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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一年四季皆出“彩”街头巷尾都有景

这几天正是寒潮后的回温天气，不少市民走进公园绿地，抓住观赏彩叶的“小尾
巴”，在初冬阳光中欣赏彩色美景。

人们能直观感受到，近年来城市副中心的彩叶树越来越多、越来越美，赏景时间也
越来越长。这令人陶醉的彩色植物地图，是如何规划布局的？彩叶种植有什么讲究？
科研人员又有了什么新成果？记者跟随园林工作者，一起探寻彩叶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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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彩叶观赏期，本市下发通知，暂缓清扫落叶保留
秋季景观，明确有条件的公园、绿地均实行“落叶缓扫”，
方便市民亲近自然，感受绿色生态之美。

记者在宋庄文化公园看到，公园成片的银杏林吸引
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银杏叶已经大片掉落，
市民游客收集起散落在地的银杏叶向空中抛洒拍摄“最
美落叶照”。“谢谢公园给我们留下了落叶，要不然就拍不
到了。厚厚的叶子像金灿灿的地毯，拍出来太美了。”游
客徐女士高兴地说。公园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让大家玩
得尽兴，除了“落叶缓扫”，遇到大风天也会采取喷水等措
施降尘，并且加派巡查人员不间断巡视，防范火灾，随时
处置突发情况。

记者从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城市副中心已连
续多年实施“落叶缓扫”政策。方便赏景的同时，落叶也
能在绿地中形成腐殖层，改善绿地土壤环境，为植物生长
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实现“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生态问
题”。同时，通过对绿地适度喷水，进一步延长落叶景观
持续时间。

此外，为了留住多彩景观，林下的“野草”也不再随意
拔除，而是通过科学管理进一步发挥生态价值，助力改善
城市副中心秋冬园林景观较为单一的状况。

区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各
个公园对乔灌木、林下的野草，主要采取修剪的方法合理
控制高度，在丰富植物多样性的同时，最大限度保证绿地
的美观度和地表的覆盖率。其中，对在绿篱色块和宿根
花卉外侧的野草，通过合理控制其高度和密度，保证绿篱
的美观度和整齐度。在公园绿地游览区、城市主干道和
居住区主要景观区草坪中的野草则以修剪为主、拔除为
辅，控制好野草的比率，最大限度保护乡土地被植物和现
有绿地美观效果。

今年秋季彩叶观赏期到来之际，通州区
园林绿化局推出了秋景游园活动。随着昼夜
温差增大，银杏、白蜡、枫叶、黄栌等彩叶树种
营造出绚丽多彩的赏秋游园体验。区园林绿
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市副中心有多处彩
叶观赏点，除大运河森林公园外，宋庄文化公
园、东郊森林公园、西海子公园、张家湾公园
等都有很好的秋季彩叶景观，市民可分散赏
秋，错峰观叶。

据介绍，目前副中心的彩叶植被主要分
红色叶片类、黄色叶片类、斑驳系列等。从园
林应用的角度，根据叶色变化的特点，又可将
彩色树种分为春色叶树种、秋色叶树种、常色
叶树种和斑色叶树种几类，其叶片在春秋季，
或整个生长季内，甚至常年呈现异样的色
彩。“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会感觉欣赏彩叶植物
的时间‘变长了’，因为四季皆出‘彩’。”该负
责人解释，彩叶不仅限于秋天，如春色叶树种
也会呈现不同叶色。不少三季常彩的树木都
是春色叶，如鸡爪槭、金叶复叶槭、金叶榆等，
咱副中心常见的比如红叶李、金叶白蜡、金叶
国槐等，都属于春夏皆有色。

观彩的时间拉长了，面积也扩大了。从

2016年起，区园林绿化局就开始在城区道路、
各大公园等区域启动彩色树种造林工程，大
规模种植彩叶林达6万亩，在公园之间和主要
公路、河流两侧等重点区域形成了千亩以上
集中连片的彩色景观点上百处；推广了近百
种既漂亮又适宜在北京生长的增彩延绿新优
植物品种走向街头；完成了栓皮栎、雄性毛白
杨、元宝枫、黄栌等80余种新优乡土植物的快
繁和栽培技术研究；建设了彩色树种、常绿树
种、引种驯化与隔离试种等多处繁育基地，繁
育流苏、雄性毛白杨、车梁木、蓝云杉、菌根白
皮松等增彩延绿新优苗木十余万株。今年就
新增造林面积1.6万亩。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区森林总面积
达到46.83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十三五”初期
的 28.39%提高到 34.4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由 12.82 平方米/人提高到 19.31 平方米/人；
居住区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由
72.53%提高到 91.46%；绿化覆盖率由 32.29%
提升至 51.02%。越来越多的小微绿地、口袋
公园、村头片林出现在城乡居民身边，秋季观
赏彩叶再不必舟车劳顿，出门遛弯就能一饱
眼福。

彩叶 奥秘
本报记者 王军志

植
彩彩叶种植有讲究 先得有规划

既然彩叶树这么美，是不是越多越好，随
处都能种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想要彩叶
真“出彩”，必须先有规划。

据区园林绿化局规划发展科相关负责人
介绍，现代园林的快速发展不仅体现在绿化
指标的节节攀升，还体现在绿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目前，城市副中心的绿化建设已从单
纯的建绿改为彩化，新的景观工程和旧的绿
地改造都需要彩色树种。未来五年，城市副
中心绿化中彩色苗木占比将达绿化苗木总量
的15%—20%。

围绕实现“多河富水蓝网穿插、大尺度绿
色空间环绕”的生态格局，城市副中心园林绿
化建设依据绿地系统专项规划的最新成果，
形成“两带、一环、一心”的园林绿化空间布
局。规划点位时，无论在住宅小区、公共绿
地，还是在湖滨、河畔，绿化、美化、香化、彩化
等特点都要协同考虑。

“种植彩色树种并不是一味求多。”北京
创新景观园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马超
从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多年，参与了西海
子公园二期、“三庙一塔”广场等上百家公园
广场的规划和设计，他向记者详细解释彩化
规划的配置原则。首先，一定要符合彩叶植
物的生物学特性。例如，金叶黄杨要全光照

才能体现其色彩美，一旦处于光照不足的半
阴或全阴条件下，将恢复绿色，失去彩叶效
果。因此，在配置植物时要充分了解它的生
态习性，确保植物成活并展示出良好的长
势。其次，要将彩叶植物与色彩反差较大的
背景植物或建筑物合理搭配，才能获得最佳
观赏效果。以疏林草地式配置为例，绿色草
坪、白色护栏为背景，大型乔木银杏、美国红
枫等相间配置，夏季树木、草坪深深浅浅的绿
色，虽无花朵，也感到清新宜人。秋季银杏、
红枫叶色鲜艳，与绿色的草坪交相辉映，形成
一片既壮观又协调的全新园林景观，赏心悦
目。另外，在确定好树种之后，还应注意植物
与四周环境之间的协调性。比如西海子公园
在仿古建筑前，为了与环境相适应，经常将彩
叶植物修剪成圆形、直线形或波浪形等造
型。在大片草坪上，则可铺设大面积色块或
孤植较大规格的彩叶植物。

马超又以“三庙一塔”门前广场为例介
绍，为打造“千年古韵、佛铃金波”的优美景
象，景区的背景林采用国槐、白蜡等树种，衬
托中式古建筑群的雄伟壮观。两侧的花园区
是市民休憩的场所，在这里则栽植了银杏、白
蜡、红枫、楸树、大叶黄杨篱等彩叶树种，确保
整座广场搭配合理、左右协调。

育
彩土壤改良加营养 色彩更靓丽

秋天去香山看红叶，是很多人对彩叶的启蒙认知。红
枫、黄栌，广为人知。不过，随着林业科研的不断攻关，现
在的彩叶植物品种大幅增加。

位于漷县镇的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占地面
积近600亩，专门从事彩叶树种资源的收集、生产。时值深
秋，园区里处处色彩斑斓，成片的红枫、秋紫白蜡、红叶复叶
槭映入眼帘。该公司建立了特色资源苗圃，拥有植物种类百
余种，其中仅彩色植物就超过80种。“我们收集的彩色植物达
30科53属，包括金叶复叶槭、红叶复叶槭、金叶白蜡、秋紫白
蜡，还有挪威的‘戴博’、金枝国槐等，都已应用于城市副中心
的园林绿化当中。”该公司总经理张冀介绍，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运潮减河公园等公园所选用的银杏、银
白槭、银红槭等彩叶树种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张冀介绍，培育彩叶苗木，首先要适合北京种植，选择树
种时，不仅要考虑观赏性，还要具备耐寒、耐春季热干风、耐
夏季积水以及土壤特性等因素。通州区土壤偏盐碱，而大多
数植物喜欢中性或微酸性土壤，尤其是彩叶树。“我们就优选
银红槭‘秋日梦幻’、秋紫白蜡这些耐盐碱的彩叶树种。为了
让它们更红，我们在养护时还进行土壤改良，并施加铁、镁等
微量元素。”张翼说，在树型上，他们还按照原冠苗来培养，以
增加树种本身的生物量，体现其生态价值。比如考虑增加食
源类树种，像海棠、山楂、金银木等，给鸟类提供食源。

目前，这里正在研发更多优质的树种，比如建立乡土树
种、彩叶植物资源圃等，通过杂交育种、嫁接等方法，有目的
地选育新品种。打造精品化彩色树种资源苗圃，展示植物的
叶、花、果、枝五彩斑斓的色彩效果，追求景观的审美定位，为
城市副中心增添景观的活力。

记者在苗圃里还发现了“小惊喜”。
该公司高级工程师周晓杰带着记者走进苗圃的“冬果

园”，几十亩的“冬果王”山楂红彤彤一片，一树树圆乎乎的
山楂果球格外引人喜爱。“这种山楂不光丰富秋天的园林景
观，到了下雪天还能看到雪打红果的美景。”周晓杰笑着
说。树种“彩化”不仅指叶子，树种各部位色彩(非绿色)都可
具有观赏特性，观叶、观干、观花、观果都算。

留
彩 落叶缓扫 野草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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