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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湿地公园植物调查与分析 
 

郭亚男, 苏凡, 王瑞江*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州 510650) 

 

摘要：为更好地提高湿地公园的生态服务能力、加强湿地公园的物种保育功能并促进湿地公园建设和发展质量，对广州地区

20 个湿地公园植物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区域共有 205 种湿地植物；对其物种组成、生活型、生态习性、优势

科属及应用频度等的分析表明，湿地公园的植物群落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植物种类同质化现象很严重，保护和珍稀植物种类

应用较少等。基于此，推荐了 55 种本土植物作为广州市湿地公园进行生态改造和景观配置的候选物种，同时还提出了对未

来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广州；湿地公园；湿地植物；植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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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Plants of Wetland Parks in Guangzhou 
 

GUO Ya-nan, SU Fan, WANG Rui-jiang*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5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environment service ability, enhance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unc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quality of the wetland parks in Guangzhou, a plant diversity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wenty wetland parks recent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otal 205 aquatic and wetland 

plant species were recorded; the analysis to species composition, life form, habit, dominant family and genus and 

application frequency revealed that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the aquatic and wetland plants was relatively 

simple, 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 dominant species used was very serious, and the key protected and rare and 

endangered wild plants were seldom considered for conservation too. Therefore, fifty-five indigenous plants were 

recommended as candidate species for ecological promotion and landscape configuration in future. Finally,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etland parks in Guangzhou. 

Key words: Guangzhou; Wetland park; Aquatic and wetland plant; Plant configuration 

 

湿地是由水陆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独特生态系

统，包括河流、湖泊、滩涂、沼泽地、泥炭地、湿

生草甸、红树林等区域，拥有巨大的生态功能和效

益[1–2]。广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境内河流水系发

达，水域面积广阔，多种类型湿地众多，因此孕育

了丰富的湿地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湿地

不断受到围垦、破坏和污染，湿地面积逐渐减少,

水体污染也日益严重，长期的开发、占用及排污逐

渐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生物多样性减

少[3]。面对湿地生态状况不断下降以及城市居民日

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湿地与公园的结合体——湿地

公园应运而生。作为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湿地文

化科普宣传与教育以及市民休闲观光和游憩的基

地，湿地公园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化建设中带来的环

境压力，调节区域生态环境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

谐，因此在城市生态体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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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4]。近年来广州在湿地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投入颇

多，已相继在珠江、增江、流溪河等流域建设了多

个人工湿地公园，对广州城市湿地植被的丰富、湖

泊水质的改良、生态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5–6]。 

植物是湿地发挥其生态作用的主要载体，对其

结构和功能的维持及湿地景观的营造十分重要，同

时也是体现湿地公园活力和特色的源头。因此，深

入研究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选择以及景观配置，对

于保护植物多样性、美化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不少学者已对广州市部分湿地公园的植物种

类及其景观效果进行调查和分析，但主要集中在海

珠国家湿地公园和南沙湿地公园等小部分范围内。由

于前人的调查不够全面，无法体现数据分析和结果

的客观性和科学性[7–10]。鉴于此，我们以广州市近

年来新建的 20 个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从植物种

类的选择和配置角度开展调查和分析，以期为广州

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基础资料和重要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按照湿地公园类型的划分[11]，广州市目前开放

的 20 个湿地公园中有 3 个属于近岸与海岸湿地公

园、6 个属于湖泊型湿地公园，11 个属于河流型湿

地公园(表 1)。采用线路踏查法调查湿地公园内植物

种类。参考《中国水生植物》[12]的分类，将湿地水

生植物群落划分为：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漂浮植

物和沉水植物。 

 

表 1 调查到的广州市湿地公园名单 

Table 1 Wetland parks investigated in Guangzhou City 

序号  

No. 

公园名称  

Wetland park name 

类型  

Type 

 1 白云区白云湖湿地公园 Baiyun Lake Wetland Park, Baiyun District 湖泊湿地 Lake wetland 

 2 白云区白海面湿地公园 Baihaimian Wetland Park, Baiyun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3 从化区风云岭湿地公园 Fengyun Mountain Wetland Park, Conghua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4 从化区流溪温泉湿地公园 Liuxi Hot Spring Wetland Park, Conghua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5 番禺区化龙湿地公园 Hualong Wetland Park, Panyu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6 番禺区贝岗湿地公园 Beigang Wetland Park, Panyu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7 番禺区红树林湿地公园 Mangrove Wetland Park, Panyu District 近岸与海岸湿地 Coastal wetland 

 8 海珠区水博苑 Shuibo Garden, Haizhu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9 海珠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Haizhu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10 花都区花都湖湿地公园 Huadu Lake Wetland Park, Huadu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11 黄埔区萝岗湿地公园 Luogang Wetland Park, Huangpu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12 黄埔区凤凰湖湿地公园 Fenghuang Lake Wetland Park, Huangpu District 湖泊湿地 Lake wetland 

13 荔湾区大沙河湿地公园 Dasha River Wetland Park, Liwan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14 南沙区南沙湿地公园 Nansha Wetland Park, Nansha District 近岸及海岸湿地 Coastal wetland 

15 南沙区白水湖湿地公园 Baishui Lake Wetland Park, Nansha District 湖泊湿地 Lake wetland 

16 南沙区蕉门湿地公园 Jiaomen Wetland Park, Nansha District 近岸及海岸湿地 Coastal wetland 

17 天河区大观湿地公园 Daguan Wetland Park, Tianhe District 湖泊湿地 Lake wetland 

18 增城区鹤之洲湿地公园 Hezhizhou Wetland Park, Zengcheng District 河流湿地 River wetland 

19 增城区石马龙湿地公园 Shimalong Wetland Park, Zengcheng District 湖泊湿地 Lake wetland 

20 增城区挂绿湖湿地公园 Gualü Lake Wetland Park, Zengcheng District 湖泊湿地 Lake wetland 

 

2 结果和分析 

 

2.1 广州市湿地植物种类组成 

通过对湿地公园植物种类的初步调查，共统计

到湿地植物 205 种，隶属于 74 科 155 属，其中蕨

类植物 6 科 7 属 7 种，裸子植物 2 科 3 属 3 种，被

子植物 66 科 145 属 195 种，在科、属、种的优势

度排序上，明显呈现出被子植物 >蕨类植物 >裸子

植物的现象(表 2)。乡土植物共有 52 科 92 属 121 种, 

占所有湿地植物种类的 59.02%，这说明在湿地公园

建设过程中过度使用了外来物种，而对本土植物的

利用尚不充分。 

 

2.2 湿地植物物种组成特点 

对广州市湿地公园湿地植物类群进行分析，可

以较直观反映出广州湿地植物的种类配置现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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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州市湿地公园的湿地植物物种组成 

Table 2 Species composition of aquatic and wetland plants in Guangzhou Wetland Parks 

类型 

Type 

科数 

Number of family 
% 

属数 

Number of genera 
%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蕨类植物 Fern 6 8.11 7 4.52 7 3.42 

裸子植物 Gymnosperm 2 2.70 3 1.93 3 1.46 

被子植物 Angiosperm 66 89.19 145 93.55 195 95.12 

总计 Total 74 100 155 100 205 100 

 

而为以后的湿地公园景观营造提供借鉴。 

2.2.1 生活型分析 

根据植物的生活型，广州湿地公园的湿地植物

可分为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13]。当前广州的湿

地植物中，草本植物的种类占有较大优势，共 125

种，占 60.98%；乔木居中，共 46 种，占 22.44%；

灌木最少，共 34 种，占 16.59%。由于草本植物

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在湿地中占据较大的

生长空间，从而为广州湿地公园良好状态的保持

奠定基础。近年来，随着政府对于湿地保护与开

发认识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草本植物被应用

其中。 

2.2.2 湿地植物类型分析 

根据广州湿地公园植物区域特点与生长环境

的差异，按其生长特性分为挺水植物、浮叶植物、

漂浮植物和沉水植物。数量统计表明，以挺水植物

应用最多，共 174 种，占总数的 84.88%，其次是浮

叶植物，共 10 种，占 4.88%，漂浮植物 3 种，占

1.46%，沉水植物最少，只有 2 种，占 0.98%。 

红树林和半红树林植物是生长在河口地区

海洋潮间带的一类植物，其生长环境特别，局限

性较为明显，在广州共调查到 16 种植物，占挺

水植物总数的 9.20%，且仅 3 个湿地公园有分布,

主要代表植物有本地种秋茄树(Kandelia obovata)

和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水黄皮(Pongamia 

pinnata)、老鼠簕(Acanthus ilicifolius)和卤蕨(Acro- 

stichum aureum)，引种栽培的种类有无瓣海桑(Son- 

neratia apetala)、海桑(S. caseolaris)、拉关木(Lagun- 

cularia racemosa)和银叶树(Heritiera littoralis)等。 

由于挺水植物群落生长在江、河、湖、池塘、

水库等近岸的浅水区，也生长于湖滩湿地及沼泽,

植物上部挺出水面，其根或根状茎扎于泥中，是连

接水域和岸际的过渡带，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应

用也最为广泛，而且对氮、磷、钾的吸收性较强,

能改善和美化生态环境，是湿地公园造景的主题植

物，常大面积丛植，主要代表植物为红千层(Calli- 

stemon rigidus)、水石榕(Elaeocarpus hainanensis)、

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竹节菜(Commelina dif- 

fusa)、再力花(Thalia dealbata)、水生美人蕉(Canna× 

generalis) 、 风 车 草 (Cyperus involucratus) 和 莲

(Nelumbo nucifera)等；而浮叶植物、漂浮植物与沉水

植物则常以片植为主，种类应用相对较少, 主要种类

有睡莲(Nymphaea tetragona)、铜钱草(Hydrocotyle 

verticillata)、苦草(Vallisneria natans)和水龙(Ludwigia 

adscendens)等。 

2.2.3 优势科属植物组成分析 

对广州市湿地公园植物优势科进行统计(表 3)，

植物种数排在前 10 位的优势科有禾本科(Poaceae)、

天南星科(Araceae)、莎草科(Cyperaceae)、豆科(Faba- 

ceae)、千屈菜科(Lythraceae)、菊科(Asteraceae)、桃

金娘科(Myrtaceae)、蓼科(Polygonaceae)、锦葵科

(Malvaceae)和泽泻科(Alismataceae)，这些科在湿地

公园植物种类中所占比例较高，达 46.15%；而种类

数量排在前 10 的优势属有莎草属(Cyperus)、蓼属

(Polygonum)、美人蕉属(Canna)、蒲桃属(Syzygium)、

木槿属(Hibiscus)、鸢尾属(Iris)、水葱属(Schoeno- 

plectus)、芒属(Miscanthus)、狼尾草属(Pennisetum)

和丁香蓼属(Ludwigia)，属的组成相对分散，以莎

草属和蓼属的应用率较高。 

2.2.4 主要植物应用频度分析 

根据广州湿地公园湿地植物在各个地区的分

布和应用情况，统计出现频数(不包括入侵植物), 频

数在 5 次以上的统计结果见表 4。由于各个湿地公

园环境及水体形式的差异，使部分湿地植物的应用

存在局限性，广州湿地公园湿地植物的配置模式以

草本植物为主，种类较为丰富，主要以再力花、水

生美人蕉、芦苇、风车草和粉美人蕉为代表，而以

乔木和灌木构成木本植物种类相对较少，且重复率

高，其中落羽杉(Taxodium distichum)、池杉(T. 

distichum var. imbricatum)、红千层、水石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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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州湿地公园中湿地植物排在前 10 位的优势科和优势属 

Table 3 Top 10 families and top 10 genera of aquatic and wetland plants in Guangzhou Wetland Parks 

科 

Family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属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禾本科 Poaceae 21 10.10 莎草属 Cyperus 7 3.37 

天南星科 Araceae 13 6.25 蓼属 Polygonum 7 3.37 

莎草科 Cyperaceae 11 5.29 美人蕉属 Canna 5 2.40 

豆科 Fabaceae 10 4.81 蒲桃属 Syzygium 4 1.92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8 3.85 木槿属 Hibiscus 4 1.92 

菊科 Asteraceae 8 3.85 鸢尾属 Iris 3 1.44 

桃金娘科 Myrtaceae 7 3.37 水葱属 Schoenoplectus 3 1.44 

蓼科 Polygonaceae 7 3.37 芒属 Miscanthus 3 1.44 

锦葵科 Malvaceae 6 2.88 狼尾草属 Pennisetum 3 1.44 

泽泻科 Alismataceae 5 2.40 丁香蓼属 Ludwigia 3 1.44 

合计 Total 96 46.15 合计 Total 42 20.19 

 

表 4 广州市湿地公园中主要湿地植物应用频度 

Table 4 Application frequency of aquatic and wetland species in Guangzhou Wetland Parks 

生活型 

Life form 

植物 

Species 

应用频数 

Application 

frequency 

生活型 

Life form 

植物 

Species 

应用频数 

Application 

frequency 

乔木 

Tree 
落羽杉 Taxodium distichum 16 草本 

Herb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10 

*池杉 T. distichum var. imbricatum 14 *风车草 Cyperus involucratus 10 

*红千层 Callistemon rigidus 14 *粉美人蕉 Canna glauca 10 

水石榕 Elaeocarpus hainanensis 12 毛草龙 Ludwigia octovalvis 8 

黄槿 Hibiscus tiliaceus 7 香蒲 Typha orientalis 8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6 *翠芦莉 Ruellia simplex 7 

蒲桃 Syzygium jambos 5 *花叶艳山姜 Alpinia zerumbet var. variegata 7 

水翁 S. nervosum 5 海芋 Alocasia odora 7 

灌木 

Shrub 
*朱蕉 Cordyline fruticosa 7 *梭鱼草 Pontederia cordata 6 

龙船花 Ixora chinensis 5 芋 Colocasia esculenta 6 

*夹竹桃 Nerium oleander 5 *牧地狼尾草 Pennisetum polystachion 5 

草本 

Herb 
*再力花 Thalia dealbata 12 *空心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5 

*水生美人蕉 Canna × generalis 11   

*: 外来植物。 

*: Alien species. 

 

率可达 60%以上。在这些常用种中，引进的外来植

物较多，共占 53.85%，在乔木层表现不明显，但在

灌木和草本中表现尤为突出。 

 

3 广州市湿地公园存在的问题 

 

3.1 群落结构简单，植物多样性不高 

挺水植物群落结构常用的模式为“乔木 -草

本”,乔木种类相对简单，常为落羽杉列植于岸边，

且灌木层缺乏，与水体衔接生硬；或以“挺水-浮

叶”的群落结构模式，表现为重挺水而轻浮水、略

沉水。调查到广州市湿地公园中，仅在海珠国家

湿地公园和南沙湿地公园有应用到沉水植物，但

种类缺乏，仅发现苦草、粉绿狐尾藻(Myriophyllum 

aquaticum)有大面积种植。丰富的景观体现要求植

物配置不能停留于岸边和水面，要深入水中，而

且沉水植物通常具有发达的通气组织，可以增加

水中溶氧量，促进微生物代谢分解，改善沉积物

理化环境，从而净化水质，提高水体透明度[14–15]。

因此在以后的湿地公园建设中，建议适当增加使

用沉水植物。 

 

3.2 常用种类比较集中，本土植物应用较少 

根据上述湿地植物的频度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常用种如落羽杉、池杉、芦苇、风车草、再力花、

梭鱼草、美人蕉等湿地植物的应用频率高达 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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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配置方式上，也基本相似。此外，乡土植物

应用较少，在调查到的所有种中，乡土植物占据

59.02%，略高于外来种，但在常用种中，为了追求

新奇、速成、视觉效果明显，栽植外来物种种类的

比例超过本土植物。这导致广州市湿地公园湿地植

物的整体多样性降低，并且大量雷同的丛植和列

植，致使广州市湿地公园水体景观的空间辨识度变

低，同质化严重，容易使游客产生审美疲劳。广州

水系众多，乡土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在本地适应性

强，投入成本低廉，不但可以提高水体景观配置,

增加野趣，而且成活率高，后期养护成本低，应用

前景可观。 

 

3.3 外来入侵物种严重，湿地管理急需加强 

广州市湿地公园大部分处于试开放阶段，前

期追求景观效果，选择生长迅速、适应性强、管

理相对粗放的植物造景，建成后，对后期的养护

管理投入不大，如白海面湿地公园、贝岗湿地公

园、石马龙湿地公园，杂草丛生，导致外来物种大

面积繁殖，侵占湿地植物的生长空间，影响其群落

多样性和稳定性。高危入侵种如微甘菊(Mikania 

micrantha)、五爪金龙(Ipomoea cairica)、鬼针草

(Bidens pilosa)和凤眼蓝(Eichhornia crassipes)等频

繁出现在湿地公园中，有时也可见到蕹菜 (Ipo- 

moea aquatica)大面积漂浮于水面，且大部分处于

失控状态，导致湿地公园水体生态受到严重影响, 

部分湖面或河流水体出现浑浊和发黑发臭的情

况，景观效果大大降低。 

 

3.4 保护植物种类少，缺乏对湿地资源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的有效利用 

调查表明，广州市湿地公园中的国家和广东省

重点保护植物种类几为空白。由于对湿地的极度依

赖和目前恶劣的湿地环境，湿地植物成为最易受

到威胁的一类植物，如以前广泛分布的水蕨(Cera- 

topteris thalictroides)、野生菱角(Trapa natans)、无

尾水筛 (Blyxa aubertii)和南方眼子菜 (Potamo- 

geton octandrus)等现在几乎难觅其踪。因此，借助

日益加强的湿地公园建设，应考虑将湿地公园作

为本土湿生植物的保育基地，并进而成为湿地植

物遗传多样性迁地保护中心。如可以用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植物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替代落

羽杉或池杉，丛植于湖岸或河边。 

4 建议 
 

4.1 注重湿地植物的选择，增加乡土物种投放比例 

参考广州和其他省市湿地公园的植物配置[16–20],

不难发现，湿地公园植物的选种各不相同也各有特

点，但基本都是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条件的种类。

所以，在规划建设湿地公园湿地植物的选种时，应

当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土壤和人文条件，选择适

合本地环境的湿地植物进行配置，这样易于成活和

管理，且成本低廉，同时还可以保证生态结构和植

物群落的完整性，使广州市湿地公园不但成为生态

美好的休闲之地，而且也是广州市湿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基地。现筛选出以下 55 种乡土植物作为湿

地公园绿化使用(表 5)。 

 

4.2 丰富景观空间层次，提高湿地公园的生态功能 

湿地公园以水为主体，因此植物配置应该以湿

地植物配置为主，合理搭配挺水、浮叶、沉水和湿

生植物，模拟自然生境中的植物分布，实现水体景

观从水域到岸线再到陆地之间的自然过渡，形成空

间层次丰富的自然湿地景观[21]。陆地植物相对于湿

地植物种类较为丰富，应该增加乡土树种的种类与

数量，以乔灌草的搭配创造和谐的植物群落，提高

湿地公园的生态功能。 

岸际的植物群落可根据水面大小配以不同的群

落，对于水面辽阔、视野宽阔的大面积水域，岸际

多以高大乔木群植，同时发挥草本植物的衔接作用。

基于此，我们推荐在近海河口地区可以采用黄槿

(Hibiscus tiliaceus)+海杧果 +水黄皮-秋茄 +桐花树-

苦郎树-芦苇 +短叶茳芏 +卤蕨的群落构建方式，而

对于内陆湿地公园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形、土壤情

况、水流和水质等情况采用不同的树种和草种进行

配置。 

 

4.3 加强对植物的养护管理力度 

养护管理一直是园林绿化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是维持植物良好景观的重要体现。目前许多湿地公

园的水景建成后疏于管理，水面仍然受到凤眼蓝、

大薸(Pistia stratiotes)为首的外来入侵物种威胁，岸

边五爪金龙、微甘菊、马缨丹(Lantana camara)等恶

性入侵植物也无孔不入，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湿地植

物的正常生长，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养护管理，景观

质量势必会下降。由于后期养护成本较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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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广州市湿地公园生态修复时推荐使用的本土湿地植物 

Table 5 Indigenous aquatic and wetland plants recommended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wetland parks of Guangzhou 

类型  

Type 

种类  

Species 

应用建议  

Application suggestion 

乔木 

Tree 
1. 水松 Glyptostrobus pensilis 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喜光树种, 宜植于河岸、湖边或沼泽地 

2. 喜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 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喜光耐水湿, 宜植于岸边 

3. 风箱树 Cephalanthus tetrandrus 株型优美, 花似绣球, 适应性强, 宜植于岸边 

4. 海杧果 Cerbera manghas 花多果密, 树形优美, 适于河口湿地种植 

5. 水翁 Cleistocalyx operculatus 花多, 美丽, 宜植于岸边 

6. 黄槿 Hibiscus tiliaceus 适应性广, 宜植于湖边或河口 

7. 水黄皮 Pongamia pinnata 速生树种, 抗风抗旱、耐盐碱、耐涝, 宜植于湖边或河口岸边 

灌木 

shrub 
8. 细叶水团花 Adina rubella 株型优美, 花似绣球, 适应性强, 宜植于岸边 

9. 桐花树 Aegiceras corniculatum 适于河口湿地公园种植 

10. 苦郎树 Clerodendrum inerme 适于河口湿地公园种植 

11. 石榕树 Ficus abelii 宜植于岸边, 丛植 

12. 秋茄 Kandelia obovata 适用于河口湿地公园种植 

挺水草本 

Emerged 
herb 

13. 卤蕨 Acrostichum aureum 小型, 适于河口红树林滩涂和内湖岸边种植 

14. 菜蕨 Callipteris esculenta 中型, 适应性强, 易形成群落, 宜片植 

15. 水蕨 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 小型, 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宜植于水质好的溪流浅地 

16. 渐尖毛蕨 C. acuminatus 小型, 适应性强, 易形成群落, 宜片植 

17. 毛蕨 Cyclosorus interruptus 小型, 适应性强, 易形成群落, 宜片植 

18. 节节草 Equisetum ramosissimum 小型, 植株纤细, 体形优美, 丛植 

19. 老鼠簕 Acanthus ilicifolius 中型, 叶多刺, 花顶生, 适于河口滩涂种植 

20. 芦竹 Arundo donax 大型, 遮蔽性好, 适于湖塘或河道岸边 

21. 短叶茳芏 Cyperus malaccensis sp. monophyllus 大型观叶植物, 宜片植 

22. 姜花 Hedychium coronarium 大型, 花白色, 优雅、芳香, 抗性强, 适于水边片植 

23. 大花水蓑衣 Hygrophila megalantha 小型, 近岸丛植 

24. 水蓑衣 H. salicifolia 小型, 近岸丛植 

25. 鳞籽莎 Lepidosperma chinense 中型, 丛植景观效果好 

26. 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 中型, 花红色美丽, 宜片植 

27. 普通野生稻 Oryza rufipogon 中型, 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可提供食源 

28. 田葱 Philydrum lanuginosum 大型, 丛植景观效果好, 适于水质较好的生境 

29.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大型, 适生性极强, 适于河口或湖塘岸边 

30. 卡开芦 P. karka 大型, 遮蔽性好, 适于湖塘岸边 

31.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匍匐草本, 适宜作为堤岸地被植物 

32. 酸模叶蓼 P. lapathifolium 小型, 叶形美丽, 宜片植 

33. 光蓼 P. glabrum 小型, 花红色或白色, 宜片植 

34. 红蓼 P. orientale 中型, 植株较大, 花序明显, 宜片植 

35. 三白草 Saururus chinensis 大型, 茎顶叶和花序常呈白色, 宜片植 

36. 水毛花 Schoenoplectus mucronatus 中型, 丛植景观效果好 

37. 水葱 Scirpus validus 大型, 丛植景观效果好 

38. 香蒲 Typha orientalis 大型, 适于湖塘岸边种植 

39. 菰 Zizania latifolia 大型, 适于沼泽或岸边种植 

漂浮草本 

Floating 

herb 

40. 水蕹 Aponogeton lakhonensis 散生, 适于浅水栽植 

41. 芡实 Euryale ferox 叶大型, 飘浮于水面, 可提供食源 

42. 水龙 Ludwigia adscendens 蔓生, 花白色, 浮于水面生长 

43. 黄花水龙 L. peploides subsp. stipulacea 蔓生, 花黄色, 浮于水面生长 

44. 萍蓬草 Nuphar pumilum 叶中型, 飘浮于水面 

45. 水皮莲 Nymphoides cristatum 叶小型, 飘浮于水面 

46. 金银莲花 N. indica 叶小型, 飘浮于水面 

47. 细果野菱 Trapa maximowiczii 叶小型, 飘浮于水面 

48. 欧菱 T. natans 叶小型, 飘浮于水面 

沉水草本 

Submerged 
herb 

49. 广西隐棒花 Cryptocoryne kwangsiensis 小型, 叶细长, 对水质要求较高 

50. 黑藻 Hydrilla verticillata 叶轮生, 植于水底, 对水质要求较高 

51. 穗状狐尾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 沉于水下, 适于高钙水域 

52. 菹草 Potamogeton crispus 小型, 抗污染强 

53. 南方眼子菜 P. octandrus var. miduhikimo 叶沉水或飘浮于水面, 对水质要求较高 

54. 竹叶眼子菜 P. wrightii 叶沉水或飘浮于水面, 对水质要求较高 

55. 苦草 Vallisneria natans 小型, 植于水底, 对水质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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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财力支持，同时还需要各个湿地公园养护

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可以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有规律的进行养护和景观巡视，提高工作人员的专

业技能，从而提高广州市湿地公园的整体质量，打

造景观和谐、生态美好的湿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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