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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认识北京城市生态系统植物的构成特点r变化趋势及保护城市植物多样性3进而为北京城市绿化提供科学基础3对北

京城区五环内各功能类型的植物进行了抽样调查r标本采集r鉴定和研究G结果表明=7#<北京城区五环内共有维管束植物 DD科

;$E属 9;C种3其中北京本地种 !ED种3占总种数的 9!s$9t3国内引进种 #9$种3占总种数的 !EsDDt3国外引进种 #$E种3占总

种数的 #DsDCtG7!<北京城区植物属的区系地理成分以北温带成分为主3占城区总属数的 !#s$9t3远低于全北京植物北温带

成分占 ;$s;$t的比例:温带亚洲物种r旧世界温带物种r世界分布物种的比例都呈减少趋势:除旧世界热带物种成分外3其它

热带物种成分的比例都有所增加G7;<城区各功能区物种丰富度从大到小的顺序为公园r学校校园r居民小区r道路r体育中心及

单位场院r广场及公共建筑G公园r学校校园植物的总种数都占城区五环内植物总种数的 9$t以上3是城区植物的物种库G但本

地植物物种比例在所有的功能区中均较低3甚至在公园与学校校园3本地物种的比例也分别只有 9;s8Ct与 9!s9!t3居民小区

和广场及公共建筑的北京本地种比例分别只有 "#s;Dt和 "$s!;tG7"<公园的乔r灌木植物多样性最高3荒地的草本植物多样

性最高3广场的草本植物多样性最低G荒地作为临时用地3草本植物种类丰富3在某种意义上也发挥着物种库的作用3这也说明

人对绿地的管理是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G79<根据植被地带性原则3应加强对具有物种库作用的公园r学校r荒

地中本地种的筛选和研究3保护本地物种资源和城市物种多样性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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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迅速扩展与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地区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5进而影响城市植物的种类组成及

其分布格局]T5D̂_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城市植物在净化城市空气‘调节城市气候‘美化城市景观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Â_研究城市植物构成及格局对于探索人为活动影响下的植物区系变化‘城市绿化和城市植物多样性的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_
二战后5城市植物及其群落的研究一直备受重视]X̂5TVZ;年初期作为城市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植物被予以专门

的研究_我国对城市植物的研究始于 TV:;年初]:aẐ5并先后在广州‘上海‘西安等城市中开展了大量工作_TVV;年以来5随着中

国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们对环境的关注5城市植物研究更加受到重视5并成为城市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BaTT̂_但以往

的研究多以城市的整个行政区域为研究对象5很少研究城市建城区内的植物构成及其区系特征]:aẐ_北京植物的研究也主要以

城区周边植物调查和分析为主]TDaDT̂_本研究拟通过调查北京城区五环内的城市植物5探讨了城市植物的种类构成‘植物区系地

理成分及不同生境类型的物种构成特征5分析了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城市植物变化5以期为城市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提供基础_

b 城市概况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5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5同时又是有着 A;;;多年建城史和 B;;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

著名古都5也是有着 TA;;多万人口的综合性特大城市]T:̂_北京隶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5西部和北部有太行山‘燕山环抱5中

部和南部是潮白河‘永定河冲积形成的大平原5总面积 TECB万 29D]B̂5市区五环内的面积为 C:DED29D_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

北京丰富的植物资源]V̂_但由于市区人口密度高5各类建筑用地比例大5绿地植物生境面积减少_

c 研究方法

cEb 调查地点与时间

本次调查是根据北京市 D;;A年地图进行分行政区选点5在五环内各行政区中选取包括学校校园‘公园‘街道‘广场及公共

建筑‘居住区‘单位场院等调查点共计 TDX个_根据我国园林绿地通用的分类方法5调查分为公共绿地‘专用绿地‘居住区绿地‘
道路绿地‘公园绿地 :类进行5并进行荒地的调查_调查时间为 D;;A年 ZaB月_

cEc 调查方法与内容

样地调查前首先进行普查以确定每一地点的植物种类5然后采取传统的样方法进行每一植物各项指标的确定_由于北京城

市各类绿地均为人工林5树种数量少5配置重复5在北京城市植物调查的预备研究中5运用d种U面积曲线累积法e5调查发现乔木

物种在 T;9fT;9样方5灌木物种在 D9fD9样方5草本植物在 T9fT9样方时物种数已经趋于稳定5所以将 T;9fT;9‘D9f

D9‘T9fT9分别定为乔木‘灌木与草本植物调查的样方标准_然后再根据北京城市植物分布特点5确定各功能区的取样地点

和取样样方数量R公园绿地共选取乔木样方 D;;个‘灌木样方 AC个‘草本样方 ZDB个5学校校园绿地共选取乔木样方 AB个‘灌

木样方 VZ个‘草本样方 TAZ个5居民小区绿地共选取乔木样方 X;个‘灌木样方 TDT个‘草本样方 TXT个5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

绿地共选取乔木样方 TA个‘灌木样方 DZ个‘草本样方 :;个5广场及公共建筑绿地共选取乔木样方 :个‘灌木样方 TA个‘草本

样方 DV个5荒地共选取乔木样方 A个‘灌木样方 C个‘草本样方 D;个5总计 T;9fT;9乔木样方 DVV个‘D9fD9灌木样方 CD:
个‘T9fT9草本样方 TTT:个_调查中记录乔木的株数‘高度‘胸径‘冠幅‘长势5灌木的株数‘高度‘盖度及绿篱的配置情况5草

本植物的高度‘盖度‘株数及生长状态等指标_
道路绿地中乔木的调查是选取每一道路中 D;;9长路段5记录单侧乔木相应的各项指标_道路绿地中灌木的调查是选取

D;;9长路段中 T9fA9样 方 共 TDB个5记 录 灌 木 相 应 的 各 项 指 标5道 路 绿 地 中 草 本 植 物 的 调 查 是 选 取 T9fT9长 的 样 方 共

TCC个5记录每一草本植物相应的各项指标_

cEg 数据的处理

WTY丰富度指数 物种丰富度指数WhY由出现在样方内的物种数估计]TB̂_

T;DDT;期 孟雪松 等R北京城市生态系统植物种类构成及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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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值的计算 $%& ’(%) *(%) $(%
式中+$%为第 %种植物的重要值+’(%为第 %种植物的相对密度+*(%为第 %种植物的相对频度+$(%为第 %种植物的相对盖

度,-./0

表 1 北京城区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结构属分布,"-/

234561 276859:;<=;>>9?@9<;=;9A98@53A=<;AB6;C;AD>;=E,"-/

分布区类型和变型

FGHIJKLJMNGNONPLK

属数

QHRHS
TNPNIU

比例 !V#
WNIMNPLUTN

- 世界分布!-# XY -"R-Y
" 泛热带分布!"# Z[ -.R-X

"\-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

!墨西哥#间断!X# - R̂XX

"\" 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Z# - R̂XX
X 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 -[ .R"[
Z 旧世界热带![# [ -R_Y
Z\- 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Y# - R̂XX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 "R[X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_# ‘ "R[X
Y 热带亚洲!印度a马来西亚#!-̂# [ -R_Y
‘ 北温带!--# [Z "-R̂.
‘\" 北极a高山!-"# - R̂XX
‘\Z 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X# _ "R_[
‘\.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Z# " R̂[[
_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 "" YR"Z
_\-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 - R̂XX
-̂ 旧世界温带分布!-Y# "- [R_-
-̂\-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 . -R[Z
-̂\"地中海区和喜马拉雅间断!-_# " R̂[[
-̂\X欧亚和南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 . -R[Z
-- 温带亚洲分布!"-# . -R[Z
-" 地中海地区]西亚至中亚!""# " R̂[[
-X 中亚!"X# Z -RX"
-Z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Z# -- XR["
-Z!bc# 喜马拉雅!".# X R̂__
-Z!bd# 中国e日本!"[# -̂ XR"_
-. 中国特有!"Y# Y "RX̂
合计!"‘# X̂Z

f !-#gHKOHhHGJLUP+!"#WUPLIHhJM+!X#iIHhRjKJU+

jkKLIUGUKJUUPlgRLHbRjONIR!mNnJMH#lJKokPMLNl+!Z#iIHhR

jKJU+jSIJMUUPlgRLHbRjONIRkPMLNl+!.#iIHhRjKJUUPliIHhR

jONIRlJKokPMLNl+![#pGlqHIGliIHhJMK+!Y#iIHhRjKJUR+IJMU

UPl jkKLIUGUKJU lJKokPMLNl+ !‘# iIHhJMUG jKJU UPl iIHhR

jkKLIUGUKJU+!_#iIHhRjKJULHiIHhRjSIJMU+!-̂#iIHhRjKJU

!rPlHamUGNKJU#!--#QHILsiNOhNIULN+!-"#jIMLJM\UGhJPN+!-X#QR

iNOhRUPlbRiNOhRlJKokPMLNlR!tWUP\LNOhNIULNu#+!-Z#vkIUKJU

UPliNOhRbRjONIRwJKokPMLNl+!-.#vRjKJUUPlQRjONIR

lJKokPMLNl+!-[#vRjKJUUPlmNnJMHlJKokPMLNl+!-Y#pGlxHIGl

iNOhNIULN+!-‘#mNlJLNIIUPNUPRxRjKJUUPlvRjKJUlJKokPMLNl+

!-_#mNlJLNIIUPNUUPlcJOUGUyUlJKokPMLNl+!"̂#vkIUKJUUPlbR

jSIJMU!bHONLJONKUGKHjkKLIUGUKJU#lJKokPMLNl+!"-#iNOhRjKJU+

!""#mNlJLNIIUPNU+xRjKJULHgRjKJU+!"X#gRjKJU+!"Z#jKJUP

LyhNKUPlKkz\LyhNK+!".#cJOUGUyU!bc#+!"[#bJPHadUhUP!bd#+

!"Y#vPlNOJMLHgsJPU+!"‘#iHLUG

!X#辛普森多样性指数 ’& -e{
|

%&-
}"%

式 中+’为 多 辛 普 森 多 样 性 指 数~}!%为 植 物 种 %的 个 体

数占群落中总个体数的比例,-_/0

" 结果与分析

"#1 北京城区植物的种类构成

北京城区五环内共有维管束植物__科+X̂Y属+.X[种0其

中蕨类植物为 X科 X属 Z种+裸子植物为 Y科 -X属 X̂ 种+双

子叶植物为 Y‘科 "X[属 Z"Z种+单子叶植物为 --科 ..属 Y‘
种0在北京城区共发现乔木 -"Y种+灌木 -̂[种+草本 "‘[种+
藤本 -Y种0

从 物 种 来 源 分 析+在 城 区 .X[个 植 物 种 中+北 京 本 地 种

"Y_种+占 总 数 的 ."#̂.V+国 内 引 进 种 -.̂ 种+占 总 数 的

"Y#__V+国外引进种 -̂Y种+占总数的 -_#_[V0表现出北京

城区植物种类构成以乡土种为主+引进种也较为丰富的特征0
从 城 市 植 物 构 成 要 素 分 析+北 京 城 区 栽 培 植 物 共 有 X"Z

种+主 要 分 布 在 蔷 薇 科 !($|%&’%’#!-X属+Z.种#+豆 科

!(’)*+%,$|%’#!-[属+"-种#+禾 本 科!-.%+%,’%’#!-̂ 属+-X
种#+菊科!$$+/$|%0%’#!--属+-.种#+木犀科!12’%&’%’#!‘属+

"-种#+松 科!}%,%&’%’#!Z属 --种#+柏 科!$*/.’||%&’%’#!X
属+-"种#+杨柳科!!%2%&%&’%’#!"科+-[种#0野生植物"-"种+
主要集中在禾本 科!""属+X̂ 种#+菊 科!"-属+X_种#+豆 科!‘
属+-X种#0可见+城区野生植物主要集中在禾本科]菊科]豆科

这 X个 大 科 中+而 栽 培 植 物 分 布 科 的 范 围 要 高 于 自 然 植 物 很

多+表现出栽培植物引进的广泛性0

"#3 北京城区植物地理成分分析

北京 城 区 X̂Z个 植 物 属 的 区 系 地 理 分 布 很 广 泛+涉 及 -.
个地理区类型0但以北温带成分为主+占 "-#̂.V+其次是泛热

带分布与世界性分布+分别为 -.#-XV和 -"#-YV+其中还有中

国特有属 Y个+占 "#X̂V!表 -#0

"R" 北京城区植物分布格局

北 京 城 区 各 功 能 区 的 植 物 种 类 本 地 种 比 例 不 高+道 路 当

地 种 比 例 最 高+也 只 有 .Z#-YV+公 园 当 地 种 比 例 仅 为

.X#‘[V+居民小区和广场及公共建筑两个类别的本地种比例

更分别只有 Z-#X_V和 Ẑ#"XV!表 "#0据调查+居民小区的北

京本地种所占比例不高0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旧小区内居住

着一些老年人+他们大多喜欢栽种花草+许多不适合生长在北

方的植物或是只适合生长在温室的外来植物也大胆的栽植到

陆地上了0而广场及公共建筑这一类别由于要烘托其宏伟的

气 势+经 常 大 面 积 采 用 银 杏!-%,4)$5%2$5%#作 为 基 调 树 种+并

配置 矮 紫 杉!6%7*|R&*|/%8%0%M9R:%,%#]小 叶 黄 杨!;*7*|

|%,%&%9UIR/%.<%=$2%%#]大 叶 黄 杨!>*$,?+*|@%/$,%&*|#]金 叶

女贞!(%)*|0.*+7<%&%.?%#等外来物种进行美化0同时大面积

"̂"" 生 态 学 报 "Z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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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国外草种草地早熟禾作为大草坪!广场及公共建筑这一类别的本地种的应用也相应少一些"

表 # 北京城区各功能类型植物来源统计

$%&’(# $)(*’%+,-./0/+%,/-+/+(%1)23+1,/-+%’%.(%/+4(/5/+0&3/’,%.(%

城市功能区678
北京本

地种698

占总种

数6:86;8

国内引进

种6<8

占总种

数6:86;8

国外引进

种6=8

占总种

数6:86;8
合计67>8

公园 ?@ABC D9E EFG<9 7FE D:HII =D 7<G:> I=D
学校校园6D8 7I9 EDGED << F7G9E II 7EG<F D:<
居民小区6F8 77F I7GF= <: F7G<: :F D9G:I D:F
道路 JK@L 7>I EIG7: I= DEGED F= D>GF7 7=D
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6I8 7>7 EFGII E9 D=G9F FD 79G=F 7<=
广场及公共建筑6E8 FE I>GDF D9 D=G<= D9 D=G<= <:
荒地 M@CNOP@QL 9F 9:G>D 7= D>GD7 7D 7DG:: =I

678RAS@QTUQVNWKQ@P@AO@C!6D8XVYKKPZ@ALC!6F8JOCWLOQNW@P@AO@!6I8[Z\VOQNOA@QLWQCNWNUNWKQZ@ALC!6E8X]U@AO@QL ÛSPWVSUWPLWQ_!

698‘@NWaOĈOVWOCWQbOWcWQ_!6:8dQNAKLUVOLĈOVWOCTAK\KNYOÂ @ANCKTeYWQ@!6<8dQNAKLUVOLĈOVWOCTAK\KaOACO@C!6=8fVVKUQNTKA; KT@PP

ĈOVWOC!67>8gKN@P

hGhGi 公园植物 公园共有植物有 =9科 D<F属 I=D种6表 F8!其中北京本地种 D9E种!国内引进种 7FE种j国外引进种 =D种

6表 D8"含属j种较多的科有菊科6D=属 ED种8j蔷薇科67E属 I<种8j禾本科6D=属 I7种8j豆科6D>属 FD种8j木犀科6<属 D7
种8"

公园共有乔木 7DD种j灌木 7>7种j草本 DEE种j藤本植物 7I种6表 D8"其中乔木层中重要值在 >H7以上的有圆柏6klmnol

pqnorosns8j毛白杨6tuvwxwsyuzroyusl8j垂柳6klxn{mlm|xuonpl8j侧柏6txly|pxl}wsu~nroylxns8j油松6tnowsylmwxlr!u~zns8j国槐

6kuvqu~l"lvuonpl8j旱 柳6klxn{zlysw}lol8j白 皮 松6tnowsmwo#rlol8!灌 木 层 中 重 要 值 比 例 在 >H7以 上 的 有 荆 条6$nyr{

or#wo}u8j铺 地 柏6klmnolv~upwzmros8j连 翘6%u~s|yqnlswsvrosl8j迎 春6&lsznowzow}n!xu~wz8j大 叶 黄 杨j金 银 木6’uonpr~l

zllp(nn8j早园竹6tq|xxusylpq|sv~lrpu{8j黄刺枚6)usl{loyqnol8j紫叶小檗6*r~mr~nsyqwomr~#nnp+G,y~uvw~vw~rl8!草 本 层 重

要值 比 例 在 >H7以 上 的 有 草 地 早 熟 禾6tulv~lyrosns8j山 麦 冬6’n~nuvrsvnplyl8j狗 尾 草6kryl~nl+n~n}ns8j藜6-qrouvu}nwz

lxmwz8j紫花地丁6$nuxl|r}urosns8j酢浆草6.{lxnspu~onpwxlyl8j高羊茅6%rsywpll~wo}nolprl8"

hGhG# 学校校园植物 学校校园共有植物 :<科 7=9属 D:<种6表 D8"其中北京本地种 7I9种j国内引进种 <<种j国外引进种

II种6表 D8"含属j种较多的科有菊科67=属 F>种8j禾本科6D7属jDF种8j豆科677科j79属8蔷薇科6=科jD7属8j杨柳科6D属

7>种8"
学校校园共发现有乔木 :E种j灌木 I<种j草本 7II种j藤本 77种6表 F8"其中乔木层中重要值在 >H7以上的有毛白杨j圆

柏j泡 桐6tlwxu/onlyuzroyusl8j油 松j国 槐j银 杏j雪 松6-r}~ws}ru}l~l8!灌 木 层 中 重 要 值 在 >H7以 上 的 有 大 叶 黄 杨j棣 棠

60r~~nl"lvuonpl8j紫丁香6k|~no#lumxlyl8j连翘j月季6)uslpqnorosns8j榆叶梅6t~wowsy~nxuml8j紫薇6’l#r~sy~urznlno}npl8j
紫 叶 李6t~wowspr~lsn!r~l8j木 槿!草 本 层 中 重 要 值 比 例 在 >H7以 上 的 有 草 地 早 熟 禾j山 麦 冬j狗 尾 草j野 牛 草6*wpqxur

}lpy|xun}rs8"

表 h 北京城区各功能类型植物分布统计

$%&’(h $)(*’%+,12/1,./&3,/-+/+2/22(.(+,23+1,/-+%’%.(%1/+4(/5/+0&3/’,%.(%
城市功能区

RAS@QTUQVNWKQ@P@AO@C

科

3@\WPZ

属

[OQUC

种

X̂OVWOC

乔木

fASKA

灌木

XYAUS

草本

4OAS

藤本

5W@Q@

合计

gKN@P
公园 ?@AB =9 D<F I=D 7DD 7>7 DEE 7I I=D
学校校园 XVYKKPZ@AL :< 7=9 D:< :E I< 7II 77 D:<
居民小区 JOCWLOQNW@P@AO@ :I 7<< D:F 9: I: 7I9 7F D:F
道路 JK@L EI 7FF 7=D E9 DE 7>F < 7=D
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678 E< 7FD 7<= I= F: =: 9 7<=
广场及公共建筑6D8 I> :9 <: F7 7D I7 F <:
荒地 M@CNOP@QL FE :: =I 7< 7D 9D D =I

678[Z\VOQNOA@QLWQCNWNUNWKQZ@ALC!6D8X]U@AO@QL ÛSPWVSUWPLWQ_C

hGhGh 居民小区植物 居民小区共有植物 :I科 7<<科 D:F种6表 F8"其中北京本地种 77F种j国内引进种 <:种j国外引进种

:F种6表 D8"含属j种较多的 科 有 菊 科6D7属 FD种8j禾 本 科67<科 DD种8j蔷 薇 科67>属!D9种8j豆 科67I属 79种8j百 合 科

6’nxnlprlr86:属 7>种8"

F>DD7>期 孟雪松 等6北京城市生态系统植物种类构成及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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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小区共有乔木 !"种#灌木 $"种#草本 %$!种#藤本 %&种’表 &()其中乔木层中重要值在 *+%以上的有毛白杨#栾树

’,-./0.12.034546371/424(#旱柳#泡桐#刺槐’8-936345:.1;-474734(#加杨’<-51/1:7464;.6:3:(#油松#银杏#国槐=灌木层重要值

比例在 *+%以上的有小叶黄杨#月季#大叶黄杨#紫叶小檗#金叶女贞#紫丁香#连翘=草本层中重要值比例在 *+%以上的有草地

早熟禾#高羊茅#马唐’>3?324034:46?1364/3:(#野牛草#狗尾草)

@A@AB 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植物 体育中心及广场共有植物 CD科 %&E属 %DF种’表 &()其中北京本地种 %*%种#国内引进种

C!个#国外引进种 &E种’表 E()含属#种较多的科有菊科’%&属 E$种(#禾本科’%&科 %!种(#蔷薇科’%%属 E%种(#豆科’%*属

%$种()
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共有乔木 $F种#灌木 &"种#草本 F"种#藤本 !种’表 &()其中乔木层中占优势的有国槐#旱柳#油松=

灌 木层中占优势的有大叶黄杨#小叶黄杨#紫丁香#珍珠梅’G-094034H303/-I33(=草本层中占优势的有草地早熟禾#野牛草#高羊

茅#马唐#狗尾草)

@A@AJ 广场及公共建筑植物 广场及公共建筑共有植物 $*科 "!属 D"种’表 &()其中北京本地种 &C种#国内引进种 E!种#
国外引进种 E!种’表 E()除菊科’F属 F种(#禾本科’D科 D种(外=各植物种基本分散于其它各科中)

广场及公共建筑植物共有乔木 &%种#灌木 %E种#草本 $%种#藤本 &种’表 &()乔木层主要有银杏#毛白杨#国槐#毛泡桐#臭

椿’K3/462L1:4/23::3M4(#油松#榆树’N/M1:51M3/4(#白皮松#圆柏#龙爪槐’G-5L-04O45-6374PA5.6;1/4(#加杨#旱柳#桑’Q-01:

4/94(#构 树’R0-1::-6.234545S03T.04(#雪 松#合 欢’K/93U34O1/3903::36(#龙 柏’G493647L36.6:3:VWAX,43U174Y(#玉 兰’Q4?6-/34

;.61;424(=灌 木 层 主 要 有 刺 柏’Z1635.01:T-0M-:464(#月 季#矮 紫 杉#刺 槐#小 叶 黄 杨#金 叶 女 贞#珍 珠 梅#西 府 海 棠’Q4/1:

M370-M4/1:(#碧桃’<0161:5.0:374VWA>15/.[(#爬山虎’<402L.6-73::1:20371:53;424(#紫叶小檗#紫薇#大叶黄杨组成=草本层主

要是由草地早熟禾构成=很少见杂草)

@A@A\ 道路植物 道路共有植物 C$科 %&&属 %FE种’表 &()其中北京本地种 %*$种#国内引进种 $F种#国外引进种 &F种’表

E()
按 生 活 型 统 计=乔 木 有 C!种#灌 木 有 EC种#草 本 有 %*&种#藤 本 有 D种’表 &()乔 木 层 中 主 要 有 有 国 槐#毛 白 杨#白 蜡

’]04[361:7L36.6:3:(#银杏#圆柏#油松#栾树#臭椿#绦柳’G4/3[M42:1;464Ŵ_A5.6;1/4(#元宝枫’K7.020167421M()两旁的绿篱

主要由月季#大叶黄杨#连翘#小叶黄杨#铺地柏#金叶女贞#五叶地锦#紫叶小檗#碧桃#紫薇构成)路旁草地主要由草地早熟禾构

成=也有不少地段配置野牛草#高羊茅#山麦冬)路边野草最为多见的有狗尾草#藜#马唐)

@A@A‘ 荒地植物 由于北京城市化程度高#城区用地紧张=在城区五环内很少见成片的无人管理的荒地)仅有的几块荒地也只

不 过是作为临时用地=有待开发)发现共有植物 &C科#""属#F$种’表 &()其中北京本地种 !&种#国内引进种 %F种#国外引进

种 %E种’表 E()主要集中在菊科’F属 %E种(#禾本科’%*属 %*种(#蔷薇科’C属 F种(#豆科’!属 D种()
荒 地 中 共 有 乔 木 %D种#灌 木 %E种#草 本 !E种#藤 本 E种’表 &()乔 木 层 主 要 有 白 蜡#油 松=灌 木 层 主 要 有 荆 条’a32.[

6.?16;-(#酸枣’b3U35L1:O1O194Ŵ_A:536-:4(=草本层主要有扫帚菜’,-7L34:7-54034PA2037L-5LS//4(#狗尾草#野牛草#山麦冬#
朝天委陵菜’<-2.623//4:15364(#藜#稗)因为城区的乔木除了人们栽培的以外=已经不能够自然生长和更新了=所以城区的荒地

中也主要是土地清理过程中的残存植物cDd)

@AB 各功能类型植物多样性与丰富度分析

图 % 北京城区五环内各功能区植物丰富度比较

efgA% hijkl̂mnokjVfjo_fVimjoopPŴ_fpqoPqmVnfpm̂l̂_ĵofmrjfsfmgq_t̂mjVpouonjv

@ABAw 不同生活环境植物丰富度比较 北京城市各功能区的植物丰富度以草本植物最高=其次是乔木植物=灌木植物=藤本植

物丰富度最低’图 %()草本植物种类明显高于乔木#灌木#藤本植物=是由于城市植物中的野生植物多为草本植物=使得草本植

物种类丰富=丰富度指数高)而城区乔#灌木植物多为栽培植物=城市绿化又强调以乔木为主体=所以乔木植物的丰富度要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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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植物的丰富度!藤本植物在各功能区植物配比上所占比例很小"这也说明城区垂直绿化建设的不足!
城区各功能区物种丰富度以公园最高"依次为学校校园#居民小区#道路#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广场及公共建筑"公园的物

种丰富度明显高于其它类别"表明公园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城市植物物种库的作用!广场的物种丰富度偏低"与广场所要体现$开

阔"宏伟%的主题相吻合!荒地因其生境特殊"乔#灌木植物很少见"野生草本植物为主!

&’(’) 不同生活环境植物多样性比较 公园的乔#灌木多样性最高"荒地的草本植物多样性最高"广场的草本植物多样性最低

*表 +,!
表 ( 北京城区各功能区植物物种多样性比较

-./01( -2130.456/7897:1;675<8=97==1;145=>4?5784.0.;1.674

@17A74B>;/.41?86<651C

城市功能区D

乔木多样性

EFGHIJFKL
MNOIPMI

灌木多样性

EFGHIJFKL
MNJQIRP

草本多样性

EFGHIJFKL
MNQHIPJ

公园 SOIT U’VWVW U’V+VX U’YZZ[
居民区 \HJF]ĤKFO_OIHO U’VWYY U’X+UX U’ZUWU
学校校园 ‘aQMM_ U’VbbZ U’VUWW U’ZcbZ
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d U’Y[+Y U’Y+[+ U’YWcV
广场及公共建筑e U’XZWb U’Yb+U U’cV[+
道路 \MO] U’XZb[ U’VUbU U’XYbX
荒地 fOJKH_Ô] U’[VWV U’ZZYW U’YXWU

DgIPÔ NR̂aKFM̂O_OIHOJhdiLjaĤKHIÔ]F̂JKFKRKFM̂O_LOI]Jh

e ‘kROIHÔ]lRP_FaPRF_]F̂mJ

公园由于是半封闭场所"人为影响要少于其它各功能区"
更接近自然"所以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和均匀"多样性指数相应

高一些!而荒地由于人为管理与干扰极少"草本植物占绝对优

势"其多样性最高!广场及公共建筑的草本植物多样性明显低

于其它"是因为市区广场经常采用大面积的草地早熟禾草坪"
自然生长的草本植物很少见!

( 结论

*b,北京城区植物种类比较丰富"引进物种种类多!五环

内共有植物 VV科 WUX属 [WZ种!其中蕨类植物 W科 W属 +种"
裸子植物 X科 bW属 WU种"双子叶植物 XY科 cWZ属 +c+种"单

子 叶 植 物 bb科 [[属 XY种"其 中 北 京 本 地 种 占 总 种 数 的

[cnU[o"国内引进种占总种数的 cXnVVo"国外引进种占总种

数的 bVnVZo!比较全北京共有植物 cbWX种"本地种 b[bY种"
栽培引种 ZbV种p+q"城区本地种仅占全北京本地种的 bYnWYo"而城区引种占全北京引种植物的 +bn[co!可见"城区引种植物

占的比例高"城区乡土植物利用不够!

*c,北京城区五环内的植物属的区系地理成分复杂"分布广泛"涉及 b[个地理类型区!与全北京的植物属的区系地理成

分pbcq相比可以发现r城区植物属的地理分布与全北京市植物属的地理分布均以北温带成分为主"但是城区植物属的北温带成

分比例下降"从全市的 WUnWUo降为 cbnU[o!同时"温带亚洲分布植物属比例从全市的 +nWbo下降为城区的 bnZ+oh旧世界温

带分布植物属比例从全市的 cnXbo下降为城区的 bnVXoh世界分布植物属比例从全市的 bcnXZo下降为城区的 bcnbXo!而泛

热带成分都明显增加"从 bbnZ+o"提高到 b[nbWo!这说明由于人类对自然生境的强烈改造与植物的大量引进使城市植被及其

区系特征受地带性自然条件的影响程度减弱"受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方式影响的强度程度增强!

*W,城区各功能类型植物物种丰富度大小顺序为公园s学校校园s居民小区s道路s体育中心及单位场院s广场及公共

建筑!在这些类别中"物种数占城区总物种数 [Uo以上的有公园#学校校园和居民小区!但公园#学校校园等所含乡土种占城区

乡土种比例仅有 [WnYZo与 [cn[o!可见"公园和学校虽比较物种丰富"在某种意义上起着物种库的作用"但对本地种的应用与

保护还不够!

*+,在植物多样性的比较上"公园的乔#灌木植物多样性位于首位"荒地的草本植物多样性最高"广场的草本植物多样性最

低"说明城区各功能区植物多样性的大小与人为因素有很大关系!荒地作为临时用地"物种丰富"在一定意义上也起着物种库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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