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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王 静
济南市公园发展服务中心百花公园Ǔ山东Ǔ济南Ǔ25010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风景园林设计在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简要介绍了植物造景的作用，分析了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并针对

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讨论，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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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植物造景作为风景园林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合

理应用对于营造优美、和谐、生态的园林空间具有重要

意义。植物造景不仅能够通过植物的形态、色彩、季相

变化等特征，丰富园林的景观层次，提升园林的观赏价

值，还能通过植物的生态功能，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生

态平衡。因此，深入探讨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

应用，对于推动风景园林设计的创新与发展，提升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 植物造景的作用

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其作用广泛而深远，不仅美化环境、改善微气候，

还提供了丰富的生态服务和增强了空间感，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诸多益处。第一，植物造景具有显著的美化环

境作用，园林中的植物以其丰富的色彩、多变的形态和

柔和的线条，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通过精心设计

和布局，植物可以与人造山水、建筑等园林小品相得益

彰，形成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景观效果。春夏时节，

繁花似锦，绿树成荫，植物造景为园林增添了无限的生

机与活力。秋冬之际，落叶飘零，枝干苍劲，又展现出

一种别样的静谧与深邃。此外，植物还可以寓意和象

征，通过巧妙运用植物的寓意和象征意义，可以表达出

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感，使园林景观更具深度和内

涵。第二，植物造景对改善微气候也起着重要作用，植

物通过光合作用，能够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释放

出氧气，从而改善空气质量[1]。一些特定的植物还能吸

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氯气等，减少空气

污染。同时，植物还能调节温度和湿度，减少城市的热

岛效应，在炎热的夏季，浓密的树冠可以遮挡阳光，降

低地表温度；在干燥的季节，植物的蒸腾作用可以增加

空气湿度，创造宜人的环境。第三，植物造景提供了丰

富的生态服务，园林植物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为城市提供了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在植物造

景中，通过合理配置植物种类和数量，可以构建出多样

化的生态系统，为鸟类、昆虫等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空

间。这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第四，植物造景还能增强空间感，在园林景观设计中，

植物可以作为分隔空间的手段，通过植物的种植和布

局，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空间层次和景观效果。高大的乔

木可以形成密闭的空间，低矮的灌木和地被植物则可以

形成开放的空间。并且，植物还可以通过其形态和色彩

的变化，引导人们的视线和行动路线，增强景观的导向

性和趣味性。

2 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2.1  造景植物的种类较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风景园林建设的需求

与日俱增，这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加上，更体现在对设

计质量和艺术性的更高要求上。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设计工作者往往发现可供选择的造景植物种类相对较

少，这主要归因于多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的

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使得可用于园林绿化的土地面积受

到限制，进而影响了植物多样性的保持和扩展。为了最

大化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一些常见且易于养护的植物

种类被大量种植，而一些稀有或生长条件较为苛刻的植

物则因难以在城市环境中存活而被忽视。这种趋势导致

造景植物种类的单一化，使得设计工作者在创作时缺乏

足够的素材和选择空间，难以创造出富有层次感和多样

性的园林景观。另一方面，植物培育技术的局限也是导

致造景植物种类减少的原因之一，虽然现代园艺技术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植物育种、繁殖和养护方面仍存

在诸多挑战。一些具有独特观赏价值或生态功能的植物

种类，可能因繁殖困难、生长周期长或养护成本高而难

以在风景园林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造景植物种类的

缺乏，不仅限制了设计工作者在创作上的发挥，也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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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园林的整体艺术效果产生了不良影响。缺乏多样性的

植物造景往往显得单调乏味，缺乏层次感和视觉冲击

力，难以激发人们的审美共鸣和情感共鸣。同时，植物

多样性的减少也可能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威胁，降

低园林的生态功能和自我调节能力。

2.2  未在设计时考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在当前园林植物造景设计领域，一个尤为突出且亟

待解决的问题是，设计过程中往往过分追求对国外设计风

格的模仿，而忽视了对本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这种倾向

不仅体现在对设计理念的盲目追随上，更体现在实际操

作中对植物资源的非科学运用上。为了追求所谓的“创

新”和“独特性”，一些设计项目不惜重金，大量引进

稀有或外来植物种类，以期在造景上达到标新立异的效

果。然而，这种做法往往忽视了植物与当地生态环境的

适应性，以及植物造景应有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从而引

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2]。例如，盲目引进外来植物种

类，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每

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都是经过长期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影

响而形成的独特系统，具有其固有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

样性。外来植物的引入，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导致本

地物种受到威胁，甚至灭绝。一些外来植物具有强大的

竞争力和繁殖能力，可能会迅速占据优势地位，排挤本

地植物，从而改变原有的植被结构和生态功能。这种生

态入侵现象，不仅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还可能对

当地的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生态服务功能产生负面影

响。并且，盲目引进外来植物还极易引发植物衰老和死

亡的问题。不同地区的植物具有不同的生长习性和生态

需求，对光照、温度、湿度、土壤等环境因素有着特定

的适应性。如果外来植物无法适应引入地的环境条件，

就可能出现生长不良、病虫害频发等问题，最终导致植

物的大范围衰老和死亡。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3 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3.1  美化风景园林中的景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计者们需要深入理解每种植

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长习性，包括它们的生长周期、叶

片形态、花色变化以及季相特征等，这些都将直接影响

到植物造景的最终效果。例如，在春季，可以选择开花

繁茂、色彩鲜艳的植物来营造生机勃勃的氛围；而在秋

季，则可利用树叶变色、果实累累的特点，打造出一幅

幅层次丰富、色彩斑斓的秋日画卷。通过这样的设计，

不仅能让游客在不同的季节里感受到不同的景观变化，

还能增强他们对自然美的感知和欣赏能力。同时，植物

造景不应孤立存在，而应与人造建筑、水体、山石等其

他园林要素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设

计过程中，设计者们需要充分考虑植物与建筑之间的空

间关系，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既能突出建筑的主体地

位，又能利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质感来软化建筑的生硬

线条，使两者在视觉上达到和谐统一。例如，可以在建

筑周围种植一些低矮的灌木或地被植物，以形成自然的

过渡带，既保护了建筑的根基，又增添了景观的层次

感。此外，植物造景还应注重与园林功能的结合，根据

园林的不同区域和功能需求，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和配

置方式。比如，在休闲区，可以选择一些具有观赏价值

和芳香特性的植物，如桂花、茉莉等，为游客提供一个

舒适宜人的休息环境；而在儿童游乐区，则应选择一些

无毒、无害、易于管理的植物。

3.2  改造风景园林的地形
在风景园林的景观设计实践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地

形条件，如何巧妙地运用植物造景来优化空间布局、提

升景观美感，成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特别是在

那些道路宽窄不一、形状不规则的区域，如何通过植物

造景来弥补这些不足，使整体景观呈现出和谐统一的美

感，是设计者们需要深入思考和细致规划的关键所在。

对于道路两侧的不规则与宽窄变化，设计者们可以巧妙

地利用盆栽与花束等植物元素进行造景，以此作为过渡

和衔接，使原本杂乱无章的道路边缘变得井然有序，充

满生机。这些植物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到其观赏价值，还

要兼顾其生长习性和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确保它们能

够在不同的光照、湿度和土壤条件下健康生长，持续为

景观增添活力[3]。通过精心布置，这些植物不仅能够引导

视线，引导游客的游览路径，还能在视觉上形成连贯的

景观序列，使道路的不规则感被弱化，整体景观的和谐

度得到显著提升。而在地形较高或陡峭的区域，设计者

们则更需要发挥创意，选择那些具有特殊观赏性的植物

进行造景，以充分利用地形特点，创造出令人瞩目的视

觉效果。这些植物可能因其独特的形态、鲜艳的色彩或

是丰富的季相变化而备受青睐，它们能够成为景观中的

焦点，吸引游客的目光，从而有效地转移人们对地形不

足的注意力。如在高地种植高大的乔木，可以形成自然

的屏障，既遮挡了视线中的不利因素，又增加了景观的

层次感；在陡峭的坡地上，则可以选择一些根系发达、

固土能力强的植物，如爬山虎、常春藤等，它们能够沿

着坡面攀爬生长，形成绿色的“生态毯”，既美化了环

境，又起到了水土保持的作用。

3.3  丰富园林的山石水体
山石水体在园林设计中的运用，首先体现在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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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多样性的贡献上。通过精心挑选与布局，山石可以

形成各种形态各异的景观节点，如峭壁、峰峦、峡谷

等，为园林增添了一份雄浑与壮美。而水体则以其流

动、静谧或喷涌的姿态，为园林空间带来了灵动与活

力，无论是潺潺的小溪，还是宽阔的湖面，亦或是壮观

的瀑布，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园林的景观层次，营造

出独特的视觉效果与听觉享受。除了美学上的价值，山

石水体在园林设计中还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它们能

够有效地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为园林植物的生长

提供稳定的环境条件。同时，山石水体还能调节局部气

候，改善环境质量，为游客创造一个更加舒适宜人的游

览空间，特别是当植物造景与山石水体相结合时，双方

的设计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山石为植物提供了坚实的

支撑与丰富的背景，而植物则以其翠绿的叶片、绚烂的

花朵和繁茂的枝干，为山石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这种相

互映衬、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园林空间更加和谐统

一，充满了自然的韵味与诗意。另外，在植物造景与山

石水体的结合中，设计师们还注重通过一体化的空间营

造方式，来丰富园林的色彩与层次。他们巧妙地利用植

物的季相变化与山石水体的光影效果，营造出丰富多变

的空间景象。春季，万物复苏，嫩绿的植物与清澈的水

面相映成趣；夏季，繁花似锦，植物与山石共同构成了

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秋季，树叶金黄，山石水体在落叶

的点缀下更显深邃与宁静；冬季，银装素裹，植物与山

石共同演绎着冬日的静谧与祥和。最后，河流与植物的

倒影也是园林设计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通过空间

的延伸与重叠，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立体感与深度感，使

游客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之中。

3.4  保护风景园林的环境
在植物造景的设计实践中，我们不仅要考虑植物的

美学价值，更要注重其生态功能。例如，通过合理选择

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可以有效地改善风景园林的微气

候，调节温度、湿度，减少噪音污染，提升空气质量。

一些具有强大空气净化能力的植物，如吊兰、绿萝等，

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释放氧气，为游客提供一

个更加清新、健康的游览环境[4]。同时，植物造景还能

通过其丰富的色彩、形态和季相变化，营造出多样化的

景观效果，增强风景园林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为了最大

化植物造景的环境效益，我们可以将灌木丛巧妙地融入

风景园林设计中。灌木丛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绿量，增

加园林的绿视率，还能通过其密集的枝叶结构，有效阻

挡风沙侵袭，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土壤结构。此外，灌

木丛还能为鸟类、昆虫等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

源，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丰富风景园林的生态

内涵。并且，在植物造景的设计过程中，我们还应充分

考虑风景园林的气候条件，确保所选植物种类能够适应

并促进当地自然气候的良性循环。在干旱地区，可以选

择耐旱性强的植物种类，通过合理的灌溉和排水设计，

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保持土壤湿度，为植物生长创造

有利条件。在湿润地区，则可以种植喜水植物，利用水

体和植物的相互作用，调节局部气候，提升环境质量。

结束语

综上所述，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是一

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它要求设计者在充分理解植物造

景的美学价值的同时，更要注重其生态功能的发挥。

通过科学合理地选择植物种类、配置方式以及与环境因

素的协调，植物造景能够创造出既美观又生态的园林空

间，为游客提供一个更加健康、舒适、和谐的游览环

境。同时，植物造景的科学设计还能有效保护风景园林

环境，推进生态平衡的实现，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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