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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物种组成及多样性时空
特征

李晓鹏，董　 丽∗，关军洪，赵　 凡，吴思佳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城市绿地中的人工栽培植物景观已造成资源消耗过高、景观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提高，城市中可

自播繁衍、无需过多养护管理同时可发挥生态效益的自生植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以往研究主要以整个城市环境作为

基底，针对其在城市绿地中的分布特征鲜有报道。 为揭示城市绿地中自生植物的多样性特征及其分布的时空格局以指导低维

护景观的营建，本研究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采用网格布样法，于 ２０１５ 年生长季的 ３—１１ 月对所有样点重复调研七

次，运用多样性指数、群落聚类、Ｄｕｎｃａｎ 检验等统计计算方法针对物种组成、群落多样性及群落分类进行了深入探讨。 结果表

明：全园自生植物丰富，共记录到 ３２ 科 ９８ 属 １２８ 种，其中乡土植物占 ７６．５６％，外来植物占 ２３．４４％，入侵植物占 １２．５０％。 在物

种组成的时间变化上，各月份记录到的物种数呈单峰型分布，８ 月末物种数达到峰值，为 ９８ 种；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植物物种数在

整个生长季显著高于其他科，外来植物物种数及其所占比例均在夏季达到最高。 从空间格局看，路边和林地是样方数量最多的

生境类型，所容纳的物种数也最多，分别为 １０９ 和 １０６ 种。 自生植物群落多样性在 １０ 月初显著高于其他月份，其次是 ８ 月末、４
月末和 ６ 月初；各生境下的群落多样性排序较为不稳定，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各季节不同程度的外界干扰所致。 依据物种优势

度，自生植物群落共被划分成了 ４２ 个群落组，各季节和各生境下有其特定优势种和群落组合，其中有 ９ 个群落组在春、夏、秋三

季均有出现，且大多数群落组随着季节变化景观呈现出丰富的野趣效果。 这些研究结果在未来低维护、具有较高生物多样性及

地域性特色的可持续性城市绿地植被景观营造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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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城市绿地中的植物景观是被大面积的人工草坪和栽培群落所主导，这种整齐华丽的景观不仅需

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及不可再生资源，更造成了本土植物群落种间关系失衡、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各城

市景观同质化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且生态服务价值不高［１⁃３］。 与此同时，那些能在城市中自发生长繁衍的植

被则被冠以“杂草”之名，几乎在园林绿地中没有容身之处。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人类生态意识逐渐提

高，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杂草”这一植物群体。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最早被国外生态学

者所使用，泛指自然定居生长的植物群体［４⁃６］。 本世纪初，这类城市中无需过多养护管理、可自播繁衍、野趣

美感十足的自生植物逐渐引起了欧美景观设计师的关注，既而在风景园林领域开展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

究，认为这类植物在构建可持续、低维护园林植物景观中具有重要地位［７⁃９］，并且相比城市栽培群落可更好地

发挥生态效益，如作为动物栖息地、吸附棕地土壤重金属等［１０⁃１２］。 同时，国外研究者对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分

布特征、自生植物群落组合设计与筛选［１３⁃１４］等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自生植物逐渐成为园林植物景观规

划设计中一类不容忽视、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此，本研究亦采用自生植物这一名称来指代这类未

经人工栽培而在城市环境中自发定居生长的植物群体。
在国内，虽有学者已指出“杂草”这一名称的产生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并非科学上的分类［１５］，但目前研

究者所使用的名称仍以“杂草”或野生植物为多。 在生态领域对其进行的研究主要以城市建成区为基底，研
究侧重该类植物在城市化影响下的物种组成、多样性和群落分类［１６⁃２２］。 而在园林行业，对这类植物进行的研

究多以城市绿地中的杂草防治为目的，仅有少量学者针对其景观表现及园林应用潜力进行了初步探讨［２３⁃２４］。
此外，由于自生植物生长周期较短，以往研究由于目的不同，未重视其丰富的时间变化特点和时空分布格局这

些可反映多样性维持机制且具有景观意义的特征。 城市绿地功能多样，生境特殊且外来影响因子复杂多变，
这些都必将会影响自生植物的分布，但目前自生植物在城市绿地中的物种组成、种间关系、多样性及维持机制

尚不明确，相关研究少有报道。 公园绿地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中规模较大、功能最为综合的绿地类型，也最迫切

需要营造可持续、低维护的植物景观，同时其多样的绿地环境和空间类型也必然为城市自生植物繁衍提供最

佳场所，而明确自生植物在其间的时空分布特征、群落动态和景观特征是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和应用的重要前

提。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作为北京城区最大的城市公园，建成 ８ 年以来已成为北京市建成区最为重要的

“绿肺”之一，并为许多动植物提供了丰富的栖息地。 由此，本研究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首先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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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植物在整个生长季时间和空间上的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特征进行分析，其次以物种优势度为依据进行不同

季节和生境下自生植物群落聚类，最后对影响其时空特征的因素、启示及景观效果进行了讨论，以期为低维护

自生植物群落的营建与应用提供指导。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概况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北端，地理坐标为 ４０°００′Ｎ，１１６°２２′Ｅ，占地 ６８０ｈｍ２，被北五环

划分为南园和北园两部分。 其所在地区北京市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西北部被太行山、燕
山环抱，中南部是由潮白河和永定河冲积而成的大平原，总面积 １．６８ 万 ｋｍ２，平原海拔高度 ２０—６０ｍ，山地海

拔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同时城市建成区的高速发展也在挑战着生态

环境的极限。
１．２　 样点及样方设置

通过网格系统取样法，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和 ＧＰＳ 仪沿着正南正北方向设置 ２００ｍ×２００ｍ 的网格对公园区

域进行布点，去掉落在水面的网格点，部分样点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最终选择了 １２３ 个调研样点（图 １）。
以每个调研样点为中心设置 １ 个 ２０ｍ×２０ｍ 的样方，并记录其中的乔木和灌木种以及株数、株高、冠幅和胸径。
采取平均布样法在每个样方的四角和中心设置 ５ 个 １ｍ×１ｍ 的小样方进行自生植物的调查，记录其中出现的

物种名、株数和盖度，以此作为每个样方的综合数据。 全园小样方总计 ６１５ 个，所有小样方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月末、４
月末、６ 月初、７ 月末、８ 月末、１０ 月初、１１ 月中共调研 ７ 次。 按照每个样方在公园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包含的景观

元素划分为路边、林地、公园边缘、园路与水体之间、水边、园路与广场之间、园路与建筑之间、园路与公园边缘之

间和铺装广场 ９ 个生境类型。

图 １　 研究地及样点设置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Ｍ 为样点的横向编号，１—１３ 为样点的纵向编号

１．３　 数据计算及统计分析

１）频度（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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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 （Ｓｉ ／ Ｎ）×１００％
式中，Ｓｉ为物种 ｉ 出现的样方数，Ｎ 为总样方数，即 １２３。

２）简化优势度（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Ｓｄｉ ＝（Ｃ ｉ×１００＋Ａｉ） ／ ２

式中，Ｓｄｉ为物种 ｉ 的简化优势度，Ｃ ｉ为样方内物种 ｉ 的盖度即物种 ｉ 地上部分垂直投影面积占地面积的比率；
Ａｉ为物种 ｉ 在样方中的个体数。

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２５］：

Ｈ ＝－ ∑Ｐ ｉ ｌｎＰ ｉ

式中，Ｐ ｉ为物种 ｉ 的简化优势度比例。
样方整理及数据计算运用 Ｒ 语言的 ｖｅｇａｎ 包和 ｓｐａａ 包［２６］进行，物种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的均

值比较采取 Ｄｕｎｃａｎ 检验法（α ＝ ０．０５）运用 Ｒ 语言的 ａｇｒｉｃｏｌａｅ 包进行；群落聚类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采用组间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法；统计图由 Ｅｘｃｅｌ 和 Ｒ 语言绘制。 对植物物种信息的整理参考《北京植物志》和《中国植物

志》。 其中，乡土植物（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为自然分布于北京地区的物种，外来植物（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指由人类有意或

无意引进的北京范围以外的物种，分为国外外来和国内外来植物，通过查询植物志和历史文献确定［２７⁃３０］。 入

侵植物为在北京地区存在大量个体及有大范围扩散潜力的有入侵认定的物种，参考相关文献确定［２９⁃３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自生植物整体概况

全园共调查到自生植物 １２８ 种，隶属于 ３２ 科、９８ 属（附表 １）。 其中，一、二年生植物 ７４ 种（５７．８２％）、多
年生植物 ５１ 种（３９．８４％）、木本植物 ３ 种（２．３４％）。 在物种来源方面，乡土植物 ９８ 种（７６．５６％），如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二月蓝（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等，国内外来植物 ６ 种

（４．６９％），如灰绿藜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秃疮花 （Ｄｉｃｒａｎｏｓｔｉｇｍａ ｌｅｐｔｏｐｏｄｕｍ） 等，国外外来植物 ２４ 种

（１８．７５％），如小蓬草（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钻形紫菀（Ａｓｔｅｒ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ｓ）等；入侵植物包括牛膝菊（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小蓬草、意大利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ｉｔａｌｉｃｕｍ）、钻形紫菀等 １６ 种（１２．５０％）。 各科所含物种数差异明显，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植物物种数最多，共计 ２６ 种；其次是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１２ 种，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１１
种。 全园物种频度排名前十的依次是：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９６．７５％）、蒲公英（８６．１８％）、抱茎苦荬菜（ Ｉｘｅｒｉｓ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ｕｍ）（８６．１８％）、灰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７９．６７％）、早开堇菜（Ｖｉｏｌａ ｐｒｉｏｎａｎｔｈａ） （７４．８０％）、车前

（７３．１７％）、牛筋草（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７０．７３％）、狗牙根（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６９．１１％）、二月蓝（５５．２８％）、夏至

草（Ｌａｇｏｐｓｉｓ ｓｕｐｉｎａ）（５４．４７％）。
２．２　 自生植物物种组成的时空特征

从 ３ 月末到 １１ 月中，记录到的物种数呈单峰型变化。 ３ 月末物种数仅为 ４８ 种，８ 月末物种数量达到最高

峰，为 １０２ 种。 １１ 月自生植物逐渐进入休眠期，物种数降到 ４９ 种。 各生境下多年生草本物种数全年较为稳

定，一年生草本物种数变化则呈单峰型，并于 ８ 月末超过了多年生草本，达到全年最高（４４ 种）后开始逐渐减

少（图 ２）。 全园各生境类型样方数量排序为：路边（４３）、林地（４０）、公园边缘（１６）、园路与水体之间（９）、水
边（６）、园路与广场之间（４）、园路与建筑之间（３）、园路与公园边缘之间（１）和铺装广场（１），整个生长季各生

境所含物种数依次是 １０９、１０６、９１、９０、８７、５７、６０、３３、１４。 物种数随着生境数量的减少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路边

的物种数在所有生境中最多，８ 月末记录到 ８１ 种，其中外来植物 ２２ 种。 样方数大于 ３ 的生境类型外来植物

所占比例见图 ３。 整体上外来植物物种数与物种总数的时空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而各生境中外来植物物种数

所占比例也符合这一特点，其值在 ８．３３％—２７．１６％之间变动，并且于 ８ 月末和 １０ 月初达到最高，此时各生境

外来物种数比例平均值分别为 ２３．５６％和 ２３．９７％。
科组成在时间上的变化特征为：菊科和禾本科植物物种数在整个生长季显著高于其他科，分别在 ６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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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７ 月末达到全年最高（２４ 种和 １２ 种）；其次是蝶形花科和十字花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前者从 ４ 月末到 １０ 月初

基本保持平稳（９—１１ 种），而后者在 ４ 月末物种数达到最高（９ 种）。 各生境中主要科所含属数和物种数见表

１。 可以看出，菊科、禾本科、蝶形花科、十字花科等的物种在各生境中分布均较为广泛，而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则在林地（ＷＬ）和水边（ＷＳ）属数及物种数最高，分别为 ３ 属 ７ 种和 ３ 属 ６ 种。

图 ２　 物种来源及生活型的时空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ＲＳ：路边，Ｒｏａｄｓｉｄｅ；ＷＬ：林地，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ＰＢ：公园边缘，Ｐａｒｋ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Ｗ：园路与水体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Ｓ：水边，Ｗａｔｅｒｓｉｄｅ；Ｒ⁃

Ｓ：园路与广场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ｓｑｕａｒｅ；Ｒ⁃Ｂ：园路与建筑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ＰＢ：园路与公园边缘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Ｓ：铺装广场，Ｐａｖｅｄ ｓｑｕａｒｅ

图 ３　 外来植物物种数比例的时空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５８５　 ２ 期 　 　 　 李晓鹏　 等：北京城市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物种组成及多样性时空特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１　 各生境主要科所含属数和物种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ｅａｃ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Ｓ ＷＬ ＰＢ Ｒ⁃Ｗ ＷＳ Ｒ⁃Ｓ Ｒ⁃Ｂ Ｒ⁃ＰＢ ＰＳ
种数均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ｔｄ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１８ ／ ２５ １７ ／ ２４ １５ ／ ２０ １６ ／ ２２ １６ ／ ２１ １２ ／ １６ １３ ／ １５ ７ ／ ８ ４ ／ ４ １４±１６ａ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１０ ／ １１ １０ ／ １１ １０ ／ １１ １１ ／ １２ １１ ／ １１ ７ ／ ７ ６ ／ ７ ２ ／ ２ ３ ／ ３ ８±４ａｂ

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０ ／ １１ ９ ／ １１ ８ ／ １０ ７ ／ ８ ６ ／ ７ ４ ／ ４ ２ ／ ３ ０ ／ ０ ０ ／ ０ ６±５ｂ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７ ／ ８ ５ ／ ６ ４ ／ ６ ５ ／ ５ ４ ／ ４ ４ ／ ４ ４ ／ ４ ４ ／ ４ ０ ／ ０ ５±２ｂ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２ ／ ３ ３ ／ ７ ２ ／ ３ ２ ／ ６ ３ ／ ６ ２ ／ ３ ２ ／ ３ ０ ／ ０ ０ ／ ０ ３±３ｂ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２ ／ ３ ３ ／ ３ ２ ／ ３ ３ ／ ３ ２ ／ ２ ２ ／ ２ １ ／ ２ ２ ／ ２ ０ ／ ０ ２±１ｂ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４ ／ ５ ３ ／ ４ ３ ／ ４ ３ ／ ３ ３ ／ ４ １ ／ １ ４ ／ ４ ２ ／ ２ １ ／ １ ３±１ｂ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３ ／ ４ ３ ／ ４ １ ／ ２ ２ ／ ３ ２ ／ ３ １ ／ ２ １ ／ ２ １ ／ １ ０ ／ ０ ２±１ｂ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４ ／ ４ ４ ／ ４ ４ ／ ４ ３ ／ ３ ４ ／ ４ １ ／ １ ３ ／ ３ １ ／ １ ０ ／ ０ ３±２ｂ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月份不同生境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ＲＳ：路边，Ｒｏａｄｓｉｄｅ；ＷＬ：林地，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ＰＢ：公园边缘，Ｐａｒｋ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Ｗ：园

路与水体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Ｓ：水边，Ｗａｔｅｒｓｉｄｅ；Ｒ⁃Ｓ：园路与广场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ｓｑｕａｒｅ；Ｒ⁃Ｂ：园路与建筑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Ｒ⁃ＰＢ：园路与公园边缘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Ｓ：铺装广场，Ｐａｖｅｄ ｓｑｕａｒｅ

２．３　 自生植物群落多样性的时空变化

各月份所有生境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的值域范围以及各生境平均值排序如图 ４。 总体上，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值位于 １．０００—１４．２８３ 之间，各月份间差异性极显著（Ｐ＜０．００１）。 １０ 月初群落多

样性显著高于其他月份，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均值为 ７．２４；其次是 ８ 月末、４ 月末和 ６ 月初，指数均值分别为

６．５８、６．１３ 和 ６．０９；而 ３ 月末多样性最低，均值仅为 ３．５０（图 ４）。 １０ 月初和 ８ 月末，春季发芽、夏秋开花的一年

生植物（如禾本科、藜科和蓼科）与多年生植物交相辉映；４ 月末和 ６ 月初则是二年生和秋冬季发芽、翌年春季

开花的一年生植物（如十字花科）达到生长的顶峰，因此这四个月份的多样性指数在各生境下均较高，各群落

更为稳定，资源分配更均匀。 整个生长季中各生境多样性指数均值排序变化较大，路边（ＲＳ）和林地（ＷＬ）多
样性指数值域较广，并且在各月份均呈现出 ＲＳ ＞ ＷＬ 的特征，且在 ８ 月末差异显著；水边（ＷＳ）的多样性于 ８
月末和 １０ 月初达到高峰，其值域范围也变得更小。 Ｄｕｎｃａｎ 检验表明各生境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差

异的显著性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差异，８ 月末、１１ 月中各生境多样性差异显著，而其他月份各生境的

多样性基本上差异不显著且展现出多变的特点。
２．４　 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的群落分类

本着自生植物群落应能反映季相特点及其与生境之间的联系，并更加适宜园林绿地应用的原则，以季节

为一级分类指标，生境为二级指标，以物种的简化优势度为依据进行群落聚类；将公园环境下 ７ 次调研样方数

大于 ５ 的 ５ 种生境下 ７８７ 个（剔除物种盖度＜５％的样方）群落分为春季群落（３、４ 月）、夏季群落（６、７、８ 月）和
秋季群落（１０、１１ 月），通过组间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聚类法在距离 ２０ 处共得到群落组 ４２ 个，分别以优势种进行

命名，其所属的季节、生境和该生境下所占比例及主要群落（优势种＋亚优势种）见表 ２。
春季群落共包括 ２２ 个群落组，优势群落组为二月蓝、抱茎苦荬菜、附地菜，属于单一生境的有 １３ 个，如路

边的斑种草（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园路与水体之间的巴天酸模（Ｒｕｍｅ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ａ）等；夏季群落共包括 ２２
个群落组，优势群落组为狗尾草、早开堇菜、紫苜蓿，属于单一生境的有 ９ 个，如路边的牛膝菊、水边的鼠掌老

鹳草（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等；秋季群落共包括 ２６ 个群落组，优势群落组为二月蓝、蒲公英、抱茎苦荬菜，而属

于单一生境的群落组有 １７ 个，如林地的紫苜蓿、公园边缘的附地菜等。 三季均被划分出的群落组有 ９ 个，如
抱茎苦荬菜、紫苜蓿、旋覆花（ Ｉｎｕ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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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群落多样性的时空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生境及月份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城市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的物种组成特征及启示

　 　 从前人研究结果来看，相比西安城市建成区自生植物 ８２ 种［１３］、上海中心城区的 １０７ 种［１８⁃１９］ 以及宁波城

市区域的 １２７ 种［３１］，研究范围更小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自生植物物种数达到 １２８ 种，表明北京市自生植物比

较丰富，且公园绿地是自生植物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研究还发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菊科和禾本科是物种

数最多的两大优势科，与哈尔滨、上海、宁波等地区在优势科上差异不大，同样以菊科和禾本科为主［１６⁃１９，３１］。
从优势种来看，奥森公园以狗尾草、蒲公英、抱茎苦荬菜为主，与前人研究的北方地区不同用地类型中优势种

７８５　 ２ 期 　 　 　 李晓鹏　 等：北京城市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物种组成及多样性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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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季节下群落组所属生境及其在该生境中的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群落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主要群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二月蓝
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

ＷＬ（３３．８％）、
ＲＳ（２７．１％）、
ＷＳ（４５．５％）、
ＰＢ（４５．２％）

ＷＬ（１２．５％）、
ＲＳ（２３．５％）、
ＷＳ（５４．５％）、
ＰＢ（３０．３％）

附地菜＋二月蓝；二月蓝＋抱茎苦荬
菜；抱茎苦荬菜＋二月蓝；二月蓝；
二月蓝＋野艾蒿；早开堇菜 ＋二月
蓝；灰菜＋二月蓝

抱茎苦荬菜
Ｉｘｅｒｉｓ 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Ｌ（２８．６％）、
ＲＳ（１５．３％）、
ＰＢ（２９％）、
Ｒ⁃Ｗ（２３．５％）

ＲＳ（７．９％）、
Ｒ⁃Ｗ（１４．８％）

ＷＬ（３５％）、
ＲＳ（２０．０％）、
ＰＢ（２７．３％）、
Ｒ⁃Ｗ（２７．３％）

蒲公英；独行菜＋蒲公英；米口袋＋
抱茎苦荬菜；夏至草＋抱茎苦荬菜；
早开堇菜＋夏至草；抱茎苦荬菜；抱
茎苦荬菜＋巴天酸模；抱茎苦荬菜＋
独行菜；秃疮花＋夏至草

附地菜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ＷＬ（１４．３％）、
ＲＳ（１５．３％） ＰＢ（１５．２％）

附地菜＋独行菜；附地菜＋打碗花；
附地菜；附地菜＋蒲公英；朝天委陵
菜＋抱茎苦荬菜；打碗花＋独行菜

草地早熟禾
Ｐｏａ ｐｒａｔｅｎｓｉｓ

ＷＬ（６．５％）、
ＲＳ（５．９％）、
ＷＳ（１８．２％）、
Ｒ⁃Ｗ（５．９％）

ＷＬ（１０．８％）、
ＲＳ（９．５％） ＷＬ（１０．０％）

草地早熟禾；草地早熟禾＋旋覆花；
野艾蒿＋草地早熟禾；甘野菊＋草地
早熟禾

紫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ＷＬ（３．９％）、
ＷＳ（１８．２％）、
ＰＢ（６．５％）、
Ｒ⁃Ｗ（２３．５％）

ＷＬ（４．２％）、
ＲＳ（３．２％）、
ＷＳ（２２．２％）、
ＰＢ（４．２％）、
Ｒ⁃Ｗ（７．４％）

ＷＬ（２．５％）
紫苜蓿；紫苜蓿＋车前；紫苜蓿＋抱
茎苦荬菜；紫苜蓿＋野大豆；紫苜蓿
＋大刺儿菜

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ＷＬ（３．９％） ＷＬ（２．５％） 艾蒿＋抱茎苦荬菜；艾蒿＋二月蓝

旋覆花
Ｉｎｕ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ＷＬ（２．６％）、
ＲＳ（１．２％）

ＷＬ（５％）、
ＲＳ（１．６％）

ＷＬ（２．５％）、
ＷＳ（４５．５％）

旋覆花；旋覆花＋黄香草木樨；旋覆
花＋狗尾草；旋覆花＋甘野菊；红花
酢浆草＋早开堇菜＋旋覆花

野艾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 ＷＬ（２．６％） 泥胡菜＋野艾蒿；播娘蒿＋野艾蒿

黑心菊
Ｒｕｄｂｅｃｋｉａ ｈｉｒｔａ

ＷＬ（２．６％）、
ＲＳ（１．２％） ＷＬ（０．８％） ＲＳ（３．５％）

黑心菊；黑心菊＋附地菜；黑心菊＋
蒲公英；黑心菊 ＋抱茎苦荬菜；黑
心菊

活血丹
Ｇｌｅｃｈ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 ＷＬ（１．３％） 活血丹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ＲＳ（８．２％） Ｒ⁃Ｗ（３．７％）

ＷＬ（７．５％）、
ＲＳ（２１．２％）、
ＰＢ（９．１％）、
Ｒ⁃Ｗ（３３．３％）

蒲公英；艾蒿；艾蒿＋活血丹；蒲公
英＋二月蓝；蒲公英＋抱茎苦荬菜；
活血丹

蛇莓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ＲＳ（３．５％）、
ＰＢ（６．５％）

ＷＬ（５％）、
ＲＳ（０．８％） ＷＬ（１０．０％） 蛇莓；灰菜；蛇莓＋蒲公英；蛇莓；蛇

莓＋龙葵；蛇莓＋鼠掌老鹳草

斑种草
Ｂｏｔｈｒ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Ｓ（２．４％） 斑种草

甘野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ｓｅｔｉｃｕｓｐｅ

ＲＳ（２．４％）、
ＰＢ（３．２％） ＲＳ（２．４％） ＲＳ（２．４％） 甘野菊；甘野菊＋野艾蒿；甘野菊＋

艾蒿

长裂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ｂｒａｃｈｙｏｔｕｓ ＲＳ（１．２％） 长裂苦苣菜

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ＷＳ（１８．２％） 独行菜＋朝天委陵菜；独行菜 ＋附

地菜

白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 ＰＢ（６．５％） ＰＢ（６．３％） ＷＬ（２．５％）

白车轴草；野艾蒿＋白车轴草；白车
轴草＋狗牙根；白车轴草＋抱茎苦荬
菜；白车轴草＋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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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群落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主要群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打碗花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ｈｅｄｅｒａｃｅａ ＰＢ（３．２％） 打碗花

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Ｒ⁃Ｗ（２３．５％） ＷＬ（５％）、

ＲＳ（７．１％） 车前；二月蓝；二月蓝＋巴天酸模

巴天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ａ Ｒ⁃Ｗ（１１．８％） 巴天酸模

朝天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ｓｕｐｉｎａ Ｒ⁃Ｗ（５．９％） ＲＳ（１．２％） 朝天委陵菜＋附地菜

葎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Ｒ⁃Ｗ（５．９％） 葎草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ＷＬ（４２．５％）、
ＲＳ（４５．２％）、
ＷＳ（５５．６％）、
ＰＢ（５２．１％）、
Ｒ⁃Ｗ（２９．６％）

ＲＳ（２．４％）、
ＰＢ（６．１％）

狗尾草＋二月蓝；狗尾草；狗尾草＋
狗牙根；狗尾草＋酢浆草；狗尾草＋
黑心菊；狗尾草＋灰菜；狗尾草＋早
开堇菜；狗尾草＋蛇莓；狗尾草＋圆
叶牵牛；田旋花＋狗尾草；二月蓝＋
狗尾草；二月蓝＋葎草；活血丹＋狗
尾草；灰菜＋二月蓝；灰菜＋早开堇
菜；灰菜＋狗尾草；灰菜；灰菜＋草地
早熟禾

早开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ｐｒｉｏｎａｎｔｈａ

ＷＬ（１０．８％）、
ＰＢ（３１．３％）、
Ｒ⁃Ｗ（２２．２％）

早开堇菜；早开堇菜＋牛筋草；早开
堇菜＋狗尾草；早开堇菜＋紫苜蓿；
抱茎苦荬菜 ＋ 早开堇菜；抱茎苦
荬菜

牛筋草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

ＷＬ（７．５％）、
ＲＳ（１０．３％）、
ＷＳ（１１．１％）、
Ｒ⁃Ｗ（３．７％）

ＷＬ（２．５％）、
ＲＳ（５．９％）

牛筋草＋虎尾草；牛筋草＋二月蓝；
牛筋草＋狗尾草；牛筋草＋紫苜蓿；
二月蓝＋牛筋草；虎尾草＋牛筋草；
狗尾草＋虎尾草＋牛筋草

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ＷＬ（５．０％） ＲＳ（７．１％）、

ＰＢ（３．０％）

白车轴草 ＋狗牙根；白车轴草 ＋萹
蓄；狗牙根；狗牙根＋车前；狗牙根＋
抱茎苦荬菜

金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ＷＬ（０．８％）、
ＲＳ（１．６％） ＷＬ（２．５％） 金狗尾草＋小蓬草；金狗尾草＋草地

早熟禾；鸭跖草＋金狗尾草

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ＲＳ（４．０％） ＲＳ（４．７％） 马齿苋；酢浆草＋马齿苋；斑地锦＋

酢浆草；酢浆草＋大刺儿菜

虎尾草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ＲＳ（２．４％） Ｒ⁃Ｗ（２２．２％）

虎尾草；虎尾草＋狗尾草；虎尾草＋
毛马唐；虎尾草；虎尾草＋抱茎苦荬
菜；虎尾草＋草地早熟禾

牛膝菊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ＲＳ（２．４％） 牛膝菊；牛膝菊＋灰菜

野大豆
Ｇｌｙｃｉｎｅ ｓｏｊａ

ＲＳ（１．６％）、
Ｒ⁃Ｗ（１１．１％）

野大豆＋西来稗；野大豆＋狗尾草；
旋覆花＋白鳞莎草

鼠掌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ＷＳ（１１．１％） 鼠掌老鹳草＋旋覆花

荩草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ＰＢ（６．３％）、
Ｒ⁃Ｗ（７．４％）

荩草＋蛇含；荩草＋长萼鸡眼草；荩
草＋甘野菊；酢浆草＋荩草；车前 ＋
荩草

夏至草
Ｌａｇｏｐｓｉｓ ｓｕｐｉｎａ ＷＬ（１０．０％）

夏至草；夏至草＋蒲公英；夏至草＋
旋覆花；虎尾草＋中华苦荬菜；朝天
委陵菜＋虎尾草

毛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ｃｉｌｉａｒｉｓ

ＷＬ（１．３％）、
ＲＳ（２．４％）

毛马唐＋酢浆草；毛马唐；毛马唐＋
中华苦荬菜

三齿萼野豌豆
Ｖｉｃｉａ ｂｕｎｇｅｉ ＷＬ（１．３％） 三齿萼野豌豆＋黄花蒿

紫花地丁
Ｖｉｏｌａ ｙｅｄｏｅｎｓｉｓ

ＲＳ（４．７％）、
Ｒ⁃Ｗ（５．６％）

紫花地丁＋蒲公英；紫花地丁＋早开
堇菜；金狗尾草＋紫花地丁

９８５　 ２ 期 　 　 　 李晓鹏　 等：北京城市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物种组成及多样性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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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群落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主要群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中华苦荬菜
Ｉｘｅｒ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Ｓ（１．２％） 中华苦荬菜＋二月蓝

蛇含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ｋｌｅｉｎｉａｎａ ＰＢ（６．１％） 蛇含＋车前；蛇含

阿拉伯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ＰＢ（３．０％） 阿拉伯婆婆纳＋狗尾草

大画眉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ｃｉ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Ｒ⁃Ｗ（５．６％） 大画眉草＋牛筋草

菵草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ｉａ ｓｙｚｉｇａｃｈｎｅ Ｒ⁃Ｗ（５．６％） 菵草＋狗尾草

相似，而与南方地区差异明显，如狗牙根、香附子（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等在南方较北方地区更具优势［３１⁃３２］，这些

物种在植物景观地域特色营造中具有重要作用。 虽然气候条件会影响城市自生植物的物种组成［３３］，但也有

一些物种适应性极强，如狗尾草、蒲公英、草地早熟禾等，在全国及国外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３４⁃３５］，这类广布

种在环境贫瘠的场地中可作为建群种考虑。 从物种来源来看，本研究中乡土植物的比例约为 ７６．５６％，远远高

于北京市建成区所有植物种类中乡土植物的比例（４７％） ［３６］，表明自生植物中有较为丰富的可应用的乡土植

物资源，许多具有较高观赏及生态价值的物种尚有待开发。 外来植物的物种数和所占比例与物种总数在时间

上的变化一致，均在夏季达到高峰，部分是由于外来植物多来自菊科（比例为 ２９．１７％），而菊科多为一年生或

夏季开花的多年生植物，在夏季达到生长高峰，如小蓬草、牛膝菊等。 另外，有研究表明丰富的热量、充足的水

分、稳定的气候和多样的生境更有利于外来植物的入侵和扩散［２１］，因此，夏季应注意控制外来物种的蔓延。
在生活型组成方面，总体上一、二年生物种数高于多年生，这与前人在城市不同环境中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６⁃１９］，
表明了公园中的外来干扰导致对于自生植物很难具备从一年生演替到多年生阶段的稳定生境，因此在今后城

市公园绿地建设中应引起一定的重视，在规划时合理预留低干扰的自生植物栖息生境。 一、二年生与多年生

植物在时间上的变化特征与其生活史密切相关，在未来规划设计时应选择多样的生活型进行合理搭配，达到

一、二年生与多年生植物更充分地利用资源的同时形成丰富的季相。
３．２　 自生植物群落多样性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景观多样性、异质性与植物多样性正相关［３７］，但本研究结果却与此不尽相同。 由于公园游

客量较大再加之养护管理工作的影响，各生境群落多样性的时空特征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动态变化。 在空间格

局上，水边群落主要以禾本科、蓼科、菊科植物为主，大部分为夏季开花的一年生或多年生植物，因此在 １０ 月

初和 ８ 月末多样性达到最高；路边边缘效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生植物群落多样性在各时间段均高于林地；
公园边缘、园路与水体之间等生境由于边缘效应也表现出较高多样性，而园路与广场之间、铺装广场由于硬质

场地大、人为干扰高，群落多样性较低。 在时间变化上，由于优势种在各类生境中广泛分布，不同生境的群落

多样性仅在 ８ 月末和 １１ 月中表现出差异，推测这可能是因为特定植物在特定生境中生长时间的分化，如蓼科

植物夏季生长旺盛并倾向生长于水边。 此外，林地、路边的夏季除草等人为干扰也可能对群落多样性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优势种在各类生境中的广泛分布同时也导致了各生境类型之间的群落聚类所得群落组存在较

高的相似性，如狗尾草和二月蓝，几乎在所有生境中都占有较高比例，因此若要增加景观多样性，可有针对性

地对这些优势种进行适度的干预。 春、夏、秋季，属于单一生境的群落组分别有 １３、９、１７ 个，表明在特定的季

节这些群落组在特定的生境下更具优势、对该生境更为适应，这些群落组及物种组合为以自生植物为主的低

维护景观规划、保护和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植物群落多样性水平与其生态效益的发挥密切相关［３８］，１０ 月

初及 ８ 月末、４ 月末多样性较高的群落为构建多样、稳定的低维护植物景观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同时群落多样

性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反映了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维持机制，如生境的环境条件及人为干扰等

因素的影响，未来还需针对各影响因子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以为城市绿地低维护景观规划及管理提供更

０９５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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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学依据。
３．３　 自生植物的群落动态及观赏特征

自生植物群落随着时空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动态，也体现着较高的观赏价值。 春季开花植物形成了以蓝紫

色系（如二月蓝、早开堇菜、刺儿菜等群落）、白色系（如夏至草、点地梅（Ａｎｄｒｏｓａｃｅ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糙叶黄芪等群

落）和黄色系（白屈菜、蒲公英、抱茎苦荬菜等群落）野花灿烂点缀的主旋律；夏季是以红色系观花（如圆叶牵

牛、打碗花、益母草等群落）和绿色展叶植物（如车前、铁苋菜、葎草等群落）形成的锦绣二重唱；秋季各植物开

始枯萎和衰败，则呈现出以红紫色、黄褐色叶片以及果穗混合而成的低婉交响曲。 因环境条件不同，不同生境

有其特定的优势种、偶见种及群落组合，因而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效果。 林地蕴含丰富的物种资源，但由于人

为干扰的影响植株高度普遍较低，艾蒿、野艾蒿、活血丹、夏至草和三齿萼野豌豆为林地特有群落组；路边群落

聚集度较高，以狗尾草（夏季 ４５．２％）、牛筋草（夏季 １０．３％）、车前（夏季 ７．１％）等群落组形成的绿色条带或二

月蓝（春季 ２７．１％）、附地菜（春季 １５．３％）、抱茎苦荬菜（春季 １５．３％）等群落组形成的繁花小境为主，斑种草、
酢浆草、牛膝菊等为特有群落组；水边的群落组体量较大、繁茂紧凑，野趣盎然更充满活力，狗尾草（夏季

５５．６％）、二月蓝（秋季 ５４．５％）、旋覆花（秋季 ４５．５％）、紫苜蓿（夏季 ２２．２％）较具优势，仅独行菜群落组为特

有；公园边缘干扰低，荒野气息十足，呈现出以狗尾草（夏季 ５２．１％）、二月蓝（春季 ４５．２％）、早开堇菜（夏季

３１．３％）群落组为优势的格局，而打碗花、蛇含、阿拉伯婆婆纳 ３ 个群落组为特有；园路和水体之间则以蒲公英

（秋季 ３３．３％）、狗尾草（夏季 ２９．６％）、抱茎苦荬菜（秋季 ２７．３％）群落组更具优势，巴天酸模、葎草、大画眉草、
菵草 ４ 个为特有群落组。 研究表明生境多样性是决定乡土植物丰富度的关键因素［３］，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

就是保持和维护乡土生物与生境的多样性［３９］，因此，低干扰生境的营造以及不同生境下植物群落的搭配十分

重要，这些不同生境类型下的优势群落组、特有群落组和物种组合模式随着时间变化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

效果，在未来郊野公园、森林公园及生态修复项目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４　 结论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自生植物种类较为丰富，本次共调查到 １２８ 种。 由于人为干扰的影响，一年生植物较

多，外来植物表现出夏季比例增多的特点；群落多样性在春、夏季最高，而各生境下群落多样性相对不稳定；全
年群落共被划分成了 ４２ 个群落组，不同季节和生境下具有不同的分配与组合并且展现出各自独特的景观效

果。 利用自生植物营建低维护景观，不仅可以增添自然野趣，同时节约人力、物力以及资源的消耗。 在未来可

持续、低维护绿地植物景观规划设计中，应根据自生植物在特定时空中的物种组成、多样性、景观表现合理进

行群落营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养护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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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１　
北
京
奥
林
匹
克
森
林
公
园
自
生
植
物
调
研
名
录

Ａ
ｐｐ

ｅｎ
ｄｉ
ｘ
１　

Ｐｌ
ａｎ

ｔｌ
ｉｓｔ

ｏｆ
ｓｐ
ｏｎ

ｔａ
ｎｅ
ｏｕ

ｓ
ｐｌ
ａｎ

ｔｓ
ｉｎ

Ｂｅ
ｉｊｉ
ｎｇ

Ｏ
ｌｙ
ｍ
ｐｉ
ｃ
Ｆｏ

ｒｅ
ｓｔ

Ｐａ
ｒｋ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来
源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ｏｒ
ｉｇ
ｉｎ

生
活

型
Ｌｉ
ｆｅ

ｆｏ
ｒｍ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来
源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ｏｒ
ｉｇ
ｉｎ

生
活

型
Ｌｉ
ｆｅ

ｆｏ
ｒｍ

艾
蒿

Ａｒ
ｔｅｍ

ｉｓｉ
ａ
ａｒ
ｇｙ
ｉ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沼

生
蔊

菜
Ｒｏ

ｒｉｐ
ｐａ

ｉｓｌ
ａｎ

ｄｉ
ｃａ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黄
花

蒿
Ａｒ
ｔｅｍ

ｉｓｉ
ａ
ａｎ

ｎｕ
ａ

菊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蔊

菜
Ｒｏ

ｒｉｐ
ｐａ

ｉｎ
ｄｉ
ｃａ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蒙
古

蒿
Ａｒ
ｔｅｍ

ｉｓｉ
ａ
ｍ
ｏｎ
ｇｏ
ｌｉｃ
ａ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球

果
蔊

菜
Ｒｏ

ｒｉｐ
ｐａ

ｇｌ
ｏｂ
ｏｓ
ａ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野
艾

蒿
Ａｒ
ｔｅｍ

ｉｓｉ
ａ
ｌａ
ｖａ
ｎｄ

ｕｌ
ａｅ
ｆｏ
ｌｉａ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播

娘
蒿

Ｄｅ
ｓｃ
ｕｒ
ａｉ
ｎａ

ｓｏ
ｐｈ
ｉａ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白
莲

蒿
Ａｒ
ｔｅｍ

ｉｓｉ
ａ
ｇｍ

ｅｌｉ
ｎｉ
ｉ

菊
科

乡
土

半
灌

木
状

草
本

独
行

菜
Ｌｅ
ｐｉ
ｄｉ
ｕｍ

ａｐ
ｅｔａ

ｌｕ
ｍ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小
蓬

草
∗

Ｃｏ
ｎｙ
ｚａ

ｃａ
ｎａ
ｄｅ
ｎｓ
ｉｓ

菊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荠

菜
Ｃａ

ｐｓ
ｅｌｌ
ａ
ｂｕ
ｒｓａ

⁃ｐ
ａｓ
ｔｏ
ｒｉｓ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一
年

蓬
∗

Ｅｒ
ｉｇ
ｅｒ
ｏｎ

ａｎ
ｎｕ

ｕｓ
菊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或
二

年
生

葶
苈

Ｄｒ
ａｂ
ａ
ｎｅ
ｍ
ｏｒ
ｏｓ
ａ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鬼
针

草
Ｂｉ
ｄｅ
ｎｓ

ｂｉ
ｐｉ
ｎｎ
ａｔ
ａ

菊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二

月
蓝

Ｏｒ
ｙｃ
ｈｏ
ｐｈ
ｒａ
ｇｍ

ｕｓ
ｖｉｏ

ｌａ
ｃｅ
ｕｓ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三
叶

鬼
针

草
∗

Ｂｉ
ｄｅ
ｎｓ

ｐｉ
ｌｏ
ｓａ

菊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小

花
糖

芥
Ｅｒ
ｙｓ
ｉｍ
ｕｍ

ｃｈ
ｅｉｒ
ａｎ

ｔｈ
ｏｉ
ｄｅ
ｓ

十
字

花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牛
膝

菊
∗

Ｇａ
ｌｉｎ

ｓｏ
ｇａ

ｐａ
ｒｖ
ｉｆｌ
ｏｒ
ａ

菊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萹

蓄
Ｐｏ

ｌｙ
ｇｏ
ｎｕ

ｍ
ａｖ
ｉｃｕ

ｌａ
ｒｅ

蓼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意
大

利
苍

耳
∗

Ｘａ
ｎｔ
ｈｉ
ｕｍ

ｉｔａ
ｌｉｃ
ｕｍ

菊
科

国
外

外
来

多
年

生
水

蓼
Ｐｏ

ｌｙ
ｇｏ
ｎｕ

ｍ
ｈｙ
ｄｒ
ｏｐ
ｉｐ
ｅｒ

蓼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翅
果

菊
Ｐｔ
ｅｒ
ｏｃ
ｙｐ
ｓｅ
ｌａ

ｉｎ
ｄｉ
ｃａ

菊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酸

模
叶

蓼
Ｐｏ

ｌｙ
ｇｏ
ｎｕ

ｍ
ｌａ
ｐａ
ｔｈ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蓼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刺
儿

菜
Ｃｉ
ｒｓ
ｉｕ
ｍ

ｓｅ
ｔｏ
ｓｕ
ｍ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习

见
蓼

Ｐｏ
ｌｙ
ｇｏ
ｎｕ

ｍ
ｐｌ
ｅｂ
ｅｉｕ

ｍ
蓼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大
刺

儿
菜

Ｃｉ
ｒｓｉ
ｕｍ

ｓｅ
ｇｅ
ｔｕ
ｍ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巴

天
酸

模
Ｒｕ

ｍ
ｅｘ

ｐａ
ｔｉｅ
ｎｔ
ｉａ

蓼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抱
茎

苦
荬

菜
Ｉｘ
ｅｒ
ｉｓ
ｓｏ
ｎｃ
ｈｉ
ｆｏ
ｌｉｕ

ｍ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齿
果

酸
模

Ｒｕ
ｍ
ｅｘ

ｄｅ
ｎｔ
ａｔ
ｕｓ

蓼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黑
心

菊
Ｒｕ

ｄｂ
ｅｃ
ｋｉ
ａ
ｈｉ
ｒｔａ

菊
科

国
外

外
来

多
年

生
长

鬃
蓼

Ｐｏ
ｌｙ
ｇｏ
ｎｕ

ｍ
ｌｏ
ｎｇ

ｉｓｅ
ｔｕ
ｍ

蓼
科

国
内

外
来

一
年

生

黄
鹌

菜
Ｙｏ
ｕｎ

ｇｉ
ａ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ａ

菊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朝

天
委

陵
菜

Ｐｏ
ｔｅｎ

ｔｉｌ
ｌａ

ｓｕ
ｐｉ
ｎａ

蔷
薇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甘
野

菊
Ｄｅ

ｎｄ
ｒａ
ｎｔ
ｈｅ
ｍ
ａ
ｌａ
ｖａ
ｎｄ

ｕｌ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ｖａ
ｒ．

ｓｅ
ｔｉｃ
ｕｓ
ｐｅ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鹅

绒
委

陵
菜

Ｐｏ
ｔｅｎ

ｔｉｌ
ｌａ

ａｎ
ｓｅ
ｒｉｎ

ａ
蔷

薇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长
裂

苦
苣

菜
Ｓｏ
ｎｃ
ｈｕ

ｓｂ
ｒａ
ｃｈ
ｙｏ
ｔｕ
ｓ

菊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蛇

含
Ｐｏ

ｔｅｎ
ｔｉｌ
ｌａ

ｋｌ
ｅｉｎ

ｉａ
ｎａ

蔷
薇

科
国

内
外

来
多

年
生

中
华

苦
荬

菜
Ｉｘ
ｅｒ
ｉｓ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蒺

藜
Ｔｒ
ｉｂ
ｕｌ
ｕｓ

ｔｅｒ
ｒｅ
ｓｔｒ
ｉｓ

蔷
薇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鳢
肠

Ｅｃ
ｌｉｐ
ｔａ

ｐｒ
ｏｓ
ｔｒａ

ｔａ
菊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蛇
莓

Ｄｕ
ｃｈ
ｅｓ
ｎｅ
ａ
ｉｎ
ｄｉ
ｃａ

蔷
薇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全
叶

马
兰

Ｋａ
ｌｉｍ

ｅｒ
ｉｓ
ｉｎ
ｔｅｇ

ｒｉｆ
ｏｌ
ｉａ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裂

叶
牵

牛
∗

Ｐｈ
ａｒ
ｂｉ
ｔｉｓ

ｈｅ
ｄｅ
ｒａ
ｃｅ
ａ

旋
花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泥
胡

菜
Ｈｅ

ｍ
ｉｓｔ
ｅｐ
ｔｉａ

ｌｙ
ｒａ
ｔａ

菊
科

乡
土

二
年

生
圆

叶
牵

牛
∗

Ｉｐ
ｏｍ

ｏｅ
ａ
ｐｕ
ｒｐ
ｕｒ
ｅａ

旋
花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蒲
公

英
Ｔａ

ｒａ
ｘａ
ｃｕ
ｍ

ｍ
ｏｎ
ｇｏ
ｌｉｃ
ｕｍ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打

碗
花

Ｃａ
ｌｙ
ｓｔｅ
ｇｉ
ａ
ｈｅ
ｄｅ
ｒａ
ｃｅ
ａ

旋
花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旋
覆

花
Ｉｎ
ｕｌ
ａ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ａ

菊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牵

牛
Ｐｈ

ａｒ
ｂｉ
ｔｉｓ

ｎｉ
ｌ

旋
花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钻
形

紫
菀

∗
Ａｓ
ｔｅｒ

ｓｕ
ｂｕ
ｌａ
ｔｕ
ｓ

菊
科

国
外

外
来

多
年

生
田

旋
花

Ｃｏ
ｎｖ
ｏｌ
ｖｕ
ｌｕ
ｓａ

ｒｖ
ｅｎ
ｓｉｓ

旋
花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狗
尾

草
Ｓｅ
ｔａ
ｒｉａ

ｖｉｒ
ｉｄ
ｉｓ

禾
本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活
血

丹
Ｇｌ
ｅｃ
ｈｏ
ｍ
ａ
ｌｏ
ｎｇ

ｉｔｕ
ｂａ

唇
形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金
狗

尾
草

Ｓｅ
ｔａ
ｒｉａ

ｇｌ
ａｕ
ｃａ

禾
本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荔
枝

草
Ｓａ

ｌｖｉ
ａ
ｐｌ
ｅｂ
ｅｉａ

唇
形

科
乡

土
二

年
生

西
来

稗
Ｅｃ
ｈｉ
ｎｏ
ｃｈ
ｌｏ
ａ
ｃｒ
ｕｓ
ｇａ

ｌｌｉ
ｖａ
ｒ．

ｚｅ
ｌａ
ｙｅ
ｎｓ
ｉｓ

禾
本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夏
至

草
Ｌａ

ｇｏ
ｐｓ
ｉｓ
ｓｕ
ｐｉ
ｎａ

唇
形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草
地

早
熟

禾
Ｐｏ

ａ
ｐｒ
ａｔ
ｅｎ
ｓｉｓ

禾
本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益
母

草
Ｌｅ
ｏｎ
ｕｒ
ｕｓ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ｕ
ｓ

唇
形

科
乡

土
二

年
生

狗
牙

根
Ｃｙ

ｎｏ
ｄｏ
ｎ
ｄａ

ｃｔｙ
ｌｏ
ｎ

禾
本

科
国

内
外

来
多

年
生

灰
菜

Ｃｈ
ｅｎ
ｏｐ
ｏｄ
ｉｕ
ｍ

ａｌ
ｂｕ
ｍ

藜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虎
尾

草
Ｃｈ

ｌｏ
ｒｉｓ

ｖｉｒ
ｇａ

ｔａ
禾

本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灰

绿
藜

Ｃｈ
ｅｎ
ｏｐ
ｏｄ
ｉｕ
ｍ

ｇｌ
ａｕ

ｃｕ
ｍ

藜
科

国
内

外
来

一
年

生

３９５　 ２ 期 　 　 　 李晓鹏　 等：北京城市公园环境下自生植物物种组成及多样性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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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来
源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ｏｒ
ｉｇ
ｉｎ

生
活

型
Ｌｉ
ｆｅ

ｆｏ
ｒｍ

种
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科
Ｆａ

ｍ
ｉｌｙ

来
源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ｏｒ
ｉｇ
ｉｎ

生
活

型
Ｌｉ
ｆｅ

ｆｏ
ｒｍ

大
画

眉
草

Ｅｒ
ａｇ

ｒｏ
ｓｔｉ
ｓｃ

ｉｌｉ
ａｎ

ｅｎ
ｓｉｓ

禾
本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地
肤

Ｋｏ
ｃｈ
ｉａ

ｓｃ
ｏｐ
ａｒ
ｉａ

藜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京
芒

草
Ａｃ
ｈｎ

ａｔ
ｈｅ
ｒｕ
ｍ

ｐｅ
ｋｉ
ｎｅ
ｎｓ
ｅ

禾
本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猪
毛

菜
Ｓａ

ｌｓｏ
ｌａ

ｃｏ
ｌｌｉ
ｎａ

藜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荩
草

Ａｒ
ｔｈ
ｒａ
ｘｏ
ｎ
ｈｉ
ｓｐ
ｉｄ
ｕｓ

禾
本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斑
地

锦
∗

Ｅｕ
ｐｈ
ｏｒ
ｂｉ
ａ
ｍ
ａｃ
ｕｌ
ａｔ
ａ

大
戟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毛
马

唐
Ｄｉ
ｇｉ
ｔａ
ｒｉａ

ｃｈ
ｒｙ
ｓｏ
ｂｌ
ｅｐ
ｈａ

ｒａ
禾

本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地

锦
草

Ｅｕ
ｐｈ
ｏｒ
ｂｉ
ａ
ｈｕ

ｍ
ｉｆｕ

ｓａ
大

戟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牛
筋

草
∗

Ｅｌ
ｅｕ
ｓｉｎ

ｅ
ｉｎ
ｄｉ
ｃａ

禾
本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铁
苋

菜
Ａｃ
ａｌ
ｙｐ
ｈａ

ａｕ
ｓｔｒ
ａｌ
ｉｓ

大
戟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菵
草

Ｂｅ
ｃｋ
ｍ
ａｎ

ｎｉ
ａ
ｓｙ
ｚｉｇ

ａｃ
ｈｎ

ｅ
禾

本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地

梢
瓜

Ｃｙ
ｎａ

ｎｃ
ｈｕ

ｍ
ｔｈ
ｅｓ
ｉｏ
ｉｄ
ｅｓ

萝
藦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米
口

袋
Ｇｕ

ｅｌｄ
ｅｎ
ｓｔａ

ｅｄ
ｔｉａ

ｍ
ｕｌ
ｔｉｆ
ｌｏ
ｒａ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鹅

绒
藤

Ｃｙ
ｎａ

ｎｃ
ｈｕ

ｍ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ｅ

萝
藦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野
苜

蓿
Ｍ
ｅｄ
ｉｃａ

ｇｏ
ｆａ
ｌｃａ

ｔａ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萝
藦

Ｍ
ｅｔａ

ｐｌ
ｅｘ
ｉｓ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ａ

萝
藦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紫
苜

蓿
∗

Ｍ
ｅｄ
ｉｃａ

ｇｏ
ｓａ
ｔｉｖ
ａ

蝶
形

花
科

国
外

外
来

多
年

生
白

鳞
莎

草
Ｃｙ

ｐｅ
ｒｕ
ｓｎ

ｉｐ
ｐｏ
ｎｉ
ｃｕ
ｓ

莎
草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黄
香

草
木

樨
Ｍ
ｅｌｉ
ｌｏ
ｔｕ
ｓｏ

ｆｆｉ
ｃｉｎ

ａｌ
ｉｓ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具

芒
碎

米
莎

草
Ｃｙ

ｐｅ
ｒｕ
ｓｍ

ｉｃｒ
ｏｉ
ｒｉａ

莎
草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白
车

轴
草

∗
Ｔｒ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ｒｅ
ｐｅ
ｎｓ

蝶
形

花
科

国
外

外
来

多
年

生
球

穗
莎

草
Ｃｙ

ｐｅ
ｒｕ
ｓｇ

ｌｏ
ｍ
ｅｒ
ａｔ
ｕｓ

莎
草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野
大

豆
Ｇｌ
ｙｃ
ｉｎ
ｅ
ｓｏ
ｊａ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车

前
Ｐｌ
ａｎ

ｔａ
ｇｏ

ａｓ
ｉａ
ｔｉｃ
ａ

车
前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兴
安

胡
枝

子
Ｌｅ
ｓｐ
ｅｄ
ｅｚ
ａ
ｄａ

ｖｕ
ｒｉｃ
ａ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灌
木

平
车

前
Ｐｌ
ａｎ

ｔａ
ｇｏ

ｄｅ
ｐｒ
ｅｓ
ｓａ

车
前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糙
叶

黄
芪

Ａｓ
ｔｒａ

ｇａ
ｌｕ
ｓｓ

ｃａ
ｂｅ
ｒｒｉ
ｍ
ｕｓ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早

开
堇

菜
Ｖｉ
ｏｌ
ａ
ｐｒ
ｉｏ
ｎａ

ｎｔ
ｈａ

堇
菜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长
萼

鸡
眼

草
Ｋｕ

ｍ
ｍ
ｅｒ
ｏｗ

ｉａ
ｓｔｉ
ｐｕ
ｌａ
ｃｅ
ａ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紫

花
地

丁
Ｖｉ
ｏｌ
ａ
ｙｅ
ｄｏ
ｅｎ
ｓｉｓ

堇
菜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小
冠

花
Ｃｏ

ｒｏ
ｎｉ
ｌｌａ

ｖａ
ｒｉａ

蝶
形

花
科

国
外

外
来

多
年

生
鼠

掌
老

鹳
草

Ｇｅ
ｒａ
ｎｉ
ｕｍ

ｓｉｂ
ｉｒｉ
ｃｕ
ｍ

牻
牛

儿
苗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三
齿

萼
野

豌
豆

Ｖｉ
ｃｉａ

ｂｕ
ｎｇ

ｅｉ
蝶

形
花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牻
牛

儿
苗

Ｅｒ
ｏｄ
ｉｕ
ｍ

ｓｔｅ
ｐｈ
ａｎ

ｉａ
ｎｕ

ｍ
牻

牛
儿

苗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茴
茴

蒜
Ｒａ

ｎｕ
ｎｃ
ｕｌ
ｕｓ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毛
茛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曼
陀

罗
∗

Ｄａ
ｔｕ
ｒａ

ｓｔｒ
ａｍ

ｏｎ
ｉｕ
ｍ

茄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匍
枝

毛
茛

Ｒａ
ｎｕ

ｎｃ
ｕｌ
ｕｓ

ｒｅ
ｐｅ
ｎｓ

毛
茛

科
国

内
外

来
多

年
生

龙
葵

Ｓｏ
ｌａ
ｎｕ

ｍ
ｎｉ
ｇｒ
ｕｍ

茄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大
叶

铁
线

莲
Ｃｌ
ｅｍ

ａｔ
ｉｓ
ｈｅ
ｒａ
ｃｌｅ

ｉｆｏ
ｌｉａ

毛
茛

科
乡

土
半

灌
木

蛇
床

Ｃｎ
ｉｄ
ｉｕ
ｍ

ｍ
ｏｎ
ｎｉ
ｅｒ
ｉ

伞
形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凹
头

苋
Ａｍ

ａｒ
ａｎ

ｔｈ
ｕｓ

ｌｉｖ
ｉｄ
ｕｓ

苋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泽

芹
Ｓｉ
ｕｍ

ｓｕ
ａｖ
ｅ

伞
形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反
枝

苋
∗

Ａｍ
ａｒ
ａｎ

ｔｈ
ｕｓ

ｒｅ
ｔｒｏ

ｆｌｅ
ｘｕ
ｓ

苋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酢

浆
草

Ｏｘ
ａｌ
ｉｓ
ｃｏ
ｒｎ
ｉｃｕ

ｌａ
ｔａ

酢
浆

草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绿
穗

苋
Ａｍ

ａｒ
ａｎ

ｔｈ
ｕｓ

ｈｙ
ｂｒ
ｉｄ
ｕｓ

苋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年

生
红

花
酢

浆
草

∗
Ｏｘ

ａｌ
ｉｓ
ｃｏ
ｒｙ
ｍ
ｂｏ
ｓａ

酢
浆

草
科

国
外

外
来

多
年

生

地
黄

Ｒｅ
ｈｍ

ａｎ
ｎｉ
ａ
ｇｌ
ｕｔ
ｉｎ
ｏｓ
ａ

玄
参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点
地

梅
Ａｎ

ｄｒ
ｏｓ
ａｃ
ｅ
ｕｍ

ｂｅ
ｌｌａ

ｔａ
报

春
花

科
乡

土
一

或
二

年
生

阿
拉

伯
婆

婆
纳

∗
Ｖｅ
ｒｏ
ｎｉ
ｃａ

ｐｅ
ｒｓｉ
ｃａ

玄
参

科
国

外
外

来
一

或
二

年
生

葎
草

Ｈｕ
ｍ
ｕｌ
ｕｓ

ｓｃ
ａｎ

ｄｅ
ｎｓ

大
麻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通
泉

草
Ｍ
ａｚ
ｕｓ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ｕ
ｓ

玄
参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苘
麻

Ａｂ
ｕｔ
ｉｌｏ
ｎ
ｔｈ
ｅｏ
ｐｈ
ｒａ
ｓｔｉ

锦
葵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白
屈

菜
Ｃｈ

ｅｌｉ
ｄｏ
ｎｉ
ｕｍ

ｍ
ａｊ
ｕｓ

罂
粟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马
齿

苋
Ｐｏ

ｒｔｕ
ｌａ
ｃａ

ｏｌ
ｅｒ
ａｃ
ｅａ

马
齿

苋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秃
疮

花
Ｄｉ
ｃｒ
ａｎ

ｏｓ
ｔｉｇ

ｍ
ａ
ｌｅｐ

ｔｏ
ｐｏ
ｄｕ

ｍ
罂

粟
科

国
内

外
来

二
年

生
五

叶
地

锦
Ｐａ

ｒｔｈ
ｅｎ
ｏｃ
ｉｓｓ
ｕｓ

ｑｕ
ｉｎ
ｑｕ
ｅｆｏ

ｌｉａ
葡

萄
科

国
外

外
来

木
质

藤
本

地
丁

草
Ｃｏ

ｒｙ
ｄａ

ｌｉｓ
ｂｕ
ｎｇ

ｅａ
ｎａ

罂
粟

科
乡

土
二

年
生

茜
草

Ｒｕ
ｂｉ
ａ
ｃｏ
ｒｄ
ｉｆｏ
ｌｉａ

茜
草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草
质

藤
本

斑
种

草
Ｂｏ

ｔｈ
ｒｉｏ

ｓｐ
ｅｒ
ｍ
ｕｍ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ｅ

紫
草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鹅
肠

菜
Ｍ
ｙｏ
ｓｏ
ｔｏ
ｎ
ａｑ
ｕａ

ｔｉｃ
ｕｍ

石
竹

科
乡

土
多

年
生

狭
苞

斑
种

草
Ｂｏ

ｔｈ
ｒｉｏ

ｓｐ
ｅｒ
ｍ
ｕｍ

ｋｕ
ｓｎ
ｅｚ
ｏｗ

ｉｉ
紫

草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菟

丝
子

Ｃｕ
ｓｃ
ｕｔ
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菟
丝

子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寄

生

附
地

菜
Ｔｒ
ｉｇ
ｏｎ
ｏｔ
ｉｓ
ｐｅ
ｄｕ
ｎｃ
ｕｌ
ａｒ
ｉｓ

紫
草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鸭
跖

草
Ｃｏ

ｍ
ｍ
ｅｌｉ
ｎａ

ｃｏ
ｍ
ｍ
ｕｎ

ｉｓ
鸭

跖
草

科
乡

土
一

年
生

　
　

∗
入

侵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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