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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技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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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市政园林绿化工程作为城市建设的关键一环，其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的质量与居民

生活的幸福指数。本文探讨了市政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特点、技术要点及保障措施，强调了绿地整理、树木栽植、植

物造景与景观配置等关键技术环节，旨在为相关从业者提供技术支持和参考，促进市政园林绿化工程的持续发展，提

升城市整体绿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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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是现代城市建设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

象，还承载着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的重

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园林绿化工程的规模不断

扩大，技术要求也日益提高。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市政园

林绿化工程的关键技术，为城市绿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导

和实践依据，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1��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技术概述

1.1  园林绿化工程的定义与分类
（1）园林绿化的基本概念。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建

设的绿色脉络，旨在通过科学的规划与设计，将植物、

山石、水体等自然元素与人工设施有机融合，创造出既

具观赏价值又富含生态功能的绿地系统。这一系统不仅

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还通过改善空气质量、

调节城市微气候、减少噪音污染等途径，显著提高了城

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园林绿化工程，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2）园林
绿化工程的类型与特点。园林绿化工程涵盖了广泛的类

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

场用地、附属绿地以及区域绿地等。这些工程往往结合

了园林植物栽植、地形整理、园林设备安装、小型配套

建筑及景观小品的建设等多个方面。其特点在于，既要

满足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又要注重美观性与生

态性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此

外，园林绿化工程还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不同

城市因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

异，在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实施上需因地制宜，充分

考虑地方特色。同时，植物的生长周期与季节变化也对

工程施工有着显著影响，要求施工人员具备丰富的植物

学知识和熟练的园艺技能，以确保植物的健康生长与景

观效果的持久保持。

1.2  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工艺流程
（1）从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解析。园林绿化工程从

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系统工程。

设计阶段，需充分调研项目场地条件，结合城市发展规

划与居民生活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景观设计。随后，

将设计方案转化为施工图纸，明确施工范围、技术要求

及质量标准。进入施工阶段，首先进行场地平整与地形

塑造，为后续的植物栽植与景观设施建设奠定基础。接

着，按照施工图纸要求，有序进行园林建筑的修建、给

排水与供电线路的铺设、道路与广场的铺装等工作。植

物栽植环节，则需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与景观需求，精

心选择苗木，合理安排栽植顺序与密度[1]。（2）关键施
工环节与技术要点。在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关

键施工环节与技术要点主要包括：土方工程的精准施工

与质量控制、植物栽植的技术规范与养护管理、景观设

施的精细打造与安全保障等。这些环节与技术要点的掌

握与实施，直接关系到园林绿化工程的整体质量与景观

效果的实现。因此，施工人员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

操作技能，以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与高质量完成。

2��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要点

2.1  绿地整理技术
（1）测量放样与地形造型。绿地整理是园林绿化工

程的基础，其中测量放样是第一步，它直接关系到后续

地形塑造与植物配置的准确性。施工团队需根据设计图

纸，利用全站仪、GPS等现代测量工具，精确标定出绿
地边界、地形轮廓线、高程点等关键要素。测量数据需

经过复核，确保无误后，方可进行地形造型。地形造型

是依据设计图纸对现场进行的地形改造，旨在创造符合

设计意图的三维空间形态。这包括土方的挖填、堆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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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挖掘湖泊等。造型过程中，需严格控制土方工程

量，确保地形的高低起伏、坡度变化等符合设计要求，

同时要考虑排水与灌溉系统的合理布局，避免积水或干

旱现象的发生[2]。（2）清除杂物与回填种植土。在地形
造型完成后，需彻底清除场地内的杂草、垃圾、石块等

杂物，为植物的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环境。随后进

行回填种植土，土壤质量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状况，因

此需选择质地疏松、排水良好、富含有机质且无污染源

的土壤。回填时，需注意分层回填，每层厚度控制在适

宜范围内，并用机械或人工进行压实，保证土壤紧实度

适中，利于根系生长。（3）场地平整与验收标准。场地
平整是绿地整理的最后一步，旨在通过平整作业，使场

地达到设计要求的平面度和坡度。平整过程中，需使用

铲运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进行大面积平整，再用人工

精细修整边缘和不平整区域。平整后的场地应无明显高

低差、无坑洼，且排水顺畅。验收标准是衡量绿地整理

质量的重要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地形轮廓线与设计图

纸的一致性、土壤质量达到种植要求、场地平整度和坡

度满足设计规范、排水系统畅通无阻等。验收时，需组

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共同参与，确保每一项标准

都得到严格执行。

2.2  树木栽植技术
（1）苗木选择与处理技术。苗木的选择是树木栽植

成功的基础，需根据设计要求和场地条件，选择适应当

地气候、土壤条件，且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苗木。在

选择时，还需考虑苗木的树形、树冠、色彩等因素，以

达到最佳的景观效果。苗木处理技术包括修剪根系、枝

干、叶片等，以减少蒸腾作用，提高移栽成活率。修剪

时，需遵循“留大去小、留强去弱”的原则，保持树形的

自然美观。同时，还需对苗木进行根系保湿、树冠遮荫等

处理，以减少移栽过程中的水分流失。（2）挖穴与栽植
方法。挖穴是树木栽植的关键环节，穴的大小、形状、深

度需根据苗木的根系大小和土壤类型来确定。一般要求

穴径比根幅大30%-50%，穴深比根深大20%-30%，并挖
成圆锥形或锅底形，以利于根系舒展和排水[3]。栽植时，

需先在穴底施入适量的基肥，然后将苗木放入穴中，使

根系自然展开，回填土壤并分层踩实。回填过程中，需

不断向上提苗，使根系与土壤紧密接触。栽植后，还需

浇足定根水，并进行树体支撑，防止风倒。（3）养护管
理措施。树木栽植后的养护管理是确保其成活和良好生

长的关键。这包括定期浇水、施肥、除草、修剪、病虫

害防治等工作。浇水需根据天气、土壤墒情和树种生长

习性来确定浇水量和频次；施肥则需根据苗木生长阶段

和土壤肥力状况，选择合适的肥料种类和施肥方法；除

草和修剪可保持绿地整洁，促进苗木健康生长；病虫害

防治则需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采取物

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防治。

2.3  植物造景与景观配置
（1）植物种类的选择与搭配。植物造景是园林绿化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在于植物种类的选择与搭

配。选择时，需考虑植物的生态习性、观赏特性、生长

周期等因素，同时结合场地条件、设计风格和景观需求

进行综合考虑。搭配时，则需遵循“多样性、协调性、

艺术性”的原则，通过不同植物种类的组合，创造出丰

富多彩的景观效果。（2）景观节点的设计与实现。景
观节点是园林绿地中的亮点和焦点，其设计需充分考虑

游人的视觉感受和情感体验。设计时，需根据设计意图

和场地条件，确定节点的位置、形状、尺寸和材质等要

素。实现时，则需通过植物配置、地形塑造、景观小品

等手段，将设计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景观形态。同时，还

需考虑节点的可达性和互动性，为游人提供舒适、便捷

的观赏体验。（3）立体绿化与垂直绿化技术。立体绿化
和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工程中的创新技术，旨在通过向

空间发展，提高城市绿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立体绿

化主要包括屋顶绿化、墙面绿化、阳台绿化等形式，而垂

直绿化则主要通过攀缘植物、悬挂式绿化等方式实现。在

实施立体绿化和垂直绿化时，需根据载体条件、植物特性

和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绿化形式和植物种类[4]。同时，

还需考虑绿化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维护便捷性。例

如，在屋顶绿化中，需考虑防水、排水、荷载等问题；

在墙面绿化中，则需考虑墙体的承重能力、植物的攀缘

能力等。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立体绿化

和垂直绿化技术不仅能够美化城市环境，还能够有效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提高空气质量。

3��市政园林绿化工程的保障措施与建议

3.1  政策法规与制度保障
（1）园林绿化相关法律法规解读。市政园林绿化工

程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政策法规的引导和保障。近年

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园林绿化的法律法规，如《城市绿化条例》、《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等。这些法律法规不仅明

确了园林绿化的重要性，还详细规定了园林绿化的规

划、设计、施工、养护等各个环节的标准和要求。在解

读这些法律法规时，我们需重点关注其对于工程质量、

施工安全、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比如，《城市

绿化条例》要求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绿化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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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需占总用地面积的一定比例，同时强调了对古树名

木的保护。这些规定为园林绿化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法律

依据，也确保了工程的合规性。（2）建立健全的园林绿
化管理制度。为了保障园林绿化工程的长期稳定发展，

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这包括完善的设计审查

制度、施工许可制度、质量验收制度等。设计审查制度

可以确保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施工许可制度可

以规范施工行为，防止违规施工；质量验收制度则可以

保证工程质量的达标。此外，我们还需建立园林绿化的

监管体系，加强对工程实施过程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

并纠正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于违反法律法规和制度规

定的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

3.2  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
（1）园林绿化工程技术的创新方向。随着科技的进

步，园林绿化工程技术也在不断创新。未来的创新方向

主要包括智能化、生态化、节能化等方面。智能化技术

可以应用于园林绿化的灌溉、养护等环节，提高管理

效率和精准度；生态化技术则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

生，强调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节能化技术则旨

在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2）园林绿化专
业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园林绿化工程技术的创新离不开

专业人才的支撑。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对园林绿化专业

人才的培养力度，包括学历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同

时，还要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的园林绿化专家和技术人

才，为我国的园林绿化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人才

培养方面，我们可以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园林绿

化相关的专业教育和研究工作。在职业培训方面，则可

以结合工程实践，开展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技术交流活

动，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

3.3  社会参与与公众意识提升
（1）加强园林绿化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提高公众对

园林绿化的认知和支持，是保障园林绿化工程顺利实施

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需要加强园林绿化知识的普及

与宣传，通过媒体、网络、社区活动等多种途径，向公

众传递园林绿化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宣传内容可以包

括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

以及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参与园林绿化的建设和维

护。通过宣传，可以激发公众对园林绿化的兴趣和热

情，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园林绿化的良好氛围。

（2）提升公众对园林绿化工程的认知与支持。除了加
强宣传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公众参与的园林绿化活

动，提升公众对园林绿化工程的认知和支持。比如，可

以组织市民参与植树造林、绿地养护等志愿服务活动，

让他们亲身体验园林绿化的乐趣和意义。同时，还可以

建立公众反馈机制，听取市民对园林绿化工程的意见和

建议，不断改进和完善工程实施过程。

结束语

综上所述，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技术是推动城市绿色

发展、构建宜居环境的重要力量。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与优化，我们不仅能提升园林绿化的美观性和功能性，

还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生态保护、休闲游憩等方面的综合

效益。未来，我们应持续加强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园

林绿化工程技术的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的美好未来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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