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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众多生存植物中,乡土植物是适应当地生长环境最强的一种植物。在林业生态脆弱生长环境中乡土植物选择以及

配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发展林业不仅能够提高林业发展进程与效益,更能够减少林业建设成本,进而改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

生态协调问题出现。本文将会对林业生态脆弱环境中乡土植物的选择与配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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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影响,目前湖北地区生态脆弱环

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湖北地区生态环境的调查报告结果

显示,湖北地区开采项目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加剧了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性,进而导致一系类问题的出现,如：割裂

生态环境通道问题、打破生态环境连同问题等等。以上问题

严重我国湖北地区生态环境。因此,为了恢复和维护湖北地

区生态环境,湖北地区必须要高度重视林业建设,加快林业

建设进程,从而恢复湖北地区生态环境。在恢复生态环境过

程中,选择适宜的乡土植物与配置是非常重要的。 

1 乡土植物选择在林业生态脆弱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湖北省地理位置为北纬 29°05′～33°20′、东经108°

21′～116°07′之间,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从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渡的特征。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降水

丰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业生产,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

全省年均温 15～17℃,7 月均温为 27～29℃。 

经过自然选择之后,总结出乡土植物是 适合在湖北地

区生长的一种植物。乡土植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1)乡

土植物具有超强适应性。乡土植物是大自然在众植物中进行

选择淘汰后的结果。所以,对于当地生长环境、气候以及水

文条件等都能够很快适应并快速生长。可以说乡土植物极其

适合在该地区生长。(2)乡土植物具有很强抗病能力。脆弱

生态环境中的土壤肯定会有很多病虫害因素影响植物正常

生长。但是,由于乡土植物长期生长在这片区域,已经完全适

应了当地土壤环境,具有了较强的抗病能力,因此不会受到

病虫害影响。(3)乡土植物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顾名思义,

其具有较强的抵御外来侵害能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湖北

部分地区林业工作者更加重视引进外来植物。这些植物会直

接影响到其他植物生长、生存,给其带来严重侵害。但是,

乡土植物却具有足够能力去抵御外来侵害,并且在恶劣地区

能够继续顽强生存、生长[1]。 

2 乡土植物选择时的常见问题 

2.1 种类的问题 

根据调查数据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湖北地区内植物的种

类将近 500 种,其中包括被子植物、种子植物、乔木灌木等

等。其中,人们常见植物有 102 种,而乡土植物却仅仅有 40

种,种植比例还不到其应用比例的 50%。根据调查与采访结

果可知,其主要原因是各有关部门并未将乡土植物进行广泛

应用。因此,必须严格要求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对乡土植

物的应用。 

2.2 发展的问题 

据调查可知,由于湖北地区乡土植物自身存在一些问题,

导致林业部门不能及时协调该地区生长环境,对林业出现的

问题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沙棘是湖北地区常见的一种

乡土植物,它对其生长的土壤环境以及水文条件要求不高,

所以很容易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进行生长。但是沙棘和其

他植物相比较而言,产量稍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高。尽管

沙棘适合在湖北地区种植,林业却也很难扩大沙棘种植面积,

使其成为一种种植产业[2]。 

2.3 植物功能的现状问题 

目前,湖北地区生态环境及生态功能还处在偏颇状态。

例如,在湖北地区常见的 102 种植物中,应用 多的植物便

是灌木,其中灌木品种数量高达 60%左右；常用的乔木植物

品种有 13 种,其中包括杜松、樟子松等等；在这 102 种植物

品种中应用 少的是草本植物,在种植过程中仅仅应用了 6

种。由以上可知,在湖北地区,乡土植物的应用与发展严重失

衡。湖北地区乡土植物具有较强生态功能与节水功能,在生

活中得到普遍应用,但是在观赏、休闲功能两方面却较为匮

乏。 

3 林业生态脆弱环境中乡土植物配置的具体措施 

3.1 根据生态实际发展情况配置乡土植物 

乡土植物的种类选择与实际生态环境发展是密不可分

的,其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生态环境优良条件下,

种植乡土植物种类以及种植面积就会增多；反之,乡土植物

种类及种植面积就会越来越少。林业工作人员在选择乡土植

物配置时,一定要结合当下发展需求去看待乡土植物配置问

题。目前,湖北当地的林业工作者已经成功培育了 165 个新

植物品种,其都能够适应湖北当地实际生态环境。其中,可用

于产业发展的植物品种有 90 种。因此,在实际林业工作中,

工作人员可以在保证协调生态环境基础上,培育出更多适合

在本地区生态环境生长的植物品种,进而保障乡土植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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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顺利开展[3]。 

3.2 根据植物品种配置合适的乡土植物 

每一种植物都有其专属的生长特点、属性及优劣之分。

比如湖北地区曾从辽宁新沙棘研究所引进了一批大果新品

种,并建立试验田进行应用种植。根据实验种植结果了解到,

大果沙棘完全能够适应湖北地区生态环境。大果沙棘果实中

具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基础上更是提高

湖北地区林业建设的经济效益。将湖北沙棘与大果沙棘进行

比较可知,大果沙棘果刺较少,而且便于林业工作人员采摘。

它的成活率比较高,因此可批量生产。目前,湖北地区已将大

果沙棘进行大面积种植,将其变为种植产业。因此,林业工作

人员在配置乡土植物时,一定要从优选植物品种,进而才能

保障提高林业建设的经济发展。 

3.3 根据实际的功能需求配置乡土植物 

目前湖北地区乡土植物的功能还较为单一,因此,林业

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将乡土植物与外来植物进行搭配的方式,

来激发湖北地区乡土植物更多功能。例如：湖北学院 3号楼

的生态生长环境都比较差,外来植物很难适应本地区生长环

境。林业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湖北当地实际情况与功能需求,

将枣树种植在学校行道内,同时将百里香应用于学校草坪

内。这样配置既突出了枣树生长环境要求,又给其树形增添

几分美观。再加上百里香浓浓香气特点,大大提高了此搭配

的效果。 

4 应用乡土植物的重要作用及意义 

4.1 加快建设节约型园林 

节约型园林,顾名思义,就是将园林打造成集约、经济高

效、少成本、多绿化园林。 

在自然生长环境条件下,其大部分乡土植物都能够正常

生长。由于乡土植物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而且对土壤环境、

水文条件等要求都不高,其育苗成本相对比较而言也不高,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城市绿化成本。在后期一系列病虫害

防治方面也降低了资金投入。因此,要加快建设节约型园林,

积极响应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4]。 

4.2 加快建设生态型园林 

建设生态型园林,能够保持自然规律中植物群落的相对

稳定。同时,降低林业管理费用及林业维护费用。众所周知,

乡土植物与其周围环境很容易形成生态关系,例如：周围的

动植物、周围的微生物等等,在形成生态关系过程中,会充分

发挥乡土植物作用,进而维持其碳氧平衡、蓄水平衡。乡土

植物是园林建设工作环节中不可缺少重要因素,也是保障其

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设施。 

4.3 打造湖北特色的园林城市 

众所周知,不同地理位置的气候环境是不一样的,因此,

各环境孕育出的植物品种也是大有不同。当然,不同植物品

种也会体现出不同地域特色。每个城市的建设发展都有其自

身专属地域特点、文化特点。乡土植物的发展同时也记录着

当地城市发展过程。但是,目前的城市建设严重缺失当地城

市特色,更加注重城市建设的商品化,致使众多城市面貌千

篇一律,完全忽视了当地文化建设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其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到符合当

下时代文化的地方化以及民族化要求。湖北地区要加大旅游

建设扶持力度,增加山地林种植面积,使人们在游览时,增加

其对大自然及故土的思想感情。使其园林具有独特地域风情,

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同时促进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充分

发挥自身的推动作用和积极作用[5]。 

4.4 促进当地城市构建和谐关系 

乡土植物的应用可谓历史悠久,其中很多植物都具有属

于自己的民间传说。所以,利用乡土植物打造园林景观,会增

加当地人们归属感以及认同感,因此会使其产生亲近欲望。

乡土植物的顽强生命力及适应能力给大自然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给人们亲近大自然提供良好的保障基础,取缔“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焉”现象。在此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共同和谐发

展景象。 

5 结束语 

据全国生态环境指数评估数据结果显示,目前,湖北地

区生态环境还有待提高。较差的生态环境质量致使众多植物

都难以生长。就目前情况来看,在林业生态脆弱环境中应用

乡土植物是 科学、 合理的解决措施,它能够大大协调生

态环境,进而提高林业经济效益、林业发展效率,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林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因此,湖北地区要高度重

视乡土植物的选择与配置问题,进而保证林业建设稳定发

展。与此同时,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进程。希望本文对今

后林业建设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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