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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地植物资源的园林实践与生态保育的协同发展 

庄  宏 

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经济开发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010321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利用本地植物资源的园林实践与生态保育的协同发展。通过对本地植物资源的调查和研究，结合园林设计与生态学

原理，探讨如何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更好地利用本地植物资源，实现园林美化的同时促进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本文通过实地考察

和案例分析，总结出一些可行的园林实践策略，以促进城市绿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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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城市环境的改善和生态

平衡成为当今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园林作为城市绿化的主要

手段之一，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也在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过去的

园林设计往往过度依赖引进外来植物，导致了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和

本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一、相关理论概述 

1.1 园林实践的历史演变 

园林实践的历史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古代文化中的花园

和庭院往往与贵族、皇室和寺庙等权贵身份紧密相连。在中国，古

代帝王的御花园、私家园林如拙政园等展现了独特的设计理念，强

调对大自然的模仿和艺术化表达。古罗马时期，罗马人通过建设庄

园和城市公园，创造了多样化的绿化空间，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休闲

场所。这些历史上的园林实践反映了对美学、功能性和文化意义的

综合追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园林实践逐渐从封建社会的特权领域转向了

更为民众化的方向。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将园林视为自

然和文化的融合之地，强调对景观的审美感受。18 世纪的英国风景

园林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园林设计的演变，强调模拟自然、塑造景观，

以及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打破传统的对称性。这种思想在后来的时

期对整个园林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以来，园林实践进入了现代阶段，与城市规划、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紧密相连。园林不再仅仅是美学的追求，更

注重生态平衡、社会功能和可持续性。新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的

引入，使得园林实践在当代社会中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

和自然和谐的追求。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呈现出对自然与人文关系的

深刻思考，为今后的园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1.2 本地植物资源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本地植物资源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正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这一

趋势旨在更好地融合自然生态系统，提升生态可持续性。首先，本

地植物具有天然适应本地气候、土壤和生态条件的特性，因此在园

林设计中的引入能够降低植物的生长适应成本，减少对外来植物的

依赖，从而实现更加经济、有效的园林绿化。 

其次，本地植物的应用能够促进地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通过

选择当地植物，园林设计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栖息地和食物源，也

能够维护本地生态平衡，减少对野生动植物的干扰。这种做法有助

于保护濒危物种、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城市带来更加健康和

可持续的自然环境。 

通过多年实践，在准格尔旗当地园林绿化可采用的乡土树种主

要有油松、侧柏、圆柏、杜松、云杉、丝棉木、山杏、山桃、旱柳、

白榆、榆叶梅、四季玫瑰、连翘、紫穗槐、黄刺玫、沙地柏、马蔺、

金叶莸、欧李和三七景天等。日常应用上，如在沙地或较为缺水的

干旱地区栽植，不仅要考虑绿化树种的美观性，还要重点考虑所采

用树种的适应性，抗旱性和实践栽植后的成活率，确保达到适地适

树的效果。如可采用柠条锦鸡儿、中间锦鸡儿、小叶锦鸡儿、蒙古

莸、沙冬青、羊柴、匙叶小檗、沙柳、柽柳等。 

1.3 生态保育与园林发展的关联 

生态保育与园林发展密切相关，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关

联。首先，园林作为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合理的植被布

局和生态设计，可以为城市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园林的发

展应当注重保护和改善生态系统，通过植物的选择、景观的设计以

及水体和土壤的管理，有助于维护城市的生态平衡，提高城市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 

园林的发展也可以为生态保育提供有力支持。在城市规划和建

设中，合理设计的园林空间可以提供重要的生态功能，包括改善空

气质量、减缓雨水径流、提供栖息地等。通过合理规划和管理园林

资源，可以 大限度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维护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繁

衍，从而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 

生态保育与园林发展的关联还在于园林空间的教育和启发作

用。通过在园林中设置生态展示区、自然学习区等，可以引导人们

对生态系统的认知和理解。这种教育作用有助于培养公众的生态意

识，激发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参与和责任感。因此，园林发

展不仅是城市美化的手段，更是促进生态保育意识的重要途径。 

总体而言，生态保育与园林发展的密切关联体现了在城市化进

程中，如何通过园林规划和设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城

市朝着生态友好、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二、本地植物资源调查与分析 

2.1 本地植物多样性调查 

本地植物多样性调查是园林设计与生态保育的重要前提之一。

首先，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当地植物的物种组成、数量分布和生态特

征，为园林设计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植物的系统调查，可以掌握

不同季节的植物景观变化，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从

而更好地利用当地植物资源，实现园林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本地植物多样性调查有助于识别濒危和珍稀植物，提高对这些

特殊植物的关注与保护。通过调查，可以明确哪些本地植物可能面

临生存威胁，从而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此外，了解本地植物的濒危状况也有助于教育公

众，引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 

本地植物多样性调查是园林规划的基础，有助于选择适应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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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植物品种，提高植物的生存率和生长状况。通过对土壤、气

候和水源等因素的调查，可以更科学地确定适宜引入和培育的植物

类型，从而为园林设计提供更加可行和有效的方案。这样的调查工

作对于创造具有本土特色和生态友好的城市绿化空间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地植物多样性调查是促使园林实践与生态保育协同发

展的重要环节。 

2.2 本地植物特性与适应性分析 

本地植物特性与适应性分析是园林设计的关键环节，它着重研

究本地植物在其原生环境中的生长特性和适应性。首先，对于植物

的特性分析，包括了其生长周期、生长习性、根系结构、叶型特征

等方面的观察。了解植物的这些基本特性，有助于确定其在设计中

的用途，如何 好地融入景观，以及如何满足设计的功能和审美要

求。 

适应性分析强调植物对不同环境因素的适应程度，包括对土

壤、气候、水分、光照等条件的耐受性。通过深入研究植物的适应

性，可以明确植物在城市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生长状况。这有助于

选择更具适应性的本地植物，提高其在园林设计中的成活率，减少

对外来植物的依赖，从而实现更为可持续的绿化方案。 

本地植物特性与适应性分析是实现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通过

选择那些更能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可以降低植物引入

过程中的生态风险，减轻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这种精细的分析

有助于园林设计更好地融入自然环境，促使植物与其周围生态系统

实现协同共生，为城市提供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绿化效果。因此，

本地植物特性与适应性分析是实现园林实践与生态保育协同发展

的重要保障。 

2.3 本地植物在园林中的潜在应用 

本地植物在园林中具有丰富的潜在应用，首先是通过打造具有

本土特色的景观，增强园林空间的地方文化氛围。选择适应当地气

候和土壤条件的本地植物，可以形成更自然、更独特的植被组合，

为城市赋予独特的生态风貌，同时在园林中融入当地传统的植物元

素，提升园林的文化内涵。 

本地植物在园林设计中有助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合

理引入不同生态层次的本地植物，园林空间可以更好地提供氧气、

调节温度、净化空气，还能够形成天然的防护屏障，减缓风速和降

低噪音水平。这些生态服务功能不仅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还

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本地植物在园林中的潜在应用还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促进。通

过选择本地植物，可以提供更为适宜的生境，吸引和维持多样的野

生动植物，形成更加复杂和稳定的生态系统。这有助于维持城市生

态平衡，促进城市内生物多样性的繁荣，为城市创造更为健康和生

态友好的居住环境。 

因此，本地植物在园林中的潜在应用不仅能够创造美丽的景

观，更能够实现园林设计与生态保育的协同发展，为城市提供绿色、

宜人的居住环境。 

三、协调发展的园林实践策略 

3.1 植物选择与配置原则 

植物选择与配置是园林设计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其原则旨在实

现美观、功能齐备且生态友好的绿化效果。首先，选择适应本地气

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是植物配置的首要原则。通过充分考虑植物的

生态位、耐寒耐热性等特性，设计师可以确保植物在特定环境中生

长健康，减少植物引入过程中的生态风险。 

其次，考虑植物的形态和功能，以实现多样性、层次感和季节

性的景观效果。通过巧妙地组合高大树木、灌木、花卉和地被植物，

设计师可以创造出丰富的植被结构，形成视觉上的层次感和动态变

化。此外，植物的功能性也应被纳入考量，如选择具有空气净化、

遮荫、风景美化等功能的植物，以 大程度地满足园林的实际需求。 

植物选择与配置原则还涉及到对生态系统的尊重和保护。强调

采用本地植物，特别是濒危和珍稀植物的合理使用，有助于维护和

提升生物多样性，促进园林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同时，避免引

入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的外来植物，是确保园林健康

与可持续的关键。 

3.2 本地植物与景观设计融合 

本地植物与景观设计的融合是实现独特、富有地方特色的园林

空间的关键因素。首先，选择本地植物能够带来更加自然、地域化

的景观效果。这些植物在当地环境中自然生长，其色彩、形态和生

长习性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为景观赋予了独特的地方氛围，使

人们能够在园林中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 

本地植物与景观设计的融合体现了对生态平衡的关注。通过在景

观设计中合理引入本地植物，可以促进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多样

性。这样的设计不仅为城市提供美丽的景观，同时也在维护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平衡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园林成为生态保育的一部分。 

本地植物的融合使得园林空间更具有季节性和动态性。因为本

地植物更容易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季节变化，因此能够呈现出不同季

节的景观魅力。这种动态的变化不仅增加了园林空间的变化性，也

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觉体验，使园林成为城市中令人愉悦的

休憩场所。 

3.3 生态平衡的园林管理 

生态平衡的园林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策略，旨在通过科学

合理的手段维持和促进园林空间内的生态平衡。首先，通过合理规

划植物结构和种植布局，园林管理者能够创建具有多样性的植被群

落，包括本地植物和其他生态适应性强的植物。其次，植物多样性

有助于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减缓病虫害的传播，促使生态平衡

在园林中得以保持。 

生态平衡的园林管理强调对水资源、土壤和空气质量等生态要

素的细致关注。合理的灌溉管理、土壤改良和空气净化措施可以保

证植物群落的健康生长，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科学的管理

手段，园林管理者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提升园林空间的

整体质量。 

生态平衡的园林管理需要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促进。通

过设置合适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提供丰富的食物源和避难所，有

助于吸引和维持多样性的野生生物。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为城市居

民提供了与自然互动的机会，还有助于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四、结语 

在园林设计与生态保育的协同发展中，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利用

本地植物资源的园林实践，以实现生态平衡和城市美化的目标。通

过对本地植物特性、多样性与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以及植物选择与

配置、景观设计融合等原则的阐述，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园

林实践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创造更具地方特色的园林景观，

也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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