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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技术与管理措施

史丽颖
天津绿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 300350

摘� 要：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技术与管理措施是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增强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关键。本文探讨了

城市园林绿化施工中的关键技术，包括土壤改良、植物选择与种植、灌溉系统设计等，并详细分析管理措施，如项目

管理、团队建设、环境保护、后期养护及公众参与。通过科学合理的施工技术与管理策略，旨在实现绿化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为城市创造更加绿色、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指导城市园林绿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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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要性

城市园林绿化在现代都市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其重要性体现在多个维度，不仅关乎城市的生态

环境质量，还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效益。第一，从生态环境保护的

角度来看，城市园林绿化能够显著增加城市绿地面积，

提升城市的“绿肺”功能。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

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

善空气质量。植被还能吸附空气中的尘埃，减少噪音污

染，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更加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

第二，园林绿化对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绿意盎然的城市空间能够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

促进身心健康。公园、绿地等开放空间为市民提供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丰富城市文化生

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

提升。第三，城市园林绿化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手段，通过科学合理的绿化规划，可以优化城市生态

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

生态基础。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能有效应对气候变

化，如防洪排涝、土壤保持等，增强城市的韧性[1]。第

四，园林绿化还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良好的城市

绿化环境能够吸引投资，促进旅游业发展，带动相关产

业链的繁荣。优美的城市景观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增强

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吸引人才、促进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

2 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技术

2.1  土壤处理与改良技术
在城市园林绿化施工中，土壤处理与改良技术至关

重要。在项目开始前，需对施工现场的土壤进行取样，

送至专业实验室进行物理、化学性质分析，如酸碱度、

有机质含量、盐分含量、土壤质地等。根据分析结果，

判断土壤是否满足植物生长需求，并制定针对性的改良

方案。土壤改良方法多样，主要包括添加有机质、调整

酸碱度、增加透气性等。对于有机质缺乏的土壤，可加

入腐熟的有机肥或绿肥植物，以提高土壤肥力；对于酸

碱度不适的土壤，可通过添加石灰或石膏等物质进行调

整；对于透气性差的土壤，可通过掺入沙子、珍珠岩等

改善土壤结构。还需进行土壤消毒，以杀死土壤中的病

虫害和杂草种子，常用的消毒方法有物理消毒（如蒸汽

消毒、太阳能消毒）和化学消毒（如使用农药）。在实

际操作中，需根据土壤污染程度和植物种类选择合适的

消毒方法。在土壤处理过程中，还需注意保持土壤湿

度，避免土壤过于干燥或过于湿润，影响植物根系生

长。同时还需进行土壤翻耕，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

壤透气性。

2.2  植物选择与种植技术
植物选择与种植技术是城市园林绿化施工中的关键

环节。在选择植物时，需考虑植物的生态习性、观赏价

值、适应性、抗病虫害能力等因素。还需结合城市环

境特点，如气候、土壤、光照等，选择适宜的树种、灌

木、花卉等。在植物种植前，需进行场地准备。首先，

需根据设计图纸进行放线，确定植物的种植位置和间

距。然后，进行土壤改良和地形整理，确保土壤肥沃、

排水良好，地形符合设计要求。在种植过程中，需掌握

正确的种植技术，对于乔木和灌木，需确保根系完整，

去除烂根和多余枝叶，以促进新根生长。种植时，需将

植物放入种植穴中，回填土壤并踩实，使根系与土壤紧

密结合。对于花卉和地被植物，可采用撒播、条播或穴

播等方式进行种植，确保种植密度适宜。在种植后，还

需进行养护管理，如浇水、施肥、修剪等。特别是对新

种植的植物，需加强养护，以提高存活率。

2.3  灌溉与排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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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灌溉方面，需根据植物种类、生长阶段、气候条

件等因素制定灌溉计划。常用的灌溉方式有滴灌、喷

灌、微喷灌等。滴灌具有节水、节能、省工等优点，适

用于乔木、灌木等植物；喷灌具有灌溉均匀、覆盖面广

等优点，适用于花卉、地被植物等。在实际操作中，需

根据植物需求和场地条件选择合适的灌溉方式。在排水

方面，需设计合理的排水系统，防止积水对植物造成损

害，常用的排水方式有明沟排水、暗管排水等。明沟排

水适用于地形平坦、土壤透水性差的区域；暗管排水适

用于地形复杂、要求美观的区域[2]。在排水系统设计中，

需考虑降雨强度、土壤渗透能力等因素，确保排水系统

能够有效运行。在灌溉与排水系统的维护管理中，需定

期检查管道、阀门等设施是否完好，及时清理堵塞物，

确保系统畅通无阻。

2.4  景观构造物施工技术
景观构造物是城市园林绿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亭台楼阁、花坛雕塑、桥梁水景等。在景观构造物施工

中，需遵循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规范，确保施工质量。

首先，需进行场地平整和放线工作，确定构造物的位置

和尺寸。然后，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基础施工，如开挖基

础槽、浇筑混凝土等。在基础施工完成后，进行主体结

构施工，如搭建亭台楼阁的骨架、安装雕塑等。最后，

进行装饰和收尾工作，如铺设地砖、安装灯具等。在景

观构造物施工中，需注重细节处理，如石材的拼接、木

材的防腐处理等。还需考虑构造物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确保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仍能正常使用。在景观构造物的

养护管理中，需定期检查构造物的结构是否完好、装饰

是否脱落等。

2.5  新技术应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日益关注，城

市园林绿化施工中的新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首先，智

能化灌溉系统在城市园林绿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

系统能够根据植物需求、天气变化等因素自动调整灌溉

计划，实现节水灌溉和精准灌溉。其次，立体绿化技术

成为城市园林绿化的一大亮点，立体绿化不仅能够充分

利用城市空间，还能提高绿化面积和生态效益。在立体

绿化施工中，需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和种植方式，确保

绿化效果与安全性并重。另外，生态修复技术也在城市

园林绿化中得到了应用，这些技术通过人工干预和自然

恢复相结合的方式，修复受损的城市生态系统，提高城

市生态环境质量。在生态修复施工中，需根据场地条件

和修复目标制定施工方案，并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监测和

管理。最后，3D打印技术在景观构造物施工中展现出了

巨大潜力，通过3D打印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制作出
各种形状和尺寸的景观构造物模型，为设计和施工提供

有力支持。

3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措施

3.1  项目管理
城市园林绿化项目管理的核心在于确保绿化工程的

顺利实施和高效完成。在项目启动阶段，需明确项目目

标、范围、预算和时间表，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这

包括确定绿化区域、选择植物种类、设计景观布局、规

划灌溉系统等。需组建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明确各成

员的职责和分工，确保项目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项目执

行过程中，需实施严格的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通过定

期召开项目会议，跟踪项目进度，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

题，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需对施工质量进行定期检

查，确保绿化工程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3]。在成本

管理方面，需严格控制项目预算，避免不必要的开支。

通过优化施工方案、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材料成本等方

式，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识别

潜在的风险因素，如天气变化、材料供应中断等，制定

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在项目管

理中，还需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如城市规划部

门、环保部门等，确保绿化工程符合城市规划和环保要

求。同时需与社区居民保持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

见，提高绿化工程的满意度。

3.2  团队建设与培训
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成功实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团队。因此，团队建设与培训是园林绿化管理

措施中的重要一环。在团队建设方面，需选拔具备园林

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管理能力的优秀人才，组建一支

高效、协作的团队。需明确团队成员的职责和分工，建

立有效的沟通机制，确保团队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培训

方面，需定期组织团队成员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管理培

训。专业技能培训包括植物种植与养护、景观设计、灌

溉系统操作等，以提高团队成员的专业水平；管理培训

则包括项目管理、团队协作、沟通技巧等，以提高团队

成员的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另外还需鼓励团队成员进

行自主学习和创新，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

力。通过组织内部讲座、研讨会等活动，促进团队成员

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提高团队的整体水平。

3.3  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
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不仅关乎城市的美观和宜居性，

还承担着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使命。因此环

境保护与资源管理是园林绿化管理措施中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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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保护方面，需注重绿化工程的生态效应，在设

计和施工过程中，需充分考虑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态需

求，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和种植方式，避免对生态环境

造成破坏。加强施工过程中的环保监管，确保施工活动

符合环保要求，在资源管理方面，需合理利用水资源和

土地资源。在灌溉系统设计中，需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在土地利用方面，需合理规划绿化

区域，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边角地带，提高土地资源的

利用率。还需注重废弃物的处理和资源的循环利用，在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需进行分类处理，可回收的废

弃物需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回收的废弃物则需进行妥善

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在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

中，还需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通过参与环保

公益活动、推广环保理念等方式，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和参与度，共同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4  后期养护管理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后期养护管理是确保绿化效果

持久、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环节。有效的后期

养护管理能够延长绿化工程的使用寿命，提高绿化工程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后期养护管理中，需注重植

物的养护和修剪。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和季节变化，制

定合理的养护计划，包括浇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

治等。通过科学的养护管理，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和良

好形态的形成。同时加强绿化区域的清洁和保洁工作，

定期清理绿化区域内的垃圾和落叶，保持绿化区域的整

洁和美观。对于损坏的绿化设施，需及时进行维修或更

换，确保绿化工程的正常使用[4]。在后期养护管理中，还

需注重绿化工程的监测和评估，通过定期监测绿化工程

的生长状况、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指标，评估绿化工

程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根据监测和评估结果，及时调

整养护管理策略，提高绿化工程的养护管理水平。加强

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和互动，通过组织绿化宣传活动、开

展绿化志愿服务等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的绿化意识和参

与度，共同维护绿化工程的良好效果。

3.5  公众参与与教育
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

与和支持。因此公众参与与教育是园林绿化管理措施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众参与方面，需通过组织绿化宣

传活动、开展绿化志愿服务等方式，提高公众的绿化意

识和参与度。通过宣传绿化工程的重要性和益处，激发

公众对绿化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需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绿化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和养护等环节，共同推动

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发展。在教育方面，需加强对公众

的绿化知识普及和教育，通过举办绿化讲座、培训班等

活动，向公众传授绿化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绿化素

养和实际操作能力。需在学校、社区等场所设置绿化教

育基地，为公众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平台。另外，还需加

强与媒体的合作与宣传，通过媒体平台发布绿化工作动

态和成果，展示绿化工程的美丽和生态效益，提高公众

对绿化工作的认知度和满意度。同时鼓励媒体积极参与

绿化宣传和教育活动，共同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普

及和发展。在公众参与与教育中，还需注重与相关部门

和组织的合作与协调。通过加强与城市规划、环保、教

育等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

规划和实施。同时需与社区组织、志愿者组织等保持密

切联系，共同开展绿化宣传和教育活动，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和支持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良好氛围。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技术与管理措施的有

效实施，是提升城市绿化水平、保障绿化工程长期效益

的关键。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

验和管理智慧。未来，应继续加强技术创新与管理优

化，推动城市园林绿化事业迈向更高水平，为构建美丽

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力量。让我们携手共

进，共创绿色、健康、宜居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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