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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型园林养护模式在保护提升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的
策略与实践

——�以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生态型园林养护项目为例

诸葛鹏1 刘 珮2 刘琮锴3

1.�2.��北京北控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3.��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00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力求全面高质量健康发展，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对精神生活品质提升的总体要

求也得到进一步提高。截止到2020年末，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71.02%。为缓解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导致的城市环境
问题，诸多城市公园被规划建设起来，城市公共绿地的面积也因此不断增加。

城市公园不仅可以为市民提供公共活动的空间，在调节城市生态系统，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方面，也具有重要作

用。因此，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园应采取生态型园林的养护方式，才能使城市生物多样性得到

有效保护。

本文中，笔者从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入手，阐述了生态型园林养护策略和实践案例，进而探讨城市公园

中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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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 *

城市公园是指位于城市主要建设范围内，具有良好绿

化环境和一定的休闲娱乐设施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有向

公众开放、供市民游憩的功能，同时城市公园也具有显著

提高城市整个城市生态质量、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发

展的整体防灾管理与应急减灾体系作用等战略作用。

在我国，各个学者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定义都是不同

的。蒋志刚教授等(1997)在《保护生物学》一书中，给生
物多样性所下的定义是:"生物多样性是由生物及其环境所
组成的生态复合体，及其与此相关的不同生态过程的综

合，包括了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

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分为基因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融入到了中国

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两山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

城市公园不仅将承担市民的休闲娱乐功能，同样也承担

着改善城市生态质量，保护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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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等生态功能。

2��我国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现状

2.1  城市公园建设对本土生物多样性缺乏重视
城市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引进大量具有观赏性的外

来植物，对原有生境和乡土植物进行破坏，使得原有小

动物失去栖息地和食物进行外逃或死亡，导致更多小动

物食物链断裂，破坏本土生物多样性。

2.2  城市公园管护措施缺乏生态友好性
城市公园在管护过程中着重人的需求，从而忽略了

植物和动物的需求，例如，树洞的修补减少了鸟类栖息

地，枯枝树叶的过度清理不利于蚯蚓、微生物等繁殖，

同时，过量施肥喷药对当地水土造成污染，管护措施缺

乏生态友好性。

3��提升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措施

3.1  成立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提升小组
在城市公园的养护管理过程中，针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视程度低、人员资金不足、管理难度大等突出问

题，我们向北京城市绿心公园管理方提出相关建议并采

取了以下几方面措施。

3.1.1  制定合理的专项方案
根据城市公园的立地条件和生物状况、特点，制定

科学合理的专项管护方案，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个

层面，分类统筹，安排管理任务。建设智慧化监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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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对公园生物多样性进行动态监测，根据公园内动植

物生长数据，及时做出反应。

3.1.2  落实农药、化肥施用规范
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药安全使用规

范》以及我国关于化肥减量的一些列政策措施。城市公

园在养护管理方面应时刻注意农药化肥的使用方案，依

据相关政策措施，制定科学合理的农药化肥使用方案，

尽量使用有机化肥、生物化肥以及生物防治的方法对公

园进行养护管理，减少或消除农药化肥对动植物生存环

境及生长条件的破坏。

3.1.3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意识
城市公园人流集中，可以亲眼看到，亲身感受，是最

容易接受生物多样性科普的场所，结合城市公园的特点，

可定期举办科普宣传活动，推出珍惜濒危物种保护、本地

特有植物识别、释放天敌、悬挂鸟箱等活动，让游人深度

参与、交流互动，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2  提高城市公园植物品种的多样性
我国的国土辽阔自然环境相对多样，植物种类更是

丰富多彩。植物多样性不仅给城市公园带来美观的提

升，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公园内小生态系统稳定性。

而且，提高植物品种多样性可以降温、增湿、减尘、涵

养水源，维持小生态系统的稳定。

3.2.1  城市公园规划阶段注重植物选择配置
城市公园设计之初，在植物选择时要注重遵循适地

适树的原则，以乡土树种为主，乔、灌、草合理搭配，

造景中应师法自然，遵循自然界植物群落结构，兼顾植

物生长习性，尽量做到不同时节均有观赏效果，争取达

到“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等原则。

3.2.2  城市公园养护阶段注重植物特性和群落更替
规律

在城市公园建成进入养护阶段后，随着时间的推进，

植物群落，树木、花卉的生长和消亡会发生自然更替，当

进入重新设计时，要综合考虑适应当地气候条件、各植物

群落更替的规律特点，特别注意要打造满足周边昆虫和小

动物的生存繁殖需要：为昆虫采食花粉花蜜、为鸟类和其

他小动物提供果实等因素进行植物选择。城市公园在养护

过程中需要对症下药，注重植物的多样性管护，即根据不

同植物不同的生长特性、阶段和病因进行管护和科学的水

肥处理，减少选择性除草剂的使用，除景观节点处的大部

分区域，保持适量的“杂草”，可以大大减少杀菌剂杀

虫剂的使用量。进而起到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的效果。同

时，整形修剪要根据树种的生长习性，在注重保护鸟类等

筑巢的特殊需要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整形修剪方案。

3.3  用生态型园林养护的措施保护促进城市公园生物

多样性

随着城市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园林绿化成为现代

人共同的追求，其代价和任务是原有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生态系统平衡及其生物多样性需要重新构建。生物

多样性是衡量生态型园林的重要指标之一，生态型园林

养护的推广和发展是实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有机融合的

重要手段。保护和促进城市公园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

多样性是城市园林绿化自然化的基础，是城市整体生态

系统的平衡基础。保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要做好保

护各种昆虫以及小动物的栖息环境工作，提供给他们更

好的繁殖和安居之所。保护昆虫、小动物生存环境动态

平衡的措施主要措施如下：

3.3.1  积极采用生物防治
生态型园林养护中的生物防治，指的是通过保护

和利用自然界的天敌（以虫治虫、以鸟治虫和以菌治

虫）、释放和保护天敌，实现对病虫害的科学防控。相

较于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具有污染极小（运用合理的情

况下几乎没有污染）、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综合效

益大等优点，符合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能有

效保障生态安全。

在北京城市绿心公园的园林养护过程中，我们主要

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生物防治措施均取得较好效果：

（1）采用微生物防治。用通过施用病毒粗提液防治
松毛虫、以及微孢子虫防治舞毒蛾幼虫。

（2）利用寄生性天敌防治害虫。在绿心园林养护
中，我们连续两年，通过使用管氏肿腿蜂防治天牛，以

及使用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等。在减少农药使用量

的前提下均收到显著的害虫防控效果。

（3）通过捕食型天敌控制害虫。主要为昆虫纲、食
鼠的脊椎动物和捕食的节肢动物二大类。我们在绿心森

林公园养护项目中，通过购买和保护瓢虫控制桃蚜、苹

果黄蚜等蚜虫收到显著的蚜虫防控效果。

仅因利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我公司2021年度绿心公
园养护项目总用药量同比减少50%，在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的同时减少了对土壤空气的污染，减少了对昆虫群落生

态平衡的破坏在，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大大减少了成

本采购开支。

3.3.2  科学精准用药
传统的园林养护中，采用超量的农药来防治园林病

虫害现象不仅普遍，而且其危害性还完全没有引起专业

人员和广大民众的重视，过量而不科学的使用农药，加

大了病虫害的抗性，过量的农药通过残留、渗透直接或

间接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

染和破坏。农药过量使用对环境造成污染：包括对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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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都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和污

染，对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威胁，对人类造成

直接、间接的甚至长期的危害！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养护过程中，我们制定了严格的《精准用药规范》，

并在实际操作中多次培训，严格执行，收到良好效果。

科学用药体现在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防治园林

病虫害，科学用药性以生物防治为基础结合物理防治等

措施。倡导在防治园林害虫的同时保护天敌对人畜无

害、对环境无污染的挥发快、低残留的农药。精准用

药，体现于适虫用药，要充分了解不同害虫的生理特点

和发生规律，并根据害虫处于不同的生长阶段，合理选

择药品种类和采用示意的用药方式。

3.3.3  积极掌握利用虫情信息
实时掌握虫情信息，建立有效因应机制体系。在城

市公园的生态型园林养护中，采用积极搜集虫情信息对

害虫进行防治也是至关重要的措施。通过与专业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提前获得预测到的虫情灾害信息：害虫种

类、预计危害时期以及严重程度等，进而提前对害虫处

于幼虫或虫卵关键阶段进行防治，能大大提升害虫防治

的效果，不仅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节约开支增加利

润，还能大大保护自然环境（土壤空气和水体）提高城

市公园生物多样性。

在2021年度北京城市绿心公园的园林养护过程中，我
们在通过合作机构获得虫情信息：美国白蛾在本年度将会

有散点爆发或者大面积爆发。我们立即启动动态因应体

系：启动预防小组提前布控，加大对易感树种的日常巡视

频度，采用化学防治+人工防治+生物防治的三位一体综合
防治方法，达到良好效果：有效的控制了美国白蛾发生，

得到业主单位、公园主管部门以及广大游客的认可。

3.3.4  化肥减量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可以通过适量施肥来增加产量，

但现阶段，在园林养护中普遍存在盲目和过量施用化肥现

象，产生化学物残留，造成对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

负面影响。要减少施用化肥，只施用园林中自制的有机肥

为原则，给植物创造自然生长的环境，可以在保证植物正

常生长的前提下，避免植物因不科学施用化肥造成的环境

恶化，进而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问题发生。在园林养护

中我们倡导化肥减量原则：减量施化肥，甚至不用化肥，

从源头上，控制并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做到缓解和改善因

园林养护带来的环境问题，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3.3.5  施用自制园林有机肥
在生态型园林养护中，我们倡导用园林废弃物自制

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这种制肥、施肥方式具有成本较

低，易获取，且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元素，肥效时间长，

同时减少园林废弃物外运成本等优点。

施用自制园林有机肥对于太高和保护城市公园生物

多样性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提高土壤的团粒结构，从而提高了土壤肥力，
可以为多种生物创造有利生存环境。有机肥中酶的活性相

比化肥强，能够促进改变土壤团粒结构的组成，从而提高

了土壤保水、保肥的能力，同时通过中和改良酸化土壤、

减轻盐碱土壤板结作用；土层中使用适当的有机肥料，能

够增加土层中的孔隙空间;此外有机肥提供的营养物质类
型非常多样，能够均衡满足环境的营养。在园林养护中提

高有机肥的施用比例可以为多种生物和谐共生创造有利空

间，可间接保护和提高城市公园生物多样性。

（2）增强园林植物抵抗病虫害能力，降低杀虫剂消
耗，间接维护生态多样性。

自制有机肥除具备氮、磷、钾元素外，还含有多种

微量元素，比如镁、铁、钙、锌等，都是植物生长所必

需的。这些物质在植物生长过程中，能增强植物的抗病

虫能力和对病害的抵抗力，即使受到了病虫害的侵袭，

也能保持继续生长。从而减少杀虫和杀菌农药的施用

量，间接的保护和提高了城市公园的生物多样性。

在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养护过程中，通过推广自

制园林有机肥，我们取得化肥减量80%，用水减量20%，
达到降低养护成本，提高成产效率，促进保护环境的良

好效果。具体数据见附表。

年度
小鸟种类/
数量

蝶种类/
数量

蜂类种类/
数量

小哺乳动物
种类/数量

20年7到12月 3/36 2/26 1/5 2/7

21年3到12月 6/105 5/193 3/17 3/25

22年3到12月 11/203 8/462 6/36 5/49

结语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断摸索

实践并推行生态型园林养护，保护与提高城市公园生物多

样性，对于人与自然和谐而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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