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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配置与规划探讨

刘玉凯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园林绿化中心 黑龙江 牡丹江 157299

城市的基础设计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提高对风景园林方面的规划。工作人员要按照城

市的文化区域和乡土人情以及居民的实际需求，综合起来对植物进行配置，以打造一个更加科学合理受人欢迎的风景

园林。风景园林的植物可以减轻居民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相关工作人员对植物的配置原则必须足够熟悉，从而

使园林的植物栽培工作有所提升，让城市获得发展。

关键词：风景园林设计；植物搭配；景观规划

引言

风景园林设计包含内容较多，此部分内容不仅要与

城市建设发展的内容相匹配，更要与新时代城市居民的

生活休闲诉求相适合。城市生态化工作少不了花草树木

的种植以及水泉景观的布置；另外，城市垃圾处理、空

气降污等工作也是城市生态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城市

生态化的建设过程中，和植物群落相关的配置与规划工

作是重要内容之一，城市绿化面积的大小、城市植物群

落的丰富程度等是检验此类工作实际成效的重要标准。

但若要做好风景园林设计工作，决不能单纯着眼于植物

种类或者数量的设计，还应充分结合建筑群落、城市结

构布局等其他风景园林设计要素，综合制定配置植物与

规划植物布局的具体方案。本文正是从此点出发，详细

探讨了植物配配置与规划的原则以及相应的方式方法。

1 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的原则

植物种类多样性原则

遵守植物多样性设计原则可以提高风景园林内部的

生态稳定性。具有不同形态的植物可以充分地利用土地

中的营养成分及阳光，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对园

林土地的利用率。植物的多样性既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中

的各项资源，又可以减少环境中的污染物，提高风景园

林附近的环境质量，减少环境污染对居民身体的伤害。

设计人员在风景园林设计工作中，应全面地掌握植物的

习性及污染物种类，以空气中污染物种类为基础合理设

置植物的种类，确保风景园林可以充分改善周围的环

境。此外，合理地配置多种类植物，可以提高风景园林

层次的丰富性，提高园林规划质量[1]。

适地适树性原则

适地适树性原则也可称作因地制宜原则，即设计人

员在配置与规划风景园林中的植物时，应确保植物的生

长习性与当地的气候特点相吻合，从而可有效降低植物

的自然死亡率。具体而言，不同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不

同，导致不同植物对环境中的土壤成分变化、降雨降水

变化以及季节温度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这会进一步影

响植物的生长状态以及生长周期。比如，在阴湿地区，

对于一些“喜阳好温”的植物，设计人员应有意识地为

此类植物提供更好的光照条件和温度条件。从园林设计

的整体上考察，设计人员在配置园林中的植物和为植物

选择具体生长空间时，应基于对当地季节气候特点、降

雨降水特点以及土壤成分特点的综合分析，从而在选择

风景园林中的具体植物时，可依据当地气候的特点，选

择适合栽培或种植的植物，并为此类植物提供更安全、

更合理的生长空间。另外，风景园林设计人员在处理园

林中枯萎、颓败的植物时，也应积极分析和总结此类植

物出现生长问题的原因，进而可及时对与此类植物生长

习性相近的植物进行合理调整，避免园林植物出现大面

积颓败的情况，进而达到有效降低风景园林的后期维护

成本的目的[2]。

功能性配置原则

在进行植物配置设计的过程中，要尽量让风景园林

功能性有所提高，并且了解城市居民对自己居住环境的

具体要求，按照居民的实际需要不，对植物进行配置

和栽种，让园林的设计能够更加符合人民的实际需求。

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的时候，要让植物拥有一定的功能

性，以符合目前对生态环境的发展要求，合理的配置可

以有效地让环境当中的污染物成分降低，使居民的生活

拥有更高质量的空气，尽量减少因为城市发展而带来的

污染给居民身体造成的伤害，从而让城市获得更多发展

和提升。也可以让生态环境更加平衡，符合城市发展过

程当中，对生态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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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原则

园林绿化要求植物搭配过程要从质地、线条、植物

颜色等的差异和变化下手，在确保总体平衡和统一的同

时进一步强调植物的多样性。换句话说，在园林绿化

的设计和规划过程中，要求整个景观既是变化又是统一

的，以强调整体效果明显的特征并更好地反映设计的特

征。遵循均衡统一的原则，在调整植物的颜色、树枝和

叶子时，必须进行合适的配置，不要造成反差太大的效

果，以使整体均衡，并为人们带来舒适的视觉享受。

2 风景园林植物配置与规划策略

做好地理考察与调研工作

高质量考察及调研工作是设计人员设计风景园林中

植物配置工作的基础，以地理考察及调研工作的数据设

计人员可以更合理地配置植物的种类，提高园林设计工

作的质量。设计人员应根据社会的变化及人民对风景园

林设计的需求加强对自身设计方式的创新，在一定时间

内观察风景园林所处地的土壤、气温及降雨情况，以此

为根据确定配置植物的种类，从而提高风景园林设计工

作的质量。另外，相关人员要在植物配置工作中掌握社

会动态发展趋势，以城市发展目标为基础配置植物，确

保植物配置工作与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契合性[3]。

突出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与规划的时效性

首先，设计人员应科学规划园林中花草树木的种类

和数量。设计人员在选择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时，应在确

保设计工作满足风景园林设计植物多样性原则的基础

上，着重考察季节变化对植物生长状态的影响。具体而

言，园林中的植物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枯萎、凋落、绽

放、生长，但受限于不同植物的生长特点，植物的生长

状态变化具有时间上的差异性，进而可能导致植物在冬

季出现大面积萧条破败的景象，影响风景园林植物群落

的整体观赏性。因此，设计人员在配置与规划园林中植

物的种类和数量时，应根据不同季节进行针对性选择，

保证园林植物在不同季节均有突出的表现，从而促使风

景园林可在植物绿化面积范围和植物空间广度上给人一

种持续的、良好的视觉感受；其次，设计人员应注重园

林植物多层次的搭配，主要表现在植物的平面设计和竖

向间搭配方面。其中，从植物的平面搭配角度分析，设

计人员可针对园林植物的平面构成方式进行创造创新，

可用不同颜色的植物创造不同的图案或者文字，此类图

案或者文字可体现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色，也可适应我国

传统节日的节日氛围，从而使人们在观赏风景园林中的

植物时，可感受到具体的文化气息，提升风景园林的

“温度”。在设计风景园林的竖向搭配模式时，设计人

员应充分应用不同植物在高度上的差异性特点，促使植

物在空间中可表现出错落有致的状态，从而可为在园林

中休闲娱乐的居民提供视觉上的空间立体享受，提升风

景园林空间布局的整体质量[4]。

注意整体搭配效果

城市景观规划和设计需要有效结合建筑、水体和岩

石，并与植物进行巧妙的配置，以确保整体的效果。在

不同的空间搭配植物时，要根据植物所占空间的大小来

进行搭配，例如，灌木和乔木所占的绿化面积相对来说

大于那些花和草。所以，灌木和乔木可以用作植物规划

的中心，控制所用苗木的大小，将苗木整齐地种植在道

路的两侧。此外，必须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苗种，通常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不同的苗种来有效地增

强景观的装饰性。对花和草进行空间搭配的时候，更侧

重于花草所凸显出来的装饰特性，应使用鲜艳的花朵巧

妙地组合不同颜色和形状，来营造出出色的景观配置。

对绿草进行搭配时，应该把绿草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特性

表达出来，不宜太过复杂，使绿草与鲜花巧妙结合起

来，才能创造出更加美丽的景观供人们欣赏[5]。

提高植物维护工作质量

植物的配置工作可以有效地增强园林的美感，减少

居民的生活压力，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在植物种植

后，相关人员应提高植物的维护工作质量，避免物的死

亡，保证生态平衡，以此促进园林景观的可持续性发

展。相关人员应根据土壤、气候等限制条件建立完善的

植物维护工作体系，确保工作的质量。另外，在植物维

护工作中，相关人员应加强对先进科学技术的使用，提

高维护工作的质量及效率，进而提高其工作质量。

强化植物养护管理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做好植物配置以及规划分

析，才可以提升设计效果与质量。而养护的主要作用就

是提升植物配置以及规划的效果，延长景观的寿命。第

一，在实践中要综合多种因素，构建一个完善的植物维

护体系结构，提升植物保护工作效率，提升植物设计品

质[6]。第二，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强化养护管理以及园

林景观设计，加强对空气、环境以及水源等多种因素的

监测分析，合理预测各种问题与不足，探究有效地解决

对策与完善手段。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园林建设工作，可以促进我国城市的进

一步发展。所以，在未来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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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施工区域特色，选择、配置不同的植物，这样才

能够更好的突出时代发展对于风景园林施工所提出的相

应需求，从而在本质意义上帮助人们获得更好的身心体

验，为未来构建生态和谐型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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