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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造景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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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不断进步，植物景观设计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景观的塑造尤为重

要，其与最终的景观工程效果的呈现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依据不同的周边环境以及植物本身的特性，应当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案以

及植物造景方法，方能充分展示植物本身的美学特性，并充分展示植物景观的成景效果。植物景观设计应当适应时代潮流，通过植

物本身的生理生化特性及植物组团形成的丰富多彩的造景形式来增加园林整体的美观性和生态性，促进观赏价值和生态效益的有效

融合。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植物造景在园林设计中的关键作用及基本原则，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加强与完善植物造景在景观设计当

中的实际运用，从而实现园林景观的美学特性与生态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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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景观设计不仅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园林环境，也能够提升整体造

景的观赏性，为人们带来视觉上美的体验，植物造景的设计与规划

影响着最终园林的整体呈现效果。对于相关设计人员来说，必须要

充分把握各类植物的特性，并按照一定的设计规范与原则进行植物

景观的搭建，从而使得整体园林设计具有观赏价值以及和谐感，吸

引更多的人群进行欣赏。利用植物造景进行景观设计是一项特殊的

环境艺术，在设计领域内具有重要的地位。植物造景不仅能够提升

园林自然景观的美感，也能够将现代的审美观念注入到园林设计的

思路与方案构想中，使得设计者获得更多的灵感，创造出更多优秀

的设计作品。 

1.植物造景的概述 

植物造景主要是指利用不同种类以及不同造型的植物，通过对

其特性的把握而进行一定的配置，从而使得整体景观更加和谐美

好。例如，可以利用不同植物的造型或者色彩、习性等进行搭配，

从而强调植物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美与生态美。植物造景的设计人员

在设计过程中首先应当注重植物的特性与应用价值，例如净化空

气、遮阳避雨等功能，从而使得植物在达到和谐美感的同时，也能

进一步发挥实际效用。[1]此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植物进行搭配，

能够营造出不同的生态环境，从而基于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变化特性

发挥不同的美感与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整个景观设计的美学价

值。另外，根据不同的设计风格，还能够通过植物造景改变和创新

园林设计的整体氛围，给观赏者带来更为惊喜的视觉体验。 

2.植物造景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2.1 展现时空变化 

植物造景在景观设计当中具有形式丰富的应用价值，例如不同

类型的植物在不同生长周期过程中所呈现的特征也不同，利用植物

的动态变化可以在不同季节、不同气候下打造不同风格的景观空

间。此外，由于园林景观往往具有较多的组成内容，而植物在自然

生长过程中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同一个种植

地点，不同生长时间下植物造景也能呈现多样的特色景观，给观众

带来新奇的感受，从而获得风格各异的造景效果。 

2.2 创造观赏景观 

正因为不同类型的植物特征不同，景观设计者可以利用植物的

造型、色彩以及外观特征等打造不同风格的园林景观设计，例如通

过草木、花卉等植物类型可以营造园林的自然氛围；而白杨树、银

杏树等植物可以增加园林整体景观的气势。与此同时，设计者还可

以依据不同色彩的花卉对其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形成和谐且具有美

感的布置方案，例如造型各异的花坛往往应用在各种大型建筑广场

中，能够很好地提升整体建筑的观赏价值。 

2.3 创造空间 

植物作为一种天然的屏障，可以在城市景观布局中创造空间。

景观设计者可以利用植物造景将绿地隔出不同的空间，从而进行整

体的布局规划，进一步对空间的密集程度进行调整与调配。[2]在设

计过程中，需要注意在特色景观位置植物的茂密程度不能过密，并

且树木的高度不能够遮挡观众视线，避免影响到植物观赏价值的发

挥。 

2.4 表现衬托效果 

根据植物密集程度或稀疏程度的不同，可以打造不同的观赏效

果。人工建筑往往具有不规则的特点，容易产生较为固定化的观赏

印象，而植物造景往往线条比较柔美，能够减轻人工建筑的不规则

感，从而使得整体景观更为和谐与平衡，在空间上给人带来更为舒

适的观赏体验。另外，绿色植物与人工建筑的搭配，可以使得二者

产生鲜明对比，为人类的工作环境与居住环境提供更为轻松、和谐

的氛围，也能够增加整体景观的趣味性与美学价值。[3] 

3.植物造景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3.1 自然优先原则 

植物造景技术首先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便是自然优先原则。选

用植物造景进行园林设计，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发挥自然植物的生态

美感与环保价值。因此，在园林工程实际部署过程中，应当要以植

物的自然特性和自然关系为基本出发点，通过艺术设计手法进行园

林工程的整体布局。一方面，能够充分尊重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并

基于此对园林景观进行整体美化；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最终的设

计效果受到过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进一

步打造和谐的植物群落生态景观。 

3.2 因地制宜原则 

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另一项重要原则便是因地制

宜原则。在制作设计方案的前期，必须要依据园林景观的区域、位

置、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不同，设计不同的园林工程建设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选择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契合的植物种

类，从而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这也有利于后续景观的打造与维护

保养。[4]例如，在气候较为干燥的地区，需要栽种抗旱能力强的植

物，才能更好的提升植物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如松树、柏树或其

他根茎发达的植物类型。而针对气候较为湿润地区的园林，应当选

择叶子类的植物进行栽种与维护。除了自然环境，景观设计者也应

当充分尊重当地的历史风俗习惯。例如，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场合可

以通过松柏打造庄严的氛围，而在一些旅游地点都可以通过竹子、

花卉等植物营造更为休闲舒适的感觉。 

3.3 色彩相宜原则 

在景观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园林的整体建筑特色以及自

然环境。因此在进行色彩搭配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不同植物类型到

和谐与美感。相关设计者应当遵循色彩相宜的原则，在布置园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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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时通过对植物形状和色彩的合理搭配提升整体景观的意境美，使

人感受到轻松愉悦的观赏氛围。此外，景观设计者应当充分把握景

观设计对观赏者情绪的影响，通过不同颜色的草木、花卉表达不同

意境，丰富园林景观的整体内涵。 

3.4 季相相宜的原则 

针对不同的气候与季节，观赏者的体感以及美观需求也有所不

同，植物造景的设计者应当依据季节的变化，充分把握植物生长的

规律，遵循季相相宜的原则对园林进行设计与搭建。在不同季节，

景观设计中应当包含该季节下具有代表性的植物景观，并且采用科

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布局与搭配，从而使得在植物的不同生长周期都

能够让观赏者欣赏到姿态各异的美景。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设计者与施工人员还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调整植物

的生长状况从而满足设计需求。相关人员应当注意对植物的日常保

护，促进园林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4.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有效应用 

4.1 植物与建筑有效结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植物与建筑都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考虑到布局设计时，不得不将植物与建筑进

行合理搭配，充分考虑当地建筑物的特色与风格，并且与植物造景

的特点进行结合，以达到整体美观的设计效果。景观设计者需要格

外注意的是植物造景与人工建筑之间的比例关系，为了进一步提升

整体设计的协调感，必须要保证建筑物的大小与植物造景比例和

谐，不然将会影响到观赏者的视觉体验。 

4.2 植物与山水有效结合 

山水景观是园林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不同山水景观的

特色以及形状、大小，可以选用合适的植物进行景观的搭配。通过

不同的色彩、形状与山水的协调，能够互相提升美感，使得园林景

观整体生意盎然，充满自然趣味，也能够提升对观赏者的吸引力。 

4.3 明确主次并疏密有度 

在景观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疏密有度的原则，过分的堆砌

或太复杂的设计都会导致景观设计的整体美感度有所下降。在园林

设计中，应当避免加入过多的人工元素，而需要充分利用自然草木

与花卉等构建景观的细节。例如，考虑到不同种类植物颜色、形状

的搭配以及远景，近景等因素，不断提升建筑与植物造景的整体和

谐美感。在设计过程中，首先确定设计风格的基调，再通过细节进

一步优化园林景观的趣味性与观赏性。 

4.4 对各种植物材料进行合理搭配 

首先，不同园林环境的空间架构均有差异，景观设计者可以采

用艺术手法对各种植物材料进行搭配。不同的环境为设计者带来了

充分的发挥空间，植物依据本身的造型特色，就可以对空间进行分

隔与设计。例如，可以采用封闭、半封闭或者开放的设计形式，满

足不同园林景观对于使用的需求，同时能够进一步提升整体规划的

美感。除空间外，在时间层面上植物也可以利用不同季节的动态变

化，使得园林的四季景观充满不同的风格与韵味。例如，在春、夏、

秋、冬四个季节中，园林设计者可以选择不同季节具有代表性的植

物进行空间设计，从而形成良好的自然氛围，为园林景观在不同气

候条件下构建丰富多彩的设计风格。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植物自

身被赋予了丰富的气节与内涵，因此设计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合理选择，比如设计者可以运用松柏等植物表现坚韧挺拔的品格。 

4.5 围合空间的有效运用 

围合空间指的是通过利用不同植物搭配进行空间的构造，围合

空间并不仅仅指单一的空间形式，指的是利用多种类型的空间构造

方法使得整体景观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的特点。[5]这就要求设计者

在景观布置的过程中，考虑到园林的多种因素，例如植物种类、地

势特点、土壤环境等等。对于维和空间的使用，必须要符合当地自

然环境的实际情况，才能充分发挥有效作用，为观赏者提供舒适的

生存空间。 

4.6 运用透视、几何以及视错觉理论知识 

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除了要充分了解不同植物类型的形

状、习性等特点以外，还需要运用到充分的理论知识。例如，观赏

者在欣赏园林设计的时候往往依赖于第一视觉印象，因此设计者需

要充分利用观赏者的视觉感知，从而进行植物造型技术的改进。设

计者可以运用透视、几何等视觉原理，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人们

进行视觉引导，以便在最直观的视觉感知方面对人们形成良好的印

象。而不同类型的植物，直接影响着视觉设计方案的选择，比如树

木与花卉给观赏者带来的直接视觉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设计者应当

充分掌握不同类型植物的视觉表达方法，并将其融合到景观设计过

程中，才能更好地为观赏者带来视觉上美的享受。 

5.植物造景的注意事项 

5.1 注重时刻变化 

植物造景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随着气候温度以及季节

变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习性也有所差异，因

此园林景观设计者必须要充分考虑时刻变化对植物造景最终效果

的影响。一方面，时空变化影响着植物的生长，从而改变了植物本

身的形状，色彩等；另一方面，植物生长规律也有利于发挥园林景

观动静结合的美感与优势，使得一年四季中园林景观呈现出不同的

风格与观赏特色。 

5.2 注重空间变化 

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布局影响着最终设计效果的呈现。一般

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的空间布局要素包括人工建筑、山水、植物等

多个方面的内容，不同的布局方案对于最终呈现的视觉效果以及使

用功能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园林景观设计者必须要充分考虑植物的

生长习性以及山水的布局特点，从而对有限的空间进行充分的利用

与设计，进一步构建独具特色美感的园林景观。 

6.结语 

综上所述，植物造景技术对于景观设计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审美需求的提升，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

计中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植物造景作为一项视觉艺术，能够充分

利用园林景观的空间特点，通过对不同种类植物进行搭配，从而构

建出具有美感的园林景观，进一步增强园林景观的协调度，改善城

市生活环境。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加强对植物造景技术的研究与开

发，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植物造景的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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