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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江苏省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村落附近林相景观质量低劣的丘陵山地进行林相改造已经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 该文以常州舜过山森林林相改造为例，针对林相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生态保育、经济适用及景观美

化效益，提出林相改造总体目标为建成具有乡村风貌的常绿⁃彩叶混交林，可细分为保育林、生态风景林、乡村风貌

林、墓园绿化林、道路风景林 ５ 类森林，分别进行改造建设。 该研究对于探讨苏南乡村地区劣质森林景观改造，具
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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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相是森林的外貌，也称为林层［１］。 林相改造

就是以原有的森林资源为基础，将树种、林层单一，
森林景观缺乏季相变化，景观效果差的林相，改造

成树种多样、色彩丰富、季相变化明显、群落稳定性

高、生态功能强的林分［２⁃３］。
随着中国美丽农村建设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拉开大幕以及江苏省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开展

和深入，常州的乡村旅游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丰富多

样的原生态自然景观和乡村文化深受欢迎。 但常州舜

过山景观林质量差，林相杂乱残破，部分山体内有废旧

工厂、公墓等不良景观，对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造成不良

影响。 因此对舜过山荒弃山林进行林相改造，提高森

林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已是当地和周边群众的迫

切要求。 改善乡村附近低劣质山体的景观质量，促进

旅游业发展，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才能保护乡村生

态环境，开展多元化的美丽乡村建设。

１　 舜过山概况

１．１　 舜过山的自然环境条件

舜过山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东部查家村



东北向（１２０°１６′Ｎ，３１°８４′Ｅ），山体长２ ７００ ｍ，总面

积 １８７ ｈｍ２。 西南 ２ 头因采矿后呈百米垂直悬崖，由
于早年开采过于严重，部分山体宕口至今仍未有植

被生长，依旧裸露于地表面。 山体土壤质地为黄棕

壤，土层厚薄不一［４］。
根据林相类型，舜过山森林公园主要有针叶林、

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等 ４
个类型，此外，山脚下有少量竹林；林内组成树种主要

以杉科、柏科、壳斗科、蔷薇科、大戟科等为典型代表。
林中乔木层中主要有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乌桕（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楝树（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刺
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短柄枹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ｅｒｒａｔａ）
等阔叶树种，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火炬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ｅｄａ）等针叶树种；灌木层主要有茅莓（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八角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等；草本层为

小飞蓬（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等
１ 年生草本。
１．２　 舜过山景观质量对周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

影响

　 　 舜过山位于常州的东大门，地处查家村村域范围

内（如图 １）。 查家村东北背靠舜过山，交通便利，是
常州市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点之一，村落内除了森林、寺
庙等游赏对象外，还有村落发展的特色产业与农田景

观。 根据《查家村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点详细规划》，查
家村将重点围绕舜过山和舜河构建生态旅游网络，借
助其特色的果园季相和农田景观，打造以舜文化为底

蕴的山水田园美丽乡村风貌。 因此舜过山的景观质

量，直接影响到查家村及其周边村落的游赏吸引力。

图 １　 常州舜过山位置

２　 舜过山森林林相存在的问题

２．１　 林相杂乱，景观效果较差

舜过山森林大部分植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发展的人工针叶林，如马尾松、火炬松等，造林

密度大，部分地块郁闭度在 ０ ９ 以上，不仅无法进行

打药防治病虫害等人为养护作业，而且视线封闭，
使游人压抑。 部分林内间杂生长香樟、乌桕、刺槐、
楝树等阔叶树种，林分结构混乱，缺乏森林层次变

化，森林色调、季相比较单调。 另外，林下杂灌较

多，景观效果较差，树种更新困难。
２．２　 松林衰退严重，影响游赏效果

公园内马尾松和火炬松针叶林，为 ３０—４０ ａ 前

种植，经过多年演替后，已经开始进入衰退期，受病

虫害影响较大，部分植株松针枯萎，长势不佳，严重

影响山体观赏效果。
２．３　 陡坡区植被覆盖较少，部分山顶裸露

舜过山西侧陡坡区由于地势陡峭、土壤贫瘠，
水分流失较多，生长条件较为严苛。 以草本植物为

主，乔、灌木层物种稀少，整体呈现半裸露状态，景
观效果极差。 公园部分山顶区域仍处于建设阶段，
土壤裸露，人工种植的乔灌木还处于小苗阶段，尚
未形成很好的景观效果。
２．４　 大面积公墓严重降低森林整体外貌，影响查家

村生态旅游发展

　 　 舜过山南北共计有公墓 ３ 处，对整个舜过山森

林景观产生严重影响。 公墓内植被覆盖率低，尤其

缺乏大乔木，造成大面积墓碑裸露。 在查家村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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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道上都能明显看到远处的公墓群，严重影响游

客的游赏心情。
２．５　 存在森林火灾隐患

山体内针叶林数量较多，均为不耐火树种；且
园内清明祭祀时常有人为火种，易造成森林火灾。
山上水源较少，如果发生火灾，火势蔓延速度很快，
会造成严重损失。

３　 林相改造策略

３．１　 目标群落类型及物种组成

常州市地带性顶极群落是含落叶成分的常绿阔

叶林［５⁃６］，目前舜过山森林公园林相类型以针叶林为

主。 根据乡村旅游景观需求，林相的目标群落可定位

为以香樟、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苦槠（Ｃａｓｔａｎ⁃
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冬青（Ｉｌｅｘ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石楠（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 等为主要建群种，并伴生大量乌桕、榉树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黄连

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彩叶植物的常绿⁃彩叶混交林。
通过疏伐郁闭针叶林，补种优良彩色阔叶树

种、常绿阔叶树种以及经济花果树种，最终形成群

落林相外观艳丽，群落结构比较稳定，林内植被季

相丰富。 目标群落中主要物种组成如表 １。

表 １　 目标群落中主要物种组成

目标群落类型 主要物种组成

常绿乔木

香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女贞 （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大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青冈 （ Ｃｙ⁃
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苦 槠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乐昌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深山
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ｕｄｉａｅ）

落叶乔木

乌桕（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枫香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 盐 肤 木 （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檫 木 （ 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 ｔｚｕｍｕ ）、 黄 连 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日本晚樱（Ｃｅｒａｓｕｓ ｓｅｒｒｕ⁃
ｌａｔａ）、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毛樱桃（Ｃｅｒａｓｕｓ ｔｏ⁃
ｍｅｎｔｏｓａ）、苦楝（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柿 树 （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 八 角 枫
（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短 柄 枹 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ｅｒｒａｔａ）、 麻 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 板 栗
（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 刺 槐 （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臭椿（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常绿灌木

杨梅（Ｍｙｒｉｃａ ｒｕｂｒａ）、红叶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日
本 珊 瑚 树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 火 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冬青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ｕｓ ）、马银花（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常春藤
（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海
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南天竹（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落叶灌木

牡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芫花（Ｄａｐｈｎｅ ｇｅｎｋｗａ ）、马
银花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胡枝子 （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多花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ａｍｂｌｙａｎｔｈａ）、海州
常山 （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山麻杆 （ Ａｌ⁃
ｃｈｏｒｎｅ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柘树（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紫
穗槐（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３．２　 改造原则

３．２．１　 生态优先　 林相改造以恢复地带性植被，发
挥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为目

标。 舜过山林相改造宜将原针叶林改造为常绿阔

叶林，但同时还需避免对现有植被进行大面积破

坏，以免造成负面生态效应，并破坏景观。 因此，应
在尊重森林群落自然演替规律的基础之上，通过疏

伐原有森林，补植地带性植物幼苗，循序渐进地进

行林相改造。 规划通过疏补结合，速生与慢生结合

等方式，在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兼顾景观

与经济效益。
３．２．２　 色彩明快　 原森林以松林为主，色彩较为单

一，规划通过种植多种彩叶植物，形成色彩丰富的

生态景观林。 林相改造利用乌桕、榉树、枫香等彩

叶树种在林间点缀，同时结合果树，提高景观质量。
３．２．３　 重点突出　 以旅游开发为目的的林相改造，
对森林景观外貌要求较高。 舜过山林相改造面积

大，如全部采用风景林改造模式，投资巨大，且对舜

过山原生态系统保育产生不利影响。 在改造重点

的选择上突出可视范围，并根据游客的流向，远、
中、近景的改造各有侧重。 如在有登山道可达，且
对山体整体外貌有重要影响的区域进行重点改造，
使用大型彩叶树种，使其快速达到景观效果；而对

无登山道直达，且对山体总体外貌影响较小的区

域，则以经济适用的原则进行林相改造，选择经济

适用树种，从而在景观美化的同时，减少成本。
３．３　 营林区划

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进行不同立地条件类型

的树种选择，并结合当地原生森林群落的结构特

点，保护现有的物种资源，引进必要的建群物种，使
之建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森林生态群落，保证

造林的成功，并充分发挥林地生产力［６］。
舜过山原为荒弃山林，规划区面积约 １００ ｈｍ２。

根据舜过山现有植被基础、景观游赏需求及交通可

达性，兼顾生态保育、经济适用及景观美化原则，按
照舜过山现有植物资源的分布以及地理位置，确定

改造目标，将其划分为保育林、生态风景林、道路风

景林、乡村风貌林和墓园绿化林 ５ 种类型，对其分别

进行改造。
（１）保育林区：包括舜过山公墓周围和舜过山

东部（又称牛腿山）区域，总面积 ４１ ｈｍ２，游人较少。
本区域从经济适用和生态保育角度考虑，以少量补

植地带性植物和彩叶植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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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态风景林：位于舜过山南侧的中上坡，总
面积 ３７ ｈｍ２，对森林总体外貌具有重要影响，且有

登山道直接到达，是景观要求最高的森林类型。 本

区域林相改造应以建成含大量彩叶植物的常绿阔

叶林为目标，兼顾景观效益与生态效益。
（３）乡村风貌林：主要位于查家村东侧与北侧

乡村道路旁的山体下坡位，总面积约 ６ ７ ｈｍ２。 林

相改造为查家村生态旅游示范区开发的基础，以体

现乡村风貌为目标，兼顾森林生态演替需求。
（４）墓园绿化林：围绕着舜过山公墓，主要分布

在山体中段，其整体面积较大，约 １５ ３ ｈｍ２，严重影

响舜过山整体风貌。 森林建设以快速经济实现绿

色覆盖为目标，兼顾森林防火需求。
（５）道路风景林：贯穿全山，是人们休闲、健身、

旅游的主要场所和主要视野区域，共约 ７ ｋｍ。 选择

观花、观叶、观冠和具有花香等观赏价值高且有较

好视觉效果的阔叶树大苗进行种植。

４　 林相分类改造方案

４．１　 保育林抚育和营造

保育林区内公墓附近无登山道可直接到达，目
前以人工林（如马尾松林、竹林）为主，对周边居民

及游客远景观赏有一定影响，部分针叶树种处于衰

退阶段，林内郁闭度较高，达到 ０ ８。 可在林内清除

长势较差的针叶树种，补植大叶冬青、苦槠、青冈、
女贞、乐昌含笑小苗各 ３００ 株 ／ ｈｍ２。

牛腿山部分原生植被发育较好，植物种类丰

富，且已经自然向针阔混交林过渡，拟以生态保育

为主。 点缀少量彩叶树种乌桕 ７５ 株 ／ ｈｍ２，枫香 ７５
株 ／ ｈｍ２，构成远景观赏效果。 此外，观果植物可以

吸引鸟类，对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７］。
从生物多样性保育角度，灌木层可种植挂果灌木，
备选树种为阔叶十大功劳、海桐、红叶石楠、枸骨

等，２—３ 丛 ／片，３００ 片 ／ ｈｍ２。
４．２　 生态风景林的建设

生态风景林目前以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为主，林内树种主要包括马尾松、火炬松、构树、乌
桕、短柄枹等，乔灌木层较为杂乱。 乔木层遵循“砍
小留大，砍针留阔，砍差留好” ［８］ 原则，清除杉木等

长势不佳的针叶树种及周边刺灌，形成约 ２０ ｍ２ ／
片，１２０—１５０ 片 ／ ｈｍ２的林窗；在林窗内种植彩叶树

种大苗 ３００—４５０ 株 ／ ｈｍ２，可选彩叶树种包括枫香、
乌桕及黄连木；并在林窗下层补植青冈、苦槠、大叶

冬青、乐昌含笑、深山含笑小苗，各 ２２５ 株 ／ ｈｍ２。
对林下灌木层进行片状清理 （ １—２ ｍ２ ／片，

３００—４５０ 片 ／ ｈｍ２），片内劈除刺灌和杂草，并保留目

标树种幼苗。 灌木层种植挂果灌木，备选树种为阔

叶十大功劳、海桐、红叶石楠、南天竹等，搭配种植

山茶、油茶、马银花等耐荫花灌木，２—３ 丛 ／片，４５０
片 ／ ｈｍ２。

此外，山体西侧为大片荒坡地，较陡，土层较

薄。 目前以一年蓬、早熟禾等草本植物为主，含少

量乌桕、刺槐等阔叶树种，观赏效果差。 考虑到立

地条件较差，改造方式以种植耐干旱瘠薄的先锋植

物为主，如盐肤木、刺槐、胡枝子、紫穗槐（Ａ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等。 为改善土壤营养状态，播撒绿肥植物

种子，包括紫云英 （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紫花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田菁（Ｓｅｓｂａｎｉａ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等。
４．３　 乡村风貌林的建设

乡村风貌林以阔叶林为主，农田、墓地、废弃村

舍间杂其中。 目前大部分地块已被开辟为菜地，并
间杂私墓及民宅。 乔木层较为稀疏，主要为银杏、
刺槐、香樟、油桐等；灌木层不发达，主要为丛生竹

类；草本层中葎草、小飞蓬较为常见。
应对菜地、私墓及民宅进行清理，并结合查家

村的乡村旅游，进行植物景观营造。 乔木层应保留

原乔木层植物（银杏、杉木、香樟），以补充种植兼具

抗火烧和乡村特色植物为主，营造硕果累累满枝头

的乡村风貌。 另外，点状散植柿树、银杏、板栗等经

济花果树种，各 ７５—１２０ 株 ／ ｈｍ２，并补充种植青冈、
苦槠幼苗各 ３００ 株 ／ ｈｍ２。

全面清理林下杂灌木，改善林内郁闭度，并保

留目标树种，增植一些乡土树种以及当地经济树

种。 如点状种植毛樱桃、杨梅、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ｐｉｎ⁃
ｎａｔｉｆｉｄａ）、枣树（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
ｃａ）、无花果（Ｆｉｃｕｓ ｃａｒｉｃａ）等经济花果树种，各 ４５—
７５ 株 ／ ｈｍ２。
４．４　 墓园绿化林的建设

舜过山公墓主要分布在山体中段，所占面积较

大，且南坡的公墓群位于主要观赏区，在查家村的

多处主要干道都能看到该公墓，严重影响了舜过山

整体风貌。 公墓内部绿化较差，墓碑裸露，且现有

圆柏等由于祭扫，存在大量灼烧、枯萎枝条，生长状

况不佳，视觉体验不好。
本类林区建设以快速经济实现绿色覆盖为目

标，见缝插绿，增种速生大冠幅树种（如杨树、女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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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攀援藤本，对远近景视线进行有效的遮挡，改善

公墓远景视线。 同时兼顾森林防火需求，种植大量

耐火、阻燃的抗火树种，如大叶冬青、杨梅、日本珊

瑚树等［９］，提高防火能力。
４．５　 道路风景林的建设

目前，舜过山森林公园内主要的车行道为沙石

路面，道路 ２ 侧的植物景观杂乱无章，裸露面积较

大，观赏性差，缺乏灌木层及草本层，不能很好地起

到引导旅游、隔离空间、观赏等作用。 因此对道路

风景林的建设尤为重要。
在观赏资源丰富、游客停留较多的重要路段，

为提高路段观赏效果以及遮荫效果，乔木层可选择

枫香、香樟、刺槐等冠幅较大、观赏价值高的树种；
灌木层则补植油茶、茶梅、火棘、马银花等观花或观

果灌木，丰富群落结构，形成稳定的道路景观。 同

时播撒豆科植物种子，如紫花苜蓿、紫云英、胡枝子

等，丰富下层植被，不仅改善土壤肥力，还能提高其

观赏效果，增加道路野趣。 在游客停留较少路段，
选择具有一定景观效果的经济适用树种（如女贞、
刺槐）。

５　 结语

本研究针对舜过山的林相现有资源与存在问

题，在综合考虑生态、景观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建
设以具有乡村风貌特色的常绿⁃彩叶混交森林为目

标群落类型；根据游览需求，将规划区细分为保育

林、生态风景林、乡村风貌林、墓园绿化林、道路风

景林等 ５ 类森林，并提出了各类型林相改造的具体

措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森林的质量，减
少灾害性病虫害发生。 通过林相改造，为查家村乡

村旅游及常州市全域旅游提供自然资源支撑，并提

高森林植被的美学观赏价值和生态防护效益。 同

时，舜过山森林公园林相改造为苏南地区其他丘陵

山体林相改造提供一定的借鉴，有助于提升苏南丘

陵地区森林景观质量，有力促进当地乡村地区旅游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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