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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广州市越秀、天河、荔湾和海珠 4 个区 106 个样点的立

体绿化情况进行调查与统计分析，得到共有 80 个样点应用了立

体绿化景观，立体绿化应用率为 75.47%，其中天河区的应用率最

高，为 88.46%，荔湾区的应用率最低，为 66.67%。应用植物种类

共 42 科 72 属 86 种，包括草本植物 45 种，木本植物 24 种，藤本

植物 17 种，种数应用最多的科是天南星科和百合科，使用频率较

高的种是鹅掌藤 Heptapleurum arboricola、光叶子花 Bougainvillea 
glabra、肾蕨 Nephrolepis cordifolia、使君子 Quisqualis indica 和绿

萝 Epipremnum aureum 等，植物种类应用较为集中、单一。立体

绿化景观设计类型以棚架、桥体和墙面绿化为主，立柱和斜坡绿

化较少；植物栽培形式主要有绿篱式、悬挂式、攀爬式、模块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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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Yuexiu District, Tianhe 
District, Liwan District and Haizhu District in Guangzhou, there are 
80 sites with vertical greening landscapes among the 106 sites, and 
the average rate of vertical greening application is 75.47%. Among 
them, Tianhe District has the highest application rate at 88.46%, and 
Liwan District has the lowest application rate at 66.67%. A total of 
86 species of vertical greening plants from 72 genera, 42 families 
are uesd, including 45 herbs, 24 woody plants and 17 vine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families belong to Araceae and Liliaceae,and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plants are Heptapleurum arboricola, 
Bougainvillea glabra, Nephrolepis auriculata, Quisqualis indica, 
Epipremnum aureum and so on. The application of plant species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and single. In addition, pergola greening, 
bridge greening and wall greening are main vertical greening 
structure in Guangzhou, and column greening and slope greening 
are applied less. Plant cultivation forms mainly include hedge type, 
hanging type, climbing type, modular type and so on.

Key words : Vertical Greening; Plant Resources; Guangzhou

广州市立体绿化植物资源调查与应用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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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天河、荔湾、海珠

4 个区人口密度大，建筑集中，平面

绿化面积难以增加。立体绿化景观能

有效拓展城市绿化面积，丰富城市景

观层次，弥补平面绿化中存在的土地

资源匮乏的问题，且能有效改善城市

局部小气候 [1~3]，创造可持续的节能

效益 [4~7]，使得城市发展焕发更多的

生机。

中国地域辽阔，且气候差异显著，

植物种类分布情况差异大，个别地区

对立体绿化的研究成果难以全国性推

广，故针对地域性立体绿化植物材料

的研究陆续开展 [8]。研究人员针对海

南、上海、杭州、南京、武汉、沈阳、

衡水、广州等地的立体绿化植物进行

调查与研究，筛选适合各地区的优良

种类 [9~18]。本文调查广州市越秀、天

河、荔湾、海珠 4 个区的立体绿化植

物资源，分析立体绿化景观应用现状，

筛选出长势好、应用频率高、景观观

赏效果好且观赏期久的植物种类，为

广州及邻近区域城市立体绿化植物应

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研地点和时间

根据广州市绿地分布现状，选择

越秀、天河、荔湾、海珠 4 个城区中

具有代表性的校园、城市公园、道

路、商业区、居住区，设置调查地点

共 106 个（表 1）。调研时间自 2019
年 6 月开始，至 2020 年 1 月底结束。

1.2 调查方法

实地调研 106 个采样点，拍摄

记录具有立体绿化景观的现场图

片，调查记录各采样点立体绿化景

观的应用类型、植物资源种类、栽

培形式；分析调研范围内立体绿化

景观的植物构成、应用频率及景观

类型。其中：

立体绿化景观应用频率 = 应用

立体绿化的样点数量／调查样点总数

×100%                                            （1）
某城区立体绿化景观应用频率 =

该城区应用立体绿化的样点数量／该

城区调查样点总数×100%           （2）
某种植物应用频率 = 出现该种

植物的调查样点数量／调查样点总数

×100%                                            （3）

2 结果与分析

2.1 立体绿化应用频率分析

4 个区的 106 个样点中有 80 个

应用了立体绿化景观，应用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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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型
越秀区

（28 个样点）
天河区

（26 个样点）
荔湾区

（27 个样点）
海珠区

（25 个样点）

校园
（21个样点）

中山大学（北校区）
广东工业大学
（东风路校区）
广州医科大学
（越秀校区）
广州大学

（桂花岗校区）
广州市东环中学

华南农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五山校区）
华南师范大学
（石牌校区）
暨南大学

（五山校区）
五山小学

侨光财经专修学院
荔湾区耀华小学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荔湾区分校）

芳村小学
广州市荔湾区老年大学
广州市荔湾区真光实验

学校

南方医科大学
（南校区）
广东财经大学
中山大学
（南校区）
广东药科大学
（赤岗校区）
仲恺工程学院
（海珠校区）

城市公园
（22个样点）

越秀公园
流花湖公园
中山纪念堂
广州市动物园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东山湖公园
黄花岗公园

天河公园
珠江公园

临江带状公园
天河湿地公园
长湴公园

荔湾湖公园
沙面公园

广州文化公园
醉观公园

荔湾区儿童公园

海珠湖公园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

园
晓港公园
会展公园

广州国际生物岛

街道
（22个样点）

环市东路
东风中路
东风东路
先烈中路
人民北路
解放北路

黄埔大道
花城大道
天河路
临江大道
华观路

花蕾路
中山七路
中山八路
内环路

花地大道北
芳村大道

新港中路
江南大道中路
昌岗中路
七星岗路
江海大道

商业区
（21个样点）

中环广场
广百百货
王府井大厦
天河城百货
地王广场

太古汇
万菱汇

花城汇春广场
花城汇夏广场
花城汇秋广场
花城汇冬广场

西城都荟
荔湾广场
恒宝广场
花地城广场

花地人家商业中心

丽影广场
富力海珠城
信和广场

TIT 创意园
万胜广场

居住区
（20个样点）

桂花岗小区
骏文雅苑
凯城华庭
科园社区
五羊社区

华南理工大学住
宅小区

五山花园居住区
汇景新城
万科云城
骏景花园

合兴苑
丽和华庭

新世界逸彩庭园
花语水岸
悦江上品

鸿运花园
中信君庭
蓝色康园
锦骏华庭
逸品台

表 1　广州市 4 个城区立体绿化调研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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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市 4 个城区在 5 种环境类型里立体绿化应用频率

75.47%。其中，越秀区的立体绿化

景观应用频率为 71.43%，天河区为

88.46%，荔湾区为 66.67%，海珠区

为 72.00%。天河区的应用频率最高，

这与其经济发展相关，该区多数商业

广场是广州市商业中心，具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可以承担立体绿化较高的

应用成本。荔湾区的应用频率最低，

该区经济条件次于天河区，居住区较

为老旧，对立体绿化的尝试还缺乏动

力和资金支撑。

在环境类型中，城市公园和居

住区的立体绿化应用频率较高，商

业区的最低（图 1）。基于对各个

环境类型的性质和空间利用价值的

分析，得到立体绿化的应用频率与

应用场所的空间使用价值相关。城

市公园和居住区主要是以藤本植物

为素材的棚架绿化，属于传统栽培

形式的立体绿化景观，成本较低，

因此应用率高。商业区的室内环境

只适合应用装配式立体绿化景观，

其对应用场地具有较高要求，建设

与养护成本较高，只有较大型高端

的商场才较多应用，因此商业区的立

体绿化应用频率较低。天河区的商业

区较兴旺，因此其立体绿化应用频率

较其他 3 个城区高。

2.2 立体绿化植物应用

2.2.1 立体绿化植物的习性类型

根据调研结果统计，研究区域内

立体绿化应用植物种类隶属于 42 科

72 属 86 种（分类系统采用哈钦松

系统），其中藤本植物 17 种，木本

植物 24 种，草本植物 45 种（表 2）。
在新形式的立体绿化景墙中，草本

植物应用更为广泛，主要原因是其

枝叶繁盛，一般枝条柔软下垂，郁

密度高，遮蔽性好；木本植物整体

遮蔽性相对较差；藤本植物主要应

用于传统的立体绿化形式，且种类

应用较为单一。

越秀区立体绿化应用的植物有

32科49属55种，其中藤本植物12种，
木本植物 12 种，草本植物 31 种，是

4 个区中立体绿化植物应用种类最多

的区域；天河区立体绿化植物丰富度

次之，应用种类有 27 科 36 属 43 种，

其中藤本植物 11 种，木本植物 10 种，

草本植物 22 种；荔湾区的应用种类

有 20 科 26 属 28 种，其中藤本植物

4种，木本植物 8种，草本植物 16种；
海珠区的应用种类最少，有 12 科 13
属 15 种，其中藤本植物 5 种，木本

植物 3 种，草本植物 7 种。

2.2.2 立体绿化植物应用频率

调研范围内的立体绿化应用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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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科和百合科的种类最多（图 2），分别为 15 种和 7 种；

其次是菊科和马鞭草科植物，均为 4 种；有 25 个科只有

1 种，故归入其他科。

1）在藤本植物中（表 3），应用频率最高的是绿萝

和使君子，应用场所有 16 个，应用频率为 15.1%。这主

要是因为绿萝为常绿植物，枝叶茂密且可自行攀爬，覆

盖率高；使君子生长快速，绿量大，且花大色艳，观赏

价值高。其次是炮仗花，应用场所 8个，应用频率为 7.5%。
其余种类应用频率较低。此外，薇甘菊和五爪金龙应用

于篱栏绿化，属于自然生长状态，非人工景观栽培，且

景观效果差，不建议应用。目前广州市立体绿化中藤本

植物应用集中在少数种类上，景观效果较为单一。

2）木本植物种植在被嵌入立体绿化构架的种植槽中，

其枝叶覆盖墙体形成立体绿化景观。本调查中应用频率

最高的木本植物为鹅掌藤和光叶子花（表 4），应用场所

分别为 28 个和 25 个，是广州市立体绿化植物应用最广

泛的 2 种植物。其次是花叶鹅掌藤和红花檵木，应用频

率分别为 12% 和 8.5%。此外，红背桂和金叶假连翘应用

次数也较多。

3）在草本植物中（表 5），应用最多的是肾蕨，其

适应性较强，对土壤、光线的生态要求较低，且郁密度好，

适合室内及较荫蔽环境应用，因此广受欢迎，应用场所

有 23 个，是良好的立体绿化种类。其次是合果芋和彩叶

万年青，应用场所均有 10 个，应用频率为 9.4%。
2.2.3 立体绿化植物生态特性

根据植物对光照强度需求的不同，将植物分为阳

生植物和阴生植物进行统计。其中阳生植物占比为

48.84%，适用于室外的立体绿化景墙和棚架绿化，阳生

藤本植物有使君子、炮仗花、忍冬等，阳生木本植物有

朱缨花Calliandra haematocephala、光叶子花、爆仗竹等，

阳生草本植物有虎尾兰 Dracaena trifasciata、苏丹凤仙

花、佛甲草等，主要是菊科、马鞭草科以及景天科植物。

阴生植物占比为 51.16%，主要应用于室内及较阴的

室外立体绿化，阴生藤本植物有绿萝、‘霓虹灯’绿萝

等，阴生木本植物主要是吸枝龙血树、鹅掌藤、红背桂、

袖珍椰等，阴生草本植物有吊兰、天门冬、冷水花 Pilea 
notata 等，以及蕨类、百合科、竹芋科和天南星科植物。

2.2.4 立体绿化植物观赏类型

立体绿化植物观赏特性以观叶和观花为主，观叶植

物有 53 种，占立体绿化植物种类总数的 62%；观花植物

有 18 种，占 21%；既可观花也可观叶的植物有 12 种，

占 14%。还有观红色花丝的朱缨花，其花大艳丽，花丝长，

团状向外伸展成球状花序，观赏效果佳；以及观气生根

的锦屏藤，和观萼片的光叶子花。

彩叶植物在立体绿化植物中应用较为广泛，共计 34
种，其中阳生植物12种，阴生植物22种。据调研数据分析，

立体绿化植物中落叶植物占 10%，常绿植物占 90%，有

季相变化的植物和观花植物占比较小。因此，广州立体

绿化景观目前存在缺少季相变化的问题，故对立体绿化

植物应用种类的探索应适当向有季相变化的植物倾斜。

2.3 立体绿化景观类型

调研范围中的立体绿化景观类型有立柱绿化、阳台

屋顶绿化、墙面绿化、棚架绿化、立体花坛、篱栏绿化、

斜坡绿化、桥体绿化。其中墙面绿化和棚架绿化应用较

多，墙面绿化多数是应用矮化的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

如鹅掌藤、红花檵木、袖珍椰、合果芋等，少数是应用

地锦等藤本植物自行攀爬形成景观墙；棚架绿化应用的

是藤本植物，如使君子、炮仗花。立柱绿化和立体花坛

应用较少，立柱绿化植物素材多为绿萝、彩叶万年青、

合果芋、肾蕨、袖珍椰、香龙血树；立体花坛植物素材

多为细密的草本植物，如佛甲草、锦绣苋。屋顶绿化应

用不广泛，居住区中阳台、窗台绿化普遍，但是景观细

碎。篱栏绿化在道路、城市公园和居住区较为常见，有

矮篱和高篱两种，矮篱应用到的植物有基及树、光叶子

花，高篱有垂叶榕、凤尾竹、朱缨花。斜坡绿化应用较少，

表 2　广州 4 个城区立体绿化植物统计

表 3　应用不少于 2 次的藤本植物

习性类型 科数
占百分比

/％
属数

占百分比
/％

种数
占百分比

/％

藤本 12 23.53 15 20.83 17 19.77

木本 19 37.25 20 27.78 24 27.91

草本 20 39.22 37 51.39 45 52.33

合计 42 100.00 72 100.00 8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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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种名 应用次数

1 绿萝 Epipremnum aureum 16

2 使君子 Quisqualis indica 16

3 炮仗花 Pyrostegia venusta 8

4 地锦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 6

5 ‘霓虹灯’绿萝 Epipremnum aaureum ‘Neon’ 2

6 锦屏藤 Cissus verticillata 2

7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2

8 微甘菊 Mikania micrantha 2

9 五爪金龙 Ipomoea cairica 2

10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2

图 2　立体绿化植物按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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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绿化形式是绿萝攀爬和草皮绿化。此外，本次调研

涉及的 33 座桥体中有 27 座进行了立体绿化，绿化频率达

到了 81.8%，植物种类有不同花色的光叶子花、天门冬和苏

丹凤仙花等。光叶子花花期长，花色丰富，整体景观效果

好，但是有 25 座天桥都应用了光叶子花，桥体绿化应用种

类单一。

表 4　应用不少于 2 次的木本植物

表 5　应用不少于 2 次的草本植物

序号 种名 应用次数

1 鹅掌藤 Heptapleurum arboricola 28

2 光叶子花 Bougainvillea glabra 25

3 花叶鹅掌藤 Schefflera arboricola ‘Variegata’ 13

4 红花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var. rubrum 9

5 红背桂 Excoecaria cochinchinensis 6

6 金叶假连翘 Duranta erecta ‘Golden Leaves’ 4

7 凤尾竹 Bambusa multiplex ‘Fernleaf’ 3

8 龙船花 Ixora chinensis 3

9 垂叶榕 Ficus benjamina 2

10 吸枝龙血树 Dracaena surculosa 2

11 爆仗竹 Russelia equisetiformis 2

12 香龙血树 Dracaena fragrans 2

13 袖珍椰 Chamaedorea elegans 2

序号 种名 应用次数

1 肾蕨 Nephrolepis cordifolia 23

2 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m 10

3 彩叶万年青 Dieffenbachia sequina 10

4 吊兰 Chlorophytum comosum 7

5 白蝶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m  ‘White Butterfly’ 4

6 花烛 Anthurium andraeanum 4

7 海芋 Alocasia odora 3

8 吊竹梅 Tradescantia zebrina 3

9 紫背竹芋 Stromanthe sanguinea 3

10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 3

11
银纹沿阶草 Ophiopogon intermedius ‘Argenteo-

marginatus’
3

12 春羽 Thaumatophyllum bipinnatifidum 2

13 粉红合果芋 Syngonium podophyllum 2

14 花叶万年青 Rohdea japonica ‘Variegata’ 2

15 紫背万年青 Tradescantia spathacea 2

16 金边吊兰 Chlorophytum comosum ‘Variegatum’ 2

17 天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2

18 巢蕨 Asplenium nidus 2

19 鸢尾 Iris tectorum 2

20 苏丹凤仙花 Impatiens walleriana 2

21 白脉椒草 Peperomia tetragona 2

22 佛甲草 Sedum lineare 2

23 金叶景天 Sedum makinoi ‘Ogon’ 2

24 锦绣苋 Alternanthera bettzickiana 2

25 银叶菊 Jacobaea maritima 2

2.4 立体绿化栽培形式

调研地点的立体绿化栽培形式有绿篱式、垂吊式、

攀爬式、模块式、铺贴式和布袋式，其中模块式、攀爬

式立体绿化应用频率较高，植物长势好，景观应用效果

良好。调查的立体绿化景观中没有应用到水培式，主要

是由于水培式对植物的要求较高，不耐水湿的植物容易

烂根，且其应用成本和养护成本较高。立体绿化栽培基

质主要应用的是混合基质和自然园土，给水方式主要有

滴灌和滴箭两种，其中自动滴灌方式应用更为普遍。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次调研范围中的立体绿化应用频率为 75.47%，应

用面积较小，范围不广。立体绿化应用植物共 42 科 72
属 86 种，以草本植物为主，应用最多是天南星科和百合

科植物，使用频率较高的植物是鹅掌藤、光叶子花、肾蕨、

使君子和绿萝等。立体绿化类型以棚架、桥体和墙面绿

化应用居多，立柱和斜坡绿化应用较少。立体绿化植物

栽培形式主要有绿篱式、悬挂式、攀爬式、模块式、铺

贴式和布袋式，模块式、攀爬式立体绿化应用频率较高，

植物长势好，景观应用效果良好。

3.2 讨论

由调研结果可知，广州仍需加大立体绿化推广应用

的力度，提高立体绿化的设计水准。本文从以下两方面

进行讨论：

1）因地制宜选择立体绿化方式

传统的攀爬式立体绿化应用成本低，养护简易方便，

因此可根据场地条件优先考虑传统的藤本植物攀爬式立

体绿化，再依据对景观品质的需求和景观成景时间的要

求，选择新型装配式立体绿化。

2）立体绿化植物种类选择

广州市立体绿化植物应用存在少数植物应用频率很

高，景观效果单一的问题。建议适当使用应用频率不高、

景观效果好的优良植物种类，加大对景观效果好、长势

好的新型立体绿化种类的应用力度，如香龙血树、彩叶

万年青、白脉椒草、袖珍椰等，增加广州市城市景观的

丰富性以及季节景观的差异性。同时，更多低成本、易

养护的立体绿化种类也亟待开发。

立体绿化植物选择应从植物的生态属性出发，综合考

虑场地光照强度、光照时间、自然雨水浇灌情况和植物组

合生长情况。同一面植物墙的给水方式不同，可能导致给

水不均匀，因此在植物设计时要根据给水情况，选择需

水量相同或者不同的植物种类；室外同一面立体绿化景观

墙的光照时间也可能不一样，需要根据场地的采光情况选择

相应喜光程度的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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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展望

新型立体绿化的推广拓宽了立体

绿化植物种类的选择范围，由藤本延

伸到草本和灌木，但是植物种类应用

过于集中、单一，因此建议加大蔓性

植物的应用力度，增加大叶植物以及

蕨类植物的应用，探究适用的彩叶植

物。同时，应增强立体绿化植物资源

循环利用机制。例如鹅掌藤、花叶鹅

掌藤、红花檵木等植物是常用的优良

木本植物，而盆苗在立体绿化景观中

长大可能会出现枝叶稀疏的现象，因

此可考虑将较为幼小的木本植物苗木

应用在立体绿化当中，当苗木长到一

定高度时，将其应用于平面植物绿化

项目，实现植物资源的高效利用。

此外，立体绿化较传统的平面绿

化应用成本高，这是制约其发展的主

要因素。下一步研究可致力于改良立

体绿化应用的构架和植物合理设计方

面。目前的装配式立体绿化构架庞大

且沉重，无形中提高了立体绿化的应

用门槛，未来立体绿化应向低门槛应

用发展，简易、低廉才是立体绿化发

展的重要推手。在植物合理设计方面

可研究不同种类植物需水量大小和循

环利用植物素材，以提高植物资源的

利用率，有效降低应用成本，同时可

将可食植物和药用植物纳入立体绿化

植物选择之中，使立体绿化景观发挥

更大的经济效益。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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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2021 广东省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会在广州成功举办。本

次会议由广东园林学会园林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

业协会风景园林专业委员会和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风景园林分会联合

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风景园林系、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和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办，

广东省园林植物创新促进和广东省生态城镇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协办。

受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年会采用“线下会议 + 云端

直播”方式进行，省市风景园林学（协）会负责人，有关高等院校、研究

院所、设计施工等单位机构的参会代表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现场会议；线

上直播累计点击量达 8 652 次，累计观众数达 1 386 人（截至会议当晚）。

本次会议以“科学推进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响应了今年

6 月刚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的号召，汇聚了

15 位风景园林师带来精彩的专业报告，5 位高校教师联袂主持。专家学者

们围绕主题，探讨了城市总设计师制、海绵城市建设、城市特色风貌和遗

产保护、乡村振兴等多方面内容。

广东园林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风景园林分会秘

书长及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系主任林广思教授进行总结发

言：本次大会是为了倡导全省风景园林师落实《指导意见》，在风景园林

规划与设计工作中理性创作和科技运用，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居环境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专家学者们对此展开了多元的经验介绍和技

术分析，交流成效显著，意义重大。

广东园林学会园林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供稿

《广东园林》编辑部整理

2021 广东省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会

简 讯简 讯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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