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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造景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解析

许梦雪

浙江中用市政园林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湖州 313300

摘 要：园林景观在城市设计中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设计人员自身要能从不同的设计思维角度出发，塑造良好的景观设计

效果，运用植物造景的方式从整体上进行优化设计的方式，对提高园林景观的整体设计质量发挥积极作用。植物造景的方式

手法多样，在设计中注重科学化，选择相适应的方法，才能保障景观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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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植物造景仅重视局部的设计，而忽略了整体的规

划，无法将环境与城市融合在一起。并且以往我国的景观设

计较为落后，部分设计人员仅照搬国外的设计方案，而未根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国外的环境与文化与我国有较

大区别，植物造景质量较差，难以融入城市的整体设计。现

代植物造景考虑了中国的文化、人文特点，通过合理、科学

的设计，充分利用植物的特点及魅力，既可以将城市与自然

结合在一起，给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居住环境，也可以提高

生态效益，从而可以满足现代城市的发展需求。

1  植物造景在景观园林设计中应用的作用以及重要性

植物造景在城市景观园林设计中是非常常见的，所谓在

景观园林中应用植物造景就是指在园林景观建造过程中运用

树木、草本植物、灌木等，在充分保护植物生长习性的基础

上，利用植物的形态、生态等特性，科学合理的与建筑景观

进行配置，保证植物与建筑特点相统一，协调一致，使景观

园林既极具系统性、生态性，又富有艺术性、多样性，还符

合人们追求的休闲、娱乐、放松生活环境[1]。

在景观园林设计中应用植物造景，根据景观园林的

建筑性质特点，合理配置灌木、乔木、藤本植物等，巧妙

设计，系统搭配，将景观园林的建筑设计与植物有效融为

一体，将城市人为建造建筑和植物的自然属性协调统一，

建造和谐，丰富景观园林的设计风格和形态，吸附空气中

的灰尘、噪音等，净化空气，塑造景观园林的色彩韵味和

自然景色，提升景观园林的生态性，形成独具观赏特色的

景观。在景观园林设计中应用植物造景，可以结合景观园

林的设计风格，与景观园林中的水榭、假山、道路等科学

结合，合理规划，运用不同的植物搭建不同层次的植物造

型，拓展景观立体空间，点缀建筑造型，形成不同效果、

不同形态的景观组合，提升景观园林的建造艺术性，创造

出多种装饰效果的景观多样性，设计出不同的景观效果，

给人们在休闲娱乐的时候以美的享受[2]。在景观园林设计中

按照多角度、多形态、多色彩的设计思路，合理进行植物

造景，与其相互融合，既能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又能丰富

其设计风格，提升它的整体效果，由此看出，植物造景在

景观园林设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  园林园艺植物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重外来植物而轻乡土植物

就目前而言，我国城市绿化常用园林园艺植物品种相对

贫乏，如两广地区省内植物种类运用未超过300种，沿海地

区也不过200余种，连我国首都北京常用的绿化树种也没有

突破200种。种种数据表明我国目前所用到的植物造景资源

与我国地大物博的“植物王国”之称是不搭的。乡土植物一

直饱受偏见，许多城市园林建设时甚至刻意避开乡土植物，

追求引进、追求“面子”。这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念也不符

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要求。事实上乡土树种是经过长期生长

进化生存保留下来的植物，它们对周围生长环境表现出高度

的适应，因此乡土树种应当是城市绿化树种的主要来源。合

理的引种驯化外来植物对优化丰富当地植物景观也是必要

的，但是不能过之，盲目追求省外甚至国外购入新品种，这

样的“引种”并非真正引育，与科学引种、适地适树的原则

也是背道而驰的，这不仅不利于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还会

增加景观成本、管理成本[3]。

2.2  忽视了生态保护工作

在园林景观的具体设计过程中，很多设计者很容易忽

视园林景观中的设计核心，往往一味地追求异域风情的视觉

感受。曾国芳[4]指出，盲目地在设计中引入昂贵、稀有的植

物作为植物造景设计的方式是不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行为。

曾国芳[4]研究表明，降低植物造景的整体功能性不能实现景

观设计的真正宗旨。一些园林设计者认为树木要尽量选择高

大的树种，很多地方由于没有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选择合适

的植物，出现了树木大量死亡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

失，由于树种功能性的大打折扣，从而也直接降低了景观园

林的观赏性。

2.3  植物造景在景观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不全面

当前很多景观园林中的植物造景由于设计时考虑不全

面，往往关注理论设计效果，没有全面考虑植物的生长特点

以及与建筑物的搭配效果，导致出现植物生长后期与园林景

观建筑不兼容、不协调，或者植物造景设计风格单一，植物

造景设计手法简单，缺乏新意，没有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或

者当地的建筑风格进行创新创造，只是单纯的进行植物造景

设计，没有展示出不同景观园林的植物造景设计特点，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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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没有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特征，使人们无法感受到景

观园林的艺术气息，影响着景观园林的整体效果。

3  植物造景技术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3.1  加强植物的合理搭配

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合理搭配造景植物，采用规则

与自然种植结合的形式，可有效增加空间变化，提升景观观

赏层次，强化景观的时序性。在设计过程中，还应根据空间

的封闭、开放等形式，选择不同的植物造景方式。如在设计

封闭空间时，可采用围合的设计手法满足建设需求。障景是

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常用手法，能提升园林景观的美感度。同

时，还应根据植物在不同季节的变化选择不同造景手法。不

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植物，让人们真实感受四季变化带来的

不同美感。也可在同一景观中设计出四季不同的变化场景，

避免观赏的单调性。在对春夏秋冬等季节进行植物造景搭

配时，要仔细分析，并根据施工需求合理选择。如春天的丁

香、夏天的花草、秋天的山里红、冬天的松柏等都是造景中

的常用植物。合理搭配运用植物，可为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增

加多样化元素，提升园林造景的艺术性。

3.2  重视植物造景与文化的结合

在设计植物造景的方案时，需要重视与文化的结合。首

先，需要重视与城市文化的结合。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

特色，并且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特色植物，例如墨西哥的仙

人掌、云南的山茶，这些植物不仅能够彰显该地域的气候、

环境特点，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能够展现该城市的

独特魅力。设计人员在进行植物造景时需要重视此类植物的

应用，可以有效提高设计效果。其次，需要重视与传统文化

的结合。我国古典园林的设计中使用了大量的植物造景，并

且造景效果较好，例如北京的园林使用了大量高大的乔木，

植物配置较为常规，设计风格较为庄重。而苏州园林大多较

为小巧，使用了大量的花卉。现代设计人员在进行植物造景

时可以借鉴古典园林的设计，将造景与传统文化进行融合，

既可以提高景观设计的效果，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3.3  运用彩叶造景

彩叶植物是大自然中最具有个性和特色的植物，通过

其一年四季醒目的叶色变化给人以视觉上的亮化效果，园林

设计师通常喜欢用彩叶来营造出不同的空间层次感，以此来

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精神需求。园林小品一直以来都是园林

景观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彩叶植物与园林小品的有机结

合，能够有效提升整个园林景观设计的档次。通过对彩叶植

物进行合理的种植与配置，进而提高园林景观所表达的艺术

文化气息，例如教师雕像周围的绿地上通常以红叶桃和紫叶

李作为装饰，既以表达了“桃李满天下”的文化含义，又给

人以良好的视觉享受；高速公路两侧的植物景观常用颜色鲜

艳的紫叶小檗、美国红栌与绿色基础种植树种相互搭配，构

建出美丽的图案，提高了景观的观赏美感，延长了景观的观

赏周期；由于彩叶中的秋色叶通过成片栽种可以营造出整体

气势的景观，因此被广泛的应用于园林设计中，如我国北京

的香山红叶，湖南岳麓山的枫香，苏州太平山的三角枫，四

川毕棚沟的桦树，都是通过成片种植彩叶的方式形成一定的

景观群，提升整个园林设计的观赏性。

3.4  依照植物美学原理进行造景设计

依照植物特征进行景观设计首先需要对植物进行弱化，

特别是在城市建筑附近和道路拐角等区域，需要着重对植物

的尖角进行消减，进而避免对行人造成伤害，同时，还可以

减少带给人们视觉上的生硬感。在进行城市植物景观造景

时，设计师可以使用平坡结合和乔灌结合的手法进行设计，

种植雪松、梧桐以及五角枫等一些姿态优美的植物。并且，

城市景观设计还可以参照国画中的留白手法进行设计，例如

在比较空旷的园林中，可以通过种植几棵树木的方式进行点

缀，进而给予人们以开阔、舒适的视觉观感，增强建筑与绿

植的差异性。

3.5  加强植物造景在景观园林设计中的多元素应用

植物造景在景观园林设计应用中，要增加景观园林的

观赏性，就要加强植物、色彩、景观等多元素应用。对于木

质、砖石、泥土等不同的建筑、道路等，配置不同色彩、不

同类型的植物，增强景观园林趣味性、艺术性，在同一个景

观园林中打造出不同的感官视觉，塑造景观园林的色彩韵味

和自然景色，形成独具观赏特色的景观，给人们不一样的视

觉感受。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较为广

泛，搭配知识也比较多，给城市绿化起到一定的美化作用，

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因此，在研究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

设计中的应用时，要以当地建设标准为需求，提升园林景观

设计的整体质量，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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