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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首钢集团二通机械厂、第二炼钢厂、焦化厂三块工业废弃地的植物种类与群落现状进行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归纳出普遍适应工业废弃地的植物种类与群落类型，为工业废弃地今后的再

开发利用和景观改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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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废弃地是指曾为工业生产用地和与工业生产
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用地，后来废置不用的土

地。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中城市的传统工业

基地衰退，出现大量工业废弃用地，这些土地存在真

实或潜在的污染问题，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再开

发利用时需要对植被进行修复或重建。由于植被修复

重建工程是在被污染过的环境中进行，植物种类选择

及植物群落营造工作尤为重要。因此，对现有工业废

弃地的植物种类和群落调查，能够为今后的再开发利

用和景观改造提供依据。

本文选择改造后的首钢二通机械厂、原始状态的

第二炼钢厂和污染最严重的焦化厂，三个具有代表性

工业废弃地块，进行植物种类与植物群落的调查，分

析归纳出普遍适应北京工业废弃地的植物种类与群落

类型，以期在以后修复北京工业废弃地时，对植物应

用有所启发。

１ 概况
首钢集团是我国十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２００５

年 ２ 月，在全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新阶
段，北京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举办奥运会的新要求

下，国务院批复了首钢搬迁调整方案，２０１０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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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部搬迁工作。首钢集团在北京石景山区曾拥有

８００ ｈｍ２ 的厂区，其中：首钢二通机械厂位于首钢厂
区的东南部，处于石景山区和丰台区交界，厂区总面

积 ８４ ｈｍ２，是举世瞩目的首钢搬迁改造示范单元，
厂区已于 ２００９ 年改建为中国动漫游戏城文化产业园
区，本次调查在改建之后；首钢第二钢炼厂位于首钢

厂区的东南角，西邻北辛安路，占地面积 ２８ ｈｍ２，整
个厂区尚未进行改造，厂区内植物处保留搬迁之前状

态，目前无人为养护，处于自然演替状态的厂区；首

钢焦化厂位于首钢西北部，东靠近北辛安路，面积

３２ ｈｍ２，工业特色明显，工业污染最严重，按照 《新

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规划》，将改造成为文化创

意产业园，目前尚未动工。这三个地块各具特色，现

状植物种类及群落典型，调查结果对其他工业废弃地

再利用有重要影响。

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种类调查

以首钢集团二通机械厂、首钢第二炼钢厂、首钢

焦化厂三块工业废弃地为对象，总面积约为 １４４ ｈｍ２，
对工业废弃地块的植物种类进行实地调查。

２.１.１ 首钢二通机械厂
首钢二通机械厂现有乔灌木数量 ３ ７００ 余株，这

些植物种类中大叶黄杨、侧柏、雪松、刺槐、国槐、

加杨、毛白杨、臭椿数量较多。植物种类单一仅有

１ １ 种，其中多年生草本 １ 种，常绿灌木 ２ 种，常绿
乔木 ２ 种，落叶乔木 ６ 种。调查结果详见表 １ 。

表 １ 首钢二通机械厂植物调查表

种名 科名 属名 拉丁名 类型 长势

多年生黑麦草 禾本科 黑麦草属 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 多年生草本 良好

大叶黄杨 卫矛科 卫矛属 Ｂｕｘｕｓ ｍｅｇｉ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常绿灌木 良好

胶东卫矛 卫矛科 卫矛属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ｋｉａｕｔｓｃｈｏｖｉｃｕｓ 常绿灌木 一般

侧柏 柏科 侧柏属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常绿乔木 良好

雪松 松科 雪松属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常绿乔木 良好

刺槐 豆科 刺槐属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落叶乔木 良好

国槐 豆科 槐属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落叶乔木 良好

加杨 杨柳科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Ｘ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Ｍｏｅｎｃｈ 落叶乔木 良好

榆树 榆科 榆属 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落叶乔木 良好

毛白杨 杨柳科 杨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落叶乔木 良好

臭椿 苦木科 臭椿属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落叶乔木 良好

２.１.２ 首钢第二炼钢厂
首钢第二炼钢厂内植物种类较多，层次丰富，植

物生长状况良好。有一年生草本 １ 种，多年生草本 ４
种，常绿灌木 １ 种，落叶灌木 １ 种，常绿乔木 ２ 种，
落叶乔木 ９ 种。其中火炬树，臭椿，国槐数量较多。
调查结果详见表 ２。
２.１.３ 首钢焦化厂

首钢焦化厂植被有一年生草本 ３ 种，多年生草本
１ 种，常绿灌木 ２ 种，常绿乔木 １ 种，落叶乔木 ６ 种，
主要分布在焦化厂入口处和厂区与办公建筑、宿舍楼

间的绿化带上。厂区内部分布着大量一年生草本，如

苦菊和一些蒿属类植物，和少量的火炬树。生产区的

绿化带主要由女贞、圆柏和火炬树组成；办公区、宿

舍区绿化带主要由女贞、臭椿、毛泡桐组成。调查结

果见表 ３。
２.２ 植物群落调查
２.２.１ 首钢二通机械厂

场地内植物群落有三种形式，各个群落乔灌草结

合，常绿和落叶结合，达到了层次分明，四季长青的

效果。但是，群落的植物种类单一，群落结构不稳

定。主要群落有：群落 １ 国槐＋大叶黄杨—胶东卫矛
＋多年生黑麦草；群落 ２ 雪松＋大叶黄杨＋多年生黑
麦草；群落 ３ 加杨＋侧柏＋多年生黑麦草。

群落 １ 为落叶乔木与常绿灌木的组合，高大的槐
树能遮挡朝向着建筑侧面的视线，密植的灌木起到了

分隔空间的作用，阻止游客通行。整个群落冬天也能

提供较好的绿化效果。

群落 ２ 的大叶黄杨和雪松都是四季常青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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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首钢第二炼钢厂植物调查表

种名 科名 属名 拉丁名 类型 长势

扁蓄 蓼科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一二年生草本 良好

狼尾草 禾本科 狼尾草属 Ｐｅｎｎｉｓｅｔｕｍ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多年生草本 良好

早开堇菜 堇菜科 堇菜属 Ｖｉｏｌａ ｐｒｉｏｎａｎｔｈ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飞蓬 菊科 飞蓬属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ｓ 多年生草本 良好

酢浆草 酢浆草科 酢浆草属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小叶黄杨 黄杨科 黄杨属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ａｒ.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常绿灌木 良好

木槿 锦葵科 木槿属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ｓｙｒｉａｃｕｓ 落叶灌木 良好

圆柏 柏科 圆柏属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常绿乔木 良好

油松 松科 松属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常绿乔木 良好

国槐 豆科 槐属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类型 良好

刺槐 豆科 刺槐属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一二年生草本 良好

毛白杨 杨柳科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臭椿 苦木科 臭椿属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紫叶桃 蔷薇科 李属 Ｐｒｕｎ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紫叶李 蔷薇科 李属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Ｅｈｒｈａｒ.′Ｐｉｓｓａｒｄｉｉ′ 多年生草本 良好

火炬树 漆树科 盐肤木属 Ｒｈｕｓ ｔｙｐｈｉｎ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构树 桑科 构属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毛泡桐 玄参科 泡桐属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多年生草本 良好

表 ３ 首钢焦化厂植物调查表

种名 科名 属名 拉丁名 类型 长势

苦菊 菊科 菊苣属 Ｃｉｃｈｏｒｉｕｍ ｅｎｄｉｖｉａ 一年生草本 良好

狗尾草 禾本科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一年生草本 良好

扁蓄 蓼科 蓼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一年生草本 良好

飞蓬 菊科 菊属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ｓｐｅｃｉｏｓｕｓ 多年生草本 良好

紫叶小檗 小檗科 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ｖａｒ.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常绿灌木 良好

女贞 木犀科 女贞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常绿灌木 良好

圆柏 柏科 圆柏属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常绿乔木 良好

加杨 杨柳科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Ｘ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Ｍｏｅｎｃｈ 常绿乔木 良好

龙爪槐 豆科 槐属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ｉｎｎ.ｖａ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落叶乔木 良好

栾树 无患子科 栾属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落叶乔木 良好

火炬树 漆树科 盐肤木属 Ｒｈｕｓ ｔｙｐｈｉｎａ 落叶乔木 良好

构树 桑科 构属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落叶乔木 良好

毛泡桐 玄参科 泡桐属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落叶乔木 良好

在一年四季都能保持其观赏功能。同时，这两种植物

都能共同在偏酸性的土壤中生长。高大的雪松具有较

好的观赏性，雪松前的大叶黄杨能提供点缀的效果。

群落 ３ 的侧柏的植物形态较为平展，而加杨的植
物形态则圆柱形，两种植物形态各异不同，增强了观

赏的效果，具有一定观赏性。

三个群落的乔木层应增加适用性强的交换演替树

种，如构树、旱柳、圆柏等；灌木层增加落叶灌木及

观花灌木，如紫穗槐、柽柳，紫丁香等；地被层应该

更加丰富，以弥补乔灌木层植物种类的不足。同时在

群落层次上应适当增加小乔木层和层间层。

２.２.２ 首钢第二炼钢厂
第二炼钢厂的植物群落为未经过改造的自然群

落，植被较为疏散，凌乱。但是植物的种类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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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较丰富，群落结构相对较稳定。主要群落

有：构树—圆柏—国槐—火炬树＋飞蓬；毛泡桐—油
松—紫叶李＋扁蓄—酢浆草；油松—国槐—毛泡桐＋
小叶黄杨＋扁蓄—酢浆草。

三个群落上层大乔木圆柏、国槐、毛泡桐、油松，

还有成年的构树和火炬树，每个群落都是 ２ ～３ 种组
合，结构相对稳定。但是由于火炬树和构树属于入侵

植物，所以，在后期的厂区的改建中，应控制这两种

植物的生长范围，适当增加其他乔木，增加景观效果。

灌木层有构树幼苗、火炬树幼苗、紫叶李、大叶

黄杨，局部地区有木槿，紫叶桃。现状灌木生长良

好，但是种植方式比较烦乱，后期改建中应该统一规

划，整理移栽，以形成丰富的景观层次。

现状地被层为原始野生状态，改建后适当保留，

同时增加月季、苦麦菜、萱草等适应性强的宿根花

卉，同时可以增加爬山虎、五叶地锦作为层间层。

２.２.３ 首钢焦化厂
首钢焦化厂主要有两个人工群落，群落 １ 火炬树

圆柏＋女贞；群落 ２ 臭椿—毛泡桐＋紫叶小檗—女
贞。群落 １ 位于生产区绿化带，群落以叶色较浅的灌
木女贞为前景，叶色较深的乔木圆柏为后景，层次明

显，作为厂区与行政区、宿舍区的绿化分隔带具有良

好的观赏效果。但群落中散生着数量较多的火炬树，

打破了原有的群落结构，群落的层次不明显，大大降

低了群落的观赏价值。女贞与圆柏对大气污染都具有

较高的抗性，对二氧化硫、氯气等具有较好的抗性，

还能忍受较高的粉尘、烟尘污染，非常适合布置在生

产区边缘。

群落 ２ 位于办公区、宿舍区的绿化带。该群落采
用了毛泡桐作为主要的树种，同时，为了增加观赏价

值，使用了紫叶小檗和女贞两种叶色不同的灌木作为

乔木基部绿化。

２.３ 分析
２.３.１ 废弃地植物群落特征分析

１）植物群落层次上以两层为主，三层较少。其
中，乔木和灌木是工业废弃地植物群落主要成分。本

次调查的 ３ 个调查点共 １ １ 种群落类型，其中灌木 ＋
草本型群落 １ 种，乔木＋草本型群落 ２ 种，乔木 ＋灌
木＋草本型群落 ４ 种，乔木＋灌木型群落 ４ 种。
２）群落植物丰富度较低。主要表现在群落的种

类相似，数量较少。群落常见的乔木有国槐、刺槐、

构树、圆柏和毛泡桐，常见的灌木有大叶黄杨和

黄杨。

３）落叶与常绿相结合。１ １ 种群落类型中，１ 种
群落为单一的落叶树种；１０ 种群落既有常绿树种，
也有落叶树种。

２.３.２ 适宜工业废弃地中生长的植物种类
通过调查，以上三块工业废弃地中，１３ 种乔灌

木种植数量较多，生长良好，具有较好的抗逆性，能

够适应工业废弃地恶劣的生长条件，适用于工业废弃

地改造。其中，常绿灌木 ２ 种，常绿乔木 ４ 种，落叶
乔木 ７ 种。详见表 ４。

表 ４ 工业废弃地适用树种

种名 科名 属名 拉丁名 类型

大叶黄杨 卫矛科 卫矛属 Ｂｕｘｕｓ ｍｅｇｉｓ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常绿灌木

小叶黄杨 黄杨科 黄杨属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常绿灌木

油松 松科 松属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常绿乔木

雪松 松科 雪松属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常绿乔木

圆柏 柏科 圆柏属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常绿乔木

侧柏 柏科 侧柏属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常绿乔木

毛泡桐 玄参科 泡桐属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落叶乔木

毛白杨 杨柳科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落叶乔木

加杨 杨柳科 杨属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Ｘ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Ｍｏｅｎｃｈ 落叶乔木

构树 桑科 构属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落叶乔木

国槐 豆科 槐属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落叶乔木

刺槐 豆科 刺槐属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落叶乔木

臭椿 苦木科 臭椿属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落叶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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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议
１）在后期的改建中或者其他类似工业废弃地景

观设计中，保留原有生长良好的植物，增加在其他类

似区域适应性强的植物，多栽植工矿区适用树种，

如：杨树、柳树、榆树、臭椿、毛泡桐、圆柏、油

松、雪松等，以丰富植物种类的同时，增加群落结构

的稳定性。

２）增加灌木层的植物种类，工业废弃地污染较
严重，大乔木的适应性较差，可选种类较少，灌木的

适应性强于乔木，可选种类较多，因此，应多选灌木

种类。除了调查中的大叶黄杨、胶东卫矛，可以增加

固氮植物如：刺槐属、紫穗槐属、锦鸡儿属、胡枝子

属、大豆属、豌豆属、菜豆属、苜蓿属等植物，改良

土壤的同时，亦可丰富景观层次。

３）在对工业废弃地的改建，可以利用地被层来
增强景观效果，一二年生花卉和宿根花卉可以让整个

景区三季有花。狗尾草、苦菊、苦麦菜、二月兰、酢

浆草等野生花卉能增强观赏性，进一步丰富植物景观

层次，实现植物景观与工业景观的融合与协调，营造

出色彩鲜明的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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