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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要 庐山是我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和避署胜地
,

也是我国中亚热带北缘植物多样性的宝库
.

本

文在广泛调查
、

收集
、

整理的基础上
,

研究了庐山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多样性特征
、

分布
、

类型及

其配置
.

本区分布有野生观赏植物 5 28 种
,

隶属于 1巧 科 29 0 属
,

其中乔木类 138 种
,

灌木类

140 种
,

藤木类 52 种
,

草本类 198 种
.

并根据开发与保护现状对庐山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多样性的

持续利用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
.

关镇词 庐山; 野生观赏植物资源 ; 物种多样性 ; 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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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雄居江南
,

兀立都阳湖西北
,

白波九道环绕
,

湖光山色相映
,

草木山花奇丽
,

素有
“

匡庐奇秀甲天下
”

之美称
,

是中外闻名的风景旅游和避署胜地
.

虽曾有不少人对庐山的植物地理

作过研究
,

但对庐山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至今未见有详细研究报道
.

本文试图通过对庐山野生观赏

植物资源多样性特征
、

分布
、

类型及其配置作一综合分析
,

为其持续利用和今后风景区的绿化建

设提供依据
。

1 自然环境与植物地理概述

1
.

1 自然环境条件

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
,

介于 2 9
“

2 8
/
一 2 9

“
4 5

产
N

、

1 15
“

5 0
尹
一 1 16

0

10
,

E
。

庐山是一座

第四纪强烈上升的断块山
,

主峰大汉阳峰海拔 1 4 74 .8 m
,

相对高度 1 44 0 m
。

庐山地处我国中亚

热带北缘
,

又 因襟江临湖
,

山体相对高度大
,

表现独特的山地气候特点
。

从九江 (海拔 3 2
.

2

m ) 和枯岭 (海拔 1 164
.

5 m ) 主要气候指标的对 比 (表 1)
,

表明山地下部为亚热带
,

气候温暖

潮湿
,

上部为山地暖温带
,

气候凉爽湿润
,

在海拔 800 m 左右为两者过渡带
.

表 1 庐山气候和垂直分异

地 年均 极端 7 月 极端 1月 > 10 ℃ 年均 4一 9 月 无霜 记录

温度 高温 均温 低温 均温 积温 降水 降水 期

点 仁 ) 仁 ) (℃ ) (℃ ) 仁 ) (℃ ) (m m ) (mm ) (d ) 年代

九江 17
.

2 4()
.

2 2 9
.

6 刁
.

7 4
.

4 5 3 9 9
.

8 1 3X() 8 7 5 26 2
.

9 19 6 1~ 197 0

枯岭 1 1
.

5 3 2
.

0 2 .2 6 一 16
.

8 司
.

1 3 29 5
.

0 1 8 3 4 128 7 2 1 .2 4 19 6 1~ 19 7 0

庐山的土壤分布也表现垂直分异
,

从山麓至山顶依次为
:

40 O m 以下为中亚热带的红壤
,

4() 0 ~ 8 0 0 m 为山地黄壤
,

8 0 0 一 1 10 0 m 山地黄棕壤
,

1 10 0 m 以上为山地棕壤
。

庐山主要土类

PH (H夕 )值差异不大
,

一般均在 .4 59 一 5
.

65 之间
,

呈酸性反应
.

1
.

2 植物地理概况

庐 山植被属 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向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过渡类型
,

植被垂直分布 比较 明

显 〔 ’ 〕 .

主要植被类型有
: 常绿阔叶林

,

分布于海拔 700 m 以下
,

由于人类活动频繁
,

破坏十分

严重
,

目前仅在秀峰寺
、

白鹿洞
、

观音桥
、

石门涧
、

碧云庵等地有小面积残存
,

群落组成的优势

种主要有樟树
、

苦储
、

甜储
、

钩拷
、

青冈栋
、

石栋等 ; 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
,

分布在海拔 700

~ 1 oo o m 之间
,

常绿树种多为青冈栋
、

小叶青冈栋
、

青稠等
,

落叶树种常见有锥栗
、

糯米锻
、

青榨械
、

枫香
、

雷公鹅耳柄
、

灯台树等 ; 落叶阔叶林
,

分布在海拔 1 oo o m 以上
,

乔木层树种主

要有化香树
、

锥栗
、

庐山锻
、

山槐等
,

灌木层主要有满山红
、

山胡椒
、

野珠兰
、

美丽胡枝子
、

三

极乌药等 ; 海拔 1 300 m 以上
,

往往为次生灌丛和山地草甸所占据
。

庐山植物种类丰富
,

区系成分复杂
.

初步统计出
,

本区分布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2 0 04 种
,

隶

属于 843 属 187 科
,

其中蔗类植物 39 科 84 属 2 55 种
,

种子植物 148 科 7 59 属 1 7 59 种
。

本区分

布有丰富的第三纪古热带区系的残遗古老成分
,

并且为不少热带区系成分 (如 A no de
n dr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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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左成以i gm a ,

eH ilc ia 等属 ) 分布的北缘
,

表明本区系具有深远的古热带亲缘关系 〔 2〕 。

2 野生观赏植物资源多样性特征及分布

.2 1 种类组成多样性 〔3 〕

经笔者历年广泛调查
、

收集和整理
,

初步筛选出野生观赏植物 52 8 种
,

隶属于 1巧 科
、

2 90

属
,

分别约占本 区系科
、

属
、

种 的 61
.

5%
、

3 4 .4 %
、

2 6
.

4%
.

其 中旅类植物 11 科
、

11 属
、

17

种
,

裸子植物 6 科
、

11 属
、

13 种
,

双子叶植物 85 科
、

22 4 属
、

422 种
,

单子叶植物 13 科
、

44

属
、

76 种 (表 2)
.

在这些野生观赏植物中
,

比较集中的科有蔷薇科 ( 14 属 40 种 )
、

百合科 ( 18

属 3 3 种 )
、

菊科 ( 13 属 2 3 种 )
、

豆科 ( 16 属 2 1 种 )
、

忍冬科 ( 5 属 17 种 )
、

毛蓑科 ( 4 属 16

种 )
、

兰科 ( 8 属 16 种 )
、

虎耳草科 ( 8 属 13 种 )
、

木兰科 ( 7 属 1 1 种 )
、

山茶科 ( 4 属 1 1 种 )
、

杜鹃花科 ( 3 属 10 种 ) 等
,

占总属数的 34 .4 8%
,

占总种数的 3 9 .9 6%
.

6 种以上的较大属有卫

矛属 (uE
o
即m u s )

、

械树属 (A e e r )
、

蔷薇属 ( R
o as )

、

杜鹃属 ( R h o
do de n dr o n

)
、

铁线莲属 ( C le m a -

t is )
、

荚蓬属 ( V l’b u nr u m )
、

梅属 ( P ur
n u s )

、

乌头属 (A
c o n l’t u m )

、

绣线菊属 (SP iar e a
) 等

.

表 2 庐山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分类 (邓 ’

植 物 类 群 生 长 型

旅类植物 裸子植物 双子叶植物 单子叶植物 乔木类 灌木类 藤木类 草本类

种数

比喇%

13 8 140 5 2 19 8

.3 22 1 46

42 2

7.9 93 1.4 3 9 26
。

14 26 .5 2 9
.

8 5 3 7
一

50

1 2 区系成分温带性

从庐 山野生观赏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表 3) 看
,

以东亚分布 ( 56 属 )
、

北温带

分布 ( 49 属 ) 和泛热带分布 ( 44 属 ) 占主

体
。

温带性分布计有 160 属
,

占本区系属数

的 5 .9 9% ; 而热带性分布只有 98 属
,

仅 占

本区系属数的 36
.

7%
。

由此可见
,

区系成

分具有较明显的温带性
,

这与庐山所处的地

理位置和山体相对高度大密切相关
.

在开发

利用的角度来说
,

这可为风景区的绿化美化

提供与其环境相适应的丰富的花卉资源
。

2
.

2 资源特有珍稀性

本 区观 赏植物资源具有明显的特有现

象
,

就其种类结构而言
,

以 中国特有 (特别

是华东特有 ) 成分和东亚成分为主
.

本区分

布的 3 个 中国特有科就有 2 个具有观赏价

值 ; 分布的 22 个中国特有属中有 9 个属观

赏植物资源
,

中国特有种就更多
,

著名的庐

表 3 庐山野生观赏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 . ’

分布区类型 属数 占总属数的%

.173879487324

:90
86383535

J̀..1卜礼L入ÙI
-扎.)L
、儿

234441113521493217411
1

.

世界分布

2
.

泛热带

3
.

热带亚洲
、

热带美洲间断

4
.

旧大陆热带

5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6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7
.

热带亚洲

8
.

北温带

9
.

东亚
、

北美间断

10
.

旧大陆温带

11
.

温带亚洲

11 地中海
、

西亚至中亚

13
.

中亚

1.4 东亚

巧
.

中国特有

总 计

5 6 19
.

3 1

9 3
。

10

29 0 100
.

00

山
“

三宝树
”

( 1 株银杏
、

2 株柳杉 ) 就是其典型代表
,

而且存在多个庐山特有成分
,

如庐山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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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du m b a iley i p ra
e g e r )

、

庐 山忍 冬 (切
n ci e r a m o de ts a v a r

.

lu hs a n e n

廊 R e h d
.

)
、

尖 曹杜 鹃

(R h o
do de n rd o n o v a t u m v a r. 夕r

.lsm
a r u m T a

m) 等
.

列人 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种类就有 13种 ( 6〕 ,

如
“

活化石
”

植物银杏 ( G in 枯
口 b l’lo ba )

,

世界著名的园林树种金钱松 (尸 se “
do al r

ix ak
e n 砚 fe ir )

,

古老孑遗的鹅掌揪 ( iL ir o de n dr on hc ien n se ) 等 (7 〕 .

据调查
,

庐山分布的古树名木就达 40 种之

多
,

具有珍贵的观赏价值
。

3 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类型及其配置

观赏植物资源类型划分既可依据自然分类系统
,

也可按园林建设实用的人为分类系统
.

下文

根据野生观赏植物的性状及生长型分为乔木类
、

灌木类
、

藤木类和草本类等四大类
.

3
.

1 乔木类观赏植物资源

这一类是指作庭荫树
、

行道树
、

观叶
、

观果及桩景树的乔木树种
,

本区有 13 8 种
.

木兰 (M心
n o

ila )
、

松 (p in u s
)

、

合欢 (A lb i z ia )
、

泡桐 (p
a u ot w n ia )

、

樟 (e in an m o m u m )
、

鹅掌揪
、

枫杨 ( p t e r o c a理a
)

、

青钱柳 (仰
` ot e a 理a

)
、

喜树 ( C
a 州 IP t o rhec a

) 等属树种均可用作

庭荫树或行道树
。

观叶
、

观花和观果树种多样
,

常见的有梅 ( P ur nu s)
、

苹果 ( 3了
口

lus )
、

械树

( A e e r
)

、

冬 青 ( l le x ) 等 属
,

以 及 金 钱 松
、

银 杏
、

女 贞 ( L ig u s t r u m lu e

idu m )
、

木 犀

( o sm an ht us
`

fo g r
an

:
)

、

枫香 ( L iq
u

ida m bar fo mr
口as an ) 等树种

,

有的四季常青
,

形韵奇特
,

有

的春夏观花
,

秋冬观果
,

大都是环境绿化或园林配置的优良树木
。

除上述种类外
,

还有如榔榆 ( u lm
u s 夕a r y

如ll’a )
、

朴树 ( c e l r is isn
e n

廊 )
、

样树 ( eZ lko
v a

sc hn
e

ide
r ia an )

、

桩 木 ( oL
r
op et a lu m hc i n en se ) 等树木的老桩作为材料

,

进行盆栽
,

并可通过人

工造型培育成苍老挺秀
、

姿态多样的树桩盆景
。

3
.

2 灌木类观赏植物资源

此类本区有 140 种
,

都是一类高度在 3 m 以下的丛生木本植物
.

在绿化美化环境中
,

它们

正好与前类高低相衬
。

春季观花的灌木有杜鹃 ( R ho do de n dr on )
、

绣线菊 (SP ir ae a
)

、

山梅花 (尸h ila de lP hus )
、

连

翘 ( oF
r sy ht ia ) 等属植物

,

给春天带来 了山花烂漫
,

万紫千红 ; 夏季观花的灌木有绣球

(yH dr a
gn ea )

、

木模 任几石isc us )
、

金丝桃 (双Fp er ic u m )
、

锦带花 (牙
e ig e la ) 等属 ; 秋季观花

的灌木如胡枝子 ( eL sP e de az )
、

兰香草 ( C a yr op t er is )
、

醉鱼草 ( B
u泳ll( 匆 ) 等属 ; 观花果的灌

木有 蔷薇 ( R o sa )
、

卫 矛 ( 五渤口yn m u s )
、

紫珠 ( C口忍记a , a )
、

忍 冬 ( oL
n ic e ar )

、

英 莲

( V ib u nr u m ) 等属
,

上述这些灌木花卉
,

均可根据花期
、

花色
、

果色
、

叶等的分异
,

布置花坛
、

花径或作绿篱或丛植于庭园或游览场所
.

3
.

3 藤木类观赏植物资源

这一类是指茎缠绕
、

攀援
、

蔓生的木本观赏植物
,

本区资源丰富
,

计有 5 2 种
.

常见的有薛荔 ( icF us p u m ila )
、

络石 ( r r 口 c he ot sP e

mr um aj sm in 口

ide
: )

、

常春藤 (eH de ar

n印ale
n s is v a r

.

s in e n s is )
、

扶芳藤 (uE
o
yn m u s

fo
r t u n e i ) 以及多种爬山虎 ( p a r t h e n o c i ss u s s p p )

等藤木植物
,

攀附于石壁或树干
,

均可作假山
、

墙壁
、

路坡等垂直绿化
。

观叶的藤木主要有蝙蝠葛 (M
e n

isP
e r m u m )

、

防己 ( S in
o m e n i u m )

、

大血藤 (aS 馆
e n r o do ax )等

属植物
,

观花的藤木常有蔷薇
、

紫藤 (砰ist er ia )
、

凌霄花 c(
a

mp 价 )等属植物 ; 观花果的藤木习

见的如木通 ( A ke b ia )
、

称猴桃 ( A ct l’n i’ iI a )
、

五味子 ( cS h iaz
n dr a )

、

崖豆藤 ( M lleI
u ia ) 等属

种类 ; 观果 的藤木有南蛇藤 ( C e la st
usr )

、

葡萄 ( V it is )
、

蛇葡萄 ( Amp
e lop iss )

、

千金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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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Pe h a n ai ) 等属
。

上述这些植物均可作为花栏
、

花墙
、

花门
、

花亭
、

拥架花卉
。

3
.

4 草本类观赏植物资源

草本花卉包括水生花卉
、

一二年生花卉和宿根花卉三类
,

本区共计 19 8 种
, ’

为地面或水面绿

化美化提供了丰富的观赏资源
.

水生花卉如香蒲 (不即加 )
、

慈菇 (及烤itt
a

iar )
、

莲 (Ne lu mb
口
)

、

萍蓬草 (万叩har ) 等属

植物
、

可作池塘
、

湖面和水渠的绿化 ; 一二年生花卉常见的有凤仙花 口孙, at ien
s )

、

山萝花

(五f 已勿啊卿 n

um )
、

山梗菜 (肠 b e l i a )
、

胜红蓟 (gA
e r a r u m )

、

牵牛 ( pI o m o e a ) 等属种类
、

可布

置花坛或花径
,

缠绕的可作花栏或花墙绿化 ; 宿根花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

资源甚多
,

主要有乌

头 ( A e o n i r
um )

、

兰花 ( yC m biid
u m )

、

百合 ( L i l iu 川 )
、

秋海棠 (刀叮 o n ia )
、

石蒜 (yL
e o r is )

、

玉凤 花 (刀。b e n a r ia )
、

莺尾 ( rI is )
、

沿阶草 ( OP hi即叮
o n )

、

菊 ( D e n dr a n t h e m a )
、

千里光

( eS ne c ot )
、

风毛菊 ( aS ~
r ae ) 等属植物

,

有的花大鲜艳
,

可作盆栽布置花坛
、

花径
,

有的植

株小巧
,

四季常青
,

可作庭园配植
,

路旁绿化
.

4 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对策

庐山作为闻名中外的风景游览胜地
,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

人为活动越来越频繁
,

自然

环境资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
.

另一方面
,

园林树种和观赏植物的配置比较单一
,

而人为活动少
、

自然植被保存较好的区域
,

丰富多采的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未能得到发掘利用
.

因此
,

特对本区野

生观赏植物资源多样性的持续利用提出如下对策
,

以供今后庐山风景区的环境绿化美化参考
.

4
.

1 引种栽培驯化与野生资源发掘并重

庐山植物园历史悠久
,

在外地引进驯化植物资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从外地引进一些具

有较强适应性
、

较高观赏价值或经济价值的种类虽然是必要的
,

但更应注重本山体野生观赏植物

资源的发掘
、

引种
、

栽培
,

这些本土植物适合山区生长
,

引种栽培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

收效也更

快
。

并能做到因地制宜
,

不仅可增加观赏植物资源的花色品种
,

而且能达到各类园林树种协调发

展
,

改变资源结构和配置的不合理状态
.

4
.

2 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并重

观赏植物在园林建设中的用途是多方面的
,

众多的野生植物资源中
,

特别是那些观花观果的

种类
,

既很有观赏价值
,

又具药用或食用等多种经济用途 ; 既美化
、

香化了园林
,

改善了生态环

境
,

又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

象青钱柳
、

葡萄
、

称猴桃这样的种类要优先引种栽培和开发利用
.

4
.

3 平面绿化与垂直绿化并重 〔9 〕

平面绿化以往只注重栽树
,

而且种类单一
,

垂直绿化开展极少
.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
,

对环境绿化
、

美化
、

香化的质量要求 日益迫切
.

风景旅游线路的平面绿化应注重

乔
、

灌
、

草结合
,

垂直绿化在工程建设的基础上
,

以配植藤木观赏植物为主
,

做到平面绿化与垂

直绿化并重
,

使 自然景观与园林景观相得益彰
.

.4 4 古树名木保护与自然景观保护并重 〔 ’ .0 川

古树名木和野生植物资源是自然景观和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人为活动对森林植被的破

坏或大量工程建设是风景区的致命弱点
,

倘若变成一个荒山秃岭
,

这样的风景区还有什么游览价

值?! 因此
,

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天然森林植被
、

古树名木和 自然景观的保护
,

使之为园林绿化和

自然景观美化更添异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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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桂浓滩民杏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简 介

广西桂林桂海银杏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 95 年 1 月 24 日
.

该公司以科技扶

贫
、

技术服务为宗旨
,

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
,

组织贫困山区发展银杏生产
,

形成规

模产业
,

促进贫困山区经济发展
,

增加群众收入
,

在解决温饱的基J 出上
,

逐步实现脱贫

致富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银杏技术服务
、

银杏种苗
、

白果和银杏叶及加工副产品钻售
。

公司下设专家组
、

技术服务部
、

经营公关部
、

财务部
、

办公室
.

该公司目前正组织实施广西银杏
“

20 10
”

扶贫工程
,

其主要内容 : 从 199 5 年至 20 03

年
,

投入 .2 3 亿元的扶贫资金
,

应用最新科研成果
,

选择桂西北 18 个贫困县
,

实行综

合开发
,

营造 L 33 万 h m Z银杏园
,

建立银杏叶黄酮提取和系列产品加工厂 10 个
,

建成

全国规模最大
、

产量最高
、

品质最好
、

效益最佳的年产值超 20 亿元的银杏基地
.

一年多来
,

公司运作良好
,

目前
,

已组织种植银杏 良种嫁接苗 1.7 6 万株
,

种植面

积 3 00 hm
Z

,

育苗 30 多 h m Z
,

产出实生苗 40 0 多万株
,

199 5 年完成种苗嫁接 194 万

株
,

预计 19 96 年冬可出圃嫁接苗 135 万株
,

实现造林 2 2 50 h m Z
,

1995 年春扩建未德

圃 2 h m Z
,

经科学抚育
,

1997 年可进行未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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