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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植物不光可以调节良好的空间小气候，还常常

因其丰富的景特特色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园林景观风貌。

在城市风景园林设计中，合适的植物造景常常会起到锦

上添花的作用。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占据

重要地位。做好风景园林景观中的植物造景设计，可以

提升城市的发展水平，有效减缓民众的工作压力，有助

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对于构建生态环保型城市具有重

要意义。

一、植物造景在景观园林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园林设计中，植物景观作为重要的设计元素，

在平衡人工建筑景观、强化城市自然生态氛围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1、美化城市生态环境

植物是一种自然生态资源，由优美的造型和不同的

色彩设计组成，能有效提升周围环境的美感和柔和度，

给人以强烈的自然气息和审美感。在空间效果方面，植

物具有不同的形态和造型，借助不同的组合和布置，可

以营造出独特的空间感，改变原有的空间序列，创造出

新的空间设计效果。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空间结构的主

体部分被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要材料的人工建筑占据，类

似于建立在高空中的“空中楼阁”。这样不仅大大增加了

城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也使城市居民逐渐远离自然事

物，生活在冰冷的建筑群中，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对

城市的整体形象产生了影响，变得十分沉闷。而植物造

景则大大提升了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现状，借助柔软婆

娑旋枝叶，软化了城市建筑的生硬边缘，增强了空间的

多样性和灵活性，创造了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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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创设了一幅生机勃勃、美丽盎然的生态环境。

2、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上城市人口快速

集中、产业集聚等原因，城市污染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空气中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逐渐增多，因此，

要降低碳排放，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值物叶子粗糙多毛，

能分泌粘液和油脂，可吸收大量漂浮在空气中的灰尘，

具有净化空气的作用。在水土方面，水生植物可以吸收

水环境中的污染物，然后可以实施人工移植和收获，从

而将污染物与水环境分离，从而净化水源。同时，水生

植物利用自身的分解活性来净化重金属，促进土壤肥力

的恢复。

3、提高风景园林的观赏价值

植物景观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过植物色彩的设计

和搭配可以实现风景园林景观建筑与建筑结构的有效融

合，进一步增强城市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整体性与和谐

性，达到自然景观的生态性效果，同时也可以大大提高

风景园林的装饰价值。在风景园林景观设计时应遵循原

生态的种植方式，让植物景观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变得

随意而赏心悦目，充分体现自然景观的风貌特点。

一排排的规模化种植，可以营造出规律、适宜的生

态景观环境。宽阔的草坪与一朵朵花朵相衬映，可营造

出明亮欢快的空间氛围。树夹的直径以及小块色系和同

色系的处理，更能体现深邃幽静的山野情趣。此外，植

物的合理设计及拾配可以营造出丰富的园林观赏区，营

造出丰富的园林景观形象。例如，高高大大的树木可以

在空间中营造出清幽、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使空间

的光影效果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浓郁的树木则能够

与山水景观、建筑形态形成对比衬托，增加园林空间

的层次感。

二、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应遵循的原则

1、自然原则

自然原则是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第一原则，也是

植物景观规划的前提。与人造建筑不同，植物景观正是

因为它与自然的亲近和相通性，才吸引了城市居民的驻

足观赏，为城市环境的建设提供了勃勃生机。因此，设

计师应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自然原则指导

下实施植物景观设计，尽量减少人为变化，呈现植物的

原始生态景观，让城市人民去充分欣赏植物景观的自然

模样和美丽形式，充分感受大自然的艺术创造力，有效

发挥植物景观的核心价值。同时，有关工作人员应加强

景观保护，防止植物景观受到工业环境污染和有害物质

的侵袭，使植物景观在自然环境中生长，得到充分的养

分，不断吸收阳光、雨露的滋养，并能保持原始的形态

和样貌。

2、协调性原则

植物景观作为风景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使周

边环境更加富有生机、更加优美，进一步突出风景园林

的特色，营造一片片靓丽的城市风景。在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必须明确植物景观与建筑结构及整体的关系，坚

持协调性原则，使植物景观保持一致，保持其特色。城

市风景园林景观的风格和设计主题是相互协调的，旨在

促进植物造景对实现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整体影响。同

时，植物景观设计必须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优化周

边配套设施，科学配置各种形态、色彩和功能的植物资

源，确保植物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形成良好的长期效应。

3、人文性原则

植物造景的最终目的是优化城市环境，为城市居民

创造优美的居住环境，促进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改善

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有效满足城市居民的精神需求。

为此，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实行植物造景时，不仅要提升

城市园林建筑的艺术美感，还要引入人胜，从居民的环

境需求出发，设计师必须适应以人为本的理念，给人一

种高品质的身心体验，让城市居民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

余享受片刻的平静和放松。只有这样，植物景观才能获

得其固有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进城市文明水平的

提高。例如，设计师可以结合地域文化特色选择本土植

物进行景观美化和设计，展示富有地域情调和特色植被

文化的园林景观，增强当地居民的归宿感。

4、经济性原则

园园造景是一项耗时长的大工程，不仅需要人力，

还需要巨大的物力和资金，才能打造出优美的植物景观。

因此，植物景观设计应兼顾经济性原则，力求以更合理

的经济成本获得最大的环境影响、社会影响和艺术影响。

其中，树种的选择、植物景观设计应结合当地气候条件

和土壤特性选择树种，提高树种适应能力，节约树种养

护绿化费用。为进一步节省苗木成本，植物景观设计要

尽量保存现有的树木，不要全部拔除，应选择就近的外

来品种苗木，以降低运输成本，控制综合成本。此外，

为保证园林景观的长盛不衰，植物造景应以中小型苗木

为主，而大型苗木则应适当装饰，不仅可丰富风景园林

景观的层次性，也能降低长期维护成本。

5、生态性原则

根据植物生态系统的变化，尽可能选择合适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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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以保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在植物相对丰

富的地方，要选择适合当地气候和环境的花卉植物，并

给予特殊保护，为引进的外来物种营造知适的植物生长

环境。

在设计植物群落时，必须从自然群落生长规律为着

力点，这对群落稳定和环境的生态功能来说十分重要。

每一朵草本花卉难以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在设计时则要

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特性来进行充分考量，要科学设计

植物群落的结构。以草本花卉为重要景观时，可利用乔

木和灌木丝的有效搭配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6、艺术性原则

艺术性是审美特征和意识形态的结合。高品质的植

物景观设计需要实现艺术与生态的整体结合，通过形式

之美和意境之美体现植物群落的景观和个性。形式美是

指植物的线条、纹理、颜色等外在因素，按照一定的规

律组合而成的植物个体和群体之美。意境美则主要强调

借助艺术手法使园林景观更富有内涵，利用框景、对景、

借景以及障景等景观形式将景与意、景与情联系起来。

7、时序性原则

植物是园林景观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凸显着生命

的活力。随着植物的形状和颜色在季节的变幻下呈现出

不同的状态。通过更换花卉草本植物的季节更迭，进一

步突出景观的季节性之美，营造出四季皆宜的城市风景

园林特色。

三、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1、探究植物景观内涵，制定系统化设计方案

城市园林的植物造景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

景观建设和整体布局的影响，且对于提升城市形象，促

进经济发展，构建生态型城市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为了提高植物景观设计的科学性，设计师和建设

者必须系统地规划植物景观的建设，制定步骤清晰、逻

辑明晰的设计方案，并考虑设计的整体方向和微观布局，

为后续工作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为施工工作提供科学

指导。一方面，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周边环境和景观园林

配套设施，结合各地建筑特点和风格，合理规划植物景

观，使景观园林保持美学和生态性，有效降低周围环境

的噪音。另一方面，设计师不应只着眼于短期效应，而

应从长期生长的角度审视植物种植的合理性，进一步了

解植物的生长习性和季节变化，准确了解不同植物的区

域适应性，并防止出现水土不服、植物生长不良等状况。

2、融合当地人文特点，合理设计园林景观

植物品种不同，所适宜的温度条件、气候环境、土

壤条件等也有所不同。因此，在风景园林景观植物造景

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必须综合分析其所在城市的环境特

征、气候特征、天气变化等因素，并归纳成详细的信息

记录，然后选择合适的植物品种。相应地，要有针对性

种植符合当地特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花卉植物，让植

物景观能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地

域风俗、人们的喜好、成长的需要等，将人们普遍喜欢

的、具有地域园林建筑特色的植物纳入其中，以增强当

地的人文情怀，以增加城市风景园林植物景观的人文性

和生态性。

3、美化风景园林中的景观

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花卉及植物搭配要遵循相

宜性原则，必须充分考虑树木及草坪搭配的一致性，并

不断优化。另外，要充分考虑建筑主体与景观园林的协

调性，使景观园林与建筑结构的设计能相得益彰，在植

物造景方面进一步凸显艺术及审美性。

4、丰富园林的山石水体

山石水体是植物造景中应用最广泛的造景方法之一，

主要是基于山石含水层的多种活动进行植物造景。植物

造景环境提升了整体植物造景的设计感和审美价值；二

是山石水体可以保持水土平衡，为四周植物和花卉提供

更好的水源和生长环境；最后，水体可以反射植物、花

卉及山体相一致的自然生态形象，让整体的风景园林景

观能呈现立体空间感。

5、保护风景园林的环境

植物造景的审美价值很高，能大大提升周边的生态

环境。因此，在植物造景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升植

物造景的审美性，更要注重植物造景的环境效益，让植

物造景能持续健康地生长，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环境的

生态效益。

6、确保造景植物多样化

景观美化也应该以实际效果为着力点来进行，以确

保景观植物的多元性。科学、公正的景观设计可带给人

们视觉上的享受，且要遵照植物多样化和生态平衡的原

则。风景园林植物造景设计要依照科学公正生态性原则，

强调改善人们周围生活环境的必要性。早期的绿化植物

造景需要使用大量的植物来设计造景区域，综合绿化循

环生态系统以实现园林绿化的首要目的，进一步改善城

市居民的生存环境，保证多样性的植物的生长，确保生

态性环境。

7、提升绿化景观造景科学性

植物造景既要增强园林景观的功能性和整体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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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植物造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基于此，选择植物

应结合周边环境，以当地的气候和土壤为基础，以适合

的绿色植物来诠释一致性的景观美化效果。另外，在植

物造景的过程中，要遵循时空变化理念和植物造景的生

长特性，进一步呈现植物景观的美感，并根植物据生长

需要来合理设计和布局。

四、结语

总体而言，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有着非常重要

的应用。植物造景可以对园林的整体布局产生积极的影

响，体现城市的整体美感，提升周边环境现有状况，让

城市居民有机会亲近自然。在园林绿化中，植物造景必

须遵循相应的原则，不能随意进行，必须用科学的方法

来保护环境，实现对空气净化的效果。园林绿化设计需

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植物造景方式，对周边环境进行合理

考量，从现实状况出发，整合现有的绿化技术，依托植

物的特性和效益，进一步塑造城市形象，打造优美山水

城市景观，构建宜居的生态型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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