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鹞落坪保护区模式地植物及乡土观赏树种研究 

蔡 静 ，何家庆 
(安徽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安徽省资源植物研究中心 ，合肥 230039) 

摘 要：首次详细记录了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模式地植物及其命名过程，并介绍保护区内具有较高观赏 

价值的乡土木本植物 186种 ，隶属于 53科 104属，其中观花树木类 5O种；观形树木类 37种 1观果树木类 l8 

种；观叶树木类 15种；树桩盆景与盆花类 15种；行道树类 21种；垂直绿化类 25种；观赏竹类 5种。对观赏特 

性和园林用途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城市绿化及相关研究与资源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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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0f model plants and native WOOdy 
ornamental plants in Yaoluoping Natural Reserve 

CAI Jing．HE Jia—Qing 

(Provin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Plant Resource，College of Li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records model plants of Yaoluoping Natural Reserve and the process of nomenclature for the 

first time．186 species of native ornamental trees and shrubs in this area which belong to 53 families and 104 genera 

have been introduced，these plants can be devided into ornamental flower-plant(5O species)，ornamental shape-plant 

(37 species)，ornamental fruit—plant(18 species)，ornamental leaves-plant(50 species)，potted landscape and flower(40 

species)，street tree(59 species)，vertical greening plant(25 species)and ornamental bamboo(5 species)．The orna— 

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garden—use of some native ornamental plants are discussed，and it is also supposed tO pro— 

vide references for reasonable use of plant resources and the cities gree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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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皖(西南)鄂(东) 

结合部，地理位置在 116。O2 ～116。11 E，30。57 ～ 

31。O6 N，居大别山主峰分水岭主段。该保护区于 

1991年 10月 29日批准建立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1994年 4月 5日批准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本区 

植物资源丰富，曾有文章对本区植物区系和分布类 

型进行了初步分析(谢中稳等，1994；李珍等，2008)， 

对该区药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面零星报道(李珍等， 

2008)，但是木本观赏植物至今未见报道。鉴于此， 

本文旨在通过对鹞落坪观赏植物资源的调查，进一 

步使被埋在深山中的奇花异木为人们所了解，为保 

护区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并首次归纳整 

理了该保护区的模式地植物，以完善保护区的建设 。 

1 自然环境 

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23 km。，其中核心 

区为 21．2 km ，缓 冲 区 28．4 km ，实 验 区 73．4 

km ，该区的次生植被 良好 ，森林覆盖率 9O 以上 ， 

是目前大别山次生植被保存较好和植物种类集中的 

代表性区域 该区属扬子地层区，山露地层为大别 

山群，是一晚太古太前震旦系的中深层变质岩系。 

收稿日期：2008一i0—17 修回日期 ：2009-08—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040027)；安徽省星火计划(04053051)[Supported bytheNational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China(3OO40027)； 

Spark Program of Anhui Province(04053051)] 

作者简介：蔡静(1987一)，女 ，安徽宿州人，硕士，主要从事资源植物与可持续利用研究。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E-mail：hejq1949@126．corn) 



2期 蔡静等：鹞落坪保护区模式地植物及乡土观赏树种研究 225 

区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 60余座，构成大别山区的 

分水岭。山地棕壤为该区的垂直带谱土壤，分布于 

海拔 800 m 以上的中山区，800 m 以下 的山地为 山 

地黄棕壤，海拔千米以上的中山山地平台或缓坡有 

山地草甸土分布。该区年雨 日130～146 d，年降水 

量在 1 400～2 000 mm，年均无霜期 180 d，无霜冻 

(<0℃)期平均 188 d。保护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受江淮气候旋与梅雨控制以及副热带高压进 

退的影响，空气湿润，气温较低，雨雪充沛，气候宜 

人，为野生植物的生长繁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目前 

仍蕴藏着丰富的植物资源。 

2 植物资源 

2．1植物种类繁多 

据笔者多年实地标本采集与鉴定，保护区现有 

维管植物 140科、480属、935种(含种下单位)。其 

中木本观赏植物 7O科 157属 376种，分别占其总科 

数、属数、种数的 5O．0 、32．7 、40．2％，这表明本 

区具有相当丰富的木本观赏植物资源，此前虽有文 

献指出该区观赏植物，但未叙详情，不足以关注。为 

此，本文对鹞落坪自然保护区现存土著木本观赏树 

种，及其观赏特性予以分类介绍，以期为城市现代化 

建设及相关研究与资源利用提供参考。 

2．2分布集中且珍稀树种多 

由于鹞落坪保护区地质年代久远，受第四纪冰 

川I影响不大，成为许多古老植物的避难所之一，保存 

了大批古老孑遗植物及系统演化上原始或孤立的 

科、属。在本区被子植物中，单型科及单属科有 9 

个 ，即杜仲科(Eucommiaceae)、大血藤科(Sargento— 

doxaceae)、大藻科 (Pistiaceae)、南天竹科 (Nandi— 

naceae)、金鱼藻科(Ceratophyllaceae)、芡实科(Eu— 

ryalaceae)、八 角 枫 科 (Alangiaceae)、透 骨 草 科 

(Phrymaceae)和银杏科(Ginkgoaceae)；有世界性单 

型属 29个，如连香树属(Cercidiphyllum)、香果树 

属(Emmenopterys)、杜仲属(Eucommia)等；有世界 

性少型属 78个，如领春木属(Eupelea)、华箬竹属 

(Sasamorpa)、大百合属(Cardiocrinum)等。本区 

木本观赏植物分布相对集中(表 1)，如木通属(Ake— 

bia)有 3种，占国产种数的 6O 。这些珍稀树种不 

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科研与遗 

产价值。 

2．3本区模式标本及特有种多 

鹞落坪保护区森林植被属于北亚热带落叶一常 

绿阔叶混交林带的组成部分，复杂的地貌特征，构建 

了生境多样性，植物过渡性特征明显。时至目前，各 

地研究人员已从本区发现了新植物，采集到模式标本 

如大别山五针松、多枝杜鹃、长梗胡颓子、鹞落坪半 

夏、大别山冬青 、美丽鼠尾草等数十多种植物(表 2)。 

表 1 鹞落坪主要观赏树种重要值 

Table 1 The important value of woody ornamental 

plants in Yaoluoping Natural Reserve 

属名 

Genera 

本区数／ 国产数／世 本区数占 
安徽产数 界分布数 国产数百 
No．in No．in 分比 
Reserve／China／No． (％) 

No．in in the Percentage 

Anhui world in total 

国家保护植物 National protected plants 

3 乡土木本观赏植物资源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城市楼房越来越 

高，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但因绿化能力跟不上，热岛 

效应威胁着居住区人群生活质量。利用乡土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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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改善市区环境、扩大绿地面积，建设生态社区，正 

是国内外园林业所瞄准的目标之一 。本文作者经长 

期调查得知，鹞落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乡土观赏树 

种计有 53科 104属 186种 ，见表 3。 

表 2 鹞落坪自然保护区模式产地植物及被发现过程 
Table 2 Model plants and their discovering process in Yaoluoping Natural Reserve 

3．1观花树木类 

特点：花大、奇形 、季 节交叉 、持续花期长、花朵 

数量多、花序奇特美观。 

适于在草坪、亭园、林缘、路边、假山、庭院角隅 

作点缀树种。花美有色、香、姿、韵、生命活力，它融 

人了自然界一切美之精华。对花的观赏，既能愉悦 

人的美感享受，又能唤起激浊扬清正风俗，讽谏美刺 

匡时弊的寓意。保护区中的观花类庭院绿化树种有 

5O种 ，其 中春逢花期 的有玉兰(Magnolia denuda— 

ta)、金缕梅、尾叶樱(Cerasus dielsiana)、山樱花、迎 

春樱(C．discoides)、微毛樱(C．clarofolia)、下江忍 

冬、沙梨、黄山花楸(Sorbus amabilis)、黄 山木兰 

(Magnolia cylindrica)、旌节 花 、羊 踯躅 (Rhodo— 

dendron mollo)、满 山 红 (Rh．mariesil)、马 银 花 

(Rh．ovatum)；春夏之交开花的有都支杜鹃、黄山杜 

鹃(Rh．maculiferum)、云锦杜鹃(R ．fortune1)、合 

轴荚蓬(Viburnum sympodiale)、茶荚莲、黑果荚莲 

(、，．melanocarpum)、南方荚莲(V．fordiae)、桦叶 

荚蓬(V．betulifolium)、南方六道木；盛夏放花有拟 

绿叶胡枝子、南方胡杖子(L．fordii)、圆叶胡枝子 

(L．bicolor)、木槿、香果树、华紫珠、老鸦糊(C．gi— 

raldiiHesse)；秋花有木芙蓉、草绣球、伞形绣球、中 

国绣球 (Hydrangea scandens)、腊莲绣球(H．as— 

pera)、油茶、浙江红山茶(C，chekiang-oleosa)、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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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花树(Melisoma flexuosa)、异色泡花树(M．myr— 

iantha)等 。 

表 3 鹞落坪自然保护区乡土观赏树种的科属种大小参数 

Table 3 The parameter of local woody ornamental 

plants in Yaoluoping Natural Reserve 

类群 
Groups 

科数 属数 种数 
No．of No．of No．of 

families genera species 

3．2观形树木类 

特点：树型、树姿或端庄、或高耸花放、或浑圆、 

或盘绕、或似游龙、或呈伞盖如菇。 

因树形树姿独特、花朵美丽而具观赏价值的树 

种 ，可种植在公园、社区、庭 院等绿地作庭荫树 、庭园 

观赏树或是绿篱。一树一风采 ，会因树花怒放而撩 

情引思，或触景物而融诗人画落意境，感受着外形与 

气质的结合 ，伴依着树形神态与风韵 ，物不单是朴素 

之物，却匿寓着秉格、精神、情感与追求的神合。从 

而领会到朱熹所言“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哲理深 

刻，体现出博大高远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宇宙精 

神 。保护区观形类庭院绿化树种 37种 ，有些 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比如大别山五针松、连香树、 

厚朴、天女花(M．sieboldii)、天 目木姜子、小叶 白辛 

树 ，还有树皮紫红色的紫 茎。还有些古老残遗的植 

物黄檗(Phellodendron amurense)、秃叶黄皮树 (P． 

chinensis)、刺茎梅 木树干通直 ，树 体高大也有较 高 

的观赏价值，此外还有柳杉、青皮木(Schoepfia jas— 

minodora)、华东野核桃 、江南桤木 、短柄袍(Quercus 

grandulifera)、杜仲 、豹皮樟 (Litsea coreana)、大果 

山胡椒、山梅花、华中枸子、牯岭悬钩子(Rubus kulin— 

ganus)、马鞍树、华东槐蓝 、苏槐蓝 (J．carlesii)、宜 昌 

槐蓝(J．decora)、葛萝槭 (Acer grosseri)、胶东卫矛 

(Euonymus kiautschovica)、苦枥木等。 

3．3观果树木类 

特点：果实色泽美丽 ，经久不落 ，或果实奇特 ，色 

形俱佳 。 

随果实成熟度不同，自然界的果实会呈现绿黄 

橙红蓝紫各色，不但丰满甜美，以其充实与希望招引 

鸟兽，给园林景观带来生机活泼的氛围。色彩的内 

涵是复杂而又微妙的，对于人类，也因自然色彩赐予 

并激活生理和心理反应 。。此类树种有湖北山楂 、湖 

北海棠、湖北算盘子(Glochidion wilsonii)、灰白毛 

莓 、周毛莓 (R．amphidasya)、具柄冬青(Ilex pedu- 

~lculosa)、冬 青 (J．purpurea)、榕 叶 冬 青 ( ．fi- 

coidea)等，熟果通红催人 向上；褐毛石楠 、华毛叶石 

楠(Ph．villosa)、黄背越桔 、野柿 (Diospyros kaki)、 

油柿秋季黄色果枝累累，积聚智慧与光明，象征权威 

和宗教的神秘；蓝果树俨然肃穆而象征不朽；青钱 

柳 、鹅耳枥 (Carpinus turczaninowii)类果形神秘、 

高贵而稀有。 

3．4观叶树木类 

特点 ：叶色光 亮 、色彩鲜 艳、叶形 奇特、观赏期 

长、观赏价值较高。 

观叶树种叶形翅异、绚丽多姿，有的四季常青深 

得喜爱。其不仅可以种植于庭院，而且大多还是室 

内绿化和装饰的理想材料，因为观叶植物比较耐阴， 

喜好温暖、湿润的环境，在光照和养分方面，比观花 

和观果类植物的需求要低得多。保护区的此类植物 

有 ：常绿 的大 叶冬青 (Ilex latifolia)、大别 山冬青 

(j． n6 Pŝ伽Pn s)；金钱松 的针 叶排 列状如金钱； 

掌叶的鸡爪槭(Acer palmatum)、枫香 ；羽状复叶的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毛漆树 (丁oxicodendron 

trichocarpum)、漆树 (T．vernicifluum)、吴茱萸 五 

加(Acanthopanax evodiaefolius)；马褂形叶的鹅掌 

楸；刺状变态叶的安徽小檗(Berberis anhweiensis)、 

庐山小檗等。 

3．5树桩盆景与盆花类 

特点 ：树形盘根错节 、枝密叶细、姿态优美 、花果 

艳丽、萌性强、耐修剪、寿命长。 

保护区有许多攀援植物干形奇特且易整形修 

剪，可以造型制作成树桩盆景或是盆花，有很高的观 

赏价值。树状盆景的美感不仅限于姿态婆娑，更要 

透过风格、神态和气质将自然属性美的凝聚和升华， 

表达出 自由独立、坚忍不拔 、真挚纯洁的精神蕴含。 

比如蜡瓣花、阔蜡瓣花(C．platypetala)，春 日先花 

后叶，花序累累下垂，光泽如蜜蜡，色黄而具芳香，枝 

叶繁茂 ，清丽宜人 ；栓翅卫 矛(Euonymus phelloma— 

na)枝上的排列犹如箭尾 的羽毛 ，又仿佛枝条四周长 

上了翅膀 ；披针 叶胡颓子、宜 昌胡颓子 (E．henryi)、 

余山胡颓子(E．argyi)、长梗胡颓子茎蔓延，枝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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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点，叶色奇特有趣，常两面颜色不同；白鹃梅姿态 

秀美，叶片光洁，花开时洁白如雪，光彩照人，用做盆 

栽都有独特的观赏价值。此外还有川榛、华千金榆 

(Carpinus cordata)、牛鼻栓、黄山溲疏、长江溲疏 

(D． P￡dg 口 n)、宁波溲疏(D．ningpoensis)等都 

是可开发利用的优良树种。 

3．6行道树类 

特点：树干通直高大，适应性强，耐修剪，且叶、 

花、果无毒，不会污染行人的衣裳，元过敏性，移植容 

易成活。 

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 

令人感。”任何一种花木所能产生的美感，都是基于 

其自然特性之上的。此类树种有紫楠、绿叶甘檀 

(Lindera fruticosa)、红脉钓樟(L．rubronervia)、大 

果榆、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华西枫杨、绒毛 

皂柳(Salix wallichiana)、银叶柳、簸箕柳(S．SU— 

chowensis)、紫柳(S．wilsonii)、樟叶槭(Acer cinna— 

momifolium)、天童锐角槭(A．acutum)、建始械(A． 

henryi)、糯米椴、榧树、巴山榧树、黄山栎、小叶栎 

(Q．chenii)等。 

3．7垂直绿化类 

特点：植株繁茂、叶片紧簇、能攀附在其他支持物 

上生长、耐贫瘠、耐干旱、耐水湿、对阳光高度适应。 

本区有 25种，根据攀援能力、配置特点分为墙 

面、花架、篱栏类园林植物。 

3．7．1墙面绿化 墙面绿化是指能用于建筑墙面、 

假山、桥沿及立柱等空间的绿化，此类植物有特化的 

气生根，吸附于墙面。适合的植物有粉叶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thomsonii)、爬 山虎(P．tricuspida— 

ta)、扶芳藤(Euonymus fortunei)等。 

3．7．2花架绿化 花架绿化是指以攀援植物覆盖廊 

架的顶部及侧方，形成绿廊、花廊或花架、棚架等绿 

化方式。一般以赏花、观果、遮荫为主要目的。适合 

此类绿化形式的植物有 ：腺枝葡萄 、山葡萄( ．amu— 

rensis)、三裂蛇葡萄(Ampelopsis delavayana)、中 

华猕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清风藤猕猴桃、匍 

匐五加等。 

3．7．3篱栏绿化 篱栏绿化是指用于矮墙、篱笆、栏 

杆、铁丝网等处的绿化。此类植物主要大血藤、粉防 

己、白木通(Akebia trifoliata)、三叶木通、扬子铁线 

莲、粗齿铁线莲(C．argentilucida)、南五味子、棱枝 

五味子、二色五味子(S．bicolor)、华中五味子、黑果 

菝葜等。 

3．8观赏竹类 

特点：竹秆高，叶翠，四季常青，秀丽挺拔，经霜 

不凋，雅俗共赏。 

竹类为禾本科常绿木本植物，即可观其叶又可 

观其茎。其叶形因种类不同而变化多端，园林中不 

可少竹。我国是世界上研究、培育和利用竹子最早 

的国家。丰富的竹类资源，如淡竹(Phyllostschys 

glauca)、苦竹(Pleioblastus口 s)枝柔叶细；阔叶箸 

竹(Indocalamus latifolius)、华箬竹(Sasamorpa sini— 

ca)竿矮叶大；毛竹相连成片，或独立成丛，明净深邃， 

四季常青，挺拔秀丽、潇洒盎然独具风姿。 

4 乡土观赏树种应用价值的探讨评价 

我国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园林绿化严重滞后，无 

疑是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标志性障碍之一。翻 

开我国园林近代史，从 17世纪 James Cunningham 

在厦门采集 600种植物标本寄往欧洲以来，欧洲各 

国诸多植物学家持续 300多年来华踏查、采集并收 

集大量园林植物资源与资料，他们对中国园林植物 

资源的了解甚深。难怪一些外国园林专家在撰写中 

国园林时对我国园林工作者置丰富多彩的野生园林 

植物资源而不用，感到迷惑不解。鹞落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地处人口稠密的华东地区，它的建立对保 

存该区域原有植被及植物资源有着重要意义。加速 

对保护区各类植物资源的利用研究，显得十分及时 

与重要。 

(1)鹞落坪保护区内有较高观赏价值的乡土树 

种 53科 104属 186种，分别占保护区野生维管植物 

总科数、属数、种数的37．9 、21．7 、19．9 ，表明 

保护区木本观赏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好的开发 

前景。此外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 

以及相当丰富的古老孑遗物种，其中大部分树种都 

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对其进行引种栽培，不仅可以为 

城市绿化做贡献，而且能很好的保护这些珍贵的植 

物。(2)在世界植被区划上，该区属泛北极植物区， 

中国一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华东区，是华中、华西、 

华北、华南植物区系与华东植物的渗透、过渡和交汇 

地带，故植物物种类丰富复杂。主要有针叶林、针阔 

叶混交林、竹林等，它们大多数分布在海拔较低的中 

低山区，抗逆性强，适应性广，为直接引种栽培驯化、 

保护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3)现在因植被 

的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如何保持水土是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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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家多以种植松杉等树木 

来保持水土，但是此类植物在河岸两旁不易成活，有 

些学者提出种植阔叶树木，但是种植种类不能单一， 

而鹞落坪自然保护区原始生态保护较好，河流两旁 

的植物多以柳属、江南桤木、柘树、JIJ榛等多种乔木， 

伴以灌木丛生，这就给水土的保持起了很好的借鉴 

作用，并且此类植物都有很好的观赏价值，使得保持 

水土与美化环境同时进行。(4)乡土观赏树种是经 

过长期自然选择保存下来的，是培育栽培观赏树种 

和人工杂交育种的种质资源．对其在 当地进行 引种 

驯化不仅把握性更大，而且成本相对较低，花费时间 

较短．但是对于珍稀濒危特有木本观 赏植物应 以保 

护为主，因为此类植物数量稀少对环境要求较高，因 

此乡土木本观赏植物的开发应有计划、有步骤、合理 

的进行 ，并本着“靠 山、吃山 、更要养山”的原则，做到 

边取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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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鹞落坪自然保护区的乡土观赏树种一览表 

Schedule Native ornamental wood plants in Yaoluoping Natural Reserve 

科名 Family 种名 Species 观赏特性 Omamenta[characteristics 园林用途 Garden-use 

松科 Pinaeeae 

杉科 Taxodiaeeae 

领春木科 Eupteleaceae 

连 香 树 科 Cerci— 
diphyllaceae 

蓝果树科 Nyssaceae 

紫草科 Boraginaceae 

榆科 Ulmaceae 

玄参 科 Scrophulari— 

aeeae 

大别 山 五 针 松 Pinus dabes一 树干苍劲，叶色苍翠奇特树干挺拔，树冠 

hanensis同属植物 4种 宽大，树姿端庄、秀丽 

金钱松 Pseudolarix kaempferi 体形高大，树干端直，入秋叶变为金黄色 
极为美丽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柳杉 Cryptomeria fortunei 

领春木 Eupelea pleiosperma 

连 香 树 Cercidiphyllum Ja— 
ponicum 

蓝果树 Nyssa sinensis 

厚壳树 Ehretia thyrsifzora 

大果榆 Ulmus macrocarpa 

白花泡桐 Paulo~vnia fortunei 

常绿乔木，树姿秀丽，纤枝略垂 ，极为美观 

常绿乔木，树姿秀丽，纤枝略垂 ，极为美观 

花果成簇，红艳夺 目，可供观赏 

树干挺直雄伟 ，新 叶带紫色 ，秋季转黄 
色或猩红色 

干形挺直 ，叶茂 荫浓 ，春季有紫红 色嫩 
叶，秋 日叶转绯红 

树冠开阔，姿态雄伟 

冠大荫浓 ，树体高大，适应性强 

树姿优美 ．花色艳丽，有较强的净化空 

气和抗大气污染的能力 

红豆杉科 Taxaceae 榧树 Torreya grandis同属植 树冠整齐，枝叶浓郁成 荫，抗污染 能力 

物 2种 较强 

胡桃科 Juglandaceae 

胡桃科 Juglandaceae 

杨柳科 Salicaeeae 

小檗科 Berberidace— 
Ete 

桦木科 Betulaceae 

壳斗科 Fagaeeae 

杜仲科 
Eucommiaceae 

华西枫杨 Pterocarya insignis 树冠广展，枝叶茂密 ，生长快速 ，根系发 
同属植物 2种 达 

青钱柳 Cycllocarya paliurus 枝叶舒展 ，果如铜钱，悬挂枝间 

华东野核桃 Juglaru cathayensis 树形美观 ，枝叶茂盛 

银叶柳 Salix chienii同属植物 4种 枝条柔软 ，树冠丰满 

安徽 小檗 Berberis anhweien- 叶小灌木 ，叶小圆形 ，入秋变色，春 日黄 
sis同属植物 2种 花 ，秋季果红 

江南桤木 Alnus trabeculosa 落叶乔木，树形优美 ，枝叶茂盛 

JII榛 Corylus heterophylla 枝密叶细、姿态优美、萌芽性强、耐修剪 

湖 北 鹅 耳 枥 Carpinus hu一 叶形秀丽，果穗奇特 ，枝叶茂密 
peana同属植物 4种 

米心水青冈 Fagus engleriana 

米槠 Castanopsis carlesii 

黄山栎 Quercus stewardii同 

属植物 3种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古老孑遗物，乔木 ，高达 23 m 

长绿乔木 ，较耐干旱和贫瘠 

乔木 ，高可达 30 m，胸径 60 ClTI以上 

落叶乔木，高达 20 m，小枝光滑 ，黄褐色 

或较淡 

木兰科 Magnoliaceae 厚朴 Magnolia offcinalis同 叶大浓荫，花大而美丽 
属植物 4种 

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叶形奇特 ，对二氧化硫等有抗性 

亚热带北部海拔 900 m以上山地 
的造林树种，国家保护二级 

长江中下游地区海拔 1 500 m以 
下山地丘陵的优良造林树种 ，国 
家保护二级 

良好的绿化和环保树种 

良好的绿化和环保树种 

为优良的观赏树木，国家保护二级 

优美的园林绿化树种，国家保护 
二 级 

适于作庭荫树 

观形类园林绿化树种 

观叶树，行道树，绿化树 

城市和工矿区绿化的好树种 

适作庭荫树、背景树 ，可种植于 

街头绿地、工矿区 

行道树 ，成片种植或孤植于草坪 
及坡地 

庭园观赏 

园林绿化树种 

庭荫树、行道树、护岸树、风景林 

观叶、观花、观果的园林观赏树 

种，也可作绿篱 

湿地造林树种 ，改良土壤 

作观赏绿化树种，亦可作盆景 

作园景树 ，观果树 

庭院观赏植物 

公园、庭园绿化，也可作行道树 

作观赏树 ，园景树，国家保护二 
级 

庭园观赏树及行道树，国家保护 
二级，该属有多种国家保护树种 

大气污染较重区栽植，国家保护 
二级 

五 味 子 科 Sehisan一 南五 味 子 Kadsura longepe一 枝叶繁茂 ，夏有香花 、秋有红果 庭院垂直绿化的良好树种 
draceae dunculata 

五 味 子 科 Schisan— 
draeeae 

樟科 Lauracefle 

棱枝五味子 Schisandra henr— 
同属植物 3种 

天 日木姜子 Litsea auriculata 
同属植物 3种 

紫楠 Phoebe sheareri 

大果 山胡椒 Lindera praecox 
同属植物 4种 

藤本 ，枝叶蔓延下垂 ，叶色青翠，别有情 
趣 

树体壮观 ，树干端直，树皮美丽，材质优 
良 

树形优美 ，枝叶青翠 

树形美观，枝叶浓密 

毛 茛 科 Ranuncu一 大花 威 灵 仙 Clematis f。“r一 木质藤本，长2～4 m 
laceae toisii同属植物 2种 

山木通 Clematis finitiana 

扬子铁线莲 Clematis ganpin— 

iana同属植物 2种 

大血藤科 Sargento- 大血藤 SargentodDzn f“neatn 
doxaceae 

半常绿攀缘灌木 

花大色鲜花繁期久，开花场面壮观 

庭园和公 园垂直绿化的 良好树 
种 

庭园观赏和城市绿化树种，国家 
保护三级 

行道树 

园林点缀树种配植于草坪、花坛 

和假山隙缝 

垂直绿 化植物 和园林观植物。 
可布置阳台、庭院、也作切花 

落叶藤本 ，茎褐色，圆形 ，有条纹 垂直绿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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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通 科 Lardizabal一 三叶木通 Akebia tri’foliata同 
aceae 属植物 2种 

防 己 科 Menisper一 粉防己 Stephania tetrandra 
m aceae 

叶形、叶色别有风趣 ，且耐阴湿环境 

多年生落叶缠绕藤本，茎纤 细，有纵条 
纹 

配植荫木下、岩石间或叠石洞壑 
之旁 

垂直绿化植物绿化栅架 ，岩壁等 

猕 猴 桃 科 Aetinidi一 清风藤猕猴桃 Actinidia sabi一 藤本果种 ，叶呈 卵形或 圆形 。夏季 开 垂直绿化植物，绿化绿廊、花廊 
aeeae aefolia同属植物 3种 花 ，果实香甜 

山茶科 Theaceae 油 茶 Camellia oleifera同属 常绿灌木，叶子长椭 圆形 ，花 白色 
植物 3种 

紫茎 Stewartia sinensis同属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树皮紫红色 

植物 2种 

金缕梅科 Hamamel一 蜡瓣花 Corylopsis sinensis同 
idaceae 属植物 4种 

牛鼻栓 Foryunearia sinensis 

金缕梅 Hamamelis mollis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虎 耳 草 科 Saxifra一 草 绣 球 Cardandra noellen— 

gaceae ,／orf{ii 

伞形绣球 Hydrangea umbel— 
lata同属植物 3种 

黄 山溲 疏 Deutzia glauca同 
属植物 3种 

山梅 花 P z口 PZ户 “ incanus 

同属植物 2种 

春 日先叶开花，花序累累下垂 ，光泽如 
蜜蜡 ，色黄而具芳香 

姿态优美 、萌芽性强 、耐修剪、寿命长 

叶形美丽 ，早春开花 ，花瓣如缕近似蜡梅 

树高干直 ，树冠宽阔，深秋叶色红艳壮观 

花球大而美丽 ，且 有许多园艺品种 ，耐 

荫性较强 

花球大而美丽 ，且有许 多园艺品种 ，耐 
荫性较强 

夏季开白花，繁密而素雅 ，花期长，耐修 
剪 

落叶灌木，花 白色 ，花期 5～6月 ，弱 阳 
性，较耐寒 ，耐旱 ，忌水湿 

蔷薇科 Rosaceae 白鹃梅 Exochorda racemoda 姿态秀美 ，叶片光洁 ，花开时洁 白如雪 

华中枸子 Cotoneaster silvestrii 

湖北 山楂 Crataegus hupehen— 
sis 

褐毛石楠 Photinia hirsuta同 

属植物 2种 

沙梨 Pyrus pyrifolia同属植 

物 2种 

湖北海棠 Malus hupehensis 
， 

常绿低矮灌木。枝开展成整齐--N状 

色鲜红亮丽 ，满树红色的果实十分壮观 

树冠圆整，初春嫩 叶紫红 ，春末 白花点 
点．秋 日红果累累 

早春花开时满 树雪 白，秋 时叶 子绿变 

黄、橙到红 ，亮丽 

花蕾粉红、花开粉白，小果红色 ，较耐寒 

观花类庭院树，园林绿化与经济 
兼备 

庭院观赏植物，国家保护三级 

庭园内配植或盆栽观 赏。花枝 
可作瓶插材料 

可做盆栽 

观花树木 ，也可制作盆景 

可作 良好的庭园树和观叶树 

是极好的观赏花木，也可做盆花 

是窗台绿化和家庭养花的好材料 

是极好的观赏花木，也可做盆花 
是窗台绿化和家庭养花的好材料 

树桩盆景与盆花类树种 

用作庭院及风景区的绿化 

观花树木 ，老树古桩可制作树桩 
盆景。 

庭院绿化树种 

观果树种 ，可作庭院绿化 ，也可 

做盆景 

观花观果类庭院绿化树种 ，抗烟 
尘和有毒气体 ，且隔音 

良好的观花兼秋相树种，可做庭 
院及风景区绿化 

春秋两季观花、观果的良好 园林 
树种 

灰白毛莓 Rubus tephrodes同 攀援灌木，果实鲜红美丽 观果类庭院观赏植物 
属植物 3种 

山樱花 Cerasus serrulata同属 早春花开满株，花繁艳丽，极为壮观 观花类庭院观赏植物 
植物 4种 

耩木稠李 Padus buergeriana 

豆科 Leguminosae 马鞍树 Maachia chinensis 

华东槐蓝 Indigofern fortunei 

同属植物 3种 

拟 绿 叶 胡 枝 子 Lespedeza 
maximowiczii同属植物 3种 

葡萄科 Vitaeeae 

椴树科 Tiliaceae 

锦葵科 Malvaceae 

胡 颓 子 科 Elaeag— 
naCeae 

旌节花科 Stachyura— 
ceae 

腺枝葡萄 Vitis adenoclada同 

属植物 3种 

爬 山虎 Parthenocissus tricus— 
pidata同属植物 2种 

糯米椴 Tilia henryana 

扁担杆 Grewia biloba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披针叶胡颓 子 Elaeagnus lan— 
ceolata同属植物 4种 

旌节花 Stachyurus chinensis 

白花如雪，入秋叶色黄带微红，果穗紫黑 良好的观花、观叶、观果的树种 

乔木，复总状花序 ，荚果长椭圆形至条形 观形类庭院绿化植物 

灌木 ，茎直立，小枝被银 白色丁字毛 庭院观赏植物 

枝条披散 ，夏季开紫红 色小 花，密集繁 盛夏秋初 良好的观花植物 
芜，十分美观，花期甚长 

果熟季节，串串晶莹的紫葡萄掩映在红 花架等处的垂直绿化 
艳的秋叶之中，甚为迷人 

叶子四季变化多样，攀援能力强 建筑物等的垂直绿化 

树形美观，叶大荫浓，寿命长 ，花香馥郁 

果实橙红鲜丽，且可宿存枝头达数月之久 

夏季节开花，开花时满树花朵 

秋季开花 ，花大而色丽 

枝有斑点 ，叶色奇特有趣 ，常两面颜 色 

不同 ，为双色叶树 

叶卵形 ，有锯 齿，春 夏之 交开 花，稍耐 

阴，适应性强，较耐寒 

行道树或庭园观赏 

良好的观果树种 

夏季观赏花卉 

秋季观赏花卉 

绿篱和盆景，亦可丛植 于草坪角 
落作绿化树 。 

宜 植于 园林 绿地，也可植 于林 
缘 、坡地和山谷溪畔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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