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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风景园林施工中的植物选择及配置

吕笠江

浙江新绿洲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随着当前城市化的深入，国内很多城市都在大力建设风景园林，而在风景园林建设过程中，植物景观的

设计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尤其是植物的选择和配置。因此，在风景园林施工中科学合理的选择及配置施工中的植

物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分析风景园林施工中的植物选择及配置措施，笔者针对风景园林施工中植物选择及配置的原则

展开了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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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城市建设中，风景园林建设是重要的工作，风

景园林不仅关系到城市的美化效果，还起到生态及绿化

的作用，改善周围的空气环境，降低热导效应的影响。

风景园林中应该规划植物的选择、配置，完善植物搭配

更能提高风景园林的施工水平，保证风景园林内的植物

能够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适宜性原则

植物是风景园林重要的组成内容，其不但能够美化

城市环境，还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同时，园林的

修建也可以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环境，因此，园林与

植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相辅相成。比如，北方四季

分明，冬冷夏热，需要选择抗旱耐寒，生命力强的植物

类型，这类植物的生长对土壤环境要求较低；南方高温

多雨，所以选择耐热类型的植物，这类植物对土壤环境

的要求较高。总之，在为风景园林选择植物时，需要结

合当地的自然环境配置合适的植物类型，保证所选植物

可以正常地生长。

生态性原则

风景园林的施工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选择和配置

植物，应营造出生态化的园林环境。因为只有生态化的

园林才能提供给人们理想化的生活环境，最大程度上促

进园林绿化水平及生态水平的提升[1]。在这一过程中要

想达到生态化的选择和配置植物的目标，不仅要从植物

的类型着手，还应重视不同植物之间的和谐发展及配

置。所选择的园林植物能达到净化空气、吸附灰尘的作

用。设计人员应从生物学和植物学的层面上把握不同植

物的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性，进而选择出最佳的植物，在

园林中构成和谐的风景植物群，打造一个生态化的园林

环境。

环保性

当前，相关部门在建设园林景观过程中往往重视其

美观性，但未注意生态环保应用，园林植物在改善环境

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因此需在选择和配置植物景观方

面引入部分具有净化空气效果的植物，加强生态建设。

在设计规划过程中，需遵循环保原则，将环保问题融入

到园林景观建设当中，促进周边环境的发展，将植物景

观美化环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必须选用无毒无害的植物

风景园林施工时必须选用无毒无害的植物，夹竹

桃、洋地黄、曼陀罗、八仙花、山谷百合等都属于有毒

有害的植物，游客触摸、吸入等都会出现中毒的情况。

风景园林中除了要选择无毒无害的植物以外，避免选择

茎秆带刺、飘絮的植物，因为风景园林内游客较多，所

以刺、飘絮都容易造成伤害，不利于游客游览。风景园

林施工时选择合适的植物，才有利于园林工程的发展。

综合收益原则

风景园林施工工程复杂并且投资大，很多项目是公

益修建，因而在植被选择过程中，应考虑综合收益，根

据成本选取适当的植物种植。在选择植物时，应考虑

植物后期对园林景观的修饰作用，因而要有前瞻性，不

但要满足园林修建的需要，还要充分发挥风景园林的观

赏性[2]。而园林乡土树种适应性强、树苗成本低且能够

突出地方特点，因而在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应以乡土树

种为主，不仅成本低还能体现地方文化。在风景园林植

物选择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植物在后期养护管理中的

人力、物力投入，结合植被成长后期情况，做好对植物

美化成本、养护成本的考量，根据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原

则，合理选择植物。

优先选择适应性强的植物



33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风景园林造景时优先选择适应性强的植物，在自然

条件下适应性强的植物生长力强，有较强的生命力，有

利于风景园林的规划。风景园林中的植物必须具备较强

的适应性，才能快速形成景观，确保植物在自然状态下

能有层次，与周围的环境形成统一的整体。风景园林中

选用一些适应性强的植物，其在降水、刮风、病虫害的

影响下也能保持生长，实现园林植物生长的稳定性。

多样性

不同植物的生存规律有很大差别，但是为确保风景

园林的观赏性，在选择植物时，需要落实植物多样性原

则，体现风景园林的美感，突出不同植物的造型特征，

利用多种植物加以搭配组合。如果植物搭配不和谐，无

法突出植物特征，且不能展现风景园林的美感，从而导

致风景园林建设效果达不到预期。另外，多种植物种类

也会增加园林的生态功能，如路边植被可以减低噪音，

净化空气。此外，为满足人们游玩或活动需要，选取植

物时也要考虑季节性特点，突出层次感，避免出现单调

的植物搭配类型。

做好调查工作

在选择和配置植物时，设计人员需先做好前期的调

查工作，深入现场，了解当地的地形地势及气候特点，

为后续的景观设计打下坚实基础，如搜集相关资料、进

行现场考察、了解当地环境等。现场考察过程时，设计

人员需注意以下3点。1）注意周边植物，借鉴附近的园

林景观，多维度地对当地的植物情况进行观察，做好初

步的规划和设计。2）了解园林的土壤情况，如微生物的

种类、数量等，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进行植物的筛

选。3）需对当地的水源条件进行检查，如水源的流向、

水质等，重点把握风景园林中的绿化风格。

科学合理的利用园林空间选择和配制相应的植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进步，人

们对于风景园林施工的观赏需求不断提高。同时也对风

景园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和完善，城市内能提供的具有利用价值的土地资源和环

境越来越少，使得植物的选择和配置受到严重的影响，

限制了实际风景园林施工的发展。为了最大程度上改变

这一现状，突破时代发展对风景园林带来的困难，就对

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提出了要求。在园林设计与施工中

应结合实际的风景园林施工需求科学合理的对园林空间

进行应用，最大程度上保障风景园林施工，为城市化的

发展及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在配置风景园林的过程

中施工设计人员应结合实际风景园林施工预期的环境开

展综合性的把握和调控，重点突出风景园林施工中的特

点，将具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城市化特色的园林景色

呈现在人们眼前，提升风景园林的施工质量水平。

对植

两株或两丛统一的树，根据相应的轴线联系，使其

彼此呼应的种植形式在业界被称为对植[3]。其常常被应

用在园门、建筑出入口、桥头等视觉较窄的区域。在选

取树种的过程中应优先选择整齐可观、生长较为缓慢的

树种，比如说常绿树。而在自然式栽植期间，也需要采

取两个树丛构成对植，所选取的树种以及组成要相对统

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栽植过程中要防止出现呆板对称

的现象，不过又要确保对应，给人均衡的视觉体验。

篱植

由灌木或者小乔木以近距离的株行距密植，培育成

单行或者双行的培育形式，业界将之称作绿篱，也可被

称为植篱、生篱等，世界三大园林之一的欧式园林也

常常采取这一造景方式。由于所选取的树种可以被修剪

成多种造型，同时还可以彼此组合，能够大幅度提升观

赏效果以及艺术价值。通常优先选择具备萌芽力强、发

枝力强、病虫害较少的植物。根据实际高度划分，可将

之划分成矮篱（ < 0.5m）、中篱（0.5m~1.2m）、高篱

（1.2m~1.8m）、绿墙（ > 1.8m）等四类；而根据应用功

能，又可以将之划分成常绿篱、花篱、彩叶篱、果篱、

刺篱等五类。

提升配置艺术性，合理利用园林空间

在搭配风景园林植物时，还应考虑其艺术性，尽可

能从植物的美学特征出发，彰显出现代化的艺术风格，

同时与城市本身的艺术特征相协调。例如可按照植物的

颜色、大小，发挥植物的干、枝与叶的不同作用，设计

出富有层次性与艺术感的园林景观，协调光线、质感等

多种因素，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另外，因为城市发展

空间的限制，因而必须对植物空间进行合理分配，充分

利用园林空间。使用远近分配或是上下相映衬的搭配方

式，合理利用园林空间，不仅可以体现出园林植被的多

层次，还能推动风景园林的长远发展。

合理搭配好果树与花卉

风景园林植物配置中，果树和花卉是最常见的搭配

方法，果树，花卉能丰富绿色植物中的颜色，果树的

花、果都能以不同颜色的方式点缀成片的林木，不仅具

有观赏价值，还能围绕风景园林构建生态系统。如某城

市郊区位置新建的风景园林中植物配置的核心是绿植、

花卉、果树，绿植种类有桂花树、紫叶小檗、长春花、

雪松、冬青树、柳树、罗汉松、玉兰树、紫薇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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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植主要用作群栽布景，起到背景的作用，在这类群植

的树木背景中，连接位置栽种成片的果树，该园林栽种

果树主要是因为郊区经常有小动物出没，园林遵循生态

原则栽植了果树，果子成熟后可以为小动物提供食物，

案例中栽植的果树有李子树、柿子树、石榴树、核桃

树、桃树，果实成熟后会引来附近的很多动物，也能吸

引人们驻足欣赏，园林中单纯种植树木非常单调，该园

林中又搭配了一些花卉，低层种植了月、孔雀草、八棱

海棠、薰衣草、千日红、百日草、波斯菊，这些花卉的

空隙中全部栽种柳叶马鞭草，形成大面积的景观，中层

位置栽种一些具有颜色连接作用的花卉，如：紫藤、紫

丁香、垂丝海棠、鸢尾、美人梅、榆叶梅、紫叶李为

主，低层花卉颜色丰富，高层树木颜色单一，中间采用

一些紫色、蓝色类的颜色过渡，实现视觉上的舒适度。

结束语

风景园林景观建设过程中，加强植物的选择和配置

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需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分析当地

的环境特点，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还要考虑植

物的季相变化，做到以乡土树种为主，合理配置植物群

落，保证安全引种的情况下，构建丰富完善的园林景

观，确保植物景观能够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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