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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 21世纪，地处西北内陆冷凉干旱区的银

川市已把生态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

重要内容。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和品位，坚持以人为

本、生态优先、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联合国人居

环境奖”为目标，银川人竭力在自然条件恶劣、人口

密集、喧嚣、污染侵染的“钢筋水泥丛林”里，用“有生

命的基础建设设施”构筑恬静、幽深、典雅、祥和、美

丽、朱雀翔舞的塞上江南———大银川。

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已使银川现有的园林绿

化树种远远不能满足园林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的

需要，急需引种大量的适于银川市气候及地理环境

条件的园林植物品种。彩叶植物是园林植物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能弥补一般绿色叶植物的不足，特别是

观叶、观果型树种的引种，通过群植、列植、丛植或孤

植方式可以极大地丰富城市的四季景观。在园林植

物配置中，彩叶植物可以丰富构图，调整色彩、形成

绚丽的图案和不同的季相效果，已渐成为城市绿化

美化中的新宠，发展前景广阔。

20世纪 90年代，在国内人们才逐渐关注到彩

001



叶植物的应用，特别是近年来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始从美国、加拿大、

新西兰等地大量引种彩叶植物，特别易于繁殖和推广的灌木品种。在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主要街道已大量种植彩叶植物，尤其是其

与绿色叶基础植物材料相互搭配，构成美丽的镶边等图案，达到一般

常绿植物无法比拟的效果。其中观果型彩叶植物更具特色，其红叶绿

果、红果或黄果可作为景观布局中心和视觉焦点，让游人留恋往返。

目前，我国对园林彩叶、观果彩叶植物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对于

其种质资源、生态学特性、园林景观配置的最佳效果及规律的评价研

究较少、应用不多，书中阐述的内容有作者始于 1988年开始的果树

矮化砧的研究内容，因这些植物的良好观赏效果，拓展了它们使用范

围，受到景观栽培者欢迎，本书的出版将为彩叶植物在西北干旱冷凉

区城市景观美化应用中贡献了一份力量。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宁夏大学自

然科学基金、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银川市科技局的相关项目

支持，尤其与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012GB2G300484）、中央财政林

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201402）的支持密不可分。

本书参编人员郭淑兰完成概述与第四章节的编写，李金柱完成

第二章节与第六章节编写。十分感谢书中引用文献学者的研究卓识，

为该书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坚实基础。感谢前后参与部分工作的同志，

包括冯晓容、李志鹏、李时凯、时杰、王平、吴文忠、陈建平、胡兵、马海

瑞、马晓彦、王晶、张雪红、李玉静、杨冰、赵建玉、陈海瑞、田增仙、刘

晓琴、沙戈、李志国、李源、张高祥、张璇、何鹏、张永健等。因作者水平

有限，加之新的研究手段与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书中不足之处殷盼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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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彩叶植物引种的背景和意义

一、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推进城镇化”纳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

要部署，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

意味着中国将由过去的“四位一体”转变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防、

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化”奋斗目标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及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截至 201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52.6%，要使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 70%，预计需要 10到 20年的时间。
在 2013年，全国已有 15个省（区、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其中，13
个省制定了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
县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环境优美乡村、环境保护友好企业、绿色

社区等创建活动正在全面铺开。在 2013年 9月国务院发布的《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指出，“经过 5年的努力，重污染天气大幅减
少，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大力推进城市及周边绿化和防风防沙林

建设，扩大城市建成区绿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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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彩叶植物景观应用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至 2003年底，全国提出建设生态城市或花园城
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山水城市、循环经济城市等生态型城市已有

135个。2006年 10月在有近百名全国市长出席的全国城市森林论坛
会上提出了：“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宣言，标志着城

市林业建设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名列国家森林城市第三位，森

林覆盖率达到 53.6%的长沙市在《长沙市城市林业生态圈专项规划》
（2003~2020）中，提出城市绿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目标，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

态环境，形成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城市生态环境体系”。建设的

主要项目包括：环城林带、生态隔离带、绿色通道、江河风光带、森林

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城郊生态公益林及城市街道、社区园林建

设等，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武汉市也相应提出“建设

城市森林，构建和谐武汉”的计划。处于内陆城市的银川市在 2008
年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后又提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

植物是园林景观构成要素之一，也是规划设计应用最广泛、不可

或缺的基础材料。植物造景已成为园林景观设计的主流，城市发展彩

叶树种的目标不仅作为城市基础绿化种植、花径、彩篱、行道树等配

置，而且还要为实现大园林、大景观及为生态圈和城市林业建设提供

素材。无论是在庭院、公园、街道，还是风景区，彩叶植物都可以极大

地丰富色彩构图，形成大面积的群体景观、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表

现出园林的季相美而备受人们欢迎。

受生态条件的限制，绿化中可应用的植物材料较少，选育生产

干、枝、花、叶、姿奇特的品种，抗旱、节水、少病虫害、抗污染的具有

环保内涵的乡土植物，耐寒、耐热、抗盐碱等抗逆性强，有防护效果，

能在立地条件较差的地区种植，以及面向特殊绿化空间的生长缓慢、

低维护成本的树种，满足城市绿化为新农村建设需要，兼具生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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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林树种，达到绿化、美化、彩化并举的效果，是园林绿化工作者

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意义

银川市地形分为山地和平原两大部分。西部、南部较高，北部、东

部较低，略呈西南-东北方向倾斜。地貌自西向东分为贺兰山洪积扇
前倾斜平原、洪积冲积平原、冲积湖沼平原、河谷平原、河漫滩地 6个
部分。海拔 1010~1150m，地面坡度为 2%左右。土壤类型分为 9大类
28个亚类 48个土属及 500多个土种或变种。贺兰山至西干渠之间
主要为山地灰钙土、草甸土和灰褐土，东部冲积平原主要为长期引黄

灌溉淤积和耕作交替而形成的灌淤土，局部低洼地区有湖土和盐土

分布。地表水水源较充足，水质良好，黄河流经银川南北贯穿。银川属

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9.7益，极端最高气温 35.7益，
极端最低气温为-19.3益，年平均日照时数 2800耀3000h，是全国太阳
辐射和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年平均降水量 203mm，无霜期
185d左右。气候主要特点为冬寒长、春暖快、夏热短、秋凉早，干旱少
雨，日照充足，蒸发强烈，昼夜温差大等。

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是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信息中心，自古就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进入 21世纪，
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带的银川市把生态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一项重要内容。以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和品位，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

先，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争创“国家园

林城市”和“联合国人居环境奖”为目标，以“绿、水、路”建设为重点。

2000年，银川市委、政府把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作为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的手段和突破口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

举措带动城市建设上台阶。2006年银川市委、政府提出建设西北地
区“最适宜居住、最适宜创业”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目标，并在全市

第一章 概 述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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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园林绿化、环境综合整治、道路交通治理“三大战役”，改善

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2007年又确定实施规划提升、城乡增绿、
特色街区改造、城市重心西移、塞上江南新貌、节能环保、道路畅通、

公交优先和市容美化“九大工程”。全市城市建设都以园林绿化为重

点，使得园林绿化、美化工作在近 5年时间里实现了跳跃式发展。
从银川实际出发，城市园林绿化确立了“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城

在湖中、湖在城中，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建设思路，“城乡一体、社

会联动、建管并举、质量俱佳”的指导方针，“增乔扩灌、地被多样、乡

土适生、水陆兼顾、因地制宜、合理密植、以人为本、自然和谐”的指导

原则，以“塞上湖城、沙间绿洲”为特色定位，以“简约质朴、粗犷清新”

为风格定位，以“规划见绿、特色造绿、全民育绿、科技兴绿、依法治

绿”为建设方略，促使银川市的园林绿化发展更理性、更科学、更快

速，渐渐形成了以乡土植物为主，彩叶植物为辅，大色块、大片林、大

绿量的绿化特色绿化指标大幅度增长，并于 2007年被国家住建部评
为“国家级园林城市”、2010年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称号。2013年底，全市城市（三区）建成区绿地总量、园林绿
化覆盖面积和公园绿地面积将分别达到 6102.1hm2、6102.1hm2 和

2033.41hm2，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项指标将分

别达到 43.55%、43.55%和 14.77m2/人，稳居西北五省省会城市前列。
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得银川市园林绿化植物栽植不再停留

于杨、柳、榆、槐等种类与品种上，通过挖掘乡土树种，引种驯化彩叶

植物，金枝红瑞木、金脉连翘、金山绣线菊、金焰绣线菊、金红久忍冬、

红心紫叶李、紫叶矮樱、紫叶稠李、金叶接骨木、金叶白蜡，以及红花

多枝柽柳、欧美海棠（红丽、绚丽、kelsey、火焰、王族等）、红叶乐园
（B9）、景观柰（N29）等品种，分别栽培于城市主要街道绿化景观中。彩

叶树种通过露地景观配置、群植、列植、丛植或孤植方式形成绚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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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和鲜明的季相效果，丰富城市的四季景观，已成为城市绿化中的

新宠，发挥着长期的生态及社会效益，对形成新的园林景观框架材料

具有重要的意义，充分体现了“塞上江南、花果飘香”的西北地域特

色，并辐射内蒙等周边地区。彩叶植物的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带动

省内外种苗生产公司纷纷引种栽培，所产生的相关效益，影响所及，

广泛深刻。彩叶乔灌植物应用对西北地区创建“生态健全城市”、

“宜居城市”，建立人文、生态、景观相协调的人工植物群落，具有重

要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彩叶植物发展状况

一、国外彩叶植物发展状况

英国造园家克劳斯顿曾精辟地指出：“园林设计归根结底是对植

物材料的设计，其目的就是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其他的内容只能在

一个有植物的环境中发挥作用。”在植物造景中，显然园林植物尤其

是园林树木（灌木、乔木）是构成园林景观的主要材料。

早在 100多年前，就有欧洲的园艺公司从中国等国家收集原始
的植物资源并开展研究工作。有资料统计，北美、加拿大等国家彩叶

植物栽培占树木栽培总量的 50%耀60豫，可以用色彩斑斓来形容其园
林景观特征。在英国城市园林景观中，常见的种类就有北美黄栌、北

美枫香、北美梓树、连香树、槭树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糖槭林，每

到秋季，红黄相间，景色诱人。加拿大的国树糖槭也是著名的秋色叶

树种，每年该国都要举办盛大的“槭树节”。国外的园林彩叶植物种

类、品种较为丰富，多达近千个，其原因在于他们很早就重视园林植

物品种的收集、选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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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彩叶植物发展及引种驯化工作

1. 园林彩叶植物应用状况
国内园林彩叶植物的应用，其中红叶类的有红枫、红叶李、红叶小

檗、三角枫、五角枫、红花 木、紫叶锦带花、火炬树、黄连木等；黄叶

类的有洒金柏、银杏、马褂木、金叶女贞、金边瑞香、金边黄杨、金叶刺

槐、金合欢等；银叶类的有银白杨、胡颓子等。

2. 国内彩叶植物引种状况
国内对彩叶植物研发应用较为迟缓，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有关

部门开始重视彩叶植物的景观应用，尤其是在国家“948”国际先进农
业引进项目（1996年）把引进国外园林优良品种列入“九五”首批重
点项目之后，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教学单位从荷兰、日本等国家引进

了园林植物新品种，如美国红栌、红枫、紫叶矮樱、金叶小檗等。引进

的彩叶植物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信息交流

相对通畅的区域。

据 2012年全国林业统计年报分析，全国每年以 9000万亩的造
林计划任务大规模推进，收效显著，其中彩叶类植物的应用功不可

没。董俊岚（2005）认为，目前彩叶植物不仅用来点缀、配色，还被用来
与其他的园林要素合理配置，创造出层次丰富、多姿多彩的园林景

观。显然，彩叶植物在城市园林景观氛围营造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彩叶植物能弥补一般绿色叶植物的不足，极大地丰富城市的绿化

景观色彩度，这使得我国彩叶植物种类的开发及在园林美化中应用

还存有极大的空间（袁涛，2001）。
目前全球的观赏植物总共有 猿万种左右，较常用的有 6000种。

中国作为世界园林之母，拥有丰富的树木资源，观赏植物约有 圆万
种，常用的有 2000种以内，可用于园林观果树种 62科 130余属。我
国彩叶树种资源也较为丰富，据有关单位在 1993年耀1997年间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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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查，彩叶植物达 400多种，分别属于 62个科 108个属。与国外相
比，我国对彩叶树种的利用和品种选育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近

几年北京山地野生树木约为 247种（含变种），隶属于 49 科 117 个
属（董俊岚，2005）。北京地区常用绿化彩叶树种主要有银杏、元宝枫、
栾树、白蜡、红果臭椿、黄栌、火炬树、栎类、黄连木、紫叶小檗等。1983
年，德国玛丽安娜老人到北京园林研究所参观时，将一把金叶女贞插

条作为礼物送给了所里的科研人员，经多年的生物学、生态学习性观

察，金叶女贞适宜北京的气候特点，经大量繁殖，到 1990年亚运会
时，园林部门在绿地中首次植建了以金叶女贞为主的植物色带，达到

了极佳景观烘托效果。从此，金叶女贞不仅成了北京城市绿地中主

要的彩叶植物，并带动了当地苗圃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

上海林业部门启动的种子资源项目中进行了乡土树种的保护、

开发、利用和国内外观花、观叶、观果新品种的引进、驯化、试验、示范

和推广。该项目共引进 232个品种，其中彩叶和观花树种 69个。筛选
出一批适宜上海种植的彩叶植物，为“彩色世博”提供了优良的植物

材料。为了真正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上海市还以此建设了以枫香、银

杏、乌桕、槭树、无患子等彩叶树种为主栽品种的五条彩色示范大道，

使市民走在街道上就能感受到“彩色上海”的迷人魅力。按照上海市

园林局的规划，在城市绿化中将大规模推广应用彩叶植物。

据陈勇，李芳东，廖绍波等（2012）的调查，在深圳城市园林绿化
中，已经涉及到彩叶植物共有 37种 52属 77种，彩叶植物中常绿植
物 56种，占 72.73%；落叶植物 21种，占 27.27%；春色叶植物 26种，
秋色叶植物 26种；新叶有色植物 15种，常色叶植物 2种；双色叶植
物 6种，斑色叶植物 2种。表现出南方彩叶植物丰富性。

1999年，辽宁省开始收集、保存、鉴定与利用观赏果树资源。截
至 2005年共收集观赏果树资源 89份，已鉴定 42份，并在大连、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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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鞍山、葫芦岛等城市园林景观中推广应用。

此外，天津、广东等一些城市开始注意重视彩叶植物的使用，尤

其是广东佛山市仅顺德区的调查结果就证实有彩叶植物 65种（王
艳，人吉君，将云仙，2005），隶属于 25科。其中，红色系 25种，隶属 14
科；黄色系 20种，隶属 15科；白色系 11种，隶属 9科；彩色系 9种，
隶属 6科。
山东仅在引进的观赏果树种类上就涵盖 19个科 36属 196种和

栽培种。这些树种与现有果树嫁接既具有良好亲和性，又具有良好的

观赏性。如观赏海棠品种，有乔化型、矮化型和垂枝型；叶色从绿色、

红色到紫色；花为深粉红色、单瓣或重瓣等等。观赏海棠品种叶片色

彩斑斓，艳如朝霞；暮春百花争艳，且花量大，色泽绚丽；其谢花后结

有大量绿珍珠、红玛瑙般果实，挂在枝头一直点缀到深冬，是极富观

赏价值的彩叶植物，同时果实可作为果冻、果酱的加工原料。

西北地区彩叶植物的发展速度相对沿海城市较慢，甘肃省传统

栽植的只有火炬、红叶李等且栽植数量有限。自 2000年以来，甘肃省
推广应用的彩叶植物有近 40余种，彩叶乔木品种主要有红枫、五角
枫、鸡爪槭、银杏、栾树、紫叶矮樱、紫叶稠李、红叶李、金丝柳、中华红

叶杨、彩叶杞柳、复叶槭（金叶、花叶、粉叶）等。并开展金叶女贞、红

叶小檗、红瑞木、红叶碧桃、金叶榆、绣线菊（金山、金焰）、金叶接骨

木、金叶风箱果、金脉连翘、金叶连翘、洒金柏及其他彩叶匍匐、攀缘

类植物金叶过路黄、花叶扶芳藤的区域栽培适应性试验和苗木快速

繁育技术方面研究和产业化开发的探索。

三、国内彩叶植物景观应用

了解彩叶植物景观应用状况，首先要明确彩叶植物景观设计的

原则。彩叶植物色彩丰富，观赏期长，季相变化明显，尤其是枝干色彩

可以弥补北方冬季绿地色彩单一的现状，创造出富于变化的园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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