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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湖北岘山国家森林公园植被现状及景观林规划1 

孔红霞 刘志刚 

（襄阳市国营林场，湖北 襄阳 441021 ） 

【摘 要】介绍了湖北岘山国家森林公园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及分布状况，对森林公园景观林现状进行评价，提出

了森林公园景观林规划思路，以期为岘山国家森林公园更好地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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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岘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距襄阳古城南门 1.8km,规划总面积 1759hm2,包括虎头山、真武山、琵琶

山、凤凰山、扁山等十六座山峰。据调查，公园内森林资源丰富，有维管束植物 117科、312属、1328种，森林面积 1635.87hm、

覆盖率 93%。但森林植物景观以麻栋、马尾松林为主，森林色调、林相季节、层次均缺乏变化、景观效果不佳。目前，该公园是

襄阳市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以公益性供市民和外来游客休闲、观光、健身为主。为加快森林公园建设、满足游客需求，

营造生物多样，错落有致，季相多姿的景观林,分析其植被现状，提出景观林改造规划思路，十分必要。 

1 森林公园植被概况 

1.1植被类型  

表 1主要植被类型表 

针叶林 阔叶林 灌丛和灌草丛 

I、温性针叶林 IV、落叶阔叶林 Ⅶ、落叶阔叶灌丛 

1、侧柏林 6、麻栋林 12、黄荆灌丛 

Ⅱ、暖性针叶林 7、意杨林 Ⅷ、灌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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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尾松林 8、短柄枹林 13、禾草灌草丛 

3、湿地松林 V、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Ⅲ、针阔叶混交林 9、栓皮栋、短柄袍、苦楮、青冈林  

4、马尾松-麻栋林 Ⅵ、常绿阔叶林  

5、马尾松-樟树林 10、 樟树林 

11、 柑桔林 

 

湖北岘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植被类型和种类兼具南北特征，既有暖温带植物分布，

又有亚热带植物分布。植被种类比较丰富，主要植被类型划分为 3个植被型组，8个植被型，13个群系（详见表 1）。 

1.2植被分布 

公园植被以森林植被为主，森林覆盖率达 93%,主要由落叶阔叶林、暖性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等构成（详见表 2）。 

表 2主要植被分布现状 

主要森林植被 面积(hm2) 分布情况 

麻栋林 521.4 在公园内广泛分布 

马尾松林 276.9 在公园内广泛分布 

马尾-麻栋林 231.7 主要分布于羊祜山、虎头山和扁山 

栓皮栋、短柄枹、 157.7 在扁山东侧、尖山等处有少 

苦槠、青冈林 量发育中期的群落 

短柄枹林 126.6 在扁山东侧、尖山等处有少量发育中期的群落 

侧柏林 91.6 主要分布在摩旗山、微波站等相对高海拔处 

马尾松-樟树林 23.4 主要分布于羊祜山和扁山 

樟树林 18.2 多分布于海拔 100-150米处 

湿地松林 14.9 主要分布于吴冲、长坡岭的向阳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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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桔林 3.8 扁山脚下有少量柑桔林分布 

意杨林 1.7 在舰山南麓、扁山西侧的山 

 脚附近较为集中 

 

2 景观林现状 

2.1树种结构单一，病虫危害严重 

森林公园内优势树种为马尾松、侧柏、栋类、樟树等。林分结构简单，树种单一。自上世纪 70年代开始，马尾松先后频繁

遭受病虫害危害，相继死亡;在群落中占主导地位的栋树纯林也不同程度遭受栋毛虫、尺蟆等危害，造成森林抗病虫害能力下降，

森林生态安全受到威胁。 

2.2采石废弃地多，生态功能下降 

森林公园内分布有多处采石废弃地，原始植被遭到破坏，恢复难度大。不仅破坏城市森林景观，而且影响植被连续性，冬

季地上灌草本植物枯死后易燃易烧，威胁林地安全，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差。 

2.3林分退化加剧，森林进入性差. 

森林公园林相结构不稳和森林病虫害等因素，致使许多林分下层更新发育不完全，加剧内部种群竞争，直接导致林分退化。

林内速生种迅速蔓延，取代顶极群落，林内各层自然更新被破坏，杂灌丛生，可进入性差，导致森林休闲游憩价值难以发挥。 

2.4林分结构简单，林相景观单调 

森林公园纯林多，林分结构简单，森林景观主体多由同龄针叶纯林和落叶阔叶林组成，缺乏层次和变化，森林色调、季相

变化比较单调。同龄针叶纯林树冠线缺乏起伏波动的动感景致，美学价值低；落叶阔叶林中彩叶树种少，且落叶阔叶为主的针

阔混交林比重小。植物群落简单导致森林景观缺乏季相变换、缺乏垂直结构变化的自然美，景观效果不佳。 

3 规划思路 

3.1规划原则 

3.1.1保护优先，适度改造。以保护现有植被为前提，逐步形成多树种、多层次、乔灌草相结合的、较完整的区系植物群落，

提高森林质量、增加林地绿量，提高游览观光价值和防护功能。3.1.2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根据舰山森林公园自然条件、功能

要求，本着因地制宜，乔木、灌木、花草相搭配的原则，优先采用乡土树种，植物景观布局突出局部特色，结合景区、景点的

特点进行合理搭配，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3.1.3突出特色，加强保护。突出岘山植物群落的地域特色，以天然植物群落为主，力求空间配置多样化，针叶林与阔叶林

相结合，针阔混交林为主，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使植物景观层次多样，错落有致，季相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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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远近结合，统筹考虑。远景突出森林公园内连绵的山体气势，林木郁葱的特点，追求大面积景观效果和季节性景色变

化；近景体现局部景点的小群落之美，营造人群活动空间的森林景观氛围，创造享受自然的空间环境。 

3.2规划内容 

按照岘山森林公园植被现状，把森林公园植被划分为自然植被保育区、风景林植被区、一般植被景观区等三个特色植被区。 

自然植被保育区。该区主要包括琵琶山、长岭坡、虎头山西坡、凤凰山、尖山、扁山、摩旗山等地，多为山地森林植被,人

为干扰小,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质量好。规划以保育为主,封山育林，严格控制人类活动干扰，以实现植物群落的自然演替

为目标，维护植物景观原生态。 

风景林植被区。该区主要包括羊牯山、望楚山、真武山、虎头山东坡、火石山北坡、水库周围以及沿老 207 国道临近汉江

可视范围的大部区域。规划以现状植被为基础，参照自然群落模式，成片配置观赏价值较高的阔叶树、彩叶树和花灌木，使景

区远望层林尽染、近观山花烂漫，通过植物群落整体季相、色彩变化，产生引人入胜的景观效果。 

一般植被景观区。该区主要包括火石山以南、扁山以西尹集乡范围内的乔冲、肖冲、赵冲、吴冲等周围山体区域。规划在

原有植被的基础上通过补植、封育，配置落叶阔叶混交林或自然镶嵌针叶林，点缀彩叶植物、常绿乔木等观赏树种，建成绿色

为基调，季相变化为特点，植被层次丰富的森林景观。 

3.3特色景观规划 

根据岘山森林公园主要视线区域、景观空间节点和文化类型，将崛山森林公园主要景点，划分为历史人文、宗教文化、自

然景观 3个类型,分门别类实施植物景观改造工作。 

3.3.1历史人文类型景观。主要包括马跃檀溪、襄樊铭、濯笔池、苍岩遗址、涧南园、习家池、凤林古渡、蛮王洞、杜甫墓

等景点。根据旅游景点的历史文化内涵，选择珍贵的色叶树种、观花树种或树姿壮丽、叶形奇特的珍稀树种，营造特色植物景

观。如：“羊祜山”、“习家池”、“濯笔池”等历史文化景点，栽植松、柏、，竹、梅等树种，以烘托文人、名士气节。 

3.3.2宗教文化类型景观。主要包括真武山道观和白马寺、岘石寺、谷隐寺、延庆寺、卧佛寺等佛教寺庙遗址。栽植罗汉松、

银杏、复羽叶栾树、七叶树、无患子、木莲、雪松等有宗教寓意的造景植物。 

表 3岘山森林公园生物防火林带备选树种 

生活型 .主要树种 可选树种 

针叶树 

 

 

落叶乔木 

 

常绿乔木 

落叶乔木 竹、柏 罗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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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树 

 

常绿乔木 

 

常绿小乔木 

 

枫香 

石楠、杜英、 

樟树 

女贞、青冈 

栓皮栋、桤木 

木麻黄、山矶、含笑、 

冬青 

椤木石楠 

 常绿灌木 大叶黄杨、珊瑚树 油茶 

3.3.3自然景观类型景观。主要包括扁山、羊祜山、天峰睛眺、岘首江望等景点。栽植观果树种，如柿树、君迁子、南方红

豆杉、珊瑚朴、蓝果树、山茱萸、壳斗科植物等，以吸引鸟类等小动物,体现自然野趣、维护生态平衡，真正达到鸟语花香；接

近城区的山体、主要道路旁边的景点等，栽植观花、彩叶为主的植物,如杜鹃、石榴、垂丝海棠、日本樱花、茶花、紫薇、枇杷、

紫叶李、山桐子等，提高游览参入性，以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3.4特殊区域森林景观规划 

3.4.1防火景观林带。在真武山、凤凰山、铁帽山等地依据自然地理条件，规划建设生物防火林带。树种选择详见表 3。 

3.4.2 采石场植被修复。岘山森林公园规划区内山体周围有舰山、琵琶山、铁帽山、延庆寺、武铁采石场废弃遗迹 5处，面

积达 99.68hm2。按采石场属性、破坏特征、规模、地理位置的不同，主要采取工程技术措施进行生态恢复。主要选择适应强、耐

干旱的乡土树种，如构树、臭椿、榆树、槐树、苜蓿、爬山虎、凌霄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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