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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古树名木保护的公园设计思路探析
——以灵武枣博园为例

王利凯 杨小英 魏娜娜
银川能源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古树名木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重要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自然生态、

人文历史和社会文化价值。在市政公园规划建设中以古树名木保护和利用为目的的公园开发设计中，如何保护和利用

古树名木，使其在公园规划设计中与整体景观要素环境相协调，这是设计者与建设者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宁夏灵

武枣博园为例，将从古树名木保护和利用的角度，探讨公园设计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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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

古树是大自然在时间的长河中遗留馈赠给人类的宝

贵财富，名木则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传承，并且继

续随时间的长河生存下去。随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视，古树名木的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公园作为城

市绿肺和休闲空间，也是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的载体。

在分布古树名木的生态绿地中规划设计公园，应当充分

考虑古树名木的保护。宁夏灵武枣博园集中分布百年以

上老枣树16549株[1]。本文以灵武枣博园古枣树群落的绿

地景观空间设计为例，对灵武市古枣树群落设计为城市

公园的可行性和景观性等进行调查与分析，讨论在城市

中古树名木保护不一样的形式，探析如何保护和利用古

树名木，使其与公园的整体环境相协调，以实现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平衡，为城市中古树名木的保护实践

提供参考依据和可靠理论。

2��古树名木保护的意义及原则

2.1  古树名木保护的意义
1）自然生态价值：古树名木在城市生态系统稳定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平衡城市生态、维持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气候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仅为城市居

民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宜人的环境，也是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2）社会文化价值：时间遗留下的许多古树名木都承
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是一个城市历史和文脉

的见证。它们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因此在城市发展的过

程中，这些古树名木理应得到保护。

3）科研价值：古树是生存一百年以上的植物，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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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着重要的历史传承，也生存时间长久，因此它们

是植物学、生态学、气象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对

于科研工作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们是了解自然规律和生

命过程、气候变迁的实物资料，为人类的科学研究提供

了真真切切的证据。

2.2  古树名木保护原则

1）保护优先原则：在公园设计中，应将古树名木作
为重点保护对象，确保其生长环境的安全。

2）合理利用原则：在保护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古
树名木的资源价值，如生态效益、景观效果等，以实现

经济效益。

3）修复与复壮原则：对于有受损的古树名木，须采

取修复措施，确保其健康生长；对于生长势不是良好的

古树名木，科学合理的进行营养补给，使其茁壮生长。

3��灵武枣博园概况

3.1  区位分析
灵武枣博园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城区中心地

带。场地总面积622500平方米，东西长1200米，南北长

830米，北临灵州大道，西临中心街，南古城路。灵武市
属于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常年

雨雪稀少，蒸发性很强，气候比较干燥，每年春球季风

风沙多。

3.2  现状分析
园内现有百年以上的老枣树16549棵，是灵武市枣树

最古老、最集中、保存最完好的一片百年枣林，古枣树

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古栆树林或集中或散植分布在

枣博园中，因此景观节点设计比较均匀。枣博园引进世

界各地名枣树种，利用先进技术予以栽培，目前已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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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陆续引进了龙枣、冬枣、婆枣、面枣、肉兜枣、

无核大枣、灰枣、鸡心枣、九月青、金丝小枣、油枣、

狗头枣、胎里红、早脆王等326种枣树品种。园区种植植
物以耐旱、贫瘠、抗沙为主，绿化率达85%以上。

3.3  使用人群分析

通过对设计场地实地调研走访，总结分析出灵武古栆

树公园使用者大多为附近居民，各年龄段、各职业的使用

者都有，主要使用群体是老人及儿童，青少年和上班族使

用较少。而且使用时间主要集中在早晨和傍晚，居民来公

园的主要目的是休闲放松，运动健身和公共交往。

表3.1��使用人群分析总结表

使用人群类型 使用时间 活动类型 人群占比

老人及儿童 不定时
攀谈、下棋、打牌、
晒太阳、锻炼、漫步

35%

青少年 早晨、傍晚 小憩、闲谈、运动 15%

上班族 闲暇时间 溜狗、聊天、散步 20%

游客 闲暇时间
旅游、观赏、摄影取

景、绘画
30%

3.4  枣博园管理现状
枣博园加强监管和维护工作，确保公园环境的持续

改善，园区管理推行日常普通养护与定期专业养护相结

合的养护模式，养护责任人按照养护规范做好日常养护

工作，并防止对古枣树的人为损害，并及时排查树体倾

倒、腐朽、枯枝、病虫害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保

护措施，对普查明确的古枣树濒危株和衰弱株及时实施

抢救、复壮措施。

3.5  古枣树专业保护队伍力

古枣树历经百年沧桑，普遍存在树龄大、病虫害

多、生长老化等现象，其养护管理需采取“一树一方

案”特殊养护措施。从现阶段枣博园保护管理现状看，

园区对古枣树日常养护、抢救复壮、保护管理等技术研

究滞后，缺乏必要的技术、制度和机制支撑，精准管理

差距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由于缺人、缺技术、缺经

费，无法完成对所有古枣树的专业养护及复壮工作，难

以实现“一树一方案”的精准保护[2]。

4��枣博园设计中古枣树保护的策略

灵武枣博园景观设计中注重对古枣树群的保护，挖

掘古枣树林的生态价值和当地的文化特色，设计出别具

一格的古枣树景观风格。为此以科学保护和适度合理开

发的基础上，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民俗科普教育

等功能，展现城市植物独特的生态景观，并且提高当地

旅游经济的发展[3]。

4.1  调查与评估

在枣博园设计之初，对现有的古枣树进行详细的调

查和评估。了解其种类、数量、分布、生长状况以及面

临的威胁因素。这为后续的保护和设计提供基础数据。

4.2  设计理念
灵武枣博园设计以建设“古枣树”为主题的文化公

园，不改变古枣树的生存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坚

持“生态优先、兼顾景观,重点保护、突出地方特色，因
地制宜、合理搭配”的原则，注重古枣树群落的地理位

置，分析客观条件，确定规划景观节点的具体布局、规

模和特色，严格按照科学规范确定古枣树周围的保护线

和控制红线，构建完善的古枣树保护机制。

4.3  场地规划

灵武枣博园将古树名木的生长区域作为公园的核心

保护区，确保其通风、光照和土壤条件符合生长需求。

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古枣树的生长环境，合理规划场地，

缩小场地硬化面积，合理设计园区道路，硬化铺装设

计遵循不使古枣树移植为原则。景观节点布局不集中密

集，确保园区的通风、光照和土壤条件符合古枣树的生

长需求。同时，合理规划周边区域，避免对核心保护区

造成干扰和破坏。

4.4  景观设计
枣博园在景观设计中，更多的注重古枣树的景观价

值，人造景观较少，除了在主入口道路两侧有文化长

廊，较高大的景观外，其他地方均是规模较小的单体园

林小品，避免了对古枣树造成视觉干扰和破坏。公园内

种植的古枣树都是具有一定历史年代的珍稀古树，这些

古树都是珍贵的园林绿化资源，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

科研价值，因此以古枣树群集中分布点设计树阵广场，

将古枣树与景观融为一体。在植物配置中，以体现“枣

博之冠”，引进世界各地名枣树种，利用先进技术予以

栽培，形成以枣树为主题的枣树百科园。

4.5  设施设置
在枣博园设施的设置中，充分考虑了古枣树的保护

需求，景观小品、公共座椅、垃圾桶等设施远离古枣

树。较大面积的广场硬化铺装若避不开古枣树，则设计

较大树池，充分考虑古枣树的生存环境。一些树冠巨

大、分枝易受损、支撑不了树冠的古枣树，设置树撑，

在必要的位置设置防护栏。对所有的古枣树进行挂牌编

号，注明其身份和树龄，扫其二维码，可以了解该株古

枣树的冠幅、胸径以及地理坐标等基本信息，并有灵武

古枣树群历史介绍。通过游客扫码体验，游客可以详细

了解古枣树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价值。并且通过宣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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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古枣树的认知和保护意识[4]。

4.5-1古枣树树撑防护�����

4.5-2古枣树身份铭牌

4.6  生态恢复
针对古枣树的生长需求，合理改善其生长环境。增

加土壤肥力、改善排水系统、加强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促进其健康生长。对于受损的土壤和生态环境，采取

生态恢复措施，如客土、植被恢复等，以促进古树名木

的健康生长。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合理搭配植物，以抗

旱、抗寒、抗沙的乡土植物为主，如国槐、白蜡、侧柏

等乔木，配植灌木、藤本、地被等植物相辅相成，保证

园内种植景观的生态和谐，营造可长期共存的稳定多层

次的植物群落。在园区中心低洼位置，没有古枣树分布

的区域因地制宜的设计景观湖，以改善当地环境的小气

候，并通过营造景观空间等方式，将其与公园的整体环

境相协调。

5��总结

5.1  以“保护优先”设计公园
基于古树名木保护的公园设计思路应注重保护古树

名木为原则。在古树公园设计中要注重保护历史文化，

将古树名木与历史文化相结合，使公园成为可以传承历

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通过对古树名木进行合理地保

护和利用，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古树名木的保护意识，

而且还能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古树名木所具有的历史文化

价值[5]。

5.2  以“古树名木”为主题设计公园
古树公园内种植的古树都是具有一定历史年代的珍

稀古树，这些古树都是珍贵的园林绿化资源，具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在设计中可以将古树名木作为

公园内最具代表性和观赏价值的部分进行设计。因此，

在设计中要充分利用这些古树本身所具有的景观价值，

在保证古树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将其打造成一处集科普

教育、历史文化展示、生态景观于一体的综合性园林。

5.3  以“科学内涵”设计公园
从生物角度来说，古树是一种生物资源，其它生物

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生物资源，在公园设计中要注重对植

物多样性的保护，通过对植物种类进行合理地配置，使

公园内植物多样性得到充分发挥[6]。同时，也要注重对植

物多样性所具有的生态功能进行合理地利用。在设计中

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种植密度、增加植物群落种类等方

式来有效提高古树公园内植物多样性。

6��结语

综上所述，古树名木是记载着城市变迁的“活化

石” ,保护好城市中的古树名木，既是维护自然生态 ,
又是保存城市文脉。灵武枣博园的景观设计本着“绿

色”“生态”的设计理念，“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
以“古枣树林”为设计核心，保护和利用古树名木为主

题设计。通过对枣博园设计中古枣树保护的策略几个方

面分析提出，合理的以保护古树名木为主题进行公园设

计，不仅可以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古树名木的资源价值，

还可以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平衡，达到可持续发展目

的。以古树名木为主题的公园设计应充分考虑古树名木

的保护和生态需求，实现科学的保护措施和管理手段，

以达到游客丰富多彩的游赏体验、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和

当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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