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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地被植物的选择与应用》

前言

近年来，我国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地被植物在园林绿化中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
视。低矮覆盖地面的植物群体称地被植物。它们作为绿地植物群落的下层，对于构建合理的植物群落
、丰富植物多样性、提高植物景观效果和季相变化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地被植物有艳丽的花
朵、多彩的枝叶，其种类丰富多样，适应性非常广泛，为城乡居住环境营造了赏心悦目的生态景观，
成为园林植物配置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书论述了具观赏价值的园林地被植物480余种（含品种）
，隶属于70科198属，每种分别介绍其形态、生态、产地、栽培、用途等项，并配有1000余幅照片。按
园林地被植物种类分为草本地被、木本地被、藤本地被、蕨类地被、竹类地被等五个部分。 其中以北
方地区地被植物为主，兼顾南方地区部分地被植物。地被植物的排列顺序按恩格勒1964年的新系统排
列，蕨类植物按秦仁昌教授的新系统排列。书中介绍的许多地被植物为本地野生资源。大力开发应用
乡土植物有利于创建生态园林，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本地野生地被资源应当成为城乡园林地被植物的
主体，有助于城乡绿地更快地建立稳定的生态系统。同时也记述了一部分近年来从国外引种的，经试
种能适应当地气候的优良品种。本书对于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和养护管理工作者及有关大专院校
师生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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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地被植物的选择与应用》论述了具观赏价值的园林地被植物480余种（含品种），隶属于70
科198属，每种分别介绍其形态、生态、产地、栽培、用途等项，并配有1000余幅照片。按园林地被植
物种类分为草本地被、木本地被、藤本地被、蕨类地被、竹类地被等五个部分。 其中以北方地区地被
植物为主，兼顾南方地区部分地被植物。地被植物的排列顺序按恩格勒1964年的新系统排列，蕨类植
物按秦仁昌教授的新系统排列。书中介绍的许多地被植物为本地野生资源。大力开发应用乡土植物有
利于创建生态园林，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本地野生地被资源应当成为城乡园林地被植物的主体，有助
于城乡绿地更快地建立稳定的生态系统。同时也记述了一部分近年来从国外引种的，经试种能适应当
地气候的优良品种。《园林地被植物的选择与应用》对于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和养护管理工作者
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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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编园林地被植物概述一、园林地被植物的定义、作用及发展前景1．定义地被植物即低矮覆
盖地面的植物，低矮是首要特征，高度一般在1米以下。虽然在自然界有些地被植物生长可高于1米，
但可依据造景要求，利用修剪或苗期生长较慢的特点，用人工修剪的方法将其控制在1米以下。地被
植物扩展力强，生长快，地域覆盖度较大，有良好的观赏性，能形成优美的景观。此外，还应具备以
下特性：（1）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较好的抗逆性，能适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可粗放养护管理。
（2）繁殖容易，施工简便，成本低，见效快。（3）全部生育期在露地进行的多年生植物，有很强的
自然更新能力，一次种植，多年观赏，或是自播能力极强的少数一、二年生草本植物。（4）绿色期
长，全年覆盖效果好，又与色叶、观花相结合。（5）无毒，无异味，对人类健康不产生危害或能控
制、不会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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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 介绍的都是沈阳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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