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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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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楠木种质资源评价与创新中心，湖北 荆州４３４０２５）

摘　要：目的　分析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为荆州及周边地区城市公园绿地规划 和 植 物 多 样 性

保护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典型样方法，对荆州市７个城市公园选取２３５个样方开展植物多样性现状调查，分析

其群落特征．结果　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物种丰富，共有植物９６科２４８属３５１种，植物群落优势种明显，植物多样性总

体趋势依次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但各公园之间又有差异，以中山公园和荆襄河湿地公园为最高；植物多样性

指数大小依次为：综合公园，带状公园，专 类 公 园．结 论　荆 州 城 市 公 园 植 物 群 落 物 种 组 成 较 为 丰 富，物 种 多 样 性 较

高，但专类公园植物单一性较高，故选择适宜的植物品种，增加乡土植物的运用，提高群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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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是供居民观赏、休息、游玩的场所，也体现出城市的形象．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奠定了城市景观

的基础，是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关键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１－３］．构建科学、系统、合理的植物群落结构可

以对城市公园环境的改善发挥重要作用［４－５］．衡水、广州、武汉、杭州、重庆等城市已经开展了城市植物群落

的多样性的调查研究［６－１０］，也有研究调查认为植物种类丰富对改善城市环境起重要作用［１１－１２］．荆州处于北

方和南方中间地带，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城市公园植物群落多样性的调查分析偏少．本文通过对荆州７个城

市公园进行实地勘察，分析不同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的构成，运用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等指

标对植物群落物种多 样 性 进 行 分 析，为 以 后 荆 州 市 城 市 公 园 植 物 保 护、绿 地 规 划 等 提 供 科 学 依 据 和 参 考

价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自然地理概况

荆州位于湖北 中 南 部、长 江 中 游、江 汉 平 原 腹 地，地 理 位 置 在 东 经１１１°１５′～１１４°０５′，北 纬２９°２６′～
３１°３７′；东连武汉、西接宜昌、南望湖南常德，北毗荆门、襄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无霜

期长．年日照时数１　８００～２　０００ｈ，年平均气温１５．９～１６．６℃，年无霜期２４２～２６３ｄ，年 降 雨 量 在１　１００～
１　３００ｍｍ．太阳辐射量占全年７５％，１０℃的积温为全年８０％［１３］．
１．２　研究方法

鉴于荆州市城市公园的始建年代、区域位置、面积大小等因素，由表１可知，选定７个城市公园作为此次

调查对象，中山公园、文湖公园、明月公园、三国公园４个综合公园，滨江公园、荆襄河湿地公园２个带状公

园，玉桥公园１个专类公园．２０１８年２－９月，在全面实地勘察比较的基础上，根据公园植物多样性和面积大

小，共设置２３５个１０ｍ×１０ｍ的样地，记录乔木（胸径３ｃｍ）、灌木（包括胸径＜３ｃｍ的乔木）、草本植物的

种名、高度、数量、频度、盖度、多度、生长现状等，同时对重要的树种进行拍照和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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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区７个公园基本概况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７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序号 公园 Ｓ／ｈｍ２ 样方个数 科／属／种 常绿 落叶 野生 栽培

１ 中山公园 ７６．４　 ８０　 ６６／１１２／１４２　 ５９　 ８３　 １１２　 ３０

２ 文湖公园 １６．８７　 ２０　 ４２／６７／９８　 ３６　 ６２　 ６２　 ３６

３ 明月公园 ２１．５３　 ２５　 ５７／７９／１１６　 ６３　 ５３　 １７　 ９９

４ 三国公园 ３０．３　 ３５　 ５２／７６／１０４　 ６８　 ３６　 ７０　 ３４

５ 荆襄河湿地公园 ３１．８７　 ４５　 ６８／８２／１２７　 ８２　 ４５　 ９３　 ３４

６ 滨江公园 ７．８　 １０　 ２８／４９／６１　 ４８　 １３　 １９　 ４２

７ 玉桥公园 １６．７８　 ２０　 ３７／４３／８９　 ６８　 ２１　 ３３　 ５６

合计 ２０１．５５　 ２３５　 ９６／２４８／３５１　 ２４７　 １０４　 ２１０　 １４５

１．３　数据分析

１．３．１　物种组成

根据所调查的资料，采用陆树刚蕨类植物分类系统［１４］、斋木健一裸子植物分类系统［１５］、恩格勒系统分

类法对７个城市公园植物群落中维管束植物进行统计分析．
１．３．２　植物区系成分

根据吴征镒《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１６］的划分标准，对城市公园内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进

行统计和分析．
１．３．３　生活型谱

根据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的生活型谱来分析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情况，采用丹麦生态学家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的生

活型系统［１７］，来绘制植物生活型谱．
１．３．４　重要值计算

计算城市公园植物群落中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各物种重要值［１８］．密度＝个体数目／样地面积；相对密

度＝（１个种的密度／所有种的密度）×１００％；相对多度＝（某个种的株数／所有种的总株数）×１００％；频度＝
包含该种的样地数／样地总数；相对频度＝（１个种的频度／所有种的总频度）×１００％；优势度＝底面积或覆

盖面积总值／样地面积；相对优势度＝（１个种的优势度／所有种的优势度）×１００％；相对盖度＝（１个种的盖

度／所有种的盖度）×１００％；乔木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优势度＋相对频度）／３；灌木、草本重要值＝ （相

对多度＋相对盖度＋相对频度）／３；相对重要值＝该物种的重要值／该样地内所有物种的重要值之和．
１．３．５　多样性指数测度

多样性指数的测度选取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Ｒ）、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和Ｐｉｅｌｏｕ均

匀度指数（Ｊ）［１９－２０］．相应计算公式：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Ｒ＝（Ｓ－１）／ｌｎ　Ｎ；Ｓｉｍｐｓｏｎ优 势 度 指 数Ｄ＝１－∑ｓｉ＝１
ｐ２ｉ；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Ｓ

ｉ＝１ｐｉｌｎ　ｐｉ；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 Ｈ／ｌｎ　Ｓ．式中：Ｎ 为所有种的个体数，

Ｓ为群落的物种数，Ｐｉ 为种ｉ的相对重要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群落物种特征

通过对荆州市７个城市公园的实地调查，共３５１种（含 野 生 种 和 人 工 栽 培 种），９６科２４８属，由 表２可

知：被子植物有８３科２３３属３３１种，裸子植物有８科９属１２种，蕨类植物有５科６属８种．被子植物中双子

叶植物占绝对优势，有７０科１８７属２７８种，分别占到总科、属、种的７２．９２％、７５．４０％、７９．２０％，各所占比例

均比较大，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单子叶植物所占比例较小．植物种类较多的是蔷薇科（１７属３１种）、禾本科

（１４属２６种）、豆科（１１属１８种）、木兰科（９属１１种）、木樨科（７属８种）、卫矛科（６属８种）、忍冬科（５属８
种）、百合科（４属６种）、金缕梅科（４属５种）、菊科（４属４种）．这些植物基本上构成了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

落，蔷薇科、禾本科、豆科、木兰科的植物分别占调查物种总种数的８．８３％、７．４１％、５．１３％、３．１３％，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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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４科植物在城市公园植物群落中占显著优势．总体上看，虽然荆州城市公园植物数量不一，但是群落中植

物树种比较丰富．
２．２　群落植物区系分析

　　根据吴征镒《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

型系统》，由表３可知，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

种子植物９６科划分为１３个分布区类型和５个

变型，主要集中泛热带分布、世界分布、北 温 带

分布，分 别 占 总 科 数 的 ２９．１７％、１９．７９％、

１３．５４％，合计占总科数的６２．５０％，占有很大的

比例．从表中看出，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既有

一定的热带特征，又有一定的温带的特征，表现

出从热带逐渐向温带过渡的趋势，这恰恰与荆

州的自然地理气候不谋而合．

表２　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维管束植物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ｐａｒｋ

类群 科 属 种

蕨类植物ｆｅｒｎｓ　 ５　 ６　 ８

裸子植物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ｓ　 ８　 ９　 １２

单子叶植物ｎｏｎｏ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１３　 ４６　 ５３

双子叶植物ｄｉ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７０　 １８７　 ２７８

合计 ９６　 ２４８　 ３５１

２．３　群落植物生活型谱

由表４可 知，高 位 芽

植物在群落中分布占明显

优 势，共 ５２ 种，占 总 数

５４．１７％，地上芽植物和地

面 芽 植 物 偏 少，分 别 占

２３．９６％、１１．４６％，地 下 芽

植 物 和 一 年 生 植 物 最 少，
分别占６．２５％ 和４．１７％．
从生 活 型 谱 可 以 看 出，荆

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中的

高 位 芽 植 物 所 占 比 例 最

大，地上芽植物次之，说明

植 物 群 落 所 在 地 气 候 湿

润，降水 较 多，热 量 丰 富，
水热 条 件 较 好，这 一 生 活

型恰好与该调查区气候特

征相类似．
２．４　重要值分析

重要值表示某个物种

在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综合 数 量 指 标，反 映 其 优

势程度．由 表５、表６、表７
可知，荆 州 城 市 公 园 群 落

植物 的 各 层 次 在 前１５位

的植物重要值之和大约在

４０％，可 以 看 出 荆 州 城 市

公园植物运用大多数在几

表３　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科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３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ｐａｒｋ

编号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比例％

１ 世界分布 １９　 １９．７９

２ 泛热带分布 ２８　 ２９．１７

２－２ 热带亚洲一热带非洲一热带美洲南美洲分布 ２　 ２．０８

３ 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７　 ７．２９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３　 ３．１３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２　 ２．０８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１　 １．０４

６ｄ 热带非洲（Ｓａｈａｒａ以南至南非）分布 １　 １．０４

７ 热带亚洲即热带东南亚至印度—马来，太平洋诸岛 １　 １．０４

８ 北温带分布 １３　 １３．５４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 ８　 ８．３３

８－５ 欧亚和美洲温带间断分布 ２　 ２．０８

９ 东亚至北美间断分布 １　 １．０４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２　 ２．０８

１１ 温带亚洲 １　 １．０４

１４ 东亚 ２　 ２．０８

１４ＳＪ 中国—日本 １　 １．０４

１５ 中国特有 ２　 ２．０８

表４　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科生活型谱

Ｔａｂ．４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ｐａｒｋ

项目 高位芽 地上芽 地面芽 地下芽 一年生 合计

数量 ５２　 ２３　 １１　 ６　 ４　 ９６

比例％ ５４．１７　 ２３．９６　 １１．４６　 ６．２５　 ４．１７　 １００．００

种植物上，其他很多植物没有被应用，导致优势种比较突出，物种分布不均衡，其中乔木层重要值达到４％，
有４种分别是广玉兰、桂花、石楠、枇杷等；灌木层重要值达到４％，有４种分别是红花檵木、大叶黄杨、小叶

女贞、法国冬青等；草木层重要值达到４％，有４种分别是沿阶草、绣线菊、唐菖蒲、马尼拉等．总的来看，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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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优势种更明显，重要值总共达到了５０％；灌木层优势程度比较低，重要值在前１５有６种是乡土植物，在植

物搭配运用较为普遍，如红花檵木、大叶黄杨、小叶女贞等；乔木层和草本层的重要值相对比较高，乡土植物

使用集中连片，人工栽培种分布较多，如广玉兰、石楠、沿阶草、麦冬．
表５　荆州城市公园乔木层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ｐａｒｋ

植物名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 相对优势度／％ 重要值／％

广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５．１６　 ５．５８　 ５．２２　 ５．３２

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４．５１　 ５．２４　 ５．１３　 ４．９６

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４．３４　 ５．３７　 ４．６　 ４．７７

枇杷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４．４５　 ４．８９　 ３．４３　 ４．２６

紫荆Ｃｅｒｃ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５８　 ３．６１　 ３．７　 ３．６３

紫叶李Ｐｒｕｎｕｓ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３．２９　 ２．８５　 ３．８４　 ３．３３

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３．０３　 ２．９８　 ３．１５　 ３．０５

龙爪槐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２．８４　 ２．３７　 ３．３１　 ２．８４

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ｉｇｏ　 ２．１５　 ２．２２　 ２．８６　 ２．４１

紫薇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２．１　 ２．０７　 ２．６８　 ２．２８

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２．０８　 １．６　 ２．２５　 １．９８

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１．６　 １．０７　 １．８９　 １．５２

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１．４４　 ０．９２　 １．６３　 １．３３

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０．８８　 ０．７９　 ０．８７　 ０．８５

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０．７６　 ０．４４　 ０．７３　 ０．６４

合计 ４２．２１　 ４１．００　 ４６．２９　 ４３．１７

表６　荆州城市公园灌木层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６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ｐａｒｋ

植物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红花檵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４．５４　 ４．７３　 ５．１２　 ４．８０

大叶黄杨Ｂｕｘｕｓ　ｍｅｇｉ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４．６４　 ４．２９　 ５．０６　 ４．６６

小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４．０４　 ４．２６　 ４．８４　 ４．３８

法国冬青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４．６５　 ４．３３　 ４．０６　 ４．３５

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　 ３．７３　 ３．９４　 ３．５２　 ３．７３

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ａｌａｔｕｓ　 ３．４　 ３．２２　 ３．１６　 ３．２６

迎春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３．０６　 ２．８８　 ３　 ２．９８

蚊母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　 ３．１７　 ２．５４　 ２．７　 ２．８０

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２．２８　 ２．０１　 ２．１８　 ２．１６

南天竹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２．３１　 １．８８　 １．８６　 ２．０２

紫藤Ｗｉｓｔｅ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６１　 １．３４　 １．０９　 １．３５

金钟花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１．２１　 ０．８１　 ０．７２　 ０．９１

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０．９　 ０．８７　 ０．５６　 ０．７８

月季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５２　 ０．７０

连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０．２７　 ０．４１　 ０．１６　 ０．２８

合计 ４２．５２　 ３８．２９　 ３６．６５　 ３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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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荆州城市公园草本层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ｐａｒｋ

植物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沿阶草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５．３３　 ６．０８　 ６．２２　 ５．８８

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６．４３　 ５．４８　 ５．４　 ５．７７

唐菖蒲Ｇｌａｄｉｏｌｕｓ　ｈｙｂｒｉｄｓ　 ４．９３　 ５．２５　 ５．５８　 ５．２５

马尼拉Ｚｏｙｓｉａ　ｍａｔｒｅｌｌａ　 ４．６１　 ４．７７　 ４．７　 ４．６９

麦冬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　 ３．７７　 ３．８６　 ３．７６　 ３．８０

狗牙根Ｃｙｎｏｄｏｎ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３．６６　 ３．７７　 ３．４　 ３．６１

鸢尾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３．３９　 ３．０１　 ２．９１　 ３．１０

萱草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ｆｕｌｖａ　 ３．４　 ２．５９　 ２．８２　 ２．９４

吉祥草Ｒｅｉｎｅｃｋｉａ　ｃａｒｎｅａ　 ３．２２　 ２．９３　 ２．５２　 ２．８９

葱兰Ｚｅｐ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　 １．８９　 １．８５　 ２．３　 ２．０１

波斯菊Ｃｏｓｍｏ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１．８３　 １．６４　 ２．２　 １．８９

车前草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１．５６　 １．３７　 １．９３　 １．６２

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　 １．１９　 １．４３　 １．５７　 １．４０

千屈菜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　 ０．６６　 １．３１　 １．２　 １．０６

红花酢浆草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　 ０．５４　 ０．６９　 ０．６３　 ０．６２

合计 ４６．７１　 ４６．２３　 ４６．６４　 ４６．５３

２．５　植物多样性分析

２．５．１　物种丰富度测度

由图１可知，综合性公园的植物丰富度整体要高于专类公园的植物丰富度，而各城市公园之间又存在差

异．另外灌木层丰富度较高，乔木层、草本层次之．在乔木层中，中山公园物种丰富度最高达到了３．６７３，是原

始植被保存完好，始建时间早，公园的养护管理工作到位等因素的影响；滨江公园、玉桥公园物种丰富度较低

分别为１．７４７、１．４８６，后期修建改造中偏重单一物种、公园侧重娱乐休闲所致．在灌木层中，中山公园的植物

丰富度最高达到了４．６３１，玉桥公园最低为１．１３３，是因为内部娱乐设施集中，占地面积大，植物绿化面积相对

偏少．在草本层中，以荆襄河湿地公园植物丰富度最高为３．０７１，此地虽然被改造，但是大多数原始草本得以

保留，接近自然状态，是一个典型的生态湿地公园，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保护力度也较大．
２．５．２　物种多样性测度

由图２、图３可知，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的吻合度较高，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在城市公园

植物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上，乔木层以中山公园最高达到了２．１７３，滨江公园最低仅为０．６４７；灌木层

以中山公园和荆襄河湿地公园较高分别达到了３．３３１、２．３１３，是由于乡土树种应用较为广泛、原始的植被得

以保护、人工栽培养护好的原因；玉桥公园最低仅为０．６３２，是娱乐活动较多，人流量较大，人为的破坏严重所

致；草本层以荆襄河湿地公园最高达到了２．２７１，玉桥公园最低仅为０．６３５．通过与植物丰富度比较，乔木层物

种多样性较高的中山公园与其植物丰富度大致呈现一致的趋势，呈现出物种多样性较高，植物层次较丰富，
而滨江公园和玉桥公园后期改造规划，人工栽培植物过度集中和单一，例如马尼拉、柚树等，丰富度较低，同

时内部娱乐设施多和硬化面积相对较大，所以呈现出较低的物种多样性．
２．５．３　物种均匀度测度

由图４可知，各公园的植物匀度指数不一致，除了中山公园、荆襄河湿地公园之外，其他公园之间差异不

是特别大，相对比较平均．乔木层以中山公园最高达到了０．３８１，玉桥公园最低为０．１３２；灌木层以中山公园最

高达到了０．７１２，玉桥公园最低为０．２５３；草本层以荆襄河湿地公园最高为０．６１３，三国公园最低仅为０．２７８．总
体来看，均匀度指数高的公园，例如中山公园，其植物种类多，搭配均衡，保护管理较好，人为干扰较小；均匀

度指数低的玉桥公园和滨江公园，其人工栽培植物树种较多且单一，注重功能性，公园的生态效益考虑欠佳；
同时人们活动较多，干扰也比较严重，导致植物的群落结构比较单一，不利于发挥植物群落的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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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公园植物群落特征

荆州７个城市公园维管束植物共９６科２４８属３５１种，植物分布区类型较多，物种较多，数量较大，大多

数植物为蔷薇科、禾本科、豆科、木兰科、木樨科、卫矛科、忍冬科、百合科、金缕梅科、菊科等，群落植物丰富度

和多样性高于气候条件相近城市合肥［２１］、上海［２２］和常德［２３］等地的公园．整个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种子植物９６
科划分为１３个分布区类型和５个变型，主要集中泛热带分布、世界分布、北温带分布．高位芽植物在群落中

共５２种，占总数５４．１７％，地上芽植物和地面芽植物偏少，分别占２３．９６％和１１．４６％，地下芽植物和一年生植

物最少．在公园主要物种重要值中，乔木层中以广玉兰、桂花、石楠、枇杷等为主，灌木层中以红花檵木、大叶

黄杨、小叶女贞、法国冬青等为主，草木层中以沿阶草、绣线菊、唐菖蒲、马尼拉等为主；城市公园植物表现理

想的中山公园和荆襄河湿地公园是由于原始植被保存较为完整，人工栽培种均衡搭配，植物多样性较高，生

态功能优势相对明显，公园的管理养护和宣传工作到位［１］；然而滨江公园和玉桥公园等是因为受后期规划改

造和人为干扰严重等影响［２４］，另外又采用少数几种植物集中种植 ，物种相对单一（如水杉、广玉兰、柚树、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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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马尼拉草等），不注重均衡搭配，导致优势种突出，植物的重要值差异显著［２５－２６］．同时城市现代化建设的

加快和人们活动需求大等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假思索地引入外来植物，给本地物种带来一定的潜在威胁，改

变城市局部区域范围内的小生境和小气候［２７－２８］，例如在荆州市玉桥公园和滨江公园的乔木层和草本层中表

现较明显，如原有植物的阳光照射时间变少，再加上后期养护成本偏高，不注重管理和养护，植被死亡率较

高，使得公园内没有了生机勃勃．整体来看，乡土植物在植物运用上比例比较大，重要值相对靠前，以木兰科

和木犀科植物比较明显，形成了荆州城市公园植物群落的基本景观，另外乡土植物具有抗逆性强和适应性强

的特点，特别在草本层中的运用较为明显突出，但是有些本土优秀野生植物没有充分利用，所以可以适量引

入旋覆花（Ｉｎｕ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天胡荽（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ｓｉｂｔｈ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ｓ）、蛇莓（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地耳草（Ｈｙｐｅ－
ｒｉｃ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小飞蓬（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络石（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等形态优美的植物，
来给城市景观增添色彩，提高城市公园的观赏性．
３．２　公园植物多样性特征

整体来看，荆州城市公园的植物种类丰富，多样性指数较高．在植物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上，综合性公园的

植物丰富度整体大于专类公园；另外灌木层丰富度最高，乔木层、草本层次之．在植物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上，
中山公园、荆襄河湿地公园的均匀度指数最理想，灌木层表现最好．在植物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上，两者吻合度较高，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中山公园、荆襄河湿地公园、三国公园等公园的植物多样性较

高，综合公园的植物多样性最高，专类公园最低；在植物层次上，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这是由于中山公

园等综合公园原始植被保存较为完好、建园时间又早、植物种类多，植物匮乏的区域又引入了多种适应性强

的绿化植物，使得植物搭配更加均衡，从而达到了异质性较高的局部景观，另外城市植物多样性与城市建成

时间、面积大小等有一定的关联［２９－３１］．荆襄河湿地公园草本层植物多样性指数上最高，是因为荆州地处江汉

平原，光照充足，降水丰富，土壤比较肥沃，此地地势平坦且较低，河水没有被污染，再加上后来又引进了合适

的草本植物和水生植物，丰富了植物的多样性和丰富度，这与郑州市公园绿地植物多样性与景观研究结果表

现一致［３２］．然而滨江公园和玉桥公园在植物配置中过多使用单一物种，其他树种运用相对较少，又考虑植物

种植和养护成本等因素，过度强调小区域的物种丰富度和美观而忽视整体物种的丰富度，导致植物分布不均

匀，丰富度不高，从而不利于公园植物群落景观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后期城市公园改造上应当遵循种类多样

性影响群落稳定性的原则［３３－３４］，注重群落植物整体的的丰富度和均匀度，减少单一物种的运用，形成稳定的

高质量的植物群落景观．
３．３　保护和建议

通过对荆州７个城市公园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部分综合公园植物群落保存较为完整，植物种类较多，而

专类公园人为干扰影响比较严重，侧重娱乐性和功能性，植物多样性不高，失去了原有的生态功能．由于城市

化建设加快展，城市水、土壤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使得城市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应加大荆州乡土树

种的运用，源于乡土树种对本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较强，成活率高，适合当地的气候环境；加大保护植物宣传

力度，提高人们环保的意识，相关部门开展植树、除草等活动，增加人们参与“绿色行动”的兴趣；设立栅栏和

醒目的标牌，建立工程措施来进行引导，严禁游客随意践踏而破坏地被植物；另外构建层次多样的自然植物

群落，充分利用乔－灌－草的相互结合，丰富公园植物结构层次，加强本地草本和灌木植物的应用，适当引入抗

性较强的新物种，增加了植物的种类，注重对观花、观叶等优美植物的运用，减少有毒、有飘絮、带刺等植物的

应用，提高植物的观赏性和美观性，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公园的环境效益及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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