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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盘的形态特征和植物种类构成与分布

刘　 勤１，２，王玉宽１，∗，郭滢蔓１，３，彭培好２，王可玥４

１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２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４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林盘是成都平原广泛分布的一种复合生态系统，属于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和生态资源，并作为传统的乡村聚落单元，提供

重要的生态服务价值。 识别林盘植物的种类和分布特征，有利于深刻揭示林盘生态服务的形成和变化机制，为林盘保护及改造

提供科学建议。 采用小型无人机航拍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不同区域、类型林盘植物组成与分布特征，结果表明：（１）
林盘的形态较规则，规模不大（平均面积为 ６６７８．８７ ｍ２），植被覆盖度 ４３．５％—７６．９％，植物、房屋以及其他组成要素相互融合。
（２）林盘内维管束植物合计 １０６ 科 ２５４ 属 ３１０ 种，其中本地种 ２３６ 种，占总数 ７６．１３％，国内引进种 ３５ 种，占总数 １１．２９％，世界引

进种 ３９ 种，占总数的 １２．５８％。 （３）植物属的区系分布以北温带成分（２２．３１％）和泛热带成分（１６．１２％）为主，热带亚热带分布和

温带分布比例较为接近。 （４）从分布特征来看，远郊区林盘的植物种类最多（Ｐ＜０．０５），其次是近郊区，而中郊区相对较少；物种

多样性与林盘的规模呈显著（Ｐ＜０．０５）正相关关系，但是与植被覆盖水平无明显关系；土木结构房屋占比高，植物种类较多，且
中、高等比例和低比例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关键词：林盘；植物种类；分布特征；成都平原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Ｌｉｎｐａｎ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ｌａｉｎ
ＬＩＵ Ｑｉｎ１，２， ＷＡＮＧ Ｙｕｋｕａｎ１，∗， ＧＵＯ Ｙｉｎｇｍａｎ１，３， ＰＥＮＧ Ｐｅｉｈａｏ２， ＷＡＮＧ Ｋｅｙｕｅ４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４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５９， Ｃｈｉｎａ

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ｎｐａｎ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ｌａｉｎ． Ａｓ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 ｉ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ｉｎｐａ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ｐｕ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ｐ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ＵＡＶ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ｉｚｅ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ｎｐ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ｍｏｓｔ ｏｆ Ｌｉｎｐａｎ ｈａ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ｒｅａ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６６７８．８７ ｍ２），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４３．５８—７６．９％）． Ｌｉｎｐａｎ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ｕｐ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２）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３１０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２５４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１０６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ｅａ．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２７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７６．１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３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１１．２９％）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３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２．５８％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３） Ｌｉｎｐａｎ ｈａ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１５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２２．３１ ａｎｄ １６．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ａ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１． （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Ｌｉｎｐ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ｒ⁃
ｓｕｂｕｒｂ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０．０５），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ｐａｎ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Ｐ ＜ ０． ０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ｎｐａｎ ａｒｅ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ｘ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ｎｐａ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ｐａｎ ｗｉｔｈ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 ＜ ０． ０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ｎｐ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ｎｐ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ｌａｉｎ

林盘是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一种复合生态系统，主要由农宅与周边林木围（嵌）合成集生活－生产－生
态于一体的传统农村聚落单元，其规模不大，形态较规则（大多为近圆形），植被覆盖率在 ２０％以上（图 １）。
林盘分布数量多、密度大，它是成都平原特殊的文化符号和生态资源［１⁃３］，具有支持、供给、调节等多种生态服

务［４⁃５］，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互动关系［２，６］，是区域生态安全和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 但是，随着

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传统林盘不断消失或破坏，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及生态服务功能发生改变［７］，生态环境

质量降低。

图 １　 林盘及农田景观卫星图（来源：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Ｌｉｎｐａｎ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植物是林盘最重要的组分之一，其组成及结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近年来，城市绿地［８⁃９］ 和城乡交错

带绿地［１０］的植物种类构成与分布成为研究热点，但乡村聚落绿地［１１］ 方面，大多都是基于四旁林或农村庭

院［１２⁃１３］的普查或统计数据，缺乏针对性和准确性。 林盘植物以乔木、灌丛、竹林为主，植被类型多样［１４］，组成

种类丰富［１５］，垂直结构较简单。 成都市正努力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生态文明城市和美丽乡村，林盘保护

及改造是其中重要内容，但是当前对于林盘植物种类及分布特征尚不十分清楚。 本文选取不同区域、类型林

盘，通过详细的植物调查和林盘结构分析，揭示其多样性与林盘类型和结构的关联，为林盘植被保护和新农村

社区的植物配置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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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成都平原（又名川西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降雨充沛。 本研究所选的成都市（成
都平原主体）是林盘主要集中分布区（图 ２），截至 ２０１４ 年，全市林盘数量约 １２．１１ 万个，居住人口为 ３６５．５６ 万

人，占全市农村人口的 ７２．４０％［１６］。

图 ２　 研究区与调查样区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ｅａ

２　 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２．１　 典型林盘选取与结构特征调查

本研究在成都市中心至西北山缘（５２．０６ ｋｍ）沿线选取 ３ 个样区（ａ 德源、ｂ 新民、ｃ 唐昌，至中心城区直线

距离分别 １７．４０、２４．９０ ｋｍ 和 ３２．４０ ｋｍ）不同类型（即规模、覆盖度、房屋结构）的 １５ 个传统林盘（图 ３），经实地

考察和筛选表明，所选林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采用小型无人机（ＤＪＩ Ｐｈａｎｔｏｍ 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进行垂直拍

摄，分辨率为 ４０００×３０００，拍摄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通过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对拍摄图片进行合成、校正和

矢量化，并分析各组分的面积与结构特征。
２．２　 林盘植物调查

为全面、准确地识别林盘植物组成及分布特征，本研究对整个林盘内植物开展实地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０６ 月，记录指标包括乔木（含竹类）种类、株数、高度、胸径、冠幅，灌木种类、株数、高度、盖度，草本植物（含藤

本）种类、高度、盖度及生长状况等。
２．３　 数据分析处理

按照常规的分类方法，记录植物的名称（科、属和种名）、地理分布、生活型和物种来源等信息；通过 ＳＰＳＳ
软件的最小显著差异法和配对样本 Ｔ 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合林盘所处的区位与结构特征，揭示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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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典型林盘调查

Ｆｉｇ．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ｉｎｐａｎ

ＤＹ：德源；ＸＭ：新民；ＴＣ：唐昌；来源：自摄

的植物种类及分布规律。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林盘结构特征

根据典型林盘的航拍图片及空间分析表明（表 １），成都平原林盘的形态较规则（近圆形），规模普遍不

大，平均面积为 ６６７８．８７ ｍ２，最大值为 １２３８５ ｍ２，最小面积仅为 １６３０ ｍ２。 林盘的植被覆盖度为 ４３．５％—７６．
９％，主要为乔木林覆盖，部分林盘以竹林分布为主，其他绿地类型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林木与房屋的排列形

式及结构来看，林盘内植物与农宅基本呈围合或嵌套关系，平均围合度达 ７５．６２％，植物、房屋以及其他组成要

素共成一体。 林盘面积和覆盖水平不同，导致内部房屋数量和结构差异，其值为 ４—３７ 间，结构包括土木和砖

混，林盘面积越大，房屋数量越多，砖混结构修建年限较短，房屋更大、更高，修建中可能造成植被破坏。
３．２　 植物组成特征

３．２．１　 植物种类

调查结果显示，林盘内维管束植物合计 １０６ 科 ２５４ 属 ３１０ 种。 其中，蕨类植物 ９ 科 ９ 属 １０ 种，裸子植物 ７
科 １１ 属 １１ 种，被子植物 ９０ 科 ２３４ 属 ２８９ 种。 从生活型来看，林盘内乔木 ８１ 种，灌木 ３９ 种，草本 １６９ 种，藤本

１０ 种，竹类 １１ 种。 植物科的构成中，种数最多的依次为菊科（３１ 种）、禾本科（２４ 种）、蔷薇科（１７ 种）、百合科

（１０ 种）和豆科（９ 种），数量占总种数的 ２９．３５％。 属的构成中，含种较多（３ 种以上）的有榕属、蓼属、女贞属、
蒿属、簕竹属、木兰属、茄属和樟属，其余大多为单种属。 整体而言，林盘植物的种类较山区明显偏少，但对于

维护平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出现频次，乔木分布较多的为喜树 （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朴树 （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柚 （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银杏（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枫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女贞 （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皂荚 （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桉 （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水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灌木分布较多的是栀子 （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冬青卫矛 （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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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小蜡 （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棕竹

（Ｒｈａｐｉｓ ｅｘｃｅｌｓａ）、臭牡丹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常见草本为接骨草 （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龙葵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牛筋草（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珊瑚樱（Ｓｏｌａｎｕｍ ｐｓｅｕｄｏｃａｐｓｉｃｕｍ）、喜旱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车前 （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 垂 序 商 陆 （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 杠 板 归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 淡 竹 叶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蝴蝶花（ Ｉ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葎草（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等；常见的藤本植物为三裂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ｎａ）、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ａ）、何首乌（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常春藤（Ｈｅ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竹类以慈竹（Ｂａｍｂｕｓａ ｅｍｅｉｅｎｓｉｓ）和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为主。

表 １　 林盘的组成及结构调查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ｎｐａｎ

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编号
Ｎｍｂｅｒｉｎｇ

面积 ／ ｍ２

Ａｒｅａ

林木覆盖率 ／ ％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树木
Ｔｒｅｅ

竹林
Ｂａｍｂｏｏ

其他
Ｏｔｈｅｒ

林木围合度 ／ ％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房屋数量 ／ 间
Ｈｏｕｓｅ⁃ｎｕｍｂｅｒｓ

砖混结构
Ｂｒｉｃｋ⁃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土木结构
Ｅａｒｔｈ⁃ｗｏｏｄ

德源样区 ＤＹ ＤＹ⁃０１ １２０８４ ３４．０ ４２．０ ０．８ ９２．７ ３ ８

ＤＹ⁃０２ ６５４１ ４８．０ ２２．９ ３．５ ８４．０ ３ １１

ＤＹ⁃０３ １６３０ ８．９ ６４．５ ２．３ １００．０ １ ３

ＤＹ⁃０４ １０６１８ ４３．９ １７．０ ７．１ ８３．５６ １３ ２４

ＤＹ⁃０５ ４６１２ ９．９ ３４．７ １．２ ４６．９ ４ １２

新民样区 ＸＭ ＸＭ⁃０１ ３９４５ ５３．７ １６．５ ６．７ ９１．０ ２ ３

ＸＭ⁃０２ ７５７２ ３８．５ ２１．０ ０．０ ６５．１ ８ ６

ＸＭ⁃０３ ４０７５ ３１．０ １９．７ １６．８ ６７．０ ４ ５

ＸＭ⁃０４ １２３８５ ３０．０ １３．２ ９．４ ６５．９ １９ １５

ＸＭ⁃０５ ３４１４ ３９．５ ７．４ １１．８ ７０．０ ４ ８

唐昌样区 ＴＣ ＴＣ⁃０１ ６４１７ ５１．０ ４．５ ２．７ ８７．０ ５ １２

ＴＣ⁃０２ ７６５８ ６２．６ ９．０ １．０ ７５．９ ６ １２

ＴＣ⁃０３ ６３２２ ３７．２ ６．３ ０．０ ７２．２ ７ ９

ＴＣ⁃０４ ８８７６ ６０．５ ９．０ ０．０ ６４．７ １１ ２６

ＴＣ⁃０５ ４０３４ ２６．２ ７．３ １１．７ ６８．３ ４ ６

３．２．２　 物种来源

从物种来源分析（表 ２），林盘的 ３１０ 类植物中，四川本地种 ２３６ 种，占总数 ７６．１３％；国内引进种 ３５ 种，占
总数 １１．２９％；世界引进种 ３９ 种，占总数的 １２．５８％。 这表明成都林盘的植物种类构成以乡土种为主，引进种

数量较少，可以适当加强相关的引种和栽培工作，但必须因地制宜，降低外来种扩散和入侵风险。

表 ２　 林盘植物的物种来源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物种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乔木
Ａｒｂｏｒ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草本
Ｈｅｒｂ

藤本
Ｌｉａｎａ

竹类
Ｂｏｍｂ

百分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本地种 Ｎａｔｉｖｅ ２３６ ５９ ２５ １３４ ９ ８ ７１．６３

国内引进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ｌｉｅｎ ３５ １３ １１ １１ ０ １ １１．２９

国外引进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ｌｉｅｎ ３９ ９ ３ ２４ １ ２ １２．５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１０ ８１ ３９ １６９ １０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３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研究区内的植物占中国全部 １５ 个分布类型（表 ３），主要以北温带成分（占比 ２２．３１％）和泛热带分布（占
比 １６．１２％）为主，其次为世界分布和东亚分布，占比分别为 ９．０９％和 ８．６８％，而中国特有属 ７ 个，占比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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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林盘植物的区系分布类型较为多样，热带亚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丰富，分布比例较为接近，这与成

都市的气候条件相符，也表现出植物区系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表 ３　 林盘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ｎｐａｎ

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所占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２ ９．０９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３９ １６．１２

３． 热带美洲和热带亚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０ ４．１３

４． 旧大陆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１４ ５．７９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１０ ４．１３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６ ２．４８

７．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１８ ７．４４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５４ ２２．３１

９．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５ ６．２０

１０．旧大陆温带（主要在欧洲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１６ ６．６１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３ １．２４

１２．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４ １．６５

１３．中亚分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３ １．２４

１４．东亚（东喜马拉雅至日本）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２１ ８．６８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７ ２．８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３　 植物分布特征

３．３．１　 不同区位

按照与成都中心城区的直线距离将林盘划分为近郊区（德源）、中郊区（新民）和远郊区（唐昌）３ 种类型。
由图 ４ 可见，近郊区林盘植物 ２１１ 种（乔木 ５８ 种），中郊区 １６９ 种（乔木 ４５ 种），远郊区 ２４５ 种（乔木 ７３ 种）；单
个林盘的物种平均分布数量也呈现相同规律。 这表明远郊区林盘的植物种类明显（Ｐ＜０．０５）更多，其次是近

郊区，而中郊区相对较少。

图 ４　 不同区位林盘的物种差异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ｐａｎｓ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各处理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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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不同规模

按照占地面积将林盘划分为大型（≥９０００ ｍ２）、中型（５０００—９０００ ｍ２）和小型（≤５０００ ｍ２）３ 种规模。 由

图 ５ 可见，各类规模林盘调查的物种总数和单个林盘物种平均数量均表现为大型林盘最丰富，其次为中型林

盘，而小型林盘显著减少。 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林盘的规模与植物物种多样性具有显著（Ｐ＜０．０５）相关性。

图 ５　 不同规模林盘的物种差异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 Ｌｉｎｐａｎｓ

３．３．３　 不同覆盖水平

按照植被覆盖度将林盘划分为高覆盖（≥７０％）、中等覆盖（５０％—７０％）和低覆盖（≤５０％）３ 种类别。 由

图 ６ 可见，各类林盘调查的物种总数和单个林盘物种平均数量没有明显的变化特征，数量无显著差异。 这表

明林盘植物种类与其覆盖水平关系不大，即并非覆盖度越高（或越低）物种类型越丰富。

图 ６　 不同覆盖度林盘的物种差异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Ｌｉｎｐａｎｓ

３．３．４　 不同房屋结构

按照林盘内土木结构房屋数量占总数（土木＋砖混结构）比例将林盘划分为高比例（≥７０％）、中等比例

（５０％—７０％）和低比例（≤５０％）３ 种类别。 由图 ７ 可见，各类林盘调查的物种总数和单个林盘物种平均数量

随土木结构房屋所占比例升高而增多，且中、高等比例和低比例物种数量具有显著（Ｐ＜０．０５）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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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房屋形态林盘的物种差异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ｎｐａｎｓ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调查和分析，成都平原林盘的形态较规则，规模普遍不大（平均面积为 ６６７８．８７ ｍ２），植被覆盖水平

４３．５％—７６．９％，植物与农宅呈围合或嵌套关系，房屋密度适中。 林盘内维管束植物合计 １０６ 科 ２５４ 属 ３１０
种，以被子植物（９０ 科 ２３４ 属 ２８９ 种）为主，乔木（８１ 种）占有一定比重。 这较已有的结果偏多［１５⁃１６］，林盘物种

多样性明显少于成都山区（２０８ 科 １１３０ 属 ３１２７ 种） ［１８］和建成区园林植物种类（约 １０００ 余种） ［１９］，但高于其他

平原地区［２０］。 林盘是特殊的景观类型和文化符号，也是农户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内部植物具有

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４］，如提供木柴、食物、动物栖息地，固碳释氧和调节气候等。 与普遍的农户庭院植物多

样性低，组成结构简单，物种相似度高［２１⁃２２］相比，林盘拥有外围防护林带，兼具人工管理和自然生长属性，植
物种类较多，结构更为复杂。 总体来看，林盘植物的种类并不算多，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２３⁃２４］，人为

活动对林盘的干扰较大，植被保育应该数量、结构和功能提升综合考虑。
林盘植物中本地种 ２３６ 种，占总数 ７６．１３％；国内引进种 ３５ 种，占总数 １１．２９％；世界引进种 ３９ 种，占总数

的 １２．５８％。 林盘中乡土种占有绝对优势，可以在今后植物栽培中适当考虑引进部分外来种，增加多样性和异

质性，但应避免引进物种过多带来的生态系统风险［２５］。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人们对于林盘植被的功能和依

赖程度发生改变，传统用材林减少，观赏性栽培种增多，植被相似性较高［２６］。 成都市境内植物入侵现象尚不普

遍（园林入侵植物仅为 ５７ 种） ［２７］，林盘中入侵种类少，但是调查发现，林盘植被缺乏管理后，可能出现植物入侵

或恶性杂草丛生，如落葵薯（Ａｎｒｅｄｅｒ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喜旱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紫茉莉（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葎草（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等，破坏景观，导致林盘植被结构和功能退化。 林盘植物的区系分布类型以北温

带成分（２２．３１％）和泛热带分布（１６．１２％）为主，且热带亚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比例较为接近，表现出植物区系明

显的过渡性特征。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２８］相似，四川省处于热带与温带植物区系交错渗透的地带［１８］，过渡性和

辐射性是植物区系最大特点，林盘植物的区系分布亦符合该区域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
林盘植物分布特征来看，远郊区林盘的植物种类最多，其次分别是近郊区、中郊区；物种多样性与林盘的

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与植被覆盖水平无明显关系；同时，土木结构房屋占比高，林盘植物种类较多，且
中、高等比例和低比例差异显著。 已有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建成区［１０］、乡村聚落［１２］ 的物种丰富度呈现出距中

心城区距离变大而增加的趋势，但是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对植物的需求层次发生改变，大多由食用（供给

服务）变为观赏（景观服务）类型，导致物种多样性快速变化［１４］。 不同区位变化程度具有差异［２９⁃３０］，近郊区的

植物种类可能比周围远郊农区高，主要表现为观赏植物的增加。 林盘远郊区植物受人为活动干扰少，植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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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较完整，种类最多；近郊区靠近建成区，大量原生植被遭受破坏，但栽培了一些观赏或经济类植物，种类略多

于中郊区。 这仅反映出物种多样性的变化趋势，但生境类型及稳定性近郊区可能较低［３１］。 林盘植物种类与

规模的分布特征和庭园类似，即规模越大物种丰富度较高［３２］。 因此，林盘的景观格局是植物种类和分布特征

的差异性因素之一，即斑块面积、形状和连通性等将影响物种多样性［３３⁃３４］。 房屋结构及比例能够反映林盘被

改造或破坏程度，大规模的房屋修（改）建将破坏植被的完整性，可能导致植物种类减少。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分析，基本识别了林盘的形态结构和植物组成，揭示了植物的分布特

征。 受限于调查样本数量及其选择的随机性，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总体趋势基本可信。 当前林盘

保护和改造备受重视，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林盘植物的保护和管理，保障物种多样性，重点提升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功能；同时，可以加大开发利用乡土树种力度，适当引进一些栽培植物，但是应避免景观同质化和外来

种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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