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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中的植物配置及其生态效益分析

丁良喜 王信杰
青岛境通达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 266113

摘� 要：本文深入探讨了园林景观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详细分析了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主要方法及其

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园林景观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础，不仅提供了休闲场所，改善了城市微气候，还净化了空气与

水质，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显著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文章通过阐述孤植、丛植、列植、群植及混合式

配置等植物配置方法，结合具体生态效益分析，展示了科学、艺术与功能性相结合的植物配置策略对于构建宜居、和

谐城市环境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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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园林景观在现代城

市建设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作为城市文化和生态文明的

体现，园林景观不仅关乎城市的绿化水平，更直接影响

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植物配置作为园林景观设计的

核心要素，其科学性、艺术性和功能性的原则和方法，

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本文将全面探讨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的基本

原则、主要方法及其生态效益，旨在为现代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园林景观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

园林景观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它不仅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市文化

和生态文明的体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城

市生活环境的品质要求日益提高，而园林景观作为城市

生态系统的基础，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第一，园林景观

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宜人的休闲场所。在繁忙的都市生活

中，人们渴望亲近自然，放松身心。而公园、街头绿地

等园林景观，以其优美的环境、丰富的生态景观，成为

市民休闲娱乐、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这些场所不仅有助

于缓解工作压力，还能增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与情感。第

二，园林景观有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中大量的

绿地、植被和水系，可以吸收空气中的尘埃、二氧化碳

等有害物质，释放氧气，净化空气。同时，园林景观还

能调节城市微气候，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城市“热岛效

应”。另外，园林景观中的植被和水体还能滞留雨水，

减少城市排水压力，有效应对城市内涝[1]。第三，园林景

观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植物配置、景观元素和雕

塑艺术，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观念。这些园

林景观不仅展示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还能

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2 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

2.1  科学性原则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配置的科学性原则是至关

重要的，它要求设计者充分了解和掌握植物的生物学特

性、生长习性以及它们与环境因素（如土壤、气候、

光照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科学配置植物，意味着

要根据不同植物的生态需求进行合理布局，确保每种植

物都能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健康生长，从而达到最佳的

景观效果。这要求设计者在选择植物种类时，要考虑其

耐寒性、耐旱性、耐阴性以及对土壤酸碱度的适应性等

因素，避免因盲目种植而导致植物生长不良或死亡。同

时，科学性原则还强调植物配置的生态平衡，通过构建

多层次、多类型的植物群落，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

抵抗力，为城市提供持久的绿色生态服务。

2.2  艺术性原则
艺术性原则是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不可忽视的重要

方面，它要求设计者在遵循植物生长规律的基础上，运

用美学原理，通过植物的形态、色彩、质地和季相变

化等元素，创造出具有艺术美感和视觉冲击力的园林景

观。艺术性原则体现在植物配置的各个方面，如利用植

物的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来营造层次感和空间感；通过

植物的色彩搭配和季相变化来丰富景观的色彩层次和季

节特征；以及借助植物与山石、水体、建筑等其他园林

要素的巧妙结合，创造出富有诗意和画意的景观画面。

艺术性原则的运用，不仅提升了园林景观的观赏价值，

还增强了景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境。

2.3  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原则是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之

一，它强调植物配置要服务于园林景观的整体功能需

求。不同的园林景观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如休闲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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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儿童游乐区、健身步道等，这些功能区域对植物配

置有着不同的要求。在休闲广场中，植物配置应注重营

造轻松愉悦的氛围，选择具有观赏性和季相变化的植

物，如樱花、海棠等，为市民提供舒适的休闲环境。在

儿童游乐区中，植物配置应考虑安全性，避免使用有刺

或有毒的植物，同时选择色彩鲜艳、形态可爱的植物，

增加游乐区的趣味性和吸引力[2]。在健身步道中，植物配

置应注重遮阳、防风等功能，选择高大的乔木和密集的

灌木丛，为市民提供舒适的锻炼环境。功能性原则的运

用，使得植物配置更加贴近人们的实际需求，提升了园

林景观的实用价值和社会效益。

3 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的主要方法

3.1  孤植与丛植
孤植与丛植是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的两种基本方

法，它们各自展现了植物的独特魅力和群体间的和谐共

生。孤植，顾名思义，是将单一的树木或灌木作为景观

焦点进行种植。这种方法常用于强调某种植物的独特形

态、色彩或文化寓意，使之成为景观中的视觉中心。孤

植树通常选择具有高大挺拔、树冠丰满、形态优美或花

果艳丽等特点的树种，如银杏、枫树、樱花等。孤植不

仅能够凸显植物的个体美，还能引导视线，划分空间，

形成景观中的视觉焦点。在孤植的配置中，需注意植物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包括与建筑物、道路、水体等其他

园林要素的相互关系，确保孤植树既能独立成景，又能

与整体景观融为一体；丛植，则是将多株植物以组团的

形式进行种植，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结构的植物群体。

丛植注重植物间的相互映衬和整体和谐，通过不同种

类、形态、色彩和质地的植物搭配，营造出丰富多变的

景观效果。丛植不仅可以增加景观的层次感，还能形成

天然的屏障或景观背景，为游人提供私密或半私密的休

息空间。在丛植的配置中，设计者需考虑植物的生态习

性，如光照需求、水分条件、生长速度等，以确保植物

群体能够健康生长并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同时，丛植

的布局也需注重节奏感和韵律感，通过植物的疏密、高

低、错落有致地排列，营造出富有动感和变化的景观画

面；孤植与丛植的结合使用，可以形成层次分明、错落

有致的景观效果。孤植树作为点景，突出植物的个体

美；丛植树作为面景，展现植物群体的和谐共生。通过

孤植与丛植的巧妙搭配，可以营造出既有视觉焦点又有

整体协调感的园林景观。

3.2  列植与群植
列植与群植是园林景观中用于营造秩序感和壮观景

象的两种重要植物配置方法。列植，即将植物按照一定

的距离和方向进行整齐排列，形成具有强烈秩序感和

引导性的景观。列植常用于道路两侧、边界划分或景观

轴线上，通过植物的有序排列，营造出整齐划一、气势

恢宏的景观效果。列植树种的选择通常注重树形的挺拔

和冠幅的丰满，如樟树、梧桐、杨树等。列植的配置需

注意植物间距的合理性，既要保证植物有足够的生长空

间，又要形成紧密的景观界面。此外，列植的布局还需

考虑与道路、建筑物等园林要素的协调关系，确保列植

景观既能独立成景，又能与整体景观环境相协调；群

植，则是将大量植物密集种植在一起，形成大规模的植

物群落，营造出壮观的自然景观。群植常用于大型公

园、风景区或生态修复项目中，通过植物的密集种植，

创造出丰富的生态层次和自然景观效果。群植树种的选

择需注重生态多样性和景观层次感，包括乔木、灌木、

地被植物等不同类型的植物。群植的配置需考虑植物的

生态习性和生长速度，确保植物群体能够健康生长并形

成良好的生态结构[3]。同时，群植的布局也需注重景观的

层次感和立体感，通过不同高度、形态和色彩的植物搭

配，营造出丰富多彩的景观画面。列植与群植的结合使

用，可以营造出既有秩序感又有壮观景象的园林景观。

列植作为景观骨架，通过植物的整齐排列，引导视线和

划分空间；群植作为景观填充，通过植物的密集种植，

增加景观的层次感和立体感。通过列植与群植的巧妙搭

配，可以营造出既有条理又有气势的园林景观。

3.3  混合式配置
混合式配置是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的一种综合性方

法，它融合了孤植、丛植、列植和群植等多种配置方

式，旨在创造出既具有多元美学价值又符合生态理念的

园林景观。在混合式配置中，设计者需根据景观的整体

风格和主题，灵活运用不同的植物配置方法，以达到最

佳的景观效果。孤植树可以作为景观中的点睛之笔，突

出其独特的形态和色彩；丛植树则可用于营造丰富的景

观层次和过渡空间；列植树则可用于引导视线、划分区

域和强调景观轴线；群植树则可用于创造壮观的自然景

观和生态多样性；混合式配置的核心在于平衡美学与生

态的关系。美学上，设计者需注重植物的形态、色彩、

质地和季相变化的搭配，通过巧妙的布局和组合，营造

出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的景观画面。同时，设计者还需

考虑植物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包括与建筑物、道

路、水体等其他园林要素的相互关系，确保植物配置既

能独立成景，又能与整体景观环境相协调；生态上，混

合式配置需注重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设计者需

根据植物的生态习性和生长条件，合理选择和搭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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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以确保植物群体能够健康生长并形成稳定的生态

系统。同时，设计者还需考虑植物配置的生态效益，包

括改善空气质量、调节微气候、保持水土和减少污染等

方面。通过科学的植物配置，可以营造出既美观又生态

的园林景观，为城市居民提供宜人的生活环境；在实施

混合式配置时，设计者还需注重细节的处理。例如，在

植物的选择上，需考虑其生长速度、冠幅大小、根系深

浅等因素，以确保植物配置的可持续性和维护成本。在

植物的布局上，需注重空间的开合变化和视线的引导，

以营造出富有层次感和动感的景观效果。在植物的养护

管理上，需定期进行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以确保植物的健康生长和良好景观效果的持续保持。

4 园林景观中植物配置的生态效益分析

4.1  改善城市微气候
园林景观中的植物配置对于改善城市微气候具有显

著作用。城市热岛效应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问

题，而植物通过蒸腾作用释放水分，可以有效降低周围环

境的温度，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同时，大面积的植物绿化

能够增加空气湿度，减少地表的水分蒸发，从而在夏季为

城市带来一丝凉意。此外，树木和灌木丛可以形成自然的

屏障，阻挡冷风的侵袭，有助于城市冬季的保温。因此，

合理的植物配置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舒适度，改善城市的

微气候，为居民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4.2  净化空气与水质
植物是自然界的“空气净化器”，通过光合作用吸

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为城市提供清新的空气。园林

景观中的大量植物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如尘

埃、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有效减少空气污染。此外，

植物根系能够吸收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减少地表径流中

的污染物，对水质起到净化作用。在雨水花园、生态滞

留池等园林景观设计中，通过合理配置水生植物和湿生

植物，可以进一步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保护城市水资

源的清洁与安全。因此，植物配置在净化城市空气和水

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

4.3  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园林景观中的植物配置对于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植物为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是

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关键。在园林景观设计中，通过种

植本地植物和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植物群落，可以吸

引和支持多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这不仅丰富了

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还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

力。同时，植物配置还能为鸟类、昆虫等提供迁徙和繁

殖的通道，促进生物多样性的跨区域流动和保护。

4.4  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植物配置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不容忽

视。优美的园林景观能够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提高身

心健康水平。城市居民在亲近自然、欣赏美景的过程

中，能够放松身心，减轻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压力。另

外，植物配置还能增加城市绿地面积，为居民提供休闲

和娱乐的场所，促进社区凝聚力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

展。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儿童游乐场等特定功能区域，

通过合理配置植物，可以营造更加安全、舒适和有趣的

环境，满足不同年龄层居民的需求；植物配置在提升城

市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构

建更加宜居、和谐的城市生活环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园林景观中的植物配置在现代城市建设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

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绿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还

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环境。未来，

在城市规划和园林设计中，应更加注重植物配置的生态

效益，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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