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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果树在观赏栽培中的历史 ,系统阐述了果树在各种类型农业观光园中的应用种类 、栽

培模式 、园林配置形式及管理中的整形内容 ,为国内近期兴起的农业生态观光园规划管理提供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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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地跨寒 、温 、热三带 ,是许多果树的重要起

源中心 ,栽培的果树种类有 50种之多 ,同时拥有极

为丰富的野生果树资源[ 1] ,其中不乏花朵美丽 、果实

特异 、叶片多彩的树种 ,除了食用栽培利用外 ,还具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目前 ,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果树

资源来丰富城市园林内容 ,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审

美需求 ,已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 2 ～ 5] 。近几

年 ,生态农业和生态观光结合而成的农业观光园在

大中城市周边迅速兴起 ,不仅迎合了人们“返璞归

真 ,回归大自然” 的梦想需要 ,同时也对农业产业化

经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笔者介绍了果树观赏栽

培的历史 ,对农业观光园中的果树树种及其配置进

行探讨 ,以期为果树在农业观光园中的科学合理应

用提供借鉴。

1　果树观赏栽培的历史

果树观赏栽培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公

元前 5 世纪 , 宫廷贵族中就已兴起;西汉初(公元

117年),已有相当规模的观赏果园(当时称作“上林

苑”)出现 。

果树在古代园林中的应用最早可追溯到周朝 ,

当时将一些花果引入园圃栽培 ,并设立专门掌管园

圃的官吏 ,称为场人或场师 ,其职责就是管理果树 、

瓜 、蔬等珍奇之物。战国时卫文公在其国破家亡之

后 ,逃至楚丘重建宫室 , “树之榛栗 ,奇桐梓漆 ,爱伐

琴瑟” ,其中的榛栗便是采果食用的干果果树 。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 ,在渭水之南修建上林苑 。西汉时 ,修

复并扩建上林苑 ,广为收集栽植奇花异果 ,其中有很

多果树种类 ,在该苑的园林植物中占有重要地位 。

魏 、晋 、南北朝后 ,尽管已培育出了众多的花木

品种 ,果树在园林中的利用仍然很普遍。隋唐时期 ,

长安 、洛阳等都市都有在街道两侧栽植各种果树的

习惯。唐朝李德裕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提及的木

之“奇者”即为:海棠 、杨梅 、山桃 、栗 、梨等果树。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平地起造“寿山垦

岳” ,“大率灵壁 、太湖诸石 ,二浙奇竹异花 ,登 、莱文

石 ,湖 、湘文竹 ,四川佳果异木之属 ,皆越海渡江 、凿

城郭而至” 。因而在垦岳中移来了“枇杷 、橙 、柚 、橘 、

柑 、榔 、荔枝”等果树。建于明代的苏州拙政园 ,也成

功地应用了果树造景 ,如“园中之园”的枇杷园 、待霜

亭的橘树。清代的南京愚园 ,还专门辟有果圃;清朝

邓嘉辑的《愚园记》云:“后瞰果圃 ,多桃 、李 、梅 、杏 、

枇杷 ,青黄累累 ,鲜美可摘 。”还有“葡萄连架”的记

载 。唐代诗人岑参有“中庭井栏上 ,一架猕猴桃”的

诗句 ,说明古代已运用葡萄 、猕猴桃等藤本果树进行

攀缘绿化了 。

后来人们不仅在园林中种植果树 ,而且在配置

时 ,还注意到将果树的生态习性和建筑与山水环境

结合起来。清代陈氵昊子在《花镜》一书中说“梅花 、

蜡瓣之标清 ,宜疏篱竹坞 ,曲栏暖阁 ,红白间植 ,古干

横施。桃花夭冶 ,宜别墅山隈 ,小桥溪畔 ,横参翠柳 ,

斜映明霞。杏花繁灼 ,宜屋角墙头 ,疏林广榭。梨之

韵 ,李之洁 ,宜闲庭旷圃 ,朝晖夕霭;榴之红 ,葵之灿 ,

宜粉壁绿窗”等等 。近代根据人们观赏的需要 ,不断

选育 、引种了一些专用的果树品种 ,在观赏园林中发

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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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果树在农业观光园中的常用种类

在农业观光园的利用中 ,果树除了强调其生产

栽培特性之外 ,还要注重其观赏性 ,因而其分类方法

也与普通的生产果树有所不同 。为了便于在观赏栽

培中有选择性地设计和配置树种或品种 ,通常将果

树按观赏特点进行分类。

2.1　以观赏的果树器官分类

2.1.1　观花类　作为观花类的果树来说 ,花是它的

重要观赏器官 ,由花萼 、花瓣 、雄蕊 、雌蕊和子房组

成。花瓣有大瓣 、小瓣和单瓣 、重瓣之分 ,颜色有红

色(深红 、紫红 、粉红)、白色(纯白 、翠白)和杂色之

别。由于人们喜爱不同 ,观赏价值也有差异。但是 ,

大多数人喜观大花 、重瓣 、红色和带有香气的花朵 。

果树的观花类别在北方地区以桃花 、梨花 、杏花 、海

棠花效果最为突出 ,这类果树先开花后长叶 ,景观效

果非常明显。其中尤以桃花和杏花的品种最多 ,如

桃花中的迎春桃花 、桃花仙子 、白山碧桃 、满天红桃 、

黄金美丽 、花玉露 、洒红桃和菊形桃等。杏品种中的

陕梅杏 、辽梅杏和重瓣山杏
[ 2]
。这些观花类果树 ,可

用于建立专类观赏果园。

2.1.2　观果类　果树的果实 ,是花与子房或子房与

花的其他部分一起发育而生成的器官。果实既是人

们栽培果树收获的产品 ,也是可供人们观赏的重要

部分 。果树果实种类很多 ,完全由花的子房发育而

形成的果实 ,称之为真果 ,如葡萄 、甜橙 、桃 、枣 、荔

枝 、扁桃和阿月浑子等。由子房和其他花器一起发

育而形成的果实 ,称为假果 ,如苹果 、香蕉 、梨 、石榴 、

菠萝 、草莓 、无花果 、板栗和核桃等。由一朵单雌蕊

花发育而形成的果实 ,叫单果 ,如苹果 、枣 、桃 、荔枝 、

柚 、柠檬等 。由一朵花的多个离生雌蕊所共同形成

的果实 ,如树莓 ,或由多个离生雌蕊和花托一起发育

所形成的果实 ,如草莓 、黑莓等 ,叫复果 ,总称聚合

果。无论真果和假果 ,还是单果和聚合果 ,其本身对

人们都有观赏价值。每个果树种类 ,其果实形态各

种各样 ,它反映了果树遗传上的多样性 ,其中就有观

赏价值很高的品种。如形似茶壶的茶壶枣 ,形似磨

盘的磨盘柿 ,形似酒瓶的五九香梨等 ,就是果实形状

变异类型的品种 。从果实颜色上看 ,更是丰富多彩 。

在观果类型果树中 ,除了要注意人们所喜欢的红色

品种外 ,还要注意一些特异的品种 。如柿的果实多

为黄色或红黄色 ,而出现了果实黑色的黑柿 ,就与众

不同;再如石榴的颜色一般都是火红的 ,而白色的三

白石榴就显得稀奇。这些变异类型的品种 ,就有独

特的观赏价值。

2.1.3　观叶类　叶片是着生在果树枝条上的主要

同化器官 ,也是可供观赏的部分。叶片内含有叶绿

素 ,多呈绿色 。绿色本身就是人们喜欢的色彩 ,红花

还需绿叶配 ,因此很多观赏的花和果实 ,需要绿叶衬

托 ,使其更加美丽 ,从而大大提高了观赏的价值 。在

很多果树中 ,有一些叶片发生变异品种 ,如终年呈紫

色的紫叶李 、红叶桃 、红叶梨 ,叶片淡紫色的冬红苹

果等 ,都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特别是有些品种到秋

天后 ,叶片变为红色 ,呈现漫山红遍的景色 ,更是壮

美无比。也有一些果树品种 ,如花叶李 、花叶银杏 、

斑叶杏等 ,叶片颜色绿黄相间 ,或是绿白相间 ,其观

赏特色非同寻常。

2.2　以果树树姿形态分类

2.2.1　异形枝类　植株形态 ,也是观赏果树的重要

观赏内容。众所周知 ,观赏林木中有龙爪槐和垂柳。

在果树中 ,也有类似龙爪槐的龙爪枣 ,其生长形态犹

如群龙欢舞 。类似垂柳的果树更多 ,一般垂枝型果

树 ,其枝条有向下生长的习性 ,呈现垂枝状 ,如飞雨

垂枝桃 、垂枝杏 、垂枝李 、垂枝国光苹果 、垂枝鸭梨 、

垂枝山里红等。这些果树 ,树形奇特 ,有极强的观赏

价值。可用于观光农业园的园林配置 。

2.2.2　矮化类　矮化类型是观赏果树重要类型之

一 。它包括矮化型 、紧凑型和短枝型 3种 。矮化类

型多表现植株矮壮 ,枝条短小 ,适于盆栽或做盆景

用 ,如矮化型桃品种 ,有红寿星桃 、粉寿星桃 、白寿星

桃 、万寿红桃 、乐园油桃 、矮扁桃和莱阳矮樱桃等。

紧凑型品种枝叶密生 ,相互靠拢 ,如紧凑型梨(包括

兴矮 1 ,2 , 3 ,4 , 5 ,6号)和芭蕾苹果等 。短枝型品种 ,

枝条短生 ,植株敦实 ,如沂蒙短枝板栗 、金矮生苹果 、

新红星苹果和矮香梨等 。这类果树可用于盆栽制作

盆景或种植专类园 。

2.2.3　攀缘类　攀缘类型果树 , —般无主干 ,多呈

蔓状 ,靠攀缘支架生长结果。主要树种有葡萄和猕

猴桃。葡萄观赏品种 ,有美人指 、紫天鹅和黄金指

等 。猕猴桃有红肉中华猕猴桃和软毛猕猴桃等 。在

观赏果园中 ,可用以做绿色长廊 、凉亭和绿墙用 。

2.2.4　林荫类　观赏果树中的林荫类型有银杏和

核桃。银杏主要用作城镇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核桃

树叶片大 ,还带核桃叶清香 ,可作城镇广场绿化用 ,

以供人们休闲纳凉 。

3　农业观光果园的类型

在农业观光果园中 ,通常是把一些具有一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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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栽培历史悠久 ,品种 、变种丰富 , `新 、奇 、特 、优'

的果树分区集中栽培 ,建立专类观赏园。据规划布

置的不同 ,专类观赏园通常有品种展示园 、园艺技艺

园 、观光采摘园 、果树盆景园等几种 。

3.1　品种展示园

集中展示`新 、奇 、特 、优' 的果树新品种或果树

新类型。展示园的内容多种多样 ,如在北方地区展

示少见荔枝 、杨梅 、芒果 、枇杷 、菠萝 、柚子 、龙眼等 ,

它使游客在兴致勃勃地游历南国风光的同时 ,还品

尝到新鲜的热带水果 ,在南方地区栽植稀有的红枣 、

山楂 、柿子等 ,使没有到过北方的人也能够欣赏和品

尝到北方的果实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树香瓜 、钙果 、

百香果 、人参果 、福星果 、新西兰红梨也是展示的内

容之一。当然 ,一些新的果树新品种更加受到生产

者和栽培者的欢迎。例如南京虞山宝岩高科技农林

生态观光园(杨梅观赏区)、深圳“荔枝世界”等 。

3.2　园艺技艺园

此类展示园主要展示园艺栽培技术 ,或者嫁接 、

修剪的技艺。如采用不同的修剪方法 ,将果树培育

或修剪成与常规生产栽培不同的树形 ,如将传统的

球形苹果树冠 ,修剪成篱笆形 、树篱形 ,反过来把藤

本的葡萄 、猕猴桃修成无架的自立树形。还有应用

不同的嫁接技术 ,将不同种类 、不同品种的果树嫁接

在一起 ,如在梨树上嫁接苹果 ,在苹果上嫁接山楂 ,

不仅很有趣味 ,还是一种寓教于乐的良好的科普

教育方式 。

3.3　观光采摘园

院内设有不同的生活设施 ,当果实成熟的时候 ,

游客可以直接入内 ,享受自己采收果实的乐趣 。这

种方式 ,很受城市家庭的欢迎 ,周末或者假期 ,一家

老小来到园内 ,不仅欣赏了田园风光 、享受了自采自

摘的乐趣 ,还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交流。对生

产者来说虽然增加了设施的投资 ,却节省了采摘和

运销的费用 ,还增加了果品的附加值。随着时间的

推移 ,如今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附近 ,这种类型的观

光采摘园非常多见。

3.4　果树盆景园

盆景作为我国传统的园林艺术珍品 ,深受人们

的喜爱 ,果树盆景是在盆栽果树的基础上 ,继承和发

扬中国传统树桩盆景的造型艺术 ,用不同的整枝手

法 ,如弯枝 、引拉枝 、盘枝等 ,使树形按栽培者的意愿

完成 ,经过艺术加工处理 ,形成观赏价值很高的艺术

品。将盆景作为农业观光园中的一个专类园 ,会给

广大游客带来更多的艺术享受 ,春花玲珑 ,婀娜多

姿;秋果累累 , 色彩斑斓;冬季则疏枝硬骨 ,挺秀苍

劲;而夏季恰值果实发育 ,枝繁叶茂的时期 ,青枝碧

果 ,旬日之间又换新颜 ,极富生活情趣和自然气息。

目前 ,果树在盆景中的应用主要有苹果 、樱桃 、石榴 、

桃 、无花果 、银杏等 。另外 ,生长在深山野岭的野生

果树 ,城市人不常见到 ,其盆栽利用的价值更高 。

一些大的园区同时具有上述几种专类观赏园的

多种功能 ,称为综合性观光果园。此类园通常规模

较大 ,展示的内容比较全面 ,如利用新奇品种展示的

品种分类区 ,应用不同的嫁接或修剪技术做成的园

林风光园等 。这种园中还可设有果树科学研究成果

展示区 、科普生产教育场所等 ,还会有一定的景点建

筑 ,有的园子还配有农家乐项目 ,例如深圳的“青青

世界” 、河南郑州的“樱桃沟”等。

4　果树在观光园中的应用

4.1　栽培方式
[ 6]

4.1.1　露地栽培　露地栽培在观光园中是最常见

的一种栽培形式 ,它是在田间自然的条件下进行栽

培 ,凭借着自然的条件开花结果 ,目前大部分的观光

园都属于此种栽培方式 ,例如:河南新乡耿庄的“青

青世纪生态园” 。虽然每种果树的自然观赏期有限 ,

但可以根据不同果树的物候差异合理配置 ,达到延

长观赏期的效果 ,如北京海淀区四季青林果所观光

园内早春鲜花满园 ,春季有晶莹的樱桃 、金黄的杏 ,

夏季有鲜美的甜桃 ,秋季有大枣和海棠 ,到晚秋初冬

还可以采摘到冬红果。

4.1.2　保护地栽培　保护地栽培是在一定的设施

内栽植果树 ,它具有反季节开花结果的优点 ,使人们

在不同的季节里都能观赏到花 、果 ,并能在不同的季

节里品尝到新鲜的水果 ,保护设施主要有薄膜温室 、

玻璃温室 、日光温室 、塑料大棚等几种形式 。目前应

用保护地栽培的果树有桃 、樱桃 、葡萄 、草莓等 。例

如河南新乡县的龙泉山庄 、山东乐昌观光果园等 。

4.1.3　无土栽培　无土栽培是一种新型的栽培形

式 ,它不用天然的土壤 ,而是用含有各种营养元素的

水溶液或营养液加基质来种植 ,定时供给营养液保

证果树的生长发育 。无土栽培占据的空间小 ,具有

观花赏果的功能 ,既美化和改善了环境 ,又能提供新

鲜果品 。目前应用在无土栽培中的果树有草莓 、石

榴 、葡萄 、桃等。

4.1.4　盆栽　盆栽有两种形式:一种直接栽在盆

中 ,又称为果树盆栽;一种需要经过一定的艺术加

工 ,又称为果树盆景。前者是最普通的一种栽培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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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果树栽培技术和传统的

盆景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具有观花 、观果的

观赏性 ,人们在赏心悦目之余又有佳果可食 ,因而倍

受欢迎。目前应用在盆景中的果树有葡萄 、桃 、苹

果 、无花果 、樱桃 、石榴等 。

4.2　园林配置形式
[ 7]

4.2.1　自然式　自然式就是果树在观光园中呈现

自然状态 ,按照一般生产果园的栽植方式 ,如桃园 、

苹果园 、梨园 、山楂园等自然配置形式 ,没有一定的

规律性。还有可以按照自然山区果树的生长状态 ,

种植无固定的株行距 ,果树形态大小不一 ,尽现山区

果树生长的自然之美 。

4.2.2　规则式　规则式是果树在种植时按照一定

的要求 ,整成绿篱的形式 ,或者株行距相等成片种植

成一定的规模 ,还有将果树修剪成奇特的形状 ,如将

葡萄整成树形 ,乔木类的果树整成篱形 ,或整成松塔

形 、动物形等 , 增加了果树的观赏性 ,淡化其生产

性能 。

4.2.3　混合式　混合式是规则式与自然式相结合

的形式 ,它既有一般果园种植形式 ,也有奇特的果树

造型 ,或果树园林的特点 ,是农业观光果园常用的一

种配置形式。

4.2.4　廊架式　以葡萄 、猕猴桃等藤本果树组合成

各种形式的廊架 ,如许多园区入口处设计游廊 、棚

架 ,与各种山石配合在一起的圆弧 、拱门 ,道路两旁

设计的直线形 、折线形篱架 ,其他的独立式 、组合式

棚架等。

4.3　整形内容

根据果树的观赏特性及其在观光园中的利用配

置形式 ,将其按需要进行适当的整形 ,进一步增强观

赏性 ,整形主要针对树冠 、枝干 、果实。

4.3.1　树冠整形　果树树木整形改变其常规的形

式而修剪成比较奇异的形状 ,如将果树修剪成球体 、

圆柱体 、心形 、立方体 、̀ A ' 字形等几何形状 ,具有极

高的观赏性。也可将果树修剪成孔雀 、狮子 、和平

鸽 、长颈鹿 、大熊猫等动物的模拟形态 ,增加果树的

欣赏情趣 。利用果树多年生 、木本的特性 ,将其整形

为绿门 、绿廊 、花亭 、果厅 、果廊等。

4.3.2　枝干整形　枝干整形利用果树枝干的特性

将其整形成不同的形状 ,如龙枣的枝干虬曲 ,改变了

常规直立的枝干。还有借鉴树桩盆景枝干整形的原

理 ,将果树的枝干整成花篮形 、动物形 、心形 、悬崖

形 、枯干形 、风吹形等形状 ,仿佛一个放大了的树桩

盆景。

4.3.3　果实整形　改变常见的自然状态下生长的

果实的思维模式 ,在果实的表面贴上吉祥文字或具

有象征意义的图案 ,如“寿”桃 、“福”果 、“吉祥果”等。

也有用一定形状的模具规范果实的发育过程 ,使之

由传统形状改变成具有一定工艺造型的形状 ,不但

增加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 而且也增加了水果的

附加值 。

总之 ,要充分发挥果树在农业观光园中的作用 ,

在设计时就应考虑果树特性 、区域规划 、园林配置等

多方面问题 ,同时养护中的整形修剪手段对提高观

赏价值和栽培利用期也极为重要 ,需要引起足够的

重视
[ 8]
。曾有人预言:未来的工业走向农村 ,未来的

农业走向城市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缩小城乡差别或城

乡融通的进程。果树观赏栽培 ,就是农业走向城市

的农业先驱 ,观赏果树的合理利用将会在我们的生

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我们的生活调鲜味 、增亮

色 、添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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