
４６ ｍ）、Ⅳ（＞４６ ｃｍ）四个等级的数量比例为 ０．６ ∶
５ ∶ ３．３ ∶ １．１，胸径总体水平主要以中径阶Ⅱ（１５ ～
３０ ｃｍ）为主，占行道树总数的 ５０．１％，而小径阶Ⅰ
（＜１５ ｃｍ）所占比例最少。 此外，不同树种间的径

级区间存在较显著差异。 具体表现为蝴蝶果（４８
ｃｍ）＞小叶榕（３７．７ ｃｍ） ＞香樟（２３．１ ｃｍ） ＞黄花风

铃木 （ 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 １２． ０ ｃｍ） ＞ 广 玉 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７．０ ｃｍ）（图 １）。
从图 ２ 可以看出，１５ 种行道树胸径径级区间，

跨度最大的是栾树（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天竺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其次是小叶榕、黄葛榕、
高山榕、香樟、洋紫荆、木棉、法国梧桐（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
ｅｎｔａｌｉｓ）。 从 １５ 种行道树胸径径级数分析，常用树

种胸径径级数较多，且中径级和大径级树种多以乡

土树种居多，行道树长势处于稳定生长阶段。
２．３ 柳州市行道树乔木树高分布特征

柳州市行道树的平均树高为 ８．６ ｍ，从数量上分

４７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析，有 １２ 种树种平均树高大于平均水平，占总株数

的 ４１．６％。 按照Ⅰ（＜５ ｍ）、Ⅱ（５ ～ １０ ｍ）、Ⅲ（１０ ～
１５ ｍ）、Ⅳ（１５～ ２０ ｍ）、Ｖ（ ＞２０ ｍ）五个树高等级划

分，数量比例为 ５８ ∶ ２２３ ∶ ９４ ∶ ５ ∶ １。 各等级树高

的树种比例为 ４ ∶ １７ ∶ ５ ∶ １ ∶ １，其中平均树高Ⅰ（＜
５ ｍ）的有刺桐（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八月桂、广玉

兰、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４ 种；平均树高Ⅱ（５～

１０ ｍ）的有小叶榕、黄葛榕、高山榕、香樟、洋紫荆等

１７ 种；平均树高Ⅲ（１０ ～ １５ ｍ）的有木棉、海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盆架子（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银桦（Ｇｒｅｖｉｌｌｅ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５
种；平均树高Ⅳ（１５～２０ ｍ）的仅龙眼 １ 种；平均树高

Ｖ（＞２０ ｍ）的仅蝴蝶果 １ 种（图 ３）。
可见，平均树高Ⅱ（５～１０ ｍ）和Ⅲ（１０～ １５ ｍ）

图 ３　 柳州市行道树乔木树种平均树高数量分布
Ｆｉｇ． 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ｖｅｎｕｅ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的树种数量居多且树种丰富，以乡土树种为主，同
时兼顾中小乔特色花木和引进树种的应用。 平均

树高Ⅳ（１５～ ２０ ｍ）和 Ｖ（ ＞２０ ｍ）的树种数量少且

树种较单一。 从 １５ 种行道树的不同立木层次分

布来分析，小叶榕、黄葛榕、高山榕、香樟、洋紫荆、
法国梧桐、栾树和天竺桂 ８ 种树种的立木层次差

异较明显，树高主要集中在 ５ ～ １０ ｍ 的范围内，其
他树种均为一个立木层次（图 ４）。
２．４ 柳州市行道树频度分布特征

从不同城区的树种分布（表 ３）可知，四个城区

行道树树种的数量分布均衡。 柳南区 １３ 个树种，
鱼峰区 １４ 个树种，城中区 １５ 个树种，柳北区 １０ 个

树种。 其中，小叶榕应用频 度 最 高，即 柳 南 区

（２６．１） ＞柳北区（２５． ０） ＞鱼峰区（２１． ４） ＞城中区

（２０．５）；黄葛榕其次，即柳南区 （ １７． ４） ＞柳北区

（１６．７） ＞城中区（１０．３） ＞鱼峰区（７．１）；高山榕为城

中区 （ １５． ４） ＞鱼峰区 （ １０． ７）；洋紫荆为柳北区

（１２．５） ＞城中区 （ １０． ３） ＞鱼峰区 （ ７． １） ＞柳南区

（４．３）。

图 ４　 柳州市主要行道树乔木树种
不同树高等级的数量分布

Ｆｉｇ．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可见，柳州市各城区行道树以小叶榕和黄葛

榕为主，而作为城市名片的洋紫荆在四个城区分

布不均衡，特别是在鱼峰区和柳南区的应用频度

较低。 秋季植物景观色彩还不够丰富。 建议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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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或间植形式增加洋紫荆在鱼峰区和柳南区行道

树的应用。 同时在各城区增加美丽异木棉、八月

桂、栾树、银杏等行道树，营造特色秋季景观；加大

蓝花楹（ 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 ｍｉｍｏｓｉｆｏｌｉａ）、白兰（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ａｌ⁃
ｂａ）、红花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ｂｌａｋｅａｎａ）、红枫（ 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等夏冬乔木种植丰富

四季景观构成。 实现以春季洋紫荆特色风貌为

主，秋季景观为辅、四季兼顾的城市植物风貌。
２．５ 柳州市行道树健康状况

柳州市行道树绿带植物的健康状况综合评分

为 ８０．０ 分。 四个健康等级（健康、正常、差、濒死）
树木数量比例为 ４８０ ∶ １１８ ∶ １ ∶ １，健康等级数量

占 ７８％，有少部分数量濒临死亡，如静兰路的香

樟、雅儒路的秋枫（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对不同树

种的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得出，小叶榕、黄葛榕、高
山榕、海南蒲桃、美丽异木棉等树种状况较好，树
冠均较饱满，叶片完整，叶色正常，病虫害危害少，
观赏价值较高；而刺桐、盆架子、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等树种的健康状况较差。 主要原因是后

期管理维护不当，导致植株长势不旺，观赏效果较

差（图 ３）。
２．６ 柳州市行道树乔木多样性指数与物种丰富度

由表 ４ 可知，柳州市四城区行道树多样性指数

及物种丰富度呈正相关，多样性指数为城中区＞鱼
峰区＞柳南区＞柳北区。 城中区作为柳州老的政治

文化经济中心，机关单位及人口密集，多样性指数

较高；鱼峰区包括柳东新区作为新的政治文化经

济中心，注重行道树规划，多样性指数较高；柳南

区面积大，人文景点多，多样性指数适中；柳北区

是人口车辆和重工业生产聚集地重工业区，早期

并未意识到行道树规划时多样性的重要性，导致

该区的行道树种植数量和种类相对较少，多样性

指数和物种丰富度较低。
２．７ 柳州市行道树绿地率和林荫路推广率

根据《柳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道

路交通规划图》 柳州市城市道路总长度为１８８．４
ｋｍ，其中达标的城市道路长度为１５１．２ ｋｍ，城市道

路绿地达标率为 ８０． ３％，符合《国家园林城市标

准》（建城 ［２０１６］２３５ 号）所规定≥８０％的要求。
林荫路指绿化覆盖率在 ９０％以上的人行道、

表 ３　 各城区树种应用频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Ｕ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柳南区

Ｌｉｕ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鱼峰区

Ｙｕｆ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城中区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柳北区

Ｌｉｕ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小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２６．１ ２１．４ ２０．５ ２５．０

黄葛榕
Ｆ． ｖｉｒｅｎｓ

１７．４ ７．１ １０．３ １６．７

高山榕
Ｆ．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４．３ １０．７ １５．４ —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４．３ ７．１ ７．７ ４．２

洋紫荆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４．３ ７．１ １０．３ １２．５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ｕｍ

— １４．３ ７．７ —

法国梧桐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３．６ ２．６ —

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３．６ — ８．３

天竺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８．７ ７．１ — ８．３

海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４．３ — — —

红花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ｂｌａｋｅａｎａ

４．３ — — —

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 — ２．６ —

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４．３ — — —

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４．３ — ２．６ —

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 — — ８．３

盆架子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 — ２．６ —

秋枫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８．７ ３．６ — ８．３

美丽异木棉
Ｃｅｉｂ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 — ２．６ —

八月桂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 — ７．７ —

菩提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

— ３．６ — —

黄花风铃木
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 — ２．６ —

蓝花楹
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 ｍｉｍｏｓｉｆｏｌｉａ

— — ２．６ ４．２

蝴蝶果
Ｃｌｅｉｄｉｏｃａｒｐｏｎ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 ３．６ — —

广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 ３．６ — —

银桦
Ｇｒｅｖｉｌｌｅ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４．３ — — ４．２

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 ３．６ — —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４．３ — — —

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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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行道树乔木健康状况比较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表 ４　 柳州市四城区行道树多样性指数及物种丰富度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ｖｅｎｕｅ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ｕｒｂ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所选区域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

物种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Ｓ）

鱼峰区 Ｙｕｆ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９５ １４

城中区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９９ １５

柳南区 Ｌｉｕ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７２ １３

柳北区 Ｌｉｕ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９ １０

自行车道；林荫路推广率指城市建成区内达到林

荫路标准的步行道、自行车道长度占步行道、自行

车道总长度的百分比。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林荫路

推广率要求＞８５％，所调查的 ６８ 条道路中，有 ４５
条道路的部分或全段符合林荫路的要求。 目前柳

州林荫路推广率为 ６４．７％，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

个城区的林荫路推广率为城中区（７９．９％） ＞鱼峰

区（７８．２％）＞柳南区（５７．１％）＞柳北区（４３．６％）。
可见，各城区林荫路推广率城中区较高，柳北

区最低，但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林荫路推广率

（ ＞８５％）相比差距较大。 林荫路是城市一道独特

靓丽的风景，应给予足够重视。 建议柳州市对各

城区加大行道树和全冠乔木种植的推广，有针对

性地对不达标的行道树进行改造提升，逐步实现

“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山水园林城市景观。

２．８ 柳州市行道树观赏植物类型及色彩种类

２．８．１ 观赏类型 　 调查范围内的柳州市行道树乔

木树种有 ２８ 种，隶属于 １７ 科 ２１ 属。 根据观赏类

型划分：观叶乔木有 ３ 种，即法国梧桐、栾树、杜
英；观果乔木有 ７ 种，即小叶榕、大叶榕、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高山榕、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
ｐｕｒｅａ）、海南蒲桃、栾树；观花乔木有 １２ 种，以豆

科、木棉科和紫葳科植物为主，如蓝花楹、木棉、美
丽异木棉、广玉兰等；观形乔木有 １２ 种，如香樟、
天竺桂、银桦等（图 ６）。
２．８．２ 色彩种类 　 植物丰富多彩的花、果、叶色变

化反映出大自然的季相变化。 就叶色来说，绿色

系植物最多，黄色系（秋色叶）植物有法国梧桐、菩
提榕（Ｆｉｃｕ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ａ）等，红色系（新叶呈红色）植

物有栾树、杜英；就花色来说，红色系花的植物最

多，有洋紫荆、木棉、美丽异木棉、红花羊蹄甲等，
黄色系花的有黄花风铃木、桂花等，白色系花的有

广玉兰、桂花等，蓝色系花的有蓝花楹；就果色来

说，黄绿色的有小叶榕、大叶榕、杧果、高山榕、龙
眼（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红花羊蹄甲、羊蹄甲（Ｂａｕ⁃
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红色的有海南蒲桃、栾树（表 ６）。
２．８．３ 季相树种与城区分布 　 柳州市行道树突出

花化彩化植物景观特色，打造“一季为主、四季兼

顾，一花为主、多花互动”四季植物景观。 全年以

春季洋紫荆盛放全城的景观为主，秋季为辅，兼顾

四季的城市季相景观；每个季节形成以一种开花

植物为主，多种开花植物为辅的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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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柳州市四城区林荫路推广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ａ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ｖｅｎｕｅ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ｕｒｂ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城区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道路
数量
Ｎｏ． ｏｆ
ａｖｅｎｕｅ

林荫路
数量
Ｎｏ． ｏｆ

ｔｒｅｅ⁃ｌｉｎｅｄ
ａｖｅｎｕｅ

道路
长度

Ａｖｅｎｕ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ｋｍ）

林荫路
长度
Ｍａｌ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ｋｍ）

林荫路
推广率
Ｍａｌ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

城中区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４ １８ ４２．７６ ３４．１６ ７９．９

柳南区
Ｌｉｕ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 １０ ５７．４２ ３２．８１ ５７．１

鱼峰区
Ｙｕｆ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７ １１ ４７．３９ ３７．０６ ７８．２

柳北区
Ｌｉｕ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３ ６ ４０．８５ １７．８２ ４３．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８ ４５ １８８．４２ １２１．８５ ６４．７

图 ６　 乔木观赏类型分析
Ｆｉｇ． ６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表 ６　 植物花、果、叶色彩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ｌｏｗｅｒ，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ｃｏｌｏｒ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红色系
Ｒｅｄ ｔｉｅ

黄色系
Ｙｅｌｌｏｗ ｔｉｅ

白色系
Ｗｈｉｔｅ ｔｉｅ

蓝紫色
Ｂｌｕｅ ｔｉｅ

叶 Ｌｅａｆ ２ ２ ０ ０

花 Ｆｌｏｗｅｒ ６ ４ １ １

果 Ｆｒｕｉｔ ２ ６ ０ 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８ ９ １ １

　 　 据目前调查，有 １９ 条道路具有春季观花行道

树景观，其中城中区和鱼峰区营造春季景观效果

最佳，以洋紫荆为主，木棉、黄花风铃木为辅；仅有

３ 条道路具有夏季观花行道树景观，以蓝花楹和广

玉兰为主；有 １０ 条道路具有秋季观花、观叶行道

树景观，以美丽异木棉、八月桂、栾树、法国梧桐为

主；有 ３ 条道路具有冬季观花行道树景观，以红花

羊蹄甲为主（表 ７）。 可见，春季景观营造效果最

佳，而夏秋冬景观在各城区季相特色不显著。 建

议加强柳州市道路绿地季相树种的应用，同时营

造四个城区特色季相景观。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加强乡土树种的应用

柳州市调查区域行道树乡土树种有 １３ 种，数
量为２８ ４２７株；引进树种有 １５ 种，数量为５ ５０５株。
乡土树种和引进树种的树种比例为 ４．６ ∶ ５．４，数量

比例为 ８．４ ∶ １．６，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的比例为

６．４ ∶ ３．６，乡土树种种类应用较少。 可见，应充分

重视乡土树种作为道路绿化的多样性选择和应

用，加强对目前尚未广泛应用但适应性强、观赏价

值高、生态效益好、对建设特色城市起主要作用的

乡土树种的研究与开发，并适当引进适生的外来

物种，不断丰富园林绿化树种的多样性。 同时，以
柳州市拟定的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比例 ７ ∶ ３ 为

目标，有计划地加大常绿树种的种植比例，提高道

路绿地系统的生态效益。
３．２ 合理选择行道树树种

榕树在柳州城市道路应用比例很大，小叶榕

（４２．２％）、黄葛榕（２０．０％）、高山榕（６．８％）占总数

量的 ６９％。 榕树根系强大，严重破坏道路地面铺

装及路缘石并存在不安全隐患，不适合在狭窄的

道路栽植。 调查发现屏山大道、东环大道、解放南

路、广场路、西环路等多条道路铺装被严重破坏。
此外，天竺桂易患虫害，树干老化快，树龄短；银桦

树干脆化，易折断，且遮阴效果差，也不适合做行

道树。 建议控制小叶榕和黄葛榕的栽植比例，加
大适宜柳州生长环境的行道树的种类和数量，如
八月桂、木棉、高山榕、泡桐、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菩提树、仪花等树种。 应特别注意合理应用比例

偏低的树种及适合本地生长的新树种在单一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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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各城区栽植不同季相树种的道路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７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ｖｅｎｕ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道路数量 Ｎｏ． ｏｆ ａｖｅｎｕｅ

城中区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柳南区
Ｌｉｕ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鱼峰区
Ｙｕｆ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柳北区
Ｌｉｕｂｅ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春
Ｓｐｒｉｎｇ

洋紫荆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４ １ ２ ３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ｕｍ ３ — ４ —

黄花风铃木 Ｔａｂｅｂｕ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１ — — —

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 １ — —

夏
Ｓｕｍｍｅｒ

蓝花楹 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 ｍｉｍｏｓｉｆｏｌｉａ １ — — １

广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 — １ —

秋
Ａｕｔｕｍｎ

美丽异木棉 Ｃｅｉｂ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１ — — —

八月桂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３ １ — —

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 １ ２

法国梧桐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１ — １ —

冬
Ｗｉｎｔｅｒ

红花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ｂｌａｋｅａｎａ — １ — ２

道路上进行分段或混植，从而调整行道树树种比

例结构，提高行道树多样性指数及物种丰富度，促
进城市森林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３．３ 重视行道树健康状况

柳州市行道树绿带植物的健康状况综合评分

为 ８０．０ 分，健康等级属于中等偏上。 健康、中等健

康和健康状况较差的树木比例为 ２１ ∶ １１ ∶ １，健康

的占总数的 ７４．３％。 因绿地养护差异，不同树种

间的健康状况差别显著。 应加强行道树绿化的除

杂、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基础养护和管理，为
行道树正常生长提供适宜养分和合理生长空间。
３．４ 丰富行道树植物多样性

道路绿化建设不仅要考虑其短期功能的发

挥，还应从其在城市生态系统的建立和稳定中担

任重要角色出发，考虑树种选择的多样性。 柳州

市四城区的行道树多样性指数及物种丰富度呈正

相关，多样性指标的大小与该区域面积、历史文化

发展以及人口流动、交通情况等相关。 四城区多

样性指数为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柳北区。 物

种丰富度最高的是城中区，相对较低的是柳北区。

柳北区是柳州市的工业大区，聚集了柳钢、柳化、
金嗓子等大中型国有企业。 立足于优越的交通区

位优势和较好的工业基础条件，开发建设以“白

露、沙塘、石碑坪、鹧鸪江”四大工业集中区为中心

的工业园区，助推城区经济快速发展。 据调查，该
区的道路绿化树种较少，树龄小，层次单一。 建议

对该区道路绿化进行高水平、高标准规划建设，形
成规模化的景观组团；打造多空间、多层次、全方

位、品种多样、生态自然的道路景观林带。 在树种

选择方面应注重防尘、防污染树种的选择和应用，
兼顾城市季相树种的搭配，营造具有工业特色的

城区道路绿地景观。
３．５ 提高林荫路推广率

目前柳州林荫路推广率与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林荫路是柳州市一道靓丽风

景，林荫路建设不仅能提高道路的绿化覆盖率，实
现市民走在大街小巷处处见绿，“城在绿中，人在

景中”的城市特色，还能为出行的市民遮荫纳凉，
使出行更舒适。 建议对各城区加大行道树全冠种

植推广，有针对性地对局部不达标的道路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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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造提升，形成一路一树、一路一景的景观风

貌。 规划断面由单一的行道树延展至由行道树、
景观树和路外绿地组成的复合生态廊道。
３．６ 营造季节变化的特色景观

柳州市近年重点打造以“一江抱城山水美卷，
紫荆花园人间天堂”的洋紫荆城市特色风貌。 建

议加大洋紫荆在各城区的应用比例，兼顾季相景

观的营造。 春季以洋紫荆为主，木棉、黄花风铃

木、仪花、紫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ｌｉｌｉｉｆｌｏｒａ）、美花红千层

（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ｍｏｎ ｃｉｔｒｉｎｕｓ）、桃花（Ｐｒｕｎ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为辅。
夏季以蓝花楹（ Ｊａｃａｒａｎｄａ ｍｉｍｏｓｉｆｏｌｉａ） 为主，黄槐

（Ｃａｓｓｉａ ｓｕｒａｔｔｅｎｓｉｓ）、白兰（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ａｌｂａ）、小叶紫

薇（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夹竹桃（Ｎｅｒｉ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为辅。 秋季以美丽异木棉为主，八月桂、栾树、银
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双荚槐（Ｃａｓｉｎ ｂｉｃａｐｓｕｌａｒｉｓ）、黄
金香柳（Ｍｅｌａｌｅｕｃ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为辅。 冬季以红花羊

蹄甲为主，茶树（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红枫（Ａｃｅｒ ｐａｌ⁃
ｍａｔｕｍ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为辅。 打造“一季为主、
四季兼顾，一花为主、多花互动”的四季植物景观。
全年以春季洋紫荆盛放全城的景观为主，秋季美

丽异木棉为辅，兼顾四季的城市季相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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