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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龙门地区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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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给园林绿化提供更多观赏价值较高的蓝紫色花卉，对北京小龙门地区的野生草本花卉资
源进行了实地踏查与整理。结果表明，北京小龙门地区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共有５３种，隶属于１７
科、３７属。结合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的形态特征和观赏特性，对其园林应用形式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分
析。并针对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加强引种驯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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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花卉是指目前仍在原产地处于天然自生状

态的观赏植物。我国拥有丰富的野生花卉资源，其

中许多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是园林应用和园艺育

种的资源库。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有许多观赏价值

较高的野生花卉资源埋没于山野，没有通过引种等

方式应用到城市绿化、美化中［１－２］。野生花卉资源种

类丰富、色彩绚丽，特别是开蓝紫色花的植物值得重

视，它们是野生花卉中最为绚丽、珍稀的部分。
虽然目前城市绿化不乏色彩绚丽、鲜艳的花卉，

然而多数花色为黄色系、白色系和红色系，能让人感

觉宁静、凉爽的蓝紫色花卉却使用较少。蓝紫色花

卉在渲染环境氛围上有重要的作用，如夏季成片种

植蓝紫色花卉，能让人们心理上多一份宁静和凉爽。
野生花卉中有一些观赏价值较高的蓝紫色花卉，可

引种驯化应用于城市绿化、美化中，同时还可以丰富

花色多样性和城市绿化植物多样性，为培育新品种

提供育种材料［３］。因此，认真搜集与整理我 国 的 蓝

紫色野生花卉资源，大力开展蓝紫色花卉的育种工

作将是今后植物资源学和育种学工作者重要的工作

之一。为此，笔者对北京市小龙门地区蓝紫色野生

草本花卉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

１　小龙门自然条件概述

小龙门地区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属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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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小五台山余脉，基本上属中山地带，大部分地区海

拔１　０００～１　４００ｍ。四面群山环抱，属暖温带半湿

润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

干燥，温度２～８℃，年均降水量７００ｍｍ左右。地

貌以山地侵蚀结构类型为主，山势陡峭险峻，河流下

切严重，土壤以褐壤和棕壤为主，土层厚度在３０ｃｍ
以上，地表枯枝 落 叶 层 厚 约２～４ｃｍ。植 物 资 源 丰

富，种类较多。

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１年７月对 小 龙 门 主 要 林 区 及 公 路 沿 线 的

野生草本花卉进行了实地踏查。调查不同海拔高度

出现的野生草本花卉种类，对其形态特征、观赏特性

和自然分布区域的环境条件作详细记录，采集标本

并拍照。对于 不 确 定 的 植 物 种 类，查 阅《北 京 植 物

志》（上、下册）［４］、《常见野花》［５］等文献。通 过 这 种

实地调查与资料查阅相结合的方法，最终从记录的

众多野生草 本 花 卉 中 筛 选 出 开 蓝 紫 色 花 的 草 本 植

物。参照园林植物的常见应用形式，对蓝紫色野生

草本花卉进行归类分析［６－８］。

３　调查结果

通过对小龙门地区野生花卉资源进行调查与整

理，初 步 统 计 蓝 紫 色 野 生 草 本 花 卉 共 有１７科、３７
属、５３种，约占小龙门地区植物种数的５％，具体见

表１。包括唇形科（１１／１０）（种数／属数，下同）、堇菜

科（７／１）、毛茛科（６／４）、菊科（５／４）、豆科（５／３）、桔梗

科（５／２）、十 字 花 科（２／２）、川 续 断 科（２／２）、玄 参 科

（２／１）、罂粟科（１／１）、百合科（１／１）、紫草科（１／１）、花
荵科（１／１）、虎耳草科（１／１）、远志科（１／１）、柳叶菜科

（１／１）、鸢尾科（１／１）。这些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主

要集中在唇形科、堇菜科、毛茛科、菊科、豆科和桔梗

科，占总数的７３．６％。其花色可以分为３类：蓝色、
紫色、复色（蓝紫色）。其中开蓝色花植物１３种、紫

色花植物１９种、复色花植物２１种。从表１可以看

出，这５３种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的花期主要集中在

夏秋季。如果通过引种驯化加以利用，引入城市绿

化环境中，不仅可以解决目前园林应用中蓝紫色花

卉较少的问题，而且可以为炎热的夏秋季节增添一

份宁静、凉爽。

表１　小龙门地区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资源种类

序号 名称 科属 花色 花期（月份） 生境

１ 华北耧斗菜（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　ｙａｂｅａｎａ） 毛茛科耧斗菜属 紫色 ６－７ 林下坡地、林缘及山沟石缝间

２ 耧斗菜（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ｆｌｏｒａ） 毛茛科耧斗菜属 紫色 ４－６ 山地路旁、河边和潮湿草地

３ 高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ｓｉｎ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毛茛科乌头属 蓝紫色 ７－８ 山地林中或灌丛中

４ 低矮华北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ｓｏｏｎｇａｒｉｃｕｍ） 毛茛科乌头属 蓝紫色 ８－９ 山地草坡上

５ 翠雀（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毛茛科翠雀属 蓝色或紫蓝色 ８－９ 疏林或高山草甸中

６ 大叶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ｈｅｒａｃｌｅｉｆｏｌｉａ） 毛茛科铁线莲属 蓝色 ７－８ 山坡草地或疏林下

７ 紫堇（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ｅｄｕｌｉｓ） 罂粟科紫堇属 紫色 ４－５ 路边、林下、多石处

８ 紫花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ｔａｎｇｕｔｏｒｕｍ） 十字花科碎米荠属 紫色 ６－７ 山坡灌丛中或林下

９ 二月兰（Ｏｒｙｃｈｏｐｈｒａｇｍ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 十字花科诸葛菜属 蓝紫色 ４－５ 山地、路旁、地边或杂木林林缘

１０ 歪头菜（Ｖｉｃｉａ　ｕｎｉｊｕｇａ） 豆科野豌豆属 紫色或紫红色 ６－８ 路旁、草地、山沟、林缘、草甸等

１１ 山野豌豆（Ｖｉｃｉａａｍｏｅｎａ　ｆｉｓｃｈ） 豆科野豌豆属 紫色 ５－８ 低海拔路边灌丛或林下

１２ 广布野豌豆（Ｖｉｃｉａ　ｃｒａｃｃａ） 豆科野豌豆属 紫色或紫红色 ５－９ 低海拔路边灌丛或林下

１３ 蓝花棘豆（Ｏｘｙｔｒｏｐｉｓ　ｃｏｅｒｕｌｅａ） 豆科棘豆属 蓝色 ６－７ 山林间草甸、山坡上

１４ 直立黄芪（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ａｄｓｕｒｇｅｎｓ） 豆科黄芪属 蓝紫色或紫红色 ７－８ 向阳山坡及荒地

１５ 蓝萼香茶菜（Ｒａｂｄｏ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唇形科香茶菜属 淡紫色、紫蓝色、蓝色 ７－８ 山坡、林下、林缘、沟谷或灌丛中

１６ 益母草（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唇形科益母草属 紫色 ６－８ 林下草地

１７ 岩青兰（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ｒｕｐｅｓｔｒｅ） 唇形科岩青兰属 蓝色 ７－８ 草丛或岩石裂缝中

１８ 黄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唇形科黄芩属 蓝色 ７－８ 向阳山坡及荒地上

１９ 密花香薷（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ｄｅｎｓａ） 唇形科香薷属 紫色 ７－１０ 林缘、高山草甸及山坡荒地

２０ 香薷（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ｃｉｌｉａｔｅ） 唇形科香薷属 淡紫色 ６ 林缘、山坡荒地、草甸中

２１ 薄荷（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 唇形科薄荷属 淡紫色 ７－９ 水旁潮湿地

２２ 荫生鼠尾草（Ｓａｌｖｉａ　ｕｍｂｒａｔｉｃａ） 唇形科鼠尾草属 蓝紫色 ８－１０ 山坡、谷地、路旁、山沟荫湿处

２３ 裂叶荆芥（Ｓｃｈｉｚｏｎｅｐｅｔａ　ｆ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唇形科荆芥属 蓝色 ７－９ 山坡、路旁、林缘或山谷

２４ 百里香（Ｔｈｙ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唇形科百里香属 紫红色或淡紫色 ６－８ 高山岩石、石缝上，向阳山坡中

２５ 藿香（Ａｇａｓｔａｃｈｅ　ｒｕｇｏｓａ） 唇形科藿香属 淡紫蓝色 ６－９ 山坡或路旁

２６ 细叶婆婆纳（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ｉｌｎ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玄参科婆婆纳属 蓝紫色 ６－７ 山坡、草甸或岩石旁

２７ 水蔓菁（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玄参科婆婆纳属 蓝色或蓝紫色 ９－１０ 山坡、草甸或岩石旁

２８ 桔梗（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桔梗科桔梗属 蓝色 ６－９ 山坡草地或林缘

２９ 展枝沙参（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桔梗科沙参属 蓝色 ７－９ 山坡草地或林缘

３０ 多岐沙参（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ｗａｗｒｅａｎａ） 桔梗科沙参属 蓝色 ７－９ 阴坡草丛、灌木林、砾石或岩石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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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小龙门地区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资源种类

序号 名称 科属 花色 花期（月份） 生境

３１ 狭叶沙参（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ｇｍｅｌｉｎｉｉ） 桔梗科沙参属 蓝色 ７－８ 草甸、山坡草地或林缘中

３２ 轮叶沙参（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桔梗科沙参属 蓝紫色 ７－９ 山坡草地或林缘

３３ 华北蓝盆花（Ｓｃａｂｉｏｓａ　ｔｓｃｈ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川续断科蓝盆花属 蓝色 ７－９ 山坡草甸

３４ 日本续断（Ｄｉｐｓａｃ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川续断科川续断属 紫色 ６－９ 山坡草地较湿处或溪沟旁

３５ 翠菊（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ｐ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菊科翠菊属 蓝色 ７－１０ 山坡草地、路旁或林缘

３６ 蓝刺头（Ｅｃｈｉｎｏｐｓ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菊科蓝刺头属 蓝色 ７－９ 海拔１　９００ｍ以上的高山草甸

３７ 祁州漏芦（Ｒｈａｐｏｎｔｉｃｕｍ　ｕｎｉｆｌｏｒｕｍ） 菊科祁州漏芦属 紫色或紫红色 ６－８ 山地草原、草甸草原、石质山坡

３８ 紫菀（Ａｓｔｅｒ　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ｓ） 菊科紫菀属 紫色 ７－８ 山坡草地或林缘

３９ 高山紫菀（Ａｓｔｅｒ　ａｌｐｉｎｕｓ） 菊科紫菀属 紫色 ６－８ 山地草原和草甸中

４０ 紫花地丁（Ｖｉｏｌ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 堇菜科堇菜属 紫色 ３－４ 林下、草地、路旁、草坡

４１ 深山堇菜（Ｖｉｏｌａ　ｓｅｌｋｉｒｋｉｉ） 堇菜科堇菜属 淡紫色 ５－７ 林下、溪谷、沟旁阴湿处

４２ 早开堇菜（Ｖｉｏｌａ　ｐｒｉｏｎａｎｔｈａ） 堇菜科堇菜属 蓝紫色 ３－５ 路边、草地、荒地、林下、山沟中

４３ 毛果堇菜（Ｖｉｏｌａ　ｃｏｌｌｉｎａ） 堇菜科堇菜属 淡紫色 ４ 路旁、草坡阴湿地

４４ 裂叶堇菜（Ｖｉｏｌａ　ｄｉｓｓｅｃｔａ） 堇菜科堇菜属 紫色 ６－８ 草地及向阳山坡

４５ 斑叶堇菜（Ｖｉｏｌ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堇菜科堇菜属 紫色 ４－８ 山坡草地、林下、灌从、岩石缝隙中

４６ 阴地堇菜（Ｖｉｏｌａ　ｙｅｚｏｅｎｓｉｓ） 堇菜科堇菜属 紫色 ４－５ 林下、山地灌丛间及山坡草地

４７ 山韭（Ａｌｌ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百合科葱属 紫色或紫红色 ７－９ 山坡草地或林缘

４８ 矮紫苞鸢尾（Ｉｒｉｓ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ａｒ） 鸢尾科鸢尾属 紫色 ５－６ 山坡草地

４９ 落新妇（Ａｓｔｉｌｂｅ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 虎耳草科落新妇属 紫色 ８－９ 阴坡灌丛中、密林下或山谷溪边

５０ 花荵（Ｐｏｌｅｍｏｎ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花荵科花荵属 蓝紫色、蓝色或淡蓝色 ６－７ 林下灌丛或草地中

５１ 远志（Ｒａｄｉｘ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ｅ） 远志科远志属 蓝紫色 ５－７ 山坡草地或路旁

５２ 附地菜（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紫草科附地菜属 蓝色 ５－６ 草地、林下、路旁

５３ 柳兰（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柳叶菜科柳兰属 紫色或紫红色 ６－８ 山坡林下、林缘、山谷溪边

４　园林应用分析

小龙门地区的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多数具有耐

旱、耐瘠薄、耐寒特性，适应能力较强；繁殖能力强，大
多数能够自播繁殖；此外，其还具有珍稀的蓝紫色花

色，这些都是值得加以引种运用的优点。通过适当引

种驯化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到城市绿地中，可以很好

地增加空间的趣味性和渲染环境的氛围；病虫害较少，
养护管理简单粗放，可以减少成本；多数花期在夏秋

季，蓝紫色花色可以给炎热的夏秋季节增添一份宁静、
凉爽，补充夏秋园林观赏的内容。蓝紫色野生草本花

卉的引种推广不仅能提高城市植物多样性，也能推动

园林建设向美化、彩化、香化以及垂直绿化的方向发

展。基于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

同，结合其自身的生态习性和观赏特性，按照园林应用

的主要类别、形式，将小龙门地区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

在园林中的应用形式分为五大类。

４．１　用于花坛、花带、花境造景

花坛要求植株低矮、生长整齐、花期集中、株丛紧

密、花色艳丽（或叶色可赏）、便于移栽更换等［９］。低矮

华北乌头、高山紫菀、直立黄芪、华北耧斗菜、岩青兰、
蓝花棘豆等蓝紫色野生花卉，可用来布置花坛。花带

要求植物生长整齐，花叶观赏价值较高，成带种植能够

呈现群体美等［９］，翠雀、华北耧斗菜、紫堇、蓝花棘豆、蓝
刺头、翠菊、桔梗等蓝紫色野生花卉，可用来布置花带。
花境要求整体构图完整，有季相的变化，同一季节中不

同花的色彩、姿态、体形及数量既谐调又对称，还要注

意深根性与浅根性配合［９］。翠雀、华北蓝盆花、细叶婆

婆纳、蓝刺头、紫菀等蓝紫色野生花卉就是很好的花境

材料。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与当地栽培的花卉适当配

合，布置花坛、花带、花境，会增添更多野趣。

４．２　用于岩石园和主题公园

岩石园是以岩石和岩生植物为主体，可结合地形

选择适当的沼生和水生植物，经过合理的构筑和配植，
展示高山草甸、岩崖、碎石陡坡、峰峦溪流等自然景观

和植物群落的一种装饰性绿地［９］。在园林设计上通常

将适用于岩石园的植物通称为岩石植物或岩生植物，
主要包括高山植物、低矮植物、人工培育的低矮的可用

于岩石园的栽培品种３类。野生花卉中蕴藏着丰富的

岩石园植物材料，如高山紫菀、蓝花棘豆、蓝刺头、华北

蓝盆花、直立黄芪、华北耧斗菜、岩青兰等。
大片栽植的蓝紫色花卉具有梦幻般的景观效果，

近年来，以蓝紫色花卉营造的专类花园或主题公园越

来越受人们青睐。可以运用于主题公园的蓝紫色野生

草本花卉有蓝花棘豆、蓝刺头、百里香、紫菀、花荵、柳
兰、翠菊等。

４．３　用于林缘、林下及缀花草坪

在自然式园林中，有大量的树丛、林缘地带及草

坪，应用蓝紫色花卉可使景观更清新、宁静，更具自然

气息。这类花卉要求植株丰满整齐，花色鲜艳，茎秆挺

直，不易倒伏。可选择的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有桔梗、
沙参、高山紫菀、紫菀、直立黄芪、黄芩、野豌豆、二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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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开堇菜、紫花地丁、荫生鼠尾草、细叶婆婆纳等。

４．４　用于立体绿化

可用于立体绿化的植物类型包括：攀援植物、匍匐

植物、垂吊植物、直立式植物［９］。其中直立式植物要求

株型低矮、花朵密集、花期较长。在立体花卉装饰中，
将蓝紫色花卉以吊盆栽植的形式应用于室内、庭院、街
道绿化中，具有清新雅致的景观效果；将蓝紫色花卉应

用于篱、垣、栅栏的垂直绿化中，能够创造幽静、清爽的

绿化空间；在节假日、庆典、展览中，将蓝紫色花卉与其

他花色花卉进行搭配，可以组成美丽精致的花卉雕塑。
可用于立体绿化的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有山野豌豆、
矮紫苞鸢尾、高山紫菀、岩青兰、黄芩等。

４．５　用于固土护坡

城市中的一些坡面，如城市道路两侧的坡地、堤
岸，桥梁的护坡以及公园中的假山等，以前多用草坪草

进行绿化护坡，不论是景观还是色彩都比较单调［１］。
种植野花可以形成优美的景观，又能降低养护管理的

费用。护坡用的野生花卉要求根系丰富且入土较深，
生长快，枝叶繁密，抗风，耐旱，耐瘠薄等。蓝紫色野生

草本花卉不乏具有固土护坡功能的材料，如岩青兰、直
立黄芪、黄芩、百里香、紫菀、蓝花棘豆等。

５　应用前景

在园林设计中，应用蓝色能给人以清爽、幽静、深邃、
宁静之感［１０］。大面积栽植蓝色花卉，搭配白色、浅黄色

花卉，能给人清新、清凉的感觉；在园林小空间中用蓝色

作背景色，能够增加景深，使空间显得空旷悠远。
紫色通常能给人以幽静、典雅、华贵、妖艳之感。

在园林设计中，将紫色和黄色２种颜色的花卉配置在

一起，能够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用白色和紫色花卉

搭配则会整体提高色彩的明度［１０］。
蓝紫色花卉由于在园林应用中的特殊效果而备受

人们的青睐。相对于其他色系的花卉，蓝紫色花卉在

园林中的应用较少，一方面自然界中蓝紫色花卉种类

较少，尤其在低纬度地区；另一方面高山蓝紫色野生花

卉引种驯化工作比较困难，容易受到气候的制约。因

此，为数不多的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非常珍贵，应用前

景广阔。将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通过引种驯化应用到

各种医疗花园中，可以给人以素雅、宁静之感，在视觉

上给人美的享受，同时能给人特别的心理慰藉；蓝紫色

花卉在炎热地带的夏季与白色花卉搭配，给人凉爽感；
蓝紫色花卉中许多品种具有美好的代表意义和动人的

传说，是营造各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主题公园的良好素

材［１１］；蓝色和紫色花卉往往较其他花色的花卉芳香

等［１２］。蓝紫色花卉的这些应用优势，表明蓝紫色野生

草本花卉有很大的潜在应用空间。

６　开发建议

６．１　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小龙门地区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在开发这些植

物资源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可持续性发展，保持该地区

的生态性，防止资源的破坏流失。因此，在引种小龙门

地区的植物资源时，应该防止乱采乱挖的现象发生。
同时，由于许多植物具有药用价值，相关部门应该加强

监管力度，防止过度采挖，有效地保护植物资源。总

之，应该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开发，将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统一于植物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中［１３］。

６．２　加强引种驯化工作

对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进行引种驯化，是选育蓝

紫色花卉品种的一条重要途径。引种过程中，需要分

析原产地的自然条件，选择适应性强、分布区域广、观
赏价值高的野生花卉，将其引种到与原产地自然条件

相似的环境中，以便增加成功的概率。对于部分生态

幅度小、对自然环境条件要求严格的蓝紫色野生花卉，
可模拟其自然生境进行栽培，待适应环境后再进行开

发利用。同时，研发新的栽培与成花调控技术，也能够

为蓝紫色野生草本花卉的开发提供技术条件［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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