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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地区河岸带的植被特征及其与河岸硬度的关系
———以晋江市为例

张　 昶１，２，王　 成１，２，孙睿霖１，２，郄光发１，２，梁冰晶１，２，金佳莉１，２，李喆靓１，２

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 国家林业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确立了滨河河道硬度与滨河土地硬度两个指标，用以研究城市化地区河岸带的植物构成、多样性与均匀度、优势植物等特

征与河岸硬度的关系。 选定晋江市都市区 １２ 条主要河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样地调查收集数据，并采用相应指数进行数据处

理分析，结果表明：（１）调查河流的河岸带植被物种共计 ７０ 科 １４３ 属 １５９ 种，其中乔木 ２０ 科 ３０ 属 ４１ 种，灌木 １５ 科 １５ 属 ２０ 种，

草本 ３５ 科 ９８ 属 ９８ 种，草本居主导地位，河流间种类分布不均衡；（２）河岸带植物乔灌草区系均以广义热带性成分居多，其次为

世界性成分、温带性成分，无中国特有分布类型，乔木中广义热带成分占绝对主导，直观反映地带性特征，灌木与草本中的温带

成分多于乔木中的温带成分，类型趋于多元，种类更丰富；（３）从河岸植被优势植物构成来看，主要优势乔木与灌木基本为本土

植物，而主要草本中外来植物入侵严重，对地带性植物景观的指示显然不及乔木与灌木；（４）从河岸植被的人工美学属性来看，

灌木优势植物中园林观赏植物的种类数显著多于乔木、草本优势植物，反映出晋江人工审美主导的滨河景观空间主要改变与塑

造了灌木层植被景观；（５）从河岸植物的人居需求属性来看，龙眼、杨桃等多见于庭院林、水岸林的水果树种也在河岸植被中频

繁出现，反映出人口密集区由于对植物生产用途的重视而对河岸植被产生的影响；（６）滨河土地硬度与河道硬度对河岸带灌木

植物的影响最强烈，二者均对河岸带植物多样性造成威胁，且前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后者直接影响了河岸植物的分布形态，

出于生产与审美目的的人为干扰对河岸带植物优势种的影响力随滨河硬度的增加而加强，低滨河硬度有助留存原生植被群落；

（７）天然弯曲的河流形态对河流植被特征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保留更多本土植被类型，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乔灌草的植物

种类，但这种缓和作用无法根本扭转河岸硬化对植物多样性的胁迫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化地区河流的岸带植被特征与沿

线人为干扰类型和强度密切相关，恢复与塑造河岸生态景观要以乡土植被为主，通过乔木景观塑造地带性景观，并以灌木与草

本丰富植被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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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７） Ｃｕｒｖｅ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ｈ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ｈａ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ｒｉｃｈｅｒ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ｈｒｕｂ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ｕｅ ｔｏ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ｕｒｖｅ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ｖ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ｚｏｎ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ｏ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ｒｅ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河岸带生态系统（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位于河流与陆地交界处的两边，直至河水影响消失的区域，其范围

包括河流廊道的高低水位之间以及从河流高水位至被洪水影响的高低区域，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

的生态过渡区［１⁃３］。 国内外对此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岸带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动态特

征［４⁃５］、物理和生态特征［６⁃７］、功能特性以及其多元评价与恢复重建［８⁃１１］、河岸带和环境的相互影响［１２］ 等方面，
且对河岸带植被特性的研究亦逐渐兴起和发展，是当今植物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３］，我国对河岸带植

被类型、格局、物种多样性［１４⁃１７］ 等已展开了大量研究。 目前，国外开始越来越关注人为活动对河岸带的影

响［１８⁃１９］，而我国很多研究还主要针对的是山地自然河流和平原农区的河流，对城镇化地区河流的研究相对较

少。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地区的河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河道裁弯取直、河岸河床硬化、河岸带破坏等成为

非常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河流生态系统退化、河流水质恶化、河流断流缺水、河岸景观自然风貌消失等问题

日益突出。 河流是贯穿于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廊道，对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非常重要。 城镇化地区如何

建设河流生态与景观，是我国城镇化地区急需破解的生态建设命题。 福建省晋江市是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发展

快、乡镇企业发达的典型城市，是以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就地城镇化为特色的地区，城镇化率高达 ６４％，其河

流生态景观的变迁是我国东南沿海城镇化地区河流生态景观变化的一个典型缩影。 本文对其境内的河流展

开其河岸带的植被特征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探索城镇化地区河岸带物种及区系特征、生物多样性与沿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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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土地利用的关系，以期为东南沿海城镇化地区河流生态景观建设与河岸带保护提供帮助。

１　 研究地区

晋江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泉州市东南部，晋江下游南岸。 市域河网密度大、河道浅窄、源近而流短，除晋

江、九十九溪外其他溪河均发源于县境的丘陵、台地，且自成单元向东、向南独流入海。 这种城镇化模式和河

流特征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 本研究主要选定 １２ 条主要河流为研究对象，该 １２ 条河

流分布于晋江市域内各个方向。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植被特征研究方法

２．１．１　 样地调查［２０］

根据环境和植被代表性原则，本研究设置典型调查样地 ４６ 个。 在样地内按照样带法，从河滩处开始每隔

３ ｍ 设置一个样方，至河岸带边缘。 其中，草本样方为 １ ｍ×１ ｍ，灌木为 ５ ｍ×５ ｍ，乔木为 ５ ｍ×５ ｍ。 调查涉及

主要指标分为：乔木的名称、株数、胸径；灌木的名称、株数 ／丛数、覆盖度；草本的名称、株数（丛生型或莲座型

分开计算株数，大片分布的则调查代表性的 ２５ ｃｍ×２５ ｃｍ 面积中的株数再按面积推算样方株数）、高度、覆
盖度。
２．１．２　 多样性衡量指标

•重要值计算［２１］：乔木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优势度＋相对频度） ／ ３；草本重要值＝（相对高度＋相对盖

度＋相对频度） ／ ３；灌木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盖度＋相对频度） ／ ３。
• Ｐａｔｒｉｃｋ 丰富度指数（Ｒ）：Ｒ＝Ｓ，Ｓ 为群落物种数

•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 Ｈ ＝－ ∑ ｓ

ｉ ＝ １
ＮｉＬｎＮｉ ，Ｎｉ为第 ｉ 种个体的重要值

•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Ｊ＝Ｈ ／ ＬｎＳ，Ｓ 为群落物种数

２．１．３　 植物区系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的划分标准［２２］，并考虑晋江市河流受城市化的影响而导致

的绝大多数的属内仅含一个种的特点，以属的分布异同来对晋江市 １２ 条河流河岸带植物进行地理成分的

划分。
２．２　 河流形态计算评价方法

以弯曲系数表征河流基本形态特点，结合研究河流的长度与直线长度数据，按照公式可计算得出每条河

流的弯曲系数。
• 弯曲系数（Ｋａ）：Ｋａ＝Ｌ ／ ｌ ， Ｌ 为河段实际长度 ，ｌ 为河段的直线长度

Ｋａ 值越大，河段越弯曲。 通常 Ｋａ＞１．３，弯曲河流，反之平直河流。
２．３　 河岸硬度（ｓｈｏｒｅ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分析方法

采用土地利用图、卫星影像分析与现场徒步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每条河流进行河岸沿线土地利用

方式、河岸性质进行调查。 为了深入分析土地利用类型、河岸硬化对等人为活动对河岸植被的影响，本研究提

出了滨河土地硬度（ｌａｎｄ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和滨河河道硬度（ｂａｎｋ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两个指标来表征河岸硬度。
（１）滨河土地硬度：目前晋江市河流沿线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是农田和各类建设用地，这也是未来河岸带

建设重点要考虑的背景土地特征。 因此，本研究提出滨河土地硬度的概念，是指河流沿线为耕地的岸线长度

与沿线为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的岸线长度之比。 前者大于后者，记为 １，表示土地硬度较低，后者大于前者，记
为－１，表示土地硬度较高，二者趋近（差值百分比小于 １％），土地利用硬度为 ０。

（２）滨河河道硬度：城市化地区的河道渠化是晋江河道硬化的主因之一，因此本研究以滨河河道硬度表

征河道人工渠化程度，是指河岸渠化长度与整个河岸长度之比。 滨河河道硬度＝（左岸渠化河段长度＋右岸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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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河段长度） ／ ２×河流长度。 本文记滨河河道硬度＞５０％，即超过 １ ／ ２ 的河道被渠化时，为河道高度硬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晋江市河岸带的植物构成

本次调查的 １２ 条河流，共记录到植物有 ７０ 科 １４３ 属 １５９ 种。 按植物生活型来分，乔木植物 ２０ 科 ３０ 属

４１ 种，灌木植物 １５ 科 １５ 属 ２０ 种，草本植物 ３５ 科 ９８ 属 ９８ 种（表 １）。

表 １　 晋江河岸带植被物种构成情况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河流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乔木种数
Ｎｏ．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乔木种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灌木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灌木种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草本种数
Ｎｏ．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草本种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总植物种类
Ｎｏ．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调查植物
种类总量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九十九溪 １４ ３４％ １３ ６５％ ５８ ５９％ ８５ ５３％

东溪 １０ ２４％ ２ １０％ ３５ ３６％ ４７ ３０％

阳溪 １０ ２４％ ４ ２０％ ４５ ４６％ ５９ ３７％

钞井 １０ ２４％ ３ １５％ ２３ ２３％ ４６ ２９％

埭边 ２ ５％ ３ １５％ １６ １６％ ２１ １３％

南低干渠 ５ １２％ ０ ０％ １２ １２％ １７ １１％

梧桐溪 ６ １５％ １ ５％ １７ １７％ ２４ １５％

梧垵溪 ８ ２０％ ３ １５％ １３ １３％ ２４ １５％

可幕 ７ １７％ １ ５％ １２ １２％ ２０ １３％

潘径 １０ ２４％ ３ １５％ ３９ ４０％ ５２ ３３％

港塔 ８ ２０％ ３ １５％ ２２ ２２％ ３３ ２１％

坝头 １９ ４６％ ８ ４０％ ２３ ２３％ ５０ ３１％

总体情况 Ｏｖｅｒａｌｌ ２０ 科 ３０ 属 ４１ 种 １５ 科 １５ 属 ２０ 种 ３５ 科 ９８ 属 ９８ 种 ７０ 科 １４３ 属 １５９ 种

上述结果表明，草本植物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占总科数的 ５０％总种数的 ６１．６％，而灌木和乔木种类相

对较少，该结果与国内在北京、辽宁等地河流相关研究发现的规律是一致的［２０，２３－２４］，这反映了河岸植物群落

以草本植物种类居多的基本特征。 同时，从不同河流植物种类所占比重来看，九十九溪植物种类共计 ８５ 种占

总调查的 ５３％、东溪 ４７ 种占 ３０％、阳溪 ５９ 种占 ３７％、钞井溪 ４６ 占 ２９％、埭边溪 ２１ 种占 １３％、南堤干渠 １７ 种

占 １１％、梧桐溪 ２４ 种占 １５％、梧垵溪 ２４ 种占 １５％、可幕溪 ２０ 种占 １３％、潘径溪 ５２ 种占 ３３％、港塔溪 ３３ 种占

２１％、坝头溪 ５０ 种占 ３１％。 这一分析表明，晋江市河流物种构成分布存在非均衡的情况，这种在同一气候与

地理属性带内非均衡的物种构成情况，说明其与城市化地区河流的个体特征存在较高联系。
３．２　 晋江市河岸带的植物区系

通过分析所有植物种类的分布区类型，统计各类型所占有的比例（表 ２）。

表 ２　 晋江河岸带植物区系的分布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大类区系类型比例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１ 世界分布 １９．４８％ 世界分布 １９．４８％

２ 泛热带分布 ３１．１７％ 广义热带成分 ６２．３８％

２－１ 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 １．３０％

２－２ 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 １．３０％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 ９．０９％

４ 旧世界热带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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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大类区系类型比例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６．４９％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１．９５％

７ 热带亚洲 ６．４９％

８ 北温带 ５．８４％ 广义温带成分 １８．１８％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 ０．６５％

８－５ 欧亚和南美洲温带间断 １．３０％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 ４．５５％

１０ 旧世界温带 ０．６５％

１０－１ 地中海区、西亚和东亚间断 １．９５％

１４ 东亚 ２．６０％

１４ＳＪ 中国⁃日本 ＳＪ ０．６５％

晋江市河岸带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布类型多样，但主要以广义的热带类性质为主，表现为热带特性，各类

热带成分总计分布类型达 ６２．３８％，符合晋江市所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大气候环境特点。 同时受沿岸

植被和河流本身环境的双重影响，出现 １９．４８％的世界分布类型与 １８．１８％的广义温带成分，植物区系比较

复杂。

图 １　 不同生活型植物区系的分布类型比例

Ｆｉｇ．１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

进一步对不同生活型植物的区系构成做相应统计。 从图 １ 可以看出，热带成分在乔木中比重达到 ８８％，
占据绝对的优势，这表明晋江河岸植被中乔木植物虽然种类不多，但更能体现本地气候与植被特征，对凸显河

岸带原生的植被风貌中的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温带成分在乔木中占 ９％，而在草本与灌木中却分别达

到了 １９％与 ３５％，这表明灌木与草本植物由于种类繁多，分布类型越来越趋于多元，植物区系构成更为复杂，
对地带性特征的反映虽不如乔木植物明显，但却能够形成更加多样的植物景观。 同时，对于不同河流的统计

分析表明，虽河岸带植物构成在不同河流间分布非均衡，但各条河流的区系构成具有热带成分均居主要地位

的相同特点，晋江河岸植被总体遵从其大气候区域特征，但不同植物生活型与不同河流之间存在差异，其中乔

木树种对于景观的外貌具有主导的影响作用，是河流生态景观风貌形成的主要控制要素。 因此，在今后河流

滨河植被景观建设中，要注重乔木景观的对地带性风貌的塑造，并充分利用草本和灌木来丰富滨河植物景观。
３．３　 晋江市河岸带的优势植物

计算并统计 １２ 条河流河岸带乔、灌、草植物的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ＩＶ），前 １０ 位的植物见表 ３。 其中

乔木依次为银合欢 （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小叶榕 （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相思树 （ Ａｃａｃｉａ ｃｏｎｆｕｓａ）、 桉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木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 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龙眼（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旱柳（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ａｎｔａｌｙ）、杨桃（Ａｖｅｒｒｈｏａ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灌木依次为蓖麻（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马

５　 １２ 期 　 　 　 张昶　 等：城市化地区河岸带的植被特征及其与河岸硬度的关系———以晋江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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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丹（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九里香（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ｘｏｔｉｃａ）、枸杞（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毛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ｕｌｃｈｒｕｍ）、黄
杨（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金叶假连翘（Ｄｕｒａｎｔａ ｒｅｐｅｎｓ）、小蜡（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爬山虎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ｓｅｍｉｃｏｒｄａｔａ）；草本依次为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羊蹄（Ｒｕｍｅ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小飞蓬（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空心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肿柄菊（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ｕ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葎草（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芦
苇 （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 狗 牙 根 （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 龙 葵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 银 胶 菊 （ Ｐａｒｔｈｅｎｉｕｍ
ｈｙｓｔｅｒｏｐｈｏｒｕｓ）。

表 ３　 晋江河岸带植被不同生活型植物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ｐ ｔｅｎ） ｉｎ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

乔木 Ｔｒｅｅ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草本 Ｇｒａｓｓ

名称 Ｎａｍｅ ＩＶ 名称 Ｎａｍｅ ＩＶ 名称 Ｎａｍｅ ＩＶ

１ 银合欢 ０．１７ 蓖麻 ０．３７ 鬼针草 ０．１６

２ 小叶榕 ０．１４ 马樱丹 ０．１４ 羊蹄 ０．０７

３ 相思树 ０．１１ 九里香 ０．１１ 小飞蓬 ０．０６

４ 桉树 ０．０８ 枸杞 ０．１０ 空心莲子草 ０．０６

５ 木麻黄 ０．０８ 毛杜鹃 ０．０７ 肿柄菊 ０．０６

６ 榕树 ０．０５ 黄杨 ０．０４ 葎草 ０．０５

７ 龙眼 ０．０５ 火棘 ０．０３ 芦苇 ０．０５

８ 朴树 ０．０４ 金叶假连翘 ０．０３ 狗牙根 ０．０４

９ 旱柳 ０．０３ 小蜡 ０．０２ 龙葵 ０．０３

１０ 杨桃 ０．０３ 爬山虎 ０．０２ 银胶菊 ０．０３

从植物的本地乡土属性来看，１０ 种优势乔木与灌木基本为本土植物，而草本植物中有空心莲子草、肿柄

菊、银胶菊 ３ 种外来植物，特别是空心莲子草为入侵物种，说明晋江市河岸带植被受到了外来植物的严重入

侵，本地草本植物被挤压，对地带性植物景观的指示显然不及乔木与灌木；从植物的人工美学属性来看，１０ 种

优势乔木中小叶榕为园林观赏植物，灌木中有九里香、毛杜鹃、黄杨、火棘、金叶假连翘、小蜡等 ６ 种园林景观

灌木，草本无特殊人工园林地被，这一结果反映出晋江人工审美主导的滨河景观空间主要改变与塑造了灌木

层植被景观，使人工景观化河段呈现出平面绿纹美观但立体绿量欠缺的现状，也反映出乔木与草本植物的合

理构景潜力；从植物的人居需求属性来看，植物的生产用途主要反映在乔木上，１０ 种乔木中有龙眼、杨桃两种

乡土水果树种，主要由河流沿线村镇居民出于生产生活补给、村落美化、吉祥寓意等原因而自发栽种，多见于

庭院林、水岸林，甚至水口林等，反映出河流沿线村镇对河岸带植物用途的影响，也指示了该地域乡村人居需

求，从某种角度还折射出地域性的村居文化。
３．４　 河岸硬度对河岸植被特征的影响

晋江市河岸带的植物特征与在不同河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该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对河道、河岸以及

沿河土地等河流景观要素长期的人为干扰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天然河岸的状态属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人

为干扰对河岸带植物构成、多样性、优势植物的影响，这里按照滨河土地硬度与滨河河道硬度的差异将 １２ 条

河流划分为四种类型（表 ４）。 类型Ⅰ：滨河河道、土地硬度均较高，即沿线以城镇工矿建设用地为主且河道高

度渠化的河流，见于九十九溪、南堤干渠、梧桐溪、可幕溪、埭边溪；类型Ⅱ：滨河河道、土地硬度均较不高，即沿

线以农耕地为主且河道渠化率较低的河流，见于钞井溪、港塔溪、坝头溪；类型Ⅲ：滨河河道硬度高但土地硬度

低，即沿线农耕地较主要但河道高度渠化的河流，见潘径溪、阳溪、东溪；类型Ⅳ：滨河河道硬度低但土地硬度

高，即沿线城镇工矿建设用地为主但河道渠化率较低的河流，见于梧垵溪。
３．４．１　 滨河硬度对河岸带植物构成的影响

结合表 １ 可知，无论那种类型的河流均表现为草本种类居主的状态，但滨河硬度较低的类型Ⅱ普遍比其

他类型的河流具有更多的乔木、灌木、草本及总的植物种类，这说明了滨河硬度对河岸带植被具有直接的胁迫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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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九十九溪的结果较为特殊，九十九溪滨河河道与土地硬度均较高，但也同样维持了较多的植物种类，
这应该与其形态特征有关，将在后面探讨。

表 ４　 滨河土地、河道硬度及河流类型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ｌａｎ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ｙｐｅｓ

河流名称
Ｎａｍｅ

滨河河道硬度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ｂａｎｋ

滨河土地硬度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ｌａｎｄ

类型
Ｔｙｐｅ

河流名称
Ｎａｍｅ

滨河河道硬度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ｂａｎｋ

滨河土地硬度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ａｒｄｅｎｅｄ ｌａｎｄ

类型
Ｔｙｐｅ

九十九溪 ０．８４ －１ 类型Ⅰ 梧桐溪 ０．５６ －１ 类型Ⅰ

东溪 １．００ １ 类型Ⅲ 梧垵溪 ０．４０ －１ 类型Ⅳ

阳溪 ０．７０ １ 类型Ⅲ 可幕溪 ０．７９ －１ 类型Ⅰ

钞井溪 ０．２５ １ 类型Ⅱ 潘径溪 ０．６２ １ 类型Ⅲ

埭边溪 ０．９５ －１ 类型Ⅰ 港塔溪 ０．２５ １ 类型Ⅱ

南堤干渠 ０．８９ －１ 类型Ⅰ 坝头溪 ０．３７ ０ 类型Ⅱ

　 　 滨河河道硬度＞０．５ 时河道高度硬化，滨河土地硬度为－１ 时土地高度硬化

３．４．２　 滨河硬度对河岸带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晋江 １２ 条河流的多样性指数 Ｈ 与均匀度指数 Ｊ 的计算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不同河流的 Ｈ、Ｊ 值

Ｔａｂｌｅ ５　 Ｈ， Ｊ，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

河流
Ｎａ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Ｊ

河流
Ｎａ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Ｊ

九十九溪 ８．３２ １．８７ 梧桐溪 ４．１２ １．３

东溪 ５．２６ １．３７ 梧垵溪 ４．６ １．４５

阳溪 ６．２８ １．５４ 可幕 ３．７６ １．２６

钞井 ５．０６ １．３２ 潘径 ６．４１ １．６２

埭边 ４．５ １．４８ 港塔 ５．７１ １．６３

南低干渠 １．２６ １．２６ 坝头 ６．１８ １．５８

　 　 多样性与均匀度指数分别取均值 ５．１２、１．４７ 为临界值，表中加粗数值为超过临界值的数值

由表 ５ 可知，晋江 １２ 条河流多样性指数均值为 ５．１２，九十九溪、东溪、阳溪、潘径溪、港塔溪、坝头溪在该

值以上，其余不及均值多样性相对较差；均匀度均值为 １．４７，九十九溪、阳溪、埭边溪、潘径溪、港塔溪、坝头溪

超过均值，河岸植物群落分布较均匀，其余河流分布则较为参差。 结合不同河流滨河硬度类型的划分可知，类
型Ⅰ的河流，除九十九溪外，基本表现出低多样性与低均匀度的状况；类型Ⅱ的河流，除钞井溪外，基本表现出

高多样性与高均匀度的状况；类型Ⅲ的河流，除东溪外均具有高多样性值与高均匀度值的特征；类型Ⅳ的河

流，其多样性与均匀度均很低。
这一结果说明滨河土地硬化与河道硬化度会对河岸带植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并造成植物群落分布地点的

参差不齐，且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当滨河沿线主要为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时（类型Ⅰ、类型Ⅳ），即
使河岸渠化率较低（类型Ⅳ）也势必使河岸植物多样性与均匀度都下降，形成较为单调残破且不连续的河岸

植被带；而当滨河沿线主要为农耕用地时（类型Ⅱ、类型Ⅲ），即使河岸渠化率略高（类型Ⅲ）亦能使河岸保持

种类较为丰富、群落分布较为均匀的植被带。 进一步分析较为特殊的九十九、钞井溪、东溪：九十九溪异于其

它河流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最长的河流形态，能够涵盖更多的生境和植物种类，同时其穿越的城镇也更多，而这

些地区的岸线基本上为石砌堤坝，造成了其较为单一的人工筑堤河岸；钞井溪沿线虽主要为农耕用地且渠化

率低，但较之其他河流，其规整的农耕地直接接触水体，蜿蜒的河岸消落缓冲带几乎不可见，造成其单一破碎

的河岸植被带；东溪则是由于河流裁弯取直并全线渠化。 因此，不同的渠化方式对河岸带植被群落分布的直

接影响较大，堤岸材质、堤岸高度、堤岸修筑形式等差异造成了其异于其他河流的低河岸带植物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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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　 滨河硬度对河岸带优势植物的影响

统计 １２ 条河流不同生活型重要值前 ３ 位的植物，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晋江不同河流河岸带植被不同生活型重要值前 ３ 位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６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ｐ ｔｈｒｅ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

河流名称 Ｎａｍｅ 乔 Ｔｒｅｅ 灌 Ｓｈｒｕｂ 草 Ｇｒａｓｓ

九十九溪 桉树、小叶榕、龙眼 蓖麻、马樱丹、九里香 芦苇、葎草、空心莲子草

潘径溪
大叶相思 Ａｃａｃｉ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苦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小叶榕

蓖麻、马樱丹、枸杞 空心莲子草、羊蹄、小飞蓬

港塔溪
柳叶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ｓａｌｉｇｎａ、
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木麻黄

蓖麻、马樱丹、枸杞
水莎草 Ｊｕｎｃｅｌｌｕｓ 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ｓ、小藜 Ｃｈｅｎｐｏｄｉｕｍ
ｓｅｒｏｔｉｎｕｍ、肿柄菊

坝头溪 银合欢、相思树、木麻黄 蓖麻、马樱丹、爬山虎
鬼针草、肿柄菊、麻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ａｔｉｆｌｏｒｕｓ

钞井溪 银合欢、木麻黄、桑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蓖麻、马樱丹、小蜡 羊蹄、肿柄菊、小飞蓬

埭边溪 木麻黄、槐树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蓖麻、马樱丹、枸杞 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羊蹄、小飞蓬

东溪 银合欢、榕树、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马樱丹、九里香 小飞蓬、羊蹄、龙葵

可幕溪 朴树、相思树、银合欢 蓖麻 鬼针草、羊蹄、空心莲子草

南堤干渠 木麻黄、小叶榕、银合欢 鬼针草、芦苇、美人蕉 Ｃａｎ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

梧垵溪 银合欢、相思树、桉树
蓖麻、马樱丹、三角梅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ｇｌａｂｒａ 鬼针草、狗牙根、肿柄菊

梧桐溪
银合欢、橡皮榕 Ｆｉｃｕｓ ｅｌａｓｔｉｃ、
苦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蓖麻 鬼针草、羊蹄、狗牙根

阳溪 木麻黄、相思、银合欢 蓖麻、马樱丹、枸杞 鬼针草、羊蹄、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表中加粗植物为该河不同于总体的优势性物种

对比表 ６ 和表 ３ 可知，表 ６ 所列的不同河流不同生活型植物的优势植物大体上均属于表 ３ 的范围，但仍

存在差异。 一方面从植物层次完整性角度分析，高河道硬度的东溪，与高滨河土地硬度及河道硬度的南堤干

渠、梧桐溪、可幕溪 ４ 条河流，均缺失甚至南堤干渠全部缺失灌木层植物，表明滨河硬度对灌木层的影响最为

强烈。 另一方面，从特殊的优势植物种类角度分析，滨河硬度为类型Ⅰ的九十九溪、可幕溪的优势植物与总体

优势植物一致，埭边溪、南堤干渠、梧桐溪则分别存在槐树、香蒲，美人蕉，橡皮榕、苦楝这几种特殊的优势植

物，且其来源均为人工移植或栽培，槐树、橡皮榕、苦楝河岸用作乡土性的景观树种，美人蕉为城市滨河观赏植

物，香蒲则多用于源头湿地的保水与绿化；类型Ⅲ的东溪、阳溪、潘径溪则分别为合欢、香蒲、大叶相思、苦楝，
其中乔木多见于河道渠化的农耕地区，草本香蒲则多为农地边缘保留的丛生“杂草”；类型Ⅳ的梧垵溪则为三

角梅，由人工栽植。 这反映出滨河沿线以建设用地为主或河道高度渠化，或二者同时存在时，人为干扰对优势

性植物种类的影响越大，特殊的优势植物多是出于满足该河流用地具体的审美或生产生活需求的目的而被引

入或保留。 类型Ⅱ的钞井溪、港塔溪、坝头溪，其特殊优势植物分别为桑树、柳叶桉、乌桕、水莎草、小藜、麻竹，
其中柳叶桉、桑树、乌桕均为农耕用地中保留的原生乡土树种，水莎草、小藜、麻竹也多自然散生于农耕地水岸

缓冲带。 这反映出以农耕地为主，渠化率较低的河流更能留存本土自然生长的乔木树种与草本植物。
３．５　 河流形态对河岸植被特征的影响

依据河流的基本参数，计算河流的弯曲系数，结果见表 ７。
由表 ７ 可知晋江河流大部分属平直河流，九十九溪、梧垵溪、坝头溪、阳溪为弯曲河流，结合前述不同河流

植物构成、多样性指数、优势植物的统计与计算结果，可以认为河流天然弯曲的形态对河岸植被特征存在积极

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３．５．１　 河流形态对植物构成的影响

结合表 １ 中不同河流所占不同生活型植物比例的统计结果，乔木植物丰富度较高的是九十九溪和坝头

溪，分别为 ３４％和 ４６％，灌木也是九十九溪和坝头溪，分别为 ６５％和 ４０％，草本则在九十九溪、阳溪较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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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达到 ５９％、４６％。 从这些河流河岸特征来看，九十九溪、阳溪河道高度硬化，坝头溪河道虽未及高度硬化

但其滨河硬化土地与非硬化土地也相对持平，三者能维持较高的物种丰富度与其均属天然弯曲河流的共性分

不开，天然弯曲的河岸线有助于保留部分最自然河岸植被群落，沿线土地类型的交错性也相对较大，能够对丰

富植物种类构成起到积极的影响。

表 ７　 河流基本参数与河流弯曲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ｕｓ

河流
Ｎａｍ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九十九溪 东溪 阳溪 钞井溪 埭边溪 南堤干渠 梧桐溪 梧垵溪 可幕溪 潘径溪 港塔溪 坝头溪

河流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 ｋｍ ２１．０ ２．９ １１．２ ９．３ ３．３ １１．３ ５．８ １４．７ ３．７ ６．１ ３．９ １０．１

直线长度 Ｄｉｓｔａｎｔ ／ ｋｍ １３．１ ２．６ ９．２ ８．０ ２．６ ８．４ ５．２ ９．７ ２．７ ４．５ ３．６ ８．１

弯曲系数 ｋａ
Ｂ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ｕｌｕｓ １．６０ １．１２ １．３４ １．１６ １．２３ １．２８ １．１２ １．３７ １．２１ １．２４ １．１３ ０．３７

　 　 ｋａ 临界值 １．３，＞１．３ 弯曲型河流，反之平直型河流

３．５．２　 河流形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由表 ５ 中各条河流植物多样性的计算结果可知，弯曲河流九十九、坝头溪、阳溪多样性指数超过均值相对

较高，与其植物丰富度的结果趋同，进一步说明河流弯曲的天然形态利于在渠化河道局部形成更多类型与更

复杂的植被生境，对于河岸植被带物种与结构的天然保有具有正效应，但这种对多样性的积极影响同样会随

着土地硬度升高使局部小生境存在空间可能性与潜力下降而消失，如梧垵溪，低河道硬度与弯曲的天然形态

亦无法扭转两岸滨河土地高硬度用地造成的低植物多样性水平。
３．５．３　 河流形态对优势植物的影响

结合表 ６ 可知，１２ 条河流共计出现特殊乔木 ９ 种为最多，其次是草本 ６ 种，灌木 １ 种为最少，其中乔木全

部、草本有 ５ 种出现在平直河流，而形态弯曲的九十九溪、阳溪、梧垵溪中仅阳溪出现 １ 种特殊草本，梧垵出现

１ 种特殊灌木，这一结果说明弯曲河流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河岸植物，能够较多地保留晋江主体的植物种类，而
人为或自然形成的平直河流的河岸带绝对长度较短，蕴含各类植物种类生境的潜力不及前者，短源流经的具

体地区的土地用途形成了其较为多样的优势植物。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１）调查河流的河岸带植物物种共计 ７０ 科 １４３ 属 １５９ 种，其中乔木 ２０ 科 ３０ 属 ４１ 种，灌木 １５ 科 １５ 属 ２０
种，草本 ３５ 科 ９８ 属 ９８ 种，草本居主导地位，遵循河岸带植被普遍的种类结构规律。

（２）河岸植被的植物区系构成均以广义热带成分为主，达到 ６２．３８％，其中乔木、灌木与草本中的温带成分

分别为 １０％、３５％和 １７％，灌草植物类型趋于多元，而乔木更能体现本地气候与植被特征，对凸显河岸带原生

的植被风貌中的发挥着主导作用形成。 因此，滨河植被景观的恢复与建设，要注重以乔木景观塑造地带性风

貌，并充分利用草本和灌木来丰富滨河植物景观。
（３）从河岸植被优势植物构成来看，主要优势乔木与灌木基本为本土植物，而主要草本植物中出现了空

心莲子草、肿柄菊、银胶菊等外来植物，表明晋江市河岸带植被受到了外来植物的严重入侵，本地草本植物被

挤压，对地带性植物景观的指示显然不及乔木与灌木。
（４）从植物的人工美学属性来看，１０ 种优势乔木中小叶榕为园林观赏植物，灌木中有九里香、毛杜鹃、黄

杨、火棘、金叶假连翘、小蜡等 ６ 种园林景观灌木，草本无特殊人工园林地被，反映出晋江人工审美主导的滨河

景观空间主要改变与塑造了灌木层植被景观，使人工景观化河段呈现出平面绿纹美观但立体绿量欠缺的

现状。
（５）从植物的人居需求属性来看，植物的生产用途主要反映在河岸植被构成上，龙眼、杨桃等多见于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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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岸林的水果树种也在河岸植被中频繁出现，反映出河流沿线村镇生产生活喜好对河岸带的影响，从某种

角度还折射出地域性的乡村河流景观文化。
（６）滨河土地硬度与河道硬度对河岸带灌木植物的影响最强烈，二者均对河岸带植物多样性造成威胁，

且前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当河流出现较高的滨河土地硬度时，低河道硬度亦不能减缓其对植物多样性锐减

的影响，但河道硬度的形成方式直接影响了河岸植物群落连续均匀或参差破碎的分布形态。 出于生产与审美

目的的人为干扰对河岸带植物优势种的影响力随滨河硬度的增加而加强，低土地硬度的以农耕地为主且渠化

率低的河流，更能留存原生的自然植被群落。
（７）天然弯曲的河流形态对河流植被特征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保留更多本土植被类型，并能在某种程

度上丰富乔灌草的植物种类，提升植物多样性，但这种缓和作用无法根本扭转硬化，特别是滨河土地硬化对河

岸带植被的胁迫影响。
４．２　 城镇化地区河流景观差异原因

本次调查研究的 １２ 条河流处在晋江市自然条件相对一致的地域内，无论在河流滨河景观风貌还是植被

群落特征方面，都应该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河流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

根本原因是滨河土地利用状况的差异，说明城镇化地区的河流景观由于不同的干扰类型和强度而出现分异

性。 不同干扰类型如建设用地、农耕用地等奠定了河流景观人工滨河、田园河岸等的基本格调［２５⁃２７］，干扰强

度决定了河岸带植物多样性的改变程度，人为干扰越强烈植物多样性受胁迫越强，河流天然的弯曲形态虽能

缓和被干扰河流植物多样性的降低但不能根本扭转这一状况，而人为因生产生活需要与审美喜好需求对植物

种类的筛选与决策，如农耕地作物种类、城镇滨河景观工程树种配置、村镇水岸庭院树的栽植等能够丰富河岸

带植被种类，对河岸带植物多样性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不能改变河岸带天然成分破坏人工痕迹增加的状

况。 同时由这种干扰形成的河流间差异主要通过乔木对象显现，灌木与草本植物由于具有相对较强的耐受

性，因此表现出总体种类与区系类型上较之乔木更丰富且在各条河流间优势种类差异略小的状态。
４．３　 城镇化地区河流景观恢复途径

如前所述，城镇化地区河流景观与人为干扰具有密切相关性，对这种相关性的理解和把握正是保护恢复

与科学建设河岸带的基础，对于因地制宜地提出重点恢复的植物类型与针对性的河岸土地调整策略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对干扰尚未明显威胁天然河岸带的河流或河段要进行流域宏观用地调整与规划，确保天然河岸

带生态与景观功能的安全范围，而对已经存在不可逆转干扰的河流，要重点找出影响河岸带生态景观功能的

干扰类型，考虑河流沿线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与偏好，将干扰强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并重点以乡土乔木塑造

与体现主体河岸景观格调［２８］，同时利用多元类型的草本、灌木加以充实，凸显主河岸背景格调下丰富的水岸

植被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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