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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设计与评估
———以六盘水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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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湿地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也随之受到影响，科学合理的设计和评估生物多样性对城市中同类

型的湿地公园建设或维护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选取基于人工设计的贵州省六盘水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从生境多样

性与物种多样性两个方面对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估。 得出以下结论：（１）公园生境单元类型较丰富，公园中面状、现状要素饱和

度指数都超 ５０％，生境多样性状况良好。 （２）公园建成 ５ 年后场地内乔灌木植物的种类明显增多，其中丁香、香樟、蜡梅、榆树

等植物成为新的优势种群，表现在园区的西部、南部与东部；草本水生植物种类也明显增多，优势种群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改

变，集中表现在园区的西南部、南部与中部。 （３）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两大因素一是优势群落的自然演替恢复速度效果明

显，二是人为干扰严重的地区生物多样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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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湿地公园是一种独特的公园类型，是指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具有湿地的生态功能和典型特征

的，以生态保护、科普教育、自然野趣和休闲游览为主要内容的公园［１］。 公园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或者是恢复了的破碎的城市生境［２］。 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使得城市公园中往往具有高度多样化的生境，例如

森林、灌丛、树篱、草地、草坪、花园、坑塘、湖泊、建筑物、道路等，保存着某些自然植被片段和多种动物，那里的

生物多样性往往非常高［３］，对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的评估研

究中，国外比利时学者提出了一种对城市和郊区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方法［４］，主要从生境多样性与物

种多样性两个方面进行评估。 生境多样性将“栖息地单元”归整为点、线、面三种类别，物种多样性通过样方

法统计与归类维管植物的物种数量，最终利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计算得到两者相对应的多样性指数；国内

学者在评估方面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物种水平［５⁃８］，从定性研究逐步走向定量化研究，出现了 １０ 多种评估群

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标，如物种的丰富度（Ｒｉｃｈｎｅｓｓ）、多样性（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均匀度（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等［９］，方法上有学者构建了一种国家湿地公园管理评估指标体系， 并给出了每个因子的权重、赋值范围以及

具体的定量化评估方法［１０］。 生态系统拥有的物种和栖息地种类越多，抗干扰能力就越强［１１］。
本文以明湖国家地公园为例，通过对公园生物多样性设计和评估，对比计算湿地公园刚建成时与建成五

年后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以定量化的数据分析为基础，通过建立对生境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的空间耦合关系，
分析影响公园物种多样性变化的生境要素，系统研究湿地公园在生态恢复、游憩审美方面的变化，为我国城市

人工湿地公园设计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和规划设计策略

六盘水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在六盘水市中心城区，水城河的上游区段，距市区二级水源地窑上水库约 １．５
ｋｍ（图 １）。 明湖湿地原场地中，有被垃圾和污水污染的湿地区域，有废弃的鱼池及管理不善的山坡地，垃圾

遍地、污水横流。 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示范项目，该项目设计的第一步就是重建生态健康的土地生命系统，包
括改善雨水水质，恢复原生栖息地，建造通向高品质开放空间的游憩道，最后促进整个城市的发展。 为实现这

些目标，工程的具体策略包括：
（１）拆除混凝土河堤，恢复滨水生态地带，为各种挺水、浮水和沉水植物提供生境（图 ２）。 沿河建造曝气

低堰，以增加水体含氧量，促进富营养化的水体被生物所吸收。

图 １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平面

Ｆｉｇ．１　 Ｍｉｎｇ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图 ２　 公园植被分布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建造梯田湿地和陂塘系统（图 ３），以削减洪峰流量，调节季节性雨水。 梯田的灵感来源于当地的造

田技术，通过拦截和保留水分，使陡峭的坡地成为丰产的土地。 它们的方位、形式、深度都依据地质因素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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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析而设定。 根据不同的水质和土壤环境，种植了乡土植被（主要采用播种的方式） ［１２］。 这些梯田状栖息

地减缓了水流，水中过盛的营养物质成为微生物和植物生长所需养分来源，从而加快了水体营养物质的去除。
（３）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沿着水系铺展（图 ４），在湿地梯田之间形成网络。 设有大量座椅、凉亭和观光塔

的休息平台融入设计的自然系统中，便于所有人进入，促进了学习、娱乐和景观审美体验，并设计了一个环境

解说系统以帮助游客理解这些地方的自然和文化含义。

图 ３　 公园水系分布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ｋ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 ４　 公园道路分布

Ｆｉｇ．４　 Ｐａｒｋ ｒｏａ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研究方法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建成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今已有 ５ 年的历史，通过现场考察与相关文献的对比研究发现

公园中的景观结构系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研究以六盘水市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通过生境多样性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与物种多样性（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对公园刚建成与建成 ５ 年后的城市湿地景观中生物多样性

的评估与优化进行研究。
２．１　 生境多样性

２．１．１　 生境单元调查和分类方法

　 　 生境多样性是对于公园的生境单元多样性（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ｎｉ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进行评估，由于不同类型的生境单元对

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且测量方法不同，因此按照类型分为面状要素、线状要素与点状要素

（表 １）。 按此分类标准可将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中面状要素包括自然林、灌木林、草地、水域等；线性要素包括

道路、树列、墙壁、桥梁等；点状要素主要有水池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

表 １　 生境单元多样性分类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ｎｉｔｓ

生境类型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ｎｉｔｓ

面状要素
Ｐｌａｎａ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线状要素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点状要素
Ｐｕｎｃｔｕ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分类标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面积 ａｒｅａ ≥１００ｍ２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０ｍ ≥１０ｍ ＜１００ｍ２

　 　 表中数据引自 Ｈｅｒｍ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２０００ [４ ]

２．１．２　 生境单元多样性测度计算方法

（１）生境多样性指数

根据分类标准计算出公园中生境单元的总面积、长度或数量的比例。 将这些比例代入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公
式，即可计算出生境单元的多样性指数：

Ｈ′ ＝ － ∑
ｓ

ｉ ＝ １
（ｎｉ ／ Ｎ）ｌｎ ｎｉ( ／ Ｎ）

式中， Ｈ′ 是生境单元多样性指数， ｉ 是第 ｉ 个生境单元， ｓ 是生境单元的总数， ｎｉ 是生境单元 ｉ 的面积、长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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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Ｎ 是公园中生境单元的总面积、总长度或总数。
（２）生境饱和度指数

生境饱和度指数（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是实际测定的多样性指数和最大可能的多样性指数之比（％），即：饱

和度指数 Ｓ ＝ Ｈ′
Ｈ′ｍａｘ

× １００％ ，其中 Ｈ′ｍａｘ 可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Ｈ′ｍａｘ ＝ － ｌｎ １
Ｓｍａｘ

式中 Ｓｍａｘ 代表生境单元的总数

２．２　 物种多样性

２．２．１　 物种多样性调查方法

城市公园的景观结构主要体现于植物多样性的变化，故研究重点在于对比公园刚建成与建成 ５ 年后植物

多样性指标的变化，研究采用样方法[3]进行植物群落的调查。
由于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通常随面积而增加，故所采样方数与园区总面积成正比，植物样方类别分为乔

灌木与草本水生植物两类，其中乔灌木的样方采用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单元面积，其总面积占至公园建成面积的

１％；草本水生植物的样方则采用 ２ ｍ×２ ｍ 单元面积，其总面积占公园建成面积的 ０．２％［４］。 场地面积约为 ２１．
３６ｈｍ２，遵循样方的选取规律，计算得出乔灌木样方数为 ２１ 个，草本样方数为 １０７ 个。 其中调查样方的分布为

在场地内随机均匀取样（图 ５），并记录样方内乔灌木植物的种类、科、属与数量（草本与水生植物换算为覆盖

度）。

图 ５　 场地植物样方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ｔｅ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２．２　 物种多样性计算方法

研究分别对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湿地公园的生物多样性指数进行计算，其中 ２０１２ 年数据来源为公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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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图纸与其他相关资料，２０１７ 年数据为研究者实地调研数据采集得到的成果。 调查样方的分布为在场

地内随机均匀取样，记录样方内植物的种类、科、属与数量（其中草本与水生植物为覆盖度），通过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公式得出乔灌木与草本植物的多样性指数（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Ｈ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Ｐ ｉ） 式中， Ｐ ｉ 为第 ｉ 个植

物物种株数在植物群落总株数（草本植物为覆盖度）中所占百分比， Ｓ 为植物群落植物物种数目。

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　 人工湿地生境多样性设计和分析

经过对湿地公园生境实地调研，结合场地施工图设计，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提取出面状要素的面积、线
状要素的长度和点状要素的个数，得出场地的生境单元的分布情况（图 ６），并计算对应的生境多样性指数与

饱和度指数（表 ２）。 数据分析反映出公园生境单元类型较丰富，公园中面状、现状要素饱和度指数都超 ５０％，
生境多样性情况良好。 公园内面状要素多样性指数最高达到 １．２８，水域、草地与自然林占主体，占比最大的要

素为水域，占到 ４０％，也是湿地公园重要的组成元素，集中水域面积主要分布于场地地势较低的东北侧，主要

功能为对雨水的收集消纳与对公园小气候的调节；分散水域主要集中于场地中较大高差的中部至南部，主要

功能为对雨水的净化与汇流。 线状要素中主要元素为道路，占到 ６３．１％，主要集中于场地中部，是场地人群活

动的主要发生地。 点状要素较少，主要为水井、凉亭、小型建筑物，调研发现场地的水井主要分布在自然程度

较高的西侧与南侧，主要用于场地局部的雨水消解。

图 ６　 场地生境类型分布

Ｆｉｇ．６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ｎｉ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通过植物群落的设计和营造栖息地，创造出适宜动植物生存的生境区域，城市湿地公园中的植物是动物

栖息地的主要载体，其种植设计考虑鸟嗜植物的应用，还应重视植被盖度和植被的群落结构，多选用适宜动物

栖息的乡土物种，在园内不同区域营建多样的植物群落。 城市湿地公园的生境营建考虑降低人类活动对生物

栖息地的干扰，建筑设施和园路应远离栖息地，保证动物有较为隐蔽的活动空间。 种类多样的乡土植物经过

长期的生长、竞争和演替，在当地形成了功能稳定且动态平衡的复杂植物群落，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物种基金

库，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盘水明湖湿地在植物群落配置上大量使用乡土植物，例如乔灌木物

种香樟、水杉、枫杨等，水生植物物种包括白车轴草、麦冬、芦苇等。 生境建成后，根据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

势进行目标监控，对发展不佳及逆向发展生境要进行及时调整，随时根据目标监控结果进行新一轮的生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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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循环。

表 ２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生境单元分类名单与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ｓｔ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ｇ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生境单元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ｕｎｉｔ

统计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饱和度指数 ／ ％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１ 面状要素 ／ ｍ２ ６５１７８２ １．２８ ６５．６

　 １．１ 自然林分：由天然或半天然森林植被组成的单元 １１６８２２

　 　 １．１．１ 落叶树林：落叶树林分（１） １４３７４

　 　 １．１．２ 混交林：落叶和针叶林林分（２） １０２４４８

　 １．２ 灌木林：由灌木组成的单元（３） ３０６８４

　 １．３ 草地：由草本植物组成的单元（４） ２２９２６８

　 １．４ 高大草本：包括芦苇类植被组成的单元（５） １２５９２

　 １．５ 水文要素：由水组成的单元（６） ２６０９７９

　 １．６ 停车场：由停靠车辆的场所组成的单元（７） １４３７

２ 线状要素 ／ ｍ １６１３９ ０．９９ ７１．７

　 ２．１ 宽度小于 ２ｍ 小路（８） １０１７８

　 ２．２ 树列：列植的树木（９） ３７９３

　 ２．３ 墙壁：用来围合空间的线状砖石建筑（１０） ９９７

　 ２．４ 桥梁（１１） １１７１

３ 点状要素 ／ 个 １２ ０．６８ ２７．３

　 ３．１ 水井（１２） ７

　 ３．２ 基础设施：建筑（井、亭子、纪念碑、雕像）（１３） ５

３．２　 人工湿地物种多样性评估

（１）乔灌木多样性变化

通过调研发现，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刚建成时期乔灌木植物达到 １５ 科，２２ 属，２７ 种，其中香樟、水杉、枫杨、
无患子等植被占比数较高，属于场地内的优势种；同时对比整理出公园建成 ５ 年后的植物种类可以发现场地

内乔灌木植物达到 ３４ 科，５０ 属，５９ 种，植物的种类明显增多，其中丁香、香樟、蜡梅、榆树等植物成为新的优势

种群（图 ７）。

图 ７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植物种类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ｉｎｇ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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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 ２０１２ 年公园刚建成时乔灌木样方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与 ２０１７ 年公园建成 ５ 年后的乔灌木样方

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进行计算（图 ８），结果显示公园刚建成时期的植物多样性指数普遍低于建成五年后，
甚至有些区域会出现指数为 ０ 的现象。 多样性指数增幅为 ０．１８—１．６１．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将计算结果进行空间分布

研究（图 ９），发现公园建成 ５ 年后乔灌木群落多样性程度恢复明显，集中表现在园区的西部、南部与东部。 其

中东部、南部指数变化较大，东部为自然林分布区域生物多样性指数增幅达到 １ 至 １．６１，南部为梯级水域区域

生物多样性指数增幅为 ０．８７－０．９９ 之间。

图 ８　 公园建成时和建成 ５ 年后场地乔灌木植物样方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对比（Ｈ）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Ｈ）

图 ９　 公园刚建成和建成 ５ 年后乔灌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分布图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ｈａｓ ｊｕｓｔ ｂｅｅｎ ｂｕｉｌｔ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ｓ

（２）草本水生植物多样性变化

通过调研发现，公园刚建成时期草本水生植物达到 ２０ 科，３４ 属，３９ 种，其中白车轴草、麦冬、芦竹、芦苇等

植被占比数较高，属于场地内的优势种；公园建成 ５ 年后场地内草本水生植物达到 ３９ 科，７１ 属，８４ 种，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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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明显增多，优势种群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图 １０）。

图 １０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草本水生植物覆盖度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ｂ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Ｍｉｎｇｈ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研究对公园 ２０１２ 年刚建成时各个草本水生植物样方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与 ２０１７ 年公园建成 ５ 年后的

草本水生植物样方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进行计算（图 １１），结果显示调查样地 ７５％以上的样方公园 ５ 年后

的草本水生植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高于公园刚建成时期，多样性指数增加最大值 １．０５，平均增加 ０．３。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将计算结果进行空间分布研究（图 １２）发现公园草本水生植物群落多样性程度恢复同样明显，集中表

现在园区的西南部、南部与中部。 西南部与南部自然林占比最高，基本增幅在 ０．８ 左右，故自然的演替使生物

多样性得到了大幅提高；中部虽人为活动干预较多，但调研发现，此区域主要为人工对植被进行了补种，故生

物多样性也得到了部分提升，基本增幅为 ０．３４ 左右，而多样性指数变化较少的区域则主要分布于靠近人工构

筑物或硬质驳岸附近，进本增幅仅为 ０．１ 左右。

图 １１　 场地草本水生植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对比图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３．３　 人工湿地生境与物种多样性的空间耦合分析

通过对比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从建成至今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可以发现公园整体的乔灌木以及草本水生植

物的多样性平均指数提升很大，乔灌木植被变化明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公园的中部、南部、东部（图 １３，１４），
草本水生植被变化明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公园的西部、南部、中部（图 １５，１６）。 将其分别与公园的生境分布

进行叠加耦合可知，促使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主要为两大原因：一、公园中自然林的演替结果，主要反映在场地

的东侧与南侧，其中优势乔灌木种群为香樟、枫杨、白车轴草、狼尾草等，水生植被为芦苇、芦竹、香蒲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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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公园建成时和建成 ５ 年后草本水生植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Ｆｉｇ．１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图 １３　 公园 ５ 年中乔灌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５ ｙｅａｒｓ

为对公园植被的补种，结果显示影响公园乔灌木指数变

化的空间主要集中于公园道路分叉口、公园出入口与基

础设施建筑周边，影响公园草本水生植物指数变化的空

间主要集中于公园梯级水系、步行天桥下方空间与西南

部分的混交林区域。 同时通过对此现象进行访谈得知，
该区域范围内五年进行过多次的人工植被补种，补种的

乔木植被主要为池杉、国槐、玫瑰、海桐等观赏类植物，
水生植被为花叶芦竹、再力花等，观察发现人工种植的

植物主要集中分布在公园的中部与东南部等靠近人行

步道附近区域，种植形式主要为线性行道树、绿篱和部

分的花坛景观，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公园修剪维护、提升

观赏价值与营造景观安全氛围。
研究根据六盘水明湖湿地公园建成 ５ 年后生物多

样性恢复能力的评估，提出相对应地适宜性的优势植物

群落和营造的空间形式，为未来本土地区公园建设提供

相应借鉴。 适宜的优势植物群落主要包括 ４ 组陆生优势植物群落和 ３ 组水生优势植物群落。 其中 ４ 组陆生

优势植物群落为：（１）香樟＋白车轴草＋麦冬，适宜在坑塘、湖泊的缓冲带，（２）香樟＋狼尾草＋鬼针草，适宜在缓

坡地，（３）枫杨＋香蒲＋狼尾草，适宜在水域周边与步行道两侧，（４）池杉＋水杉＋白车轴草，适宜湖中岛等大水

面边源与地下水位较高地段。 ３ 组水生优势植物群落为：（１）芦竹＋水葱＋麦冬，（２）芦苇＋再力花，（３）花叶芦

竹＋水葱＋鸢尾。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公园经过 ５ 年的时间，整体生态环境恢复良好

明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在不破坏场地水文条件的情况下，种植设计通过最少程度的人为干预对公园建

成前湿地的植被类型与多样性进行了优化，自然植物的群落类型大体随梯级湿地与明湖周边分布。 建成五年

的时间内，植物群落整体演替效果明显，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改善，公园内部的栈道、亲水

平台与梯级湿地周边可以观赏到水位变化而产生新的湿地景观，例如：旱生植物群落、湿生植物群落与旱生湿

生结合的植物群落景观。 公园对湿地景观的优化过程中并未生硬的种植大量观赏性花木，主要以六盘水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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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生境多样性与乔灌木生物多样性空间耦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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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公园 ５ 年中草本水生植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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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植物种植为主，观赏性花木为辅，在梯级湿地景观

区域形成了以芦苇 ／芦竹为优势种群的沼泽草本植物群

落，并伴生有水葱、鸢尾、花叶芦竹和再力花等植物，在
陆域范围内形成了主要以香樟 ／枫杨为主的优势乔木种

群，并伴生有白车轴草、麦冬、狼尾草、鬼针草、一年蓬和

金光菊等草本植物群落。 场地内的人工湿地景观也为

动物群落也创造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４．２　 公园生境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明显

总体来看，场地从原始的农田改造成为国家级生态

湿地公园，经过五年的植被演替之后，已深受人们喜爱。
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较建成前大大提升，公园中随处可见

散步、锻炼、垂钓、摄影和聚餐等行为活动，人与自然的

联系得到了加强，生态恢复治理对场地的生物多样性起

到了显著作用，达到了设计之初增加群落内的植物多样

性、维持并形成稳定状态的目标。 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
（１）从生境多样性指数来看，公园生境单元类型较丰富，公园中面状、现状要素饱和度指数都超 ５０％，生

境多样性情况良好。
（２）从物种多样性指数来看，公园建成 ５ 年后场地内乔灌木植物的种类明显增多，其中丁香、香樟、蜡梅、

榆树等植物成为新的优势种群，表现在园区的西部、南部与东部；草本水生植物种类也明显增多，优势种群结

构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集中表现在园区的西南部、南部与中部。
（３）生物多样性指数恢复与生境要素空间耦合分析表明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两大因素一是优势群落

的自然演替恢复速度效果明显，二是人为干扰严重的地区的大规模人工补种。
４．３　 优化设计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未来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设计方面提出以下优化建议：（１）结合生境单元分类，通过重新

组合优化营造适于该城市湿地公园的多样性生境组合方式；（２）根据当地的遗传基因库和土壤水文特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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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生境多样性与草本水生植物生物多样性空间耦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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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生境单元内部的植物配置，通过对自然群落的调整来设计出生境单元内部最优物种配置方式，提高生物

群落的自然演替能力［１３］；三、针对生境状态良好的区域，应相对减少公园内人工建筑和设施的数量、增加景观

廊桥等垂直性交通，以降低人类活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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