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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中生物多样性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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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园林景观设计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而生物多样性保护则是园林景观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文从生态修复、人工湿地和水体设计、生态廊道和连接通道设计等方面，探讨了园林景观设计中生物多样性营造的

方法，旨在通过合理的设计和规划，创造一个健康、稳定、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提高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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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大，城

市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和

自然环境的变化，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生

物多样性是指生物种群、种系和生态系统的丰富度和复

杂性，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础。因此，如何在园林

景观设计中营造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

抵抗力，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1��园林景观设计中生物多样性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的重要指

标，对于园林景观设计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

先，生物多样性能够提高园林的观赏价值。不同的植物

种类、动物种类以及微生物种类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

生态系统，使得园林景观更加生动有趣，增加了游客的

观赏体验。其次，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持生态平衡。在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相互依赖，形成了稳

定的生态链。如果生物多样性降低，可能会导致某些物

种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影响园林景观的稳定性。

再次，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提高园林的生态服务功能。例

如，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净化空气；昆

虫可以进行授粉，帮助植物繁殖；鸟类和昆虫可以控制

害虫的数量，减少农药的使用。此外，生物多样性还有

助于提高园林的抗逆性。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园林，

其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干扰的抵抗能

力更强。然而，当前园林景观设计中，由于过度的人为

干预和生态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因此，我们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到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提升，通过选择本地适应性强的

植物种类，创造适宜的生态环境条件，保护和引进珍

稀濒危物种等方式，努力营造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园林

景观。

2��园林景观设计中生物多样性营造原则

2.1  生态优先原则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营造生物多样性应遵循生态优

先的原则。要充分了解和尊重原有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尽可能地保护和恢复自然植被，避免对生态系统的

过度干扰和破坏。要注重保护生物栖息地，为生物提供

足够的生存空间和繁殖场所。要合理配置植物群落，注

重植物的生态适应性。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和环

境条件，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以提高植物

的成活率和多样性。也要注重植物的季相变化和色彩搭

配，以营造出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同时，也要加强生

态监测和维护管理[1]。

2.2  物种多样性原则
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

提高生态系统的抗逆性和抵抗力，同时也可以丰富园林

景观的视觉效果。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注重选择不同

种类的植物和动物，以增加物种多样性。这不仅有助于

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还可以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生

态服务和休闲场所。也应注重保护和恢复本土物种的生

存环境，本土物种是当地生态系统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的消失会导致生态系统和文化的丧失。因此，

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应尽量避免破坏本土物种的生

存环境，同时采取措施保护和恢复这些物种的数量和分

布范围。

2.3  功能多样性原则
功能多样性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力，

也可以满足人类的不同需求。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注

重选择不同功能类型的植物和动物，以实现功能多样

性。同时，也可以通过合理规划设计，创造不同类型的

生态环境和栖息地，以促进不同功能类型生物的生存和

发展。例如，可以设置观鸟区、蝴蝶花园等特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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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不同种类的鸟类和昆虫，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同时，

也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观赏体验。此外，还可以通过种

植具有不同功能的植物，如食用植物、药用植物、观赏

植物等，实现功能多样性。

2.4  空间多样性原则
空间多样性原则是指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注重创

造不同类型和尺度的空间和栖息地，以促进生物多样性

的提高。这些空间可以满足不同种类生物的需求，为其

提供适宜的生存和繁殖场所。例如，可以设计浅水区、

深水区以及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岛屿，以适应不同生物的

需求。这些空间不仅可以为生物提供栖息地，还可以为

游客提供多样化的观赏体验。此外，通过运用不同的材

料、颜色和纹理来创造不同类型的空间。例如，可以在

园林中运用不同质地的材料，如石头、木材和草坪等。

不仅可以创造出多样化的空间效果，还可以为生物提供

不同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

2.5  时间多样性原则
时间多样性原则是指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注重考

虑不同时间段和季节的变化，以营造出丰富多样的生物

景观。时间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面，它可以

适应不同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同时也可以提高园林景观

的观赏性和生态效益。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注重选择

不同季节和时间的植物和动物，以营造出时间多样性的

生物景观。也可以引入一些具有特殊繁殖和迁徙习的动

物，以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

3��园林景观设计中的生物多样性营造方法

3.1  植物配置策略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为了营造生物多样性，设计师

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包括植物的选

择，还有植物的配置和管理。选择本土植物是营造生物

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策略。本土植物是指那些在当地自然

环境中自然生长的植物，它们通常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气

候、土壤和环境条件。因此，选择本土植物可以确保植

物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提高。同

时，本土植物还可以为当地的生态系统提供重要的生态

服务，如净化空气、控制水土流失等。选择多样性植物

群落也是营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多样性植物

群落包括多种不同类型的植物，如乔木、灌木、藤本植

物、草本植物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植物可以提供不同的

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吸引更多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

等生物种类。同时，多样性植物群落还可以提高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抵抗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不同

生活型的植物是指那些在不同生态环境和生长条件下生

长的植物。例如，有些植物是阳性植物，需要在阳光充

足的环境下生长；有些植物是阴性植物，可以在阴暗的

环境下生长。选择不同生活型的植物可以确保植物在不

同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和生长，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

提高。具有不同繁殖方式的植物是指那些可以通过种子

繁殖、根茎繁殖、分株繁殖等方式繁殖的植物。选择具

有不同繁殖方式的植物可以促进植物的繁殖和扩散，从

而增加生物多样性[2]。例如，有些植物可以通过根茎繁殖

或分株繁殖快速地增加数量，而有些植物则可以通过种

子繁殖扩大分布范围。

3.2  动物栖息地营造策略
通过提供食物和水源、遮蔽和栖息场所、繁殖和育

雏场所以及迁徙通道等，可以为动物提供适宜的栖息

地，促进其生存和繁殖。动物需要食物和水源来维持生

命活动。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以通过种植植物、设置

水源和投放食物等方式来提供动物所需的食物和水源。

例如，可以种植一些对动物有吸引力的植物，如鸟类喜

欢的浆果和昆虫喜欢的草本植物等。同时，也可以设置

一些水源，如小池塘和小溪流等，以吸引水生动物前来

栖息。动物需要安全的遮蔽和栖息场所来避免天敌和不

良环境的影响。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以通过设置一些

障碍物、植被覆盖和洞穴等方式来提供动物所需的遮蔽

和栖息场所。例如，可以在园林中设置一些矮墙、篱笆

或茂密的植被区等，以提供动物避难的场所。同时，也

可以设置一些洞穴或岩石等，以提供动物栖息的场所。

动物需要安全的繁殖和育雏场所来繁衍后代。在园林景

观设计中，可以通过设置一些适宜的栖息地和繁殖条件

来提供动物所需的繁殖和育雏场所。例如，可以设置一

些鸟巢和小洞穴等，以提供鸟类和某些小型动物繁衍的

场所。同时，也可以设置一些草地和灌木丛等，以提供

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繁殖的场所。动物需要安全的迁

徙通道来寻找新的栖息地或避免不良环境的影响。在园

林景观设计中，可以通过设置一些适宜的迁徙通道来提

供动物所需的迁徙条件。例如，可以设置一些小路、桥

梁或隧道等，以连接不同的栖息地，促进动物的迁徙和

交流。同时，也可以通过管理植被和障碍物等方式来确

保动物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

3.3  人工湿地和水体设计策略
人工湿地是一种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系统，具有净

化水质、调节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根据当地

的气候、地形和水资源条件，选择适合的湿地类型。例

如，浅水湿地、深水湿地、沼泽湿地等。选择适合当地

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并考虑植物的生态功能和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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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例如，芦苇、香蒲、水葱等水生植物能够提供栖

息地和食物给水鸟和鱼类。在设计中考虑湿地的生态系

统功能，如水质净化、土壤保持和生态循环等。通过模

拟自然环境中的生态过程，为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将人工湿地与景观美化相结合，使人工湿地成为园林景

观中的亮点。水体设计也是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

素。根据园林景观的需求和地形条件，选择适合的水体

类型。例如，池塘、溪流、喷泉等。选择适合当地气候

和土壤条件的水生植物，为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

物。例如，荷花、菱角、菖蒲等。通过生态修复技术，

如植被恢复、底质改良和生态补水等，提高水体的生态

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结合当地文化和景观特点，将水体

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创造优美的水景效果。同时，考虑

水体的循环和更新，维持水体的生态平衡。

3.4  生态廊道和连接通道设计策略
生态廊道和连接通道是园林景观中重要的生态基础

设施，它们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提高和维护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建设，可以创造适宜的生

态环境和栖息地，促进生物的迁移和交流，从而增加园

林景观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多样化的生态廊道类

型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态环境和栖息地，从而吸引更多的

生物种类。在生态廊道设计中，可以根据当地的地理、

气候和生态条件，选择不同类型的生态廊道，如森林生

态廊道、草地生态廊道、水系生态廊道等。每种生态廊

道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从而为不同

类型的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适宜的生态廊道宽度和

结构可以确保生态廊道的生态功能和稳定性。生态廊道

的宽度应该根据其所在的环境和用途而定，同时还要考

虑当地的气候、土壤和植被等因素。在生态廊道设计

中，应该注重提高其生态功能和稳定性，例如在生态廊

道中设置一些植被种类丰富、结构合理的植被带，以提

供更多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保持生态廊道的连通性和

完整性可以促进生物的迁移和交流，从而提高生物多样

性[3]。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该注重保持生态廊道的连通

性和完整性，确保它们能够连接不同的栖息地和生态系

统。同时还要避免在生态廊道上建设不必要的建筑物和

设施，以免破坏生态廊道的生态环境和功能。

3.5  生态修复和保护策略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生态修复和保护策略是促进生

物多样性提高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针对受损生态系统

进行修复和恢复、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和繁育以

及对入侵物种进行控制和管理等措施，可以创造一个健

康、稳定、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从而为各种生物提供适

宜的栖息地和生存空间。受损生态系统是指由于自然灾

害、环境污染、人类活动等原因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受到破坏的地区。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以通过采取

一系列修复和恢复措施，如清理垃圾、修复土壤、种植

本地植物等，使受损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其原有的生态功

能和生物多样性。珍稀濒危物种是指由于种种原因导致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甚至面临灭绝危险的物种。在园林

景观设计中，可以通过建立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提供

适宜的栖息地和生存空间、加强种群监测和管理等措

施，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繁育。同时还可以开展相关

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意

识。入侵物种是指从原生地通过人为或自然途径引入新

地区后，对当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外来

物种。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以通过加强入侵物种的监

测和管理、及时清理和控制入侵物种等措施，对其进行

有效的控制和管理，避免其对本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

性造成不良影响。

结束语

园林景观设计中的生物多样性营造是一个综合性的

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考虑和规划。园林景观设计作

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环节，不仅需要满足人们对

美的追求，更需要关注其生态功能的发挥和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同时，也需要加强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公众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共同为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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