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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斑秃裸露绿地现状调查及分析

杜艳霞
银川市园林绿化质量管理中心Ǔ宁夏Ǔ银川Ǔ750001

摘Ȟ要：银川市部分绿地存在斑秃裸露问题，这不仅影响绿地的整体美观，也容易造成尘土飞扬的现象。为了更

好的治理斑秃裸露绿地，进一步提升银川市市容市貌，本研究调研了银川市斑秃裸露绿地情况，分析形成斑秃裸露原

因，探索解决绿地斑秃裸露的解决方案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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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作为人类之肺，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能

够改善城市小气候环境，减弱温室效益的作用[1]，而且能

够净化空气和水体污染物，降低噪音，滞留尘土[2][3]。近

年来，银川市不断加强绿化建设与养护，目前银川市绿

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公园绿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分别达到40.68%、41.07%、16.28平方米/人、
91.92%，均已符合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然而部分绿地或
多或少存在斑秃裸露现象，这也逐步成为制约园林绿化

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亟需破解难题，加快

生态治理，推进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为了提升城

市形象，改善人居环境，本研究调研了银川市斑秃裸露

绿地情况，分析形成斑秃裸露原因，探索解决斑秃裸露

绿地的解决方案和措施。

1��基本现状

近几年，为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城市绿

量加速增长，中心城区绿化水平大幅提升[4]，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如火如荼进行，先后建立了银川绿博园、银川花

博园、德馨公园、银川火车站广场公园、罗家湖公园、

杞香园等多个公园，通过对银川市管辖的附属绿地和城

市公园摸底排查发现不同绿地存在不同程度斑秃裸露问

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1  郁闭度高林下绿地斑秃裸露
在乔灌木种植密集区域或枝繁叶茂乔木随着树龄增

长形成郁闭度高林下空间，林下植被生长困难，绿地出

现斑秃裸露情况。如宁园、海宝公园等公园内乔灌木种

植密集，地被未完全覆盖裸露地面，又如唐徕渠沿线绿

地、正源街上海路至贺兰山路段绿地、黄河路福州街至

通达街段绿地均存在大面积黄土裸露情况。

1.2  微地形绿地斑秃
为营造出丰富景观效果，在公园、附属绿地中会有

地形起伏变化，但往往微地形上草坪生长状态不佳，容

易形成斑秃裸露绿地。在凤凰碑东南角游园、新华联世

纪广场、新月广场、北京东路友爱街至丽景街段绿地、

黄河路湖畔佳苑北门处绿地、丽景北街绿地等绿地其微

地形存在斑秃裸露现象。

1.3  新建工程绿地斑秃
2014年起小微公园建设成为银川市“为民办实事”

的重要项目之一，每年都会有新的公园绿地服务于民[5]。

调查发现新建公园地被草坪覆盖率普遍未达到100%，如
去年新建“九中东侧小微公园”、“阅海万家E区小微公
园”、“大团结广场南侧小微公园”等一批2023年园林
绿化项目绿地都出现不同程度斑秃裸露情况。

1.4  绿地边缘斑秃
邻近园路、广场、公交车站、商业区、住宅小区等

出入口周边绿地边缘容易出现斑秃裸露情况，如海宝公

园东大门南侧靠近园路一侧绿地边缘存在宽1米带状斑秃
裸露地；靠近湖畔佳苑北门公交车站黄河路绿地边缘行

人长期踩踏、穿行，导致该地块绿地斑秃裸露。

1.5  绿地中汀步两侧绿地斑秃
汀步作为一种园路形式，因其质朴自然、别有一番

情趣广泛应用于公园、附属绿地建设中，不仅方便游人出

行，而且丰富园林景观。然而，汀步两侧绿地往往由于人

为踩踏，容易斑秃裸露。中山公园、安怡游园、望月园等

公园绿地中汀步两侧游人长期踩踏形成斑秃裸露地面。

1.6  游人穿行、踩踏形成斑秃绿地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

的加快，人的活动对绿化带特别是地被、绿篱产生较大

的破坏。行人践踏草地，穿越绿篱，使地被裸露，绿篱

缺株断档。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人流量大、绿地中道路

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公交站台旁的人行道条形树池绿化

带，如湖畔嘉苑公交站台，唐徕北门公交站台；绿地中

道路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如世茂倾城北侧公园绿地，由

于行人赶公交车或出于其他目的，不会选择相对于来说

距离较远的广场道路和园路，直接在绿地中抄近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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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形成多条裸露的斑秃绿地。

1.7  露地花卉种植池花卉大量死亡、色带缺株断档形
成斑秃绿地

银川市露地花卉的栽植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种子播

种和育苗移栽。种子播种一般是种子发芽快，生长周期

短的露地花卉。播种前选择颗粒饱满、有色泽和光泽的

种子，进行浸种和低温层积等处理方式，在干旱季节播种

时，最好在播种前充分浇水，待水分充分掺入土中以后，

再进行播种并覆土，这样做既有利土壤保持较长时间的湿

润，又可避免因多次浇水造成土壤表面板结。因为上述某

个环节出现差错，导致播种的露地花卉出苗率低，种植池

出现了黄土裸露的现象。如，红花渠上海路口广场小黄菊

种植池缺株、黄土裸露。育苗移栽时尽量带宿土，保持根

系的完整，选择合适的无风的天气，在早晨或傍晚进行移

栽。移栽后及时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如果温度过高，

还可进行遮阴处理。如果没有严格按照以上措施移栽，导

致露地花卉在移栽后的一段时间出现大量的死亡。如北京

路大新家园两侧种植的四季玫瑰缺株严重，形成断档；

凤凰碑东南角游园忍冬色带缺株严重、绿地裸露。

2��原因分析

不同地块绿地斑秃裸露形成的原因不同，有的地块

斑秃裸露原因较单一，有的则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大致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2.1  人为破坏
经过调查发现人为踩踏是银川市斑秃裸露绿地形成

的主要原因。行人常年累月随意穿行公园绿地、城市道

路附属绿地以及分车带，踩踏草坪和色带；靠近绿地边缘

及种植三角区，经常有车辆停放，草坪遭到碾压；如此长

久以来导致土壤结构的破坏、土壤板结，使得草坪草和色

带植物如水蜡、红叶小檗、紫叶矮樱等无法正常生长。

2.2  设计不合理
绿地建设的设计方案不仅要观赏性强而且要合理。

这一方面要求设计人员要依据植物自身的生物学特性、

植物的生长气候及向阳、耐阴特性等进行植物配置，另

一方面要求设计人员要根据人群出行选择路径习惯合理

设计园路。此次调研发现银川市斑秃裸露绿地形成的原

因部分是由于设计人员在前期植物配置时没有考虑植物

生长特性，植株间距设计过密，树木长大成型后形成郁

密度高林下空间，导致林下草坪退化，久而久之形成裸

露绿地，或树荫下设计阳性植物，盐碱地种植不耐盐碱

的植物等不合理的植物配置设计；此外，规划设计一味

追求景观效果，设计的通行路线不符合游人通行需求，

游客会抄近道走绿地，形成斑秃裸露地面。

2.3  养护管理不到位
“三分种，七分养”，养护管理是苗木能否健康生

长的关键，是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关键，也是推动园

林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然而，有些绿地疏

于管理，管理方式粗放，导致绿地斑秃裸露。如微地形

绿地斑秃主要是由于微地形用喷灌、水带浇水，容易形

成地表径流，下渗到地下水分较少，达不到地被植物用

水需求，导致微地形斑秃；每年三、四月份是银川绿地

植物复苏关键时期，“返青水”的浇灌至关重要，然而

有些养护单位未及时浇灌“返青水”，或“返青水”浇

灌不到位，造成绿地中植物死亡；有些绿地浇水采用漫

灌，同时又漫灌次数少，导致草坪缺水不能正常生长；

除上述未合理浇水外，绿地中肥、病虫害防治、修剪、

除杂草等养护工作中的任一重要环节做的不到位，都会

极大的影响了苗木的成活和长势，造成了苗木衰亡和绿

地斑秃[6]。此外，露地花卉种植池花卉大量死亡、色带缺

株断档后，未及时进行补植，导致绿地斑秃裸露，严重

破坏了园林景观效果。

2.4  新建工程绿地内草坪地被苗木尚未种植成坪等
新建工程绿地草坪多为撒籽播种，撒籽不均匀导致

绿地出现斑秃裸露情况；同时，新建工程绿地多有管道

开挖、埋设，土壤肥力未完全恢复，草坪生长不良；

新建工程播种草籽后，进行剩余工序时无意造成踩踏，

导致土壤板结，草坪无法生长；个别公园绿地、道路附

属绿地在地面下存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覆盖土层较

薄，深层土壤贫瘠，导致植物根系扎不下去，无法充分

吸收水分和养分，难以成活。

3��解决方案和措施

按照裸露地面类型、区域绿化现状，坚持“因地制

宜，适地适绿，提升品质，经济实用”原则，一地一

策，分类治理，制定有针对性的全方位裸露地面治理方

案，确保“黄土无裸露，绿化无死角”。

3.1  加大巡查、宣传力度
养护单位加大日常巡查力度，重点区域绿地养护要

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坚持每天深入到容易发生绿

地踩踏区域进行常态化巡查。对发生绿地踩踏的行为进

行劝导，使其做到文明游园；对于占用绿地停放车辆的

行为，结合实际案例让游客了解占绿毁绿的是一种不道

德行为。倡导游客主动呵护园林绿化成果，切实增强市

民爱绿护绿的自觉性。此外，在公园内、附属绿地内通

过增设温馨提示牌、广播播放、悬挂横幅宣传“护绿、

爱绿”，让市民自觉爱护草地，减少绿地踩踏，营造干

净、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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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高设计方案水平
园林绿地设计方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化建设的水

平。一个好的设计方案，除了从审美角度考虑，充分

运用美学原理，满足游人对美的需求，做到“步移景

异”，“四季有景，三季有花”，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如银川干旱少

雨、冬季温度低，植物选择上应选择耐干旱、低温树

种，草坪草混播以高羊茅为主。在西夏区，多为沙壤

土，地被植物选择应选择更为耐旱的植物。其次，设计

要具有前瞻性，不仅要考虑当下景观效果，而且要充分

考虑植物生长特性，成年后的树势、树形，从而有根据

性的选择地被植物，减少草坪草退化。最后，设计方案

要充分考虑游人出行习惯，设计适合出行的园路和间距

适宜的汀步，将潜在踩踏绿地风险从源头解决。因此选

择设计单位时，注重选择资质好、对银川气候条件熟悉

的设计单位，设计出合理植物搭配方案，同时设计出符

合“以人为本”方案，减少后期游人踩踏。

3.3  注重新建工程绿化
严格把控新建工程质量，在其土建阶段做好清渣工

作，不能有生活垃圾的留存，保证后期绿地植物能够成

活。为了避免新建绿地交工时出现裸露情况，相关负责

部门应将绿化覆盖100%作为新建绿地到期交工的硬性条
件，将裸露土地问题在工程建设阶段彻底解决。对于竣

工新建绿地，在工程养护期按照《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

制度汇编》的要求，加强养护，有效落实浇水施肥、修

剪整形、病虫害防治等各项管护措施，同时建设管理单

位加大新建绿地养护检查、监管力度，不断提高精细化

养护水平。对已形成绿地裸露情况，在合适季节补播同

品种草坪或者铺设草皮。

3.4  加强养护管理
俗话说“三分种，七分养”，地被植物种植后的养

护尤为重要。对于长势弱的地被植物要结合浇水进行施

肥，多年生露地花卉、常绿阔叶灌木在冬季应做好越

冬措施，如搭建防寒网。地上部分微地形斑秃绿地，浇

灌方式尽可能应用微喷装置，减少地表径流，草坪草更

容易成活；对于草坪退化绿地，进行打孔疏松、施肥，

改善土质，增强土壤肥力，其中由于地下害虫导致草坪

退化，应将地下害虫彻底消除后，再开始对斑秃地段进

行上述处理。对于露地花卉种植区，应选择合理种植时

间，种植后及时浇水，保证水分供应及时，如果是不耐

阴花卉做好遮阳处理。对于缺株断档绿篱、色带以及大

量死亡露地花卉，及时进行补植减少黄土裸露。

3.5  引进、培育抗性强优良品种

由于气候条件、土壤等因素的限制，能够在银川生

长良好的地被植物除了常见的紫花地丁、玉簪、蛇莓、

爬山虎、二月兰、马蔺、鼠尾草等外，并没有大批引进新

品种。因此，为了丰富地被植物景观层次，有效的整治黄

土裸露的问题，应以立足银川，服务宁夏为宗旨，进行引

种、培育工作。针对银川市地被植物种植资源与利用的科

技需求，依托银川市园林管理局基层科研、生产产地，联

合科研院所、企业和科技部门，采用常规引种、筛选的办

法，以西北、东北、华北适宜生长的地被植物为目标，

采用常规筛选方法，引种、驯化培育出不仅抗寒抗旱、

耐盐碱、耐阴而且观赏价值高、抗逆性强的地被植物。

此外，除了以上措施外，对于汀步两侧斑秃绿地，

应检查汀步铺设是否合理，若不合理重新铺设，若合理

可在汀步两侧种植适应性强、不易踩踏的地被植物，如

马蔺。同时对于绿地边缘斑秃情况，如在公交车站、观

景平台附近斑秃裸露绿地进行硬化或铺设植草砖，减少

黄土裸露面积；在邻近公路、园路斑秃绿地，增设绿地

护栏，减少边缘绿地人为踩踏。

4��结语

为提升绿地景观效果、增强城市形象、更好的服务

于民，斑秃裸露绿地的整治成为当下绿地养护重要的一

环。本研究调研了银川市斑秃裸露绿地现状，多维度深入

分析形成的原因，根据实际情况、借鉴优秀经验针对性的

给予解决措施。然而斑秃裸露绿地的整治工作并不能一蹴

而就、一以概之，需要相关行业、部门持续发力、精准

养护，也需要广大市民自觉地“爱绿、护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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