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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施工中植物的选择与配置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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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风景园林景观中，充分利用绿色植物不但能给园林产生独特的美感，还能呈现一个城市与众不同

的特征，为城市的精神生活做出贡献，给予民众唯美的自然环境，供群众嬉戏娱乐。植物配置可使景观具备时尚感

和设计感，对空气过滤也有重要作用，为大众造就舒服、唯美、温暖的自然环境。景观配置绿植多见灌木丛，也有

一些是盆栽花卉。园林绿色植物的选取会依据本地的自然环境和水体。纵览各城市的景观整体规划，大多没有有效

的园林绿色植物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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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景园林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

园林植物配置不但能为园林艺术品展现不一样的

美感，还能呈现城市不一样的美感和含义。一般来说，

花卉园艺师在提升园林植物配置时，应遵照下列 6 个基

本原则。

功能性原则：在布置园林植物时，要始终把植物的

基本功能和作用摆在首位，根据有效的布置，表现出植

物间的有效作用。

艺术性原则：园林植物配置的功效不仅体现在改善

生态、防御灾害方面，还体现在植物配置的美感美育功

效上。随着人居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园林的美观度

要求越来越高，如何遵循植物配置的艺术性，营造出园

林美感，成为园林设计者考虑的重点课题。

生态型原则：生态性原则是植物优化配置的终极目

标。必须充分考虑种群的生活习性，有效挑选植物类型，

防止植物间相互影响。依据生物学的相关知识，适度提

升其他类型的植物或人工植物群落，产生多方位、多层

面、基本功能有效的园林生态环境保护。

经济性原则：地方的气候、水质、土壤等因素，直

接影响植物的存活率及生长状况。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严格按照植物生活习性及配置原则进行配置，最大限度

避免资源浪费。充分考虑植物的种植方式，减少边际效

益。

美学性原则：园林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是美学原则，

大城市建设中园林植物配置的设计直接关系大城市景

观规划的美感和工程建设造就的极权主义。设计师在设

计园林植物时，主要运用植物的色彩搭配和总体合理布

置来开展设计，注意植物配置的美。一是植物自身的美

观大方设计；二是对园林景观设计总体效果的影响。

实用性原则：实用性是植物配置的重要原则。在污

染较为严重的地域，选择一些净化空气的植物，改善环

境质量。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域，选择一些维护水

土的植物等。

2.风景园林绿化植物选择配置存在的短板

2.1.植物配置欠缺独创性和层次性

草坪和灌木是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的主要绿色植

物。草坪和灌木较普遍，能减少园林绿化的成本，造成

了园林景观自身作用的单一，园林景观自身的观赏性降

低，部分游人感受不到自然的气息，造成园林绿化失去

真实的功效。

2.2.植物选择单一，缺乏亮点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施工效益最大化，

选用一些大规模的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方式，造成许多雷

同，缺乏自身亮点，没法通过园林景观反映城市的品牌

形象。

2.3.地方特色不显著

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些有深厚文化底蕴的

城市放弃自己的特色，引入一些新奇的东西，对地域特

色不重视，也会导致资源的消耗。

3.风景园林施工中植物的选择与配置方式

3.1.按照植物配置基本原则进行配置

依据植物配置基本原则，遵照多功能性、表现力和

环境性基本准则，从两个层面提升植物配置能力。一方

面，在遵照多功能性和表现力的前提下，扩展植物的统

一性和综合性，从各方面推动植物配置的提升。花苑的

景观规划将依据预置的主题风格开展。在植物配置上，

不仅积极主动与制定的题材紧密结合，又需要注意植物

的生长习性和发育特性，推动植物圈的总体共享发展。

另一方面，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围绕全部植物配置。园林

植物的合理布置，除开园林的观赏性和园林种群的完备

性，更重要的是推动园林绿色生态甚至整个城市生态环

境保护的全方位、融洽、可持续发展观。在挑选植物时，

要考虑到本地的气候条件和植物自身的生活习性，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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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其生长发育的土壤层，搞好植物的中后期保养，降

低浇灌的成本和物力资源，提升植物的日常管理方法，

促进植物正常发育。遵照园林绿化建设中植物配置的规

定，重视植物间的融洽，降低植物类型间的相互影响，

充分运用植物自身的生态价值[3]。掌握植物间的互利关

系，不科学配置不但降低了植物的生长发育能力，还增

加了病害的风险性，最后影响整个园林的设计效果，如

台湾相思和马尾松容易产生松材线虫。要加强对植物类

型和生长习性的研究，依照互利共生的标准开展植物配

置。

3.2.在植物配置中体现艺术感

园林设计者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和美学素养，在设

计时较为注重体现园林的艺术感。通常情况是利用形态

各异、色彩多样的植物，产生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效

果。还能根据比照和烘托，配搭不同高度或不同叶柄的

植物。浅色系的花可以烘托深棕色的花，大的植物能扛

起小的植物，要充分结合园林中其他要素，如亭台楼榭、

青石板路、雕塑作品等。

3.3.与当地主题氛围相适应

不同的景观，在植物配置过程中含有相同的需求，

务必依据风景区的具体种类选用不一样的植物种类，合

理确保景观自身的空间布置和色彩搭配。

3.4.合理选择本地植物

在配置园林植物时，当地植物通常比其他地区的植

物更适应，可适当挑选乡土植物，确保园林植物的存活

率。选取的植物类型也丰富多彩，提升景观的立体感和

层次感。

3.5.灵活运用植物色彩

植物本身色彩的运用应依据园林景观的具体情况

开展配置，以给观赏者优良的视觉享受。在园林景观植

物的色彩配搭上，不仅确保总体植物的主体性和多元性，

又要反映园林景观的融洽性。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组合，

做到季相变化，使色彩多元化，做到园林景观植物配置

的表达效果。

3.6.维持植物生物群落的多样性

根据生态学原理，园林植物的配制务必在种群和生

物群落水平上开展，并遵照植物配置的多样性标准。可

以选择长寿命、中等生长速度的植物，控制种植密度，

完成植物配置的多样性。

4.结束语

园林景观基本建设在城市整体规划和发展中起关

键作用。为了更好地推动城市的全方位协调发展，务必

对景观开展科学、合理、高效的策划和配置。要充分考

虑所有的配置要素，充分了解本地的地域性特征和气候

条件，随后挑选不同属性的绿色植物开展有效配置，尽

可能遵照绿色生态性、实用性和表现力的配置标准，推

动景观的有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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