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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花卉的生态旅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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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绿色消费的生态旅游已经迅速普及到全球, 我国的生态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但在其开发中面临

如何丰富、深化其内涵的问题。针对山区丰富的花卉资源花色斑斓、千姿百态、四季花开不断等特点, 对其在发展

生态旅游中的造景功能、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以及旅游品牌开发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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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质量和品

味要求越来越高, 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游览、玩乐活

动,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自然生态景观和精神文化

内涵。花卉是自然界中存在最广,具有美丽的姿态、

迷人的色彩和浓郁的芳香,必然成为极富吸引力的

旅游资源。近些年来我国生态旅游方兴未艾,但在

生态旅游中存在着景观构成元素单调、文化内涵不

足等问题。合理的开发利用好花卉资源、挖掘花卉

的旅游价值,对深化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丰富生态

旅游的景观资源、促进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都具

有现实意义。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山区野生花

卉资源丰富,其野味般的形态、纯朴的山林情趣、浓

郁的自然色彩倍受人们的喜爱。同时野生花卉以其

独特的观赏特性,已经或是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园

林工作者的注意。

1 花卉资源的特点

我国山区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2 /3以上,山区有

丰富的野生花卉资源, 而且具有花色斑斓、千姿百

态、分布广泛、花期长、适应性强等特点。

1 1 花卉资源丰富

山区的地形复杂, 气候自山底而上一般会经历

好几个气候类型。如高黎贡山由河谷到山顶经历

了:河谷亚热带 -山地暖温带 -山地温凉带 - 高山

亚寒带
[ 1]
。如此一来山区便形成了 山脚春意浓,

山顶冰雪寒 的景观, 这为多样的野生花卉提供了

生长的环境。如北京门头沟西部的百花山, 山顶的

百花草甸,种类繁多,季相变化显著。形成了所谓的

五花彩塘
[ 2 ]
;河南大别山的观赏植物 200多种,

约占整个河南省草本花卉的 75%
[ 3]
。据有关研究,

大别山可作为花卉植物进行开发利用的种类达 380

种,开发前景十分远大
[ 1]
。

1 2 色彩斑斓,花色迷人

山区的野生花卉五光十色,红、橙、黄、绿、蓝、白

(图 1)、紫等,多彩的花给人们以视觉上的美感, 不

同的花色也给人以不同的感受。代表热情、喜庆和

血色的红色山区野生花卉有:湖北海棠 M abus hupe-

densis、杜鹃 Rhododendron sim sii (图 2)、剪秋罗 lych-

nis senno等; 鲜亮的黄色山区野生花卉有, 垂盆草

Sedum sarm entosum、金丝梅 H ypericum patulum、连翘

F orsy thia susp ensa等;代表高贵典雅的紫色有紫丁香,



八仙花等; 悠闲淡雅的白色有洁白的玉兰、白杜鹃

等。缤纷的花卉 灿若晚霞的满山红、淡雅的郁

金香、繁星点点的霞草 构成一幅绚烂夺目自然

之美。

1 3 千姿百态,生活型多种多样

山区的生境复杂, 不同的花卉植物对环境的适

应方式不同,植物的生活型也就比较多。如海金子

P ittosporum illicio ides、黄山杜鹃 Rhhodendron anh-

w eiense、紫金牛 Ard isia japon ica等是常绿乔木;多花

蔷薇 R osa m ultif lora、杜鹃等是花卉灌木; 山梅花、荚

蒾等是落叶乔木;等等。多种多样的生活型便也造

就了山区花卉植株的千姿百态。古人云: 花以形

势为第一,得其形势,自然生动活泼 。花卉有植株

形态的,有叶形的, 有花形, 果形的, 更有枝形的变

化。如枝条自然扭曲的龙游梅 tortuous dragon japa-

nese apricot, 树形似亭亭华盖的龙爪槐 Sophora ja-

ponia f p endu la, 盘旋而上的紫藤 W isteria sinensis,叶

似圆盆的王莲 royal w ater lily, 硕大的大理菊, 绣球

花,形态奇异的倒挂金钟, 娟秀的七姐妹、金银花等

等。面对形形色色的花资美,古人留下了历来让人

传诵的佳句: 老龙半夜飞天外,蜿蜒斜立瑶阶里。

玉鳞万点一齐开, 凝云不流月如水。 翠盖佳人临

水立, 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珍珠零落

难收拾。真是花的姿容, 人的诗情, 给游客以艺术

和美的享受。

1 4 自春至冬花开不断

山区野生花卉的物候各不相同, 花期也不一致,

一年四季都有植物开花, 可谓各个季节都有可供观

赏的花卉。如春天开的花有白玉兰M agnolia retusa、

雪柳 F ontanesis fortusa、春兰、迎春花等;夏天开的花

有金莲花 Trollius chinensis、紫菀 Aster tataricus、柳兰

Cham aenerion angustif o lium 等; 秋季开的花有华北

蓝盆花 Scabiosa tschiliensis、浅裂剪秋罗 Lychn is cog-

nata、秋海棠等;冬季开的花有寒兰 Cym bidium kan-

ran、中国旌节花 S tachyurus ch inensis、腊梅等。这样

山区花卉便四季不断,每季也给人以不同的美感。

2 花卉在生态旅游中的价值

山区花卉由于其在形态、景观、环境、文化等方

面具有多种观赏和美学价值, 在生态旅游之中也就

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价值。

2 1 造景功能

2 1 1 形成专类花园

山区花卉的种类多,形态和颜色各异,观赏性较

高。可以根据不同花卉的生长特性与艺术要求, 引

种驯化形成专类的花园, 如芍药园、水生植物园、鸢

尾园、岩石园、室内花园等
[ 4]
。

2 1 2 与建筑、道路、水体的搭配

花卉线条比较柔和和活泼
[ 5]
,和线条比较硬的

建筑物相协调。可以在建筑物的门、窗、墙、角隅

等方面种植花卉,大大提高建筑物与环境之间的协

调关系,增加建筑物的美感。如在建筑物旁边可以

种植鸢尾、书带草、吉祥草、白穗花、一叶兰、石苇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美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道路美化也就越来越重视。在道路两旁

种植花卉,会使视线开阔,为城市增色不少。如可以

选种沿阶草、大美人蕉、铁线莲、花叶芦竹、大丽花、

葱兰等。

园林是人们平时休闲的好去处,园林水往往给

人以明净、清澈、开怀的快感。在水体周围或是水中

合适的种植花卉,不仅可以增加水面的层次性,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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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丰富水面的空间色彩。如种植莲之类的水生植物

可以给人以宁静的意境, 给水带来一定的情趣。另

外水体中或是周围可以种植的花卉还有植香蒲、千

屈草、萍蓬、黄菖蒲等。

2 2 旅游审美价值

现代旅游学家认为,旅游是一种审美活动,离开

了审美,就谈不上旅游。山区花卉具备了形态、意

境、文化等多方面地审美特征和功能,成为了旅游审

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2 1 山区花卉的意境美

意境也称意蕴美、联想美,是一种抽象的,赋予

思想感情的美,换而言之就是指客观景物的诱发而

在游客心中产生的意象
[ 4]
。一般来说, 赏花有近观

和远赏之别,近观是花卉的个体美、姿态美, 远观是

不同的意境美、群体美和朦胧美
[ 6]
。不同的花卉和

不同的事物组合, 其景色产生的意境也不同。 梅

需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 偷来梨蕊三分

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 雪是洁白的化身, 梅和雪交

相辉映,构成了这洁白的主宰, 历来的文人为此大做

文章。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梅与峻山的

组合,写出了梅的 高士之态 ; 采菊东南下, 悠然

见南山 移情于菊,便也有了菊的野、逸之美; 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万柄红荷映衬艳阳,

轻风吹过,荷浪翻卷,尤为壮观, 正符合了古人提出

的 态以远生,意以远蕴。另外, 人们还以花卉的意

境美, 赋予了花特别的含义。如, 百合花, 象征着百

年好合;红玫瑰代表着炽热的爱恋; 满天星代表思

念,马蹄莲代表害羞, 蝴蝶兰代表初恋等。以上种种

都是游客在观光时,看到美丽的花卉而寄情于景,这

便是花卉所生发出的意境美。

2 2 2 山区花卉的生态美

天人合一 的思想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

神之一,主张人对自然要采取顺应、尊崇的态度,人

要与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
[ 7]
。 清香传得天

心在, 为许寻常草木知 , 数点梅花天地心 梅花作

为花草的杰出代表, 蕴含着自然的运动规律。 人

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

动影黄昏 , 梦骑白凤上青空,径度银河入月宫 等

等虽是出于人工却无斧凿之痕, 无一不是自然天成

的本色之句,不仅能生动的表现自然万物的生机与

天趣, 且也道出了花卉的生态之美。

2 3 历史文化价值

自古以来游览名山便是游人们的一大热衷。山

花给人一种闲逸的野趣,如南方的名山, 色彩艳丽,

水质洁净、花木繁茂, 便构成了山清水秀的自然景

观。美丽的山花和山一起构成了或是俊美, 或是秀

丽、或是闲适、或是幽静等等, 给游人以无限的遐想

空间和久远的真情回味。中国人有着细腻、微妙和

丰富的审美感受,于是数千年以来,多少文人墨客在

游山玩水之间留下了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 而描写

山花之美的诗句也尤为可观。 薄秋风而香盈十

步,汛皓露而花飞九畹 ,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

枝俏 , 深林不语抱幽贞, 赖有微风送远馨 等等,

诗人笔下的花美, 令游客回味无穷。作为一种文化

和艺术载体,花卉与中国绘画、文学传统艺术之间的

结合,使得中国花文化涵括了诸多文化门类,不仅包

括花卉食品、香花序法等物质文化门类,也包有中国

花卉画、中国花卉文学等精神文化。

2 4 生态价值

人们都知道花卉是和绿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花卉自然和绿色一样能够保护环境, 有益于人

类的身心健康。

2 4 1 净化空气

花卉植物可以消耗掉 SO2, H 2 S, HF, C l2, NH4等

有毒有害气体。其分泌的挥发性油能杀死空气中的

白喉、肺结核、伤寒、痢疾、流感等细菌;还可以降低

粉尘 30% ~ 50%、飘尘 40% ~ 60% ,落叶后的枝干

可降尘 18% ,草坪可以减尘 2 /3~ 5 /6
[ 6]
。

2 4 2 降低辐射、减少噪声

置身于花卉之中会使人感到安静和舒适, 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花卉绿叶层可以有效地减少太阳辐

射,吸收对人眼、皮肤和神经产生不良影响的紫外

线,而且一定面积的林地、绿地和行道树, 可以有效

地减少噪声。据测定,宽 4 m、高 2 7m的绿篱墙可

减少噪音 30分贝
[ 6]
。

2 4 3 调解温度、湿度、降低风速

太阳辐射的变化可以影响温度,下垫面性质的

改变能够引起空气热量交换的变化。花卉植物可以

降低太阳辐射,而且一定面积的绿色可以大量增加

潜热通量,并使感热通量减少或改变热量的传输方

向,调节空气中的湿度, 从而可以较好的调节气候。

2 4 4 改善土壤

土壤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因子,是植物营养和

水分的主要来源。花卉植物生长在土壤上, 必然会

对土壤的结构和物质进行改造, 在土壤中进行着生

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种植各种花卉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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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变原有单一的种植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2 4 5 有益身心

花卉植物会产生大量的负离子, 不仅可以抑菌,

而且可以调节大脑的兴奋与抑制, 使神经系统恢复

正常, 心情舒畅, 情绪安宁
[ 6 ]
;另外花卉植物还有镇

定安神,降低血脂、血压,消除疲劳等功效。

2 3 在旅游品牌开发中的价值

品牌是提高旅游产品竞争力的王牌, 随着我国

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各地不仅从花卉本身的自然属

性 (美丽的姿态、迷人的色彩和浓郁的花香等 )开发

利用, 而且从文化内涵方面发掘其欣赏价值,培养花

卉的旅游品牌。现在世界著名的花卉如月季、康乃

馨、唐菖蒲、凤仙、矮牵牛、菊花等一大批观赏价值极

高的种类,都是经过人工选育、栽培以后得以风行世

界的
[ 8]
。地处云贵高原的云南省利用山区丰富的

花卉资源,发展花卉产业, 培育花卉旅游品牌,使云

南的花卉产业成为最为鲜明、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野生花卉资源,

培养华大、色艳、观赏价值高、适应性强的园艺品种,

开发旅游品牌。

3 结语

具有形态之美、意境之美、生态之美等多种观赏

价值的花卉,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在生态旅

游业的发展中, 要重视花卉旅游资源的开发。山区

花卉资源丰富,花形、花色绚丽多彩、变化多端,是我

国观赏植物的重要宝库。充分利用山区花卉资源,

挖掘中国花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于增加生态旅游业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繁荣中国的旅游事业将有

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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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 of Coteau Flowers in Eco- tourism

MA Pei
1, 2
, ZHANG D an

1

( 1 Institute ofM oun ta in H aza rds and Env ironm en t, Ch ineseA cademy of Sc iences and M inistry of Wa ter C onservan cy, Chengdu 610041, Ch ina;

2 G radu te Universi ty of Ch in eseA cad em y of S ciences, B eijing 100081, Ch ina )

Abstract: Recently eco- tourism, as a kind of green consumption, had developed rapidly in our country, but it also

faced some prob lem s such as how to rich and deepen the content of eco- tourism W ith their art istic character of

tourism inc lud ing the beauty of flow er, the beauty o f art istic conception and the beau ty o f the env ironmen,t montane

flow er resources w ere ana lyzed to the ir ornamen tal function, culture transm itting funct ion and tourism commodity

deve lopment function

Key words: flow er; coteau; tourism function

96 山 地 学 报 26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