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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对园林花木生长发育的影响

王德华
湖北省丹江口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官山自然资源与规划所 湖北 丹江口 442700

摘 要：光照是园林花木生长发育中至关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对花木的生长和发育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中光照

强度、光照适应度是互补的两方面内容。因此，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分析光照对园林花木生长发育的影响，希望进一步

提高我国园林花木设计、配置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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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任何植物的基础生长条件为光照，其也作为

植物光合作用的关键能源。无论光照强度、还是光照周

期，均会对园林花木生长发育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对其

进行严格控制，才可促进园林花木生长发育取得更佳的

效果。

1��光照强度对园林花木生长发育产生的影响

1.1  生长发育状况
光强对植物的形态建成和生长状态有着明显的影

响，适宜的光照条件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发育，使其

形态更加美观，生长更加健壮。第一，光照强度会对

园林花木内组织器官形态建成产生显著影响。光强适宜

时，植物的栅栏组织得到良好发育，叶绿体完整且功能

正常。这样的植物叶片和花瓣都会更大而且更厚实，整

体形态更加美观。这也意味着植物的生长状况良好。第

二，光照强度可以调控园林花木细胞以及茎、根部分的

生长[1]。在光照充足的前提下，光强作用可以抑制茎、根

的过度伸长，从而使其生长更加健壮。相反，光照不足

的情况下，茎、根的生长可能会受到限制，导致植物生

长不良。第三，光照充足还可以缩短园林花木的节间，

增加花茎的木质化程度与根冠比。节间缩短意味着植物

的生长更加紧凑，整体结构更加稳固。而花茎的木质化

程度和根冠比的增加，则使植物更有力量和稳定性，能

够更好地抵御外界环境的影响。

1.2  花蕾开放时间
光照强度对花蕾开放时间的影响背后是光周期的作

用，光周期是指光照和黑暗交替的时间周期。光周期对

植物的生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包括花木的花

蕾开放时间。一般来说，花蕾会在适宜的光照强度下开

放。光照强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对花蕾开放时间产生负面

影响。科学研究表明，适宜的光照强度可以促进花木的

生长发育，并且有助于花蕾的开放。光合作用是植物生

长发育过程中的基本过程，需要足够的光照强度来进

行。光合作用通过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植物所需

的能量和有机物质。在适宜的光照强度下，光合作用可

以持续进行，从而提供足够的能量支持花木的生长和开

花过程。然而，过高或过低的光照强度都可能对花木的

花蕾开放时间产生不利影响。过高的光照强度会导致光

合作用速率过快，引起叶片的过度蒸腾和水分流失[2]，

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开花。另一方面，过低的光照强度也

会限制光合作用的进行，导致植物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

来支持花蕾的开放过程。除了光照强度，其他环境因素

也会影响花木的花蕾开放时间。例如温度和湿度对花木

的生长发育和花蕾开放时间都具有重要影响。合适的温

度和湿度条件可以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的进行以及营养物

质的吸收和利用，从而影响花蕾开放的时间和速度。例

如，醡浆草在强光下开放，在日落后闭合；牵牛花在凌

晨开放，在午前关闭；紫茉莉在傍晚开放，在日出时关

闭；昙花则在近午夜开放，在午夜后闭合。这说明植物

的开放和闭合不仅受到光照的影响，也与黎明和傍晚的

光谱成分相关。因此，正确控制和调节光照的强弱对于

植物的栽培至关重要。

1.3  花木叶色、花色
光照强度足够强时，花木叶片将能够充分接收光

线，并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为植物所需的能量和养

分。这样，花木叶片的色素合成和叶绿素的积累就会增

加，从而使叶色变得更加浓绿、鲜艳。相反，当光照强

度不足时，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限制，叶片会缺乏充足

的能量供给，导致叶色变黄或苍白。因此，通过调节光

照强度，可以有效地控制花木叶色的变化，使其呈现出

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同时，光照强度冲出条件下，花

木花朵中的色素合成会得到充分激活，使得花色更加鲜

艳、艳丽。比如，红色花朵中的花色素多为花青素和类

胡萝卜素，这些色素在充足的光照下能够得到积累，使

花朵呈现出深红或艳丽的红色。而在光照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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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花木花朵中的色素合成会受到限制，导致花色变得

暗淡或不鲜艳。因此，在规划园林花木时，合理安排植

物的光照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提供适宜的光照强

度[3]，可以使花木的花色展现出最佳的视觉效果。

2��园林花木对光照产生不同适应度的类型

2.1  阳性植物
阳性植物，也称为喜阳植物，是指对光照要求较高

且适应能力强的植物。园林花木中的许多品种都属于阳

性植物，其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充足的阳光照射，才能保

持良好的生长状态。阳性植物对光照的适应主要表现在

其光合作用的强度和效果上，光合作用是阳性植物利用

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养分和氧气的重要过程，是

植物生长和发育的关键。阳性植物需要较强的光照才能

保持良好的光合作用效果，从而获得足够的养分支持其

生长。因此，在园林花木设计时，应尽量选择光照充足

的位置种植阳性植物，确保其能够正常进行光合作用。

同时，阳性植物对光照的适应还表现在其形态和习性

上。充足的光照有利于阳性植物的生长发育和植株形态

的形成。阳性植物往往拥有茂密的叶片、粗壮的枝干和

多朵华丽的花朵。在阳光照射下，叶片会更加茂盛，枝

干会更加粗壮，花朵会更加明艳，植株整体上更加健壮

美观。因此，阳性植物非常适合用于营造园林景观，可

以增加园林的美感和层次感。除此之外，阳性植物对光

照的适应还包括其耐荫性。尽管阳性植物对充足的光照

有较高要求，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其能够忍受阴暗环境。

在栽培阳性植物时，可以考虑为其提供一些遮荫措施，

保证其在较弱的光照条件下仍能正常生长。这对于在室

内园林或庭院中种植阳性植物非常重要，可以满足阳性

植物的生长需求[4]，并增添室内环境的绿色氛围。

2.2  中性植物
中性植物，是对光照条件不挑剔的植物。无论是强

光、中等光还是弱光环境，中性植物都可以适应并生长

良好，这种适应能力主要得益于中性植物的光合作用能

力与光合酶的调节机制。光合作用是植物通过光能将二

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养分和氧气的过程，中性植物的叶片

可以广泛散发光合作用所需的叶绿素，使得它们能够在

不同光照强度下进行光合作用，并将光能转化为生物能

量来维持生长和发育。这种适应能力使得中性植物可以

在阳光充足的阳光花坛与半荫区域中生长，给园林景观

带来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和景观效果。同时，中性植物的

光合酶调节机制也是其适应不同光照条件的关键因素。

光合酶是参与光合作用的重要酶类，而中性植物具有一

定的光合酶调节能力，可以根据光照条件的变化来调整

光合酶的活性和数量。在强光环境下，中性植物能够调

整光合酶的活性，减少过多的光吸收和光合作用产生的

能量，从而防止细胞组织受到光照过度的伤害。在弱光

环境下，中性植物则能够增加光合酶的数量，增强光合

作用的效率，满足养分合成的需求。通过分析可以看

出，正是因为中性植物具有强大的光照适应能力，使得

其不仅能够在不同的光照环境下存活，而且能够展现出

不同的生长和发育状态，为园林景观带来更加多样化的

元素。在园林花木设计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光照条件选

用适合的中性植物，营造出光线明亮或稍显阴暗的景观

空间，增加园林的层次感和美观度。

2.3  阴性植物
阴性植物是指对光照适应能力较弱的植物，与阳性

植物相比，阴性植物对光照要求较低，更适合在较阴暗

的环境下生长。基于光照度较低的条件下，阴性植物能

够生存和繁衍。这些植物通常生长在丛林底层、遮荫的

地方或者通风较差的地区。由于大部分阳光被上层植物

阻挡，这些植物在日常生活中只能获得有限的光照。然

而，阴性植物通过自身的特殊适应机制，能够在这样的

环境中存活下来。其叶子往往较大，表面积较广，能够

更多地吸收散射的光线。而且，阴性植物的叶子比阳性

植物的叶子更加薄弱，这样可以增加光线的透过性，使

得植物体内更多的部分能够接收到有限的光能[5]。此外，

阴性植物还具有更高的光合效率，能够在相对较低的光

强下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从而满足自身的生长和发育需

求。与此同时，阴性植物通常具有较长而细弱的茎干，

能够在阴暗的环境中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光线。例如，

藤本植物就是典型的阴性植物，其长藤可以攀缘在树木

上，获取更多阳光。此外，阴性植物的叶片也常常呈现

出较浅的颜色，这一特征使其能够更好地反射光线，并

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光照资源。

3��光照周期对园林花木生长发育产生的影响

3.1  光照周期长的植物
光周期是指一天中光照时间和夜间黑暗时间的相对

比例，对于植物来说，光周期是影响其生长和发育的重

要因素之一，植物可以根据光周期的长短来调节自身

的生理过程和生长状况。长日照植物是指在短日照条件

下不能开花，需要较长的光照时间才能进行开花的植

物。这些植物包括玫瑰、茉莉、向日葵等，在夏季或高

纬度地区生长十分茂盛。长日照植物对光周期的敏感性

较高，需要足够长的白天时间来合成养分和进行光合作

用。当光周期延长时，长日照植物的开花过程会加快。

例如，一些观赏植物在夏季的高强度光照下会提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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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而在冬季的日照较短时则可能停止开花。这也是为

什么在气候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一种植物在不同季节

开花的原因。此外，光周期还会影响长日照植物的株型

和叶片形态。在长日照条件下，植物的茎长得较长且

细，叶片也较大。这是因为植物在长时间的光照下能够

进行更多的光合作用，养分合成能力增强，因此生长速

度较快。然而，光周期也存在一定的适应性。长日照植

物可以通过调节自身生长和开花时间来适应不同季节和

气候条件。在夏季或高纬度地区，白天时间较长，长日

照植物的生长和开花时间会相应提前。而在冬季或低纬

度地区，白天时间较短，长日照植物的生长和开花时间

会推迟。这种适应性使得长日照植物能够在不同环境条

件下生长繁衍。

3.2  光照周期短的植物
短日照植物是指在自然条件下，只有当光照时长较

短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开花和生长的植物。短日照植物

对日照的敏感性高，通常需要较长的黑暗周期来刺激

开花和花蕾形成。相比之下，长日照植物对光周期的要

求则相反，只有当光照时长较长时，才能正常开花和生

长。光周期对短日照植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花蕾形成、

开花时间和花期的调控上。在光周期适宜的条件下，短

日照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会受到光周期的调控，并在特

定的光照条件下，形成花蕾并开花，这一过程是通过植

物内部的生物钟和激素调节来实现的。例如，大部分的

菊花就属于短日照植物。在秋季和冬季，光照时长较

短，温度较低的环境下，花蕾逐渐形成，并在春季有足

够的黑暗周期后开花。如果在夏季时光照时长较长，菊

花则很难形成花蕾和开花。此外，光周期也对短日照植

物的花期和开花时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光周期较短的环

境下，短日照植物的花期相对较短，并且开花时间往往

受季节的限制。然而，当光周期适宜时，短日照植物的

花期变长，并且有可能在整年的不同时间开花。可以看

出，了解光周期对短日照植物的影响对于合理安排花木

的生长发育和管理非常重要。在园林花木设计和植物种

植中，需要根据植物的光周期要求，合理选择植物的品

种和种植地点。同时，可以通过调整光照时长和黑暗周

期，来控制短日照植物的生长发育，促使其在适当的时

间开花。

3.3  日中性植物

日中性植物是指无论是长日照植物还是短日照植

物，在一定的光周期下都能够正常生长发育的植物。而

这种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光周期的变化会影响其开

花时间、休眠时间、幼苗生长速度等多个方面。对于长

日照植物来说，光周期较长，即白天时间较长，黑夜时

间较短，这时植物会获得充足的光合作用时间，能够积

累足够的养分，促进开花。而对于短日照植物来说，光

周期较短，即白天时间较短，黑夜时间较长，这时植物

的光合作用较为有限，从而延迟了开花时间。因此，通

过控制光周期，可以调节日中性植物的开花时间，使其

在合适的时候开花，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休眠是日中

性植物在环境条件不利于生长的情况下进入的一种生理

状态，可以帮助植物抵抗低温、干旱等不良环境因素。

通过调节光周期，可以促使植物进入休眠状态，以适应

恶劣的环境条件。而当光周期逐渐改变，日照时间逐渐

延长时，植物会解除休眠状态，开始进行新的生长发

育。因此，通过控制光周期，可以帮助日中性植物在不

同环境条件下调整自己的生长状态。研究表明，在适宜

的光周期下，植物的幼苗生长速度会更快。这是因为光

周期的变化会影响光合作用的进行，光合作用的增强可

以提供更多的能量和养分供给植物生长。因此，在培育

日中性植物的过程中，合理控制光周期可以提高幼苗的

生长速度，加快植物的生长发育进程。

结语：园林花木设计、养护管理中，需要根据不同

植物对光照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安排与管理，确保花木能

够得到适宜的光照条件，促进其生长和发育，展现出最

佳的观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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