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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实践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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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实践思路。首先介绍了植物造景的概念和意义，接着分析

了植物造景的设计原则，包括生态原则、美学原则和实用原则。然后通过具体案例，详细阐述了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

设计中的应用，包括空间营造、景观塑造和生态修复等方面。最后总结了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实践经验和未

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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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城市环境的要求越

来越高，园林景观设计作为城市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植物造景是园林景观设计

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不仅可以美化环境，提升景观品

质，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1��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意义

植物造景，作为园林景观设计中的核心元素，其应

用不仅增添了景观的层次感和美感，更深层次地体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现代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园林景观设计所承担的角色愈发重要，而植物造景正是

这一设计理念得以完美呈现的关键所在。首先，从生态

角度来看，植物造景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的微气候，减少

噪音和空气污染，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清新、宜人的休

闲场所。通过精心选择和配置植物种类，设计师能够模

拟出自然的生态环境，使城市中的绿地成为野生动植物

的栖息地，从而增加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此外，植物造

景还具有实用功能。在园林中设置绿篱、花坛、草坪等

植物景观，不仅能够划分空间、引导游览路线，还能为

人们提供休息、娱乐和健身的场所。同时，植物造景还

能够与园林中的其他元素如水体、山石、建筑等相互映

衬，共同构成一个功能完善、美观实用的整体环境。植

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不仅是实现城市生态平衡和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品质

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未来的园林景观设计中，应更加

注重植物造景的运用和创新，让城市更加美丽、宜居。

2��植物造景的设计原则

2.1  生态原则
在植物造景的设计过程中，生态原则是最为根本且

至关重要的指导准则。这一原则强调，任何植物景观的

规划和实施，都必须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为前提，确保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

平衡。具体而言，生态原则要求设计师在选择植物时，

优先考虑乡土树种和适应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的植物种

类。这些植物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已经与当地生态系

统形成了稳定的共生关系，能够有效减少外来物种入侵

带来的生态风险。同时，通过模拟自然群落的种植方

式，可以营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植物景观，提高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在植物配置上，生态原则

同样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设计师需要根据不同植物

的生长习性、光照需求、水分要求等因素，合理规划植

物的空间布局和密度，确保每种植物都能获得适宜的生

长环境。此外，通过乔灌草等多层次的植物搭配，可以

形成稳定的植物群落结构，提高绿地的整体生态效益。

除了以上方面，生态原则还要求设计师在植物造景过程

中注重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例如，利用雨水收集系

统、废弃物再利用等技术手段，减少园林养护过程中的

水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实现绿色、低碳的园林景观

设计目标[1]。

2.2  美学原则
在植物造景的设计中，美学原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

指导准则。它要求设计师在创造景观时，不仅要考虑植

物的生长习性和生态需求，更要追求景观的艺术美感和

审美价值。通过巧妙地运用美学原则，设计师能够打造

出令人赏心悦目、富有感染力的植物景观。首先，美学

原则强调整体性和和谐性。在植物造景中，设计师需要

注重景观整体的协调性，确保各个元素之间相互映衬、

和谐统一。这包括植物的种类选择、色彩搭配、空间布

局等方面。通过合理的规划，可以营造出富有层次感和

立体感的植物景观，使人们在欣赏时感受到和谐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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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其次，美学原则注重个性和特色。每个植物都有其独

特的形态、色彩和质感，设计师需要充分挖掘这些特点，

并通过巧妙的组合和搭配，展现出植物的个性魅力[2]。同

时，结合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可以打造出具有地域特

色的植物景观，增强景观的文化内涵和认同感。

2.3  实用原则
在植物造景的设计中，实用原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重要方面。这一原则强调植物景观不仅要美观，更要具

备实用性，能够满足人们的功能需求和生活习惯。实用

原则体现了景观设计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也是

衡量一个设计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第一，实用原则要

求植物造景具备明确的功能性。设计师在规划植物景观

时，需要充分考虑其使用功能，如遮荫、防护、隔离噪

音、净化空气等。例如，在公园或广场等开放空间中，

通过设置合理的绿化带和树阵，可以为人们提供舒适的

休息和娱乐环境；在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则可以有效

减少交通噪音和空气污染，改善行人的通行体验。第

二，实用原则强调植物造景的易维护性。设计师需要选

择适应性强、耐修剪、抗病虫害的植物种类，以降低后

期的养护成本和维护难度[3]。同时，合理的植物配置和空

间布局也能够减少人为破坏和自然灾害对景观的影响，

确保植物景观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实用原

则还要求植物造景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设计师需要充分

了解项目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文化背景等因

素，确保所设计的植物景观能够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形

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只有遵循实用原则，才能创造

出真正符合人们需求、具有生命力的植物景观。

3��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3.1  空间营造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以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形态

美，成为营造空间氛围的重要元素。其中，苏州博物馆

新馆（图1）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展示了植物
在空间营造中的无限可能。设计师巧妙地运用了竹子、

松树等植物元素，通过围合、遮挡、引导等手法，打造

出一种静谧、幽深的氛围空间。竹子以其挺拔的身姿和

独特的质感，为空间增添了一抹清新与雅致；而松树

则以其苍劲的形态和深绿的色彩，营造出一种古朴与庄

重的氛围。这些植物元素的巧妙运用，不仅丰富了空间

的层次感和立体感，还使得整个博物馆的环境品质得到

了极大的提升。走进这个由植物营造的空间，人们仿佛

能够感受到一种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宁静与放松。在

这里，疲惫的身心得到了舒缓，忙碌的思绪也得到了沉

淀。这种静谧、幽深的氛围空间，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良

好的休息和放松场所，更成为了一个可以静心思考、感

受生活美好的精神栖息地。此外，苏州博物馆新馆的植

物造景设计还充分考虑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设计师

根据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和整体布局，精心选择了与之相

匹配的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这样一来，植物造景不仅

成为了博物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与周围环境相互

融合、相得益彰[4]。这一成功案例充分展示了植物造景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独特魅力和实用价值。在未来的园

林景观设计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植物造景的运用和创

新，让城市空间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宜居宜游。

图1��苏州博物馆新馆中的植物空间营造

3.2  景观塑造
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的选择与配置无疑是塑造整

体景观风格与特色的关键。在杭州西湖景区（图2），
这一理念得到了完美的诠释。设计师巧妙地运用柳树、

桃花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植物元素，成功打造出一种

令人陶醉的江南水乡风格。柳树，以其柔美的枝条和独

特的形态，成为西湖景区不可或缺的植物元素。每当春

风拂面，柳枝轻舞，仿佛在低语着江南的柔情与蜜意。

而桃花的加入，更是为这片水乡景色增添了一抹娇艳的

色彩。春天时节，桃花盛开，如梦如幻，吸引无数游客

驻足欣赏。除了柳树和桃花，西湖景区还运用了其他多

种植物元素，共同营造出丰富多样的景观效果。这些植

物与周围的建筑、水体等元素相互映衬，形成了一幅幅

美丽的画卷。游客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诗意

的世界中，感受着江南水乡的韵味与魅力。值得一提的

是，西湖景区的植物造景不仅注重美学效果，还充分考

虑了生态原则。所选植物均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

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这样一来，不仅保证

了景观的持久性，还为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做出

了贡献。正是由于这种独具匠心的植物造景设计，杭州

西湖景区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和游玩。这里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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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杭州市的标志性景点之一，也是人们领略江南水乡

风光的必游之地。这一成功案例充分展示了植物造景在

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

示：在未来的园林景观设计中，应更加注重植物的选择

与配置，充分挖掘和利用植物的美学价值和生态功能，

以打造出更多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景观作品。

图2��杭州西湖景区的植物景观塑造

3.3  生态修复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为活动的不断增多，给许多

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导致生态环境质量

下降，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在这样的背景

下，植物造景作为一种有效的生态修复手段，在园林景

观设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图3）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座公园的设计中，
设计师们充分利用了植物造景的生态修复功能。他们精

心选择了湿地植物、地被植物等多种类型的植物元素，

通过巧妙的配置和布局，打造出了一个生态功能完善、

景观效果出众的城市绿洲。这些植物不仅能够吸收空气

中的有害物质、净化水质，还能为鸟类和其他野生动植

物提供安全的栖息地和繁衍场所，有效促进了生物多样

性的恢复和保护。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证明（表1），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生态修复成果显著。公园内的

空气质量和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

有效提升。这里已经成为了市民们休闲娱乐、亲近自然

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是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张亮丽

名片。值得一提的是，植物造景在生态修复方面的应用

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公园。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河流、湖

泊、废弃地等区域的生态修复中，植物造景同样可以发挥

重要的作用。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和景观设计手法，我们

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的

整体生态水平[5]。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充分展示了其在生态修复方面的巨大潜力和价值。

图3��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的生态修复设计

表1��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生态修复效果数据表

年份
空气质量指数
（AQI）平均值

生物多样性指数
（H'）

游客满意度
（%）

2010 120 1.5 70
2020 80 2.5 9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和案例阐述可以看出，在园林景观设

计中运用好了植物元素进行造景设计可以取得良好的效

果，它的作用和价值体现明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美化了城市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二是改善了

生态环境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三是促进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推动了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将会更加注重生

态环保理念融入到园林景观设计当中去从而推动整个行

业向着更加绿色低碳环保方向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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