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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花坛是园林绿化三维立体表达方式的一种，它

造型百变、色彩丰富、用材生态，是园林与艺术的融合，

在我国城市景观提升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也越来越受到

人民群众的喜爱。然而，如何营造主题明确、能引起观

者回味，同时还是绿色可持续、打破往常“一次性”屏

障的立体花坛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1　立体花坛概述

1.1 立体花坛的定义

立体花坛是花坛的一种，它打破了花坛在竖向景观

营造上的一定限制，让花坛从二维走向立体三维，让花

木在平面、立面同时兼有景观效果。1998 年，立体花坛

国际委员会（IMC）成立，其为立体花坛下的定义为：

将一年生或多年生小灌木或草本植物种植在二维或三维

的立体构架上，形成植物艺术造型的一种花卉布置技术。

从 2000 年起，IMC 每三年发起一届国际立体花坛大赛，

推动了立体花坛在设计、施工、选材、养护等方面的发

展 [1]。

1.2 立体花坛国内应用现状分析

在我国，立体花坛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节庆、赛事、

会展等。尤其是 2006 年，第三届国际立体花坛大赛在

上海举办，推动了立体花坛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提升。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赛事期间，立体花坛大大扮靓了城

市景观。近年来，国庆期间每年的天安门广场主题立体

花坛，都极大烘托了国庆的氛围。由此可见，立体花坛

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城市景观，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公

园、广场、道路、交通枢纽等区域都不乏优秀的立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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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作品。就杭州地区而言，西湖景区的立体花坛应用更

为多样，形式也更为丰富。

然而，立体花坛在城市景观中普遍存在应用时间短、

损耗大等问题。

2　立体花坛在城市应用中存在问题

2.1 工艺复杂

立体花坛作品设计制作复杂，不仅涉及植物设计、

造型设计，更涉及更为复杂的基础设计、构架设计以及

平面配置等，工艺复杂，其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等更

超过寻常绿化美化方法 [2]。

2.2 制作成本高

立体花坛涉及基础、骨架制作，制作成本高，制作

周期长，人工投入更为繁复。且后期管养同样需较大投

入。作品所用材料较难重复使用，尤其是基础钢构等，

也容易和植物材料一样成为“易耗品”。这或许也是此类

园林绿化形态较少被日常采用的原因。

2.3 养护管理难

立体花坛的立体造型部分管养困难，尤其是较为复

杂的立体造型，其植物的给水、给肥、病虫害防治等更

需大量投入。

3　立体花坛可持续应用研究——以G20杭州峰会

立体花坛“花好月圆”为例

3.1  G20 杭州峰会“花好月圆”立体花坛

2016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G20 峰会在杭召开。一次世

界级的高峰首脑会议，对杭州的影响空前绝后。这是杭

州首次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也将成为杭州的又

一张金名片。对此，杭州全力以待，从城市环境到基础

设施再到市民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

如何真正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口中“别样韵味、独特

精彩”的园林、文化名城？作为杭州城市的“会客厅”，

西湖景区当仁不让。一组位于苏堤跨虹桥码头区域的大

型立体花坛“花好月圆”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为 G20

杭州峰会的召开增添了些许婉约与深邃，淡雅与静谧，

更为跨虹桥迎宾码头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韵 [3]。

“花好月圆”立体花坛于 2016 年 2 月启动设计，6 月

进场施工，8 月底完成全部制作及调试，9 月 4 日晚间正

式迎接了各位峰会嘉宾。截至 2021 年底，“花好月圆”

依旧矗立在苏堤跨虹码头，是峰会后唯一留存至今的立

体花坛作品，保存时间已超过 5 年。

3.2 日常管养投入，让立体花坛“可持续发展”

作为 G20 峰会唯一永久保留的立体花坛，“花好月

圆”已保留近六年时间。立体花坛作品“生命长度”是

她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为确保花坛一贯的景观效果，管理单位每年投入一

定的经费用于植物更换、保养维护、安全监测：每年确

保四至六期配景花境的更换，每次换花量为 3000 盆左

右；每年两期针对立体造型植物的更换，其中，每年 6

月将立体造型更换为景天科植物，12 月则更换为红绿草

类，每次更换量为 300 平方米；针对立体造型的结构安

全，每年实施一次安全监测，其中，2018 年完成了一次

钢构架的全部更换；日常保养维护，通过设置温湿度测

量仪监测基质土的整体情况，综合研判基质土更换的时

间。

3.3 掣肘之处

“生命的长度”为“花好月圆”的特点，然后却需要

大量的经费加以维续。如何权衡保养维护的投入与作品

本身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所带来的的产出，是需要设计

师、养护管理人员关注的重点之一 [4]。

4　管养便利，科技投入，让立体花坛绿色可持续

一处立体花坛作品的呈现，是一个团队的合力之作。

好的作品，离不开设计人员的巧心，离不开施工人员的

匠心，更离不开后续养护人员的精心。

4.1 生态为源

立体花坛的生态表现在思想主旨、施工技术、选用

材料、施工过程等方面。

思想主旨方面，主题思想应更贴近生态、自然与生

活，引导观者更多关注生态、环境等。施工技术方面，

立体花坛的全部制作过程中也应以生态性为首，在施工

材料、手法、机械等的选择方面，需综合考虑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与可持续性。其中材料选用上，除植物材料外

其他材料的选用要以生态型为原则，可重复利用材料是

最佳选择；施工过程中，技艺要生态，也要注意对场地

周边植物等环境的保护以及已完成部分的保护。

4.2 班底搭建

后期管养的重点主要为骨架稳固、植物更换、管线

养护等。主要依托于岳庙管理处两个大师工作室，分别

为立体花坛制作工作室、钱所省维修电工（景区夜景灯

光）技能大师工作室（市级）。正是这两个工作室联袂持

续钻研长效管养的核心技术，通过不断优化、创新，为

管养技术的突破输入源源不断的新生活力 [5]。

4.3 资金加持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每年拨付专项资金用于“花

好月圆”的保养维护。

4.4“艺术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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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圆”的立体造型已成为作品的标志，无法轻

易改变，日常管养工作重点就是保持构架的稳定与牢固。

要维持作品的生命力，除保持特点外，景观效果的多变

性也是要点。而“花好月圆”多变性主要体现在平面花

镜布置上。花卉布置讲究因时而变，每年根据时节或节

日，运用灵活变化的布置手法，凸显出不同的主题，营

造出的春来灿烂、夏至热情、秋日缤纷、冬临沉蕴、节

假日氛围浓郁的实景意境。五年来，结合不同的节日主

题、社会性主题等，变换花卉布置，呈现不同的景观效

果。

4.5“数字化”、“智能化”探索

近年来，在“花好月圆”立体花坛的管养技术上，

不断借助数字化应用技术，补短板、破难题，为能优质

管养保驾护航。比如栽培基质配方研究、水肥监测、无

人机应用（监测、施肥、病虫害防治）。

在栽培基质配方方面。传统的立体花坛制作时大

量使用的基质——东北草炭土，俗称泥炭土，因为土中

的纤维少、灰分杂质多，容易板结不透气，造成植物材

料根系生长受限，不易吸收水分。在多年的不断研究应

用中，按照土壤的有机质 + 矿物和颗粒的思路，总结出

“4321 配土法”：4 份泥炭 +3 份混合颗粒（珍珠岩 / 赤玉

土 / 鹿沼土）+2 份椰糠 +1 份富含腐殖质的有机底肥、稻

壳碳、缓释肥和益生菌剂，运用效果好 [6]。

在水肥监测方面。为实现科学、高效、安全监测基

质的水肥情况，在构架不宜到达的地方放置了水肥监测

仪，通过手机 APP 随时随地都能精准监测到栽培基质的

水、肥、光、温情况。当缺水缺肥警报时，立即就组织

养护人员进行浇水、施肥。

在无人机应用方面。尝试引进无人机，通过无人机

的航拍，定期对立体花坛的构架进行全方位的比对。尤

其是顶视角度的观察，为主体构架的安全性判断能够提

供重要依据。

如水肥监测仪、无人机等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让

养护管理更为精细化，也减少了人力的投入、人工的消

耗；新的栽培基质的组成及配比研究，也让立体花坛的

植物拥有更优质的生长基质，让管理养护更加便利……

诸如此类的尝试，都是未来立体花坛的管养方向，让作

品更生态、更绿色、更可持续。

5　总结与展望

立体花坛，既古老又年轻。古老，因它源于历史；

年轻，因它相较于其他园林形式更为新颖，是一种年轻、

“新鲜”的景观提升方式。

立体花坛是园林与艺术的融合，不仅体现一个城市

的文化，更可以展现一个城市的景观，它更是城市绿化

景观综合实力与水平的全方位体现，在现阶段城市景观

中越来越常见。

在此背景下，研究立体花坛在城市绿化环境提升中

的应用，对立体花坛相关从业者来说，是一种阶段性总

结。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查摆问题、提出对策、解

决问题，对立体花坛的下一步发展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

如何让立体花坛更生态、更可持续且日常管养更为便利

是难题之一。对此，结合实际提出了栽培基质配方调整，

安装水肥监测仪，使用无人机航拍、打药等方法，力求

让立体花坛更生态。

本文即希望能从该点出发为同行者提供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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