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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与规划研究

李少娟

陕西四叶草生态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在当前城市化建设进程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各地加快了风景园林工程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促进现代

城市的生态化发展，而且能够为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提供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使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放松精

神和陶冶情操。在实际风景园林设计中，需要合理对植物进行配置和规划，在提升风景园林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为

城市生态化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文章主要对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与规划进行研究，希望可为广大从业技术人员

提供有效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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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景观设计是城市生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的

城市花园不仅是城市的地标，还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

场所。植物在景观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实际设计

中，需要筛选和优化多种植物的搭配，以增加城市绿地

面积，改善城市环境，为城市绿色发展保驾护航。

植物种类多样性原则

由于不同种类的植物色彩、生长习性不同，对阳

光、雨水的敏感程度不同，致使不同植物表现出不同的

生长状态。此类生长状态正是植物多样性的具体表现，

也是风景园林区域内部生态稳定性的基础。不同种类的

植物对土壤中水分的利用率和对阳光的需求不同，其根

茎、叶片对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的占用率也具有较大的

差别。设计人员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工作时，应依据园

林植物的该特点综合采取提高园林土地资源、生长空间

利用率的措施，减少风景园林土地资源以及空间资源的

浪费。植物多样性原则是确保城市绿化空间可具有更高

利用率的原则之一，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城市建设中

排放的部分污染物，进而改变风景园林区域内以及区域

周边的环境和空气质量，促使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

可扎实落地，保障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从此角度分

析，设计人员在设计风景园林植物配置与规划的具体方

案时，应在全面掌握各类风景园林植物生长习性的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和总结城市建设发展中产生的污染物种

类以及数量，从而在设计风景园林时，可正确地配置植

物的种类，进而在提高植物种类多样性的同时，促使风

景园林中的植物可切实发挥出改善周围环境质量的作

用。同时，具有植物多样性表现的风景园林也可为城市

居民提供更多、更广泛的观赏资源，从而在提升风景园

林设计整体性的基础上，为完善风景园林的功能性提供

有力保障[1]。

统一均衡原则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过程中需要基于植物

质地、线条及色彩等的差异变化情况入手，更好的突出

植物的多样性特点，但在整体还要确保均衡性和统一

性。即在风景园林植物配置规划过程中，设计要求在变

化中求得统一，以此来突出整体效果的鲜明性，更好的

体现出设计的特色。通过遵循统一均衡原则，需要在植

物配置时，要对其色彩和枝叶进行合理搭配，避免有过

大的反差，实现整体的统一均衡，能够带给人舒适的视

觉享受。

以人为本

景观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善人们的生活环

境，供人们欣赏，因此，在设计景观时，有必要考虑人

为因素并在早期进行大量的数据调查，以符合人们的欣

赏水平，从植物搭配的角度出发，通过构成该地区的人

文、历史和民俗，构建具有人们喜欢的区域特征的植

物，从而为人们带来愉快的体验感[2]。

生态性原则

在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规划中，更需要遵循生态性

原则，要考虑到地方整体的地理环境、气候以及动、植

物原生情况，在选择和搭配的时候，应确保植物适应地

方的环境、气候，能够与其他的动、植物和谐共生，为

其他动物创造良好的生存、栖息条件，对局域生态环境

起到修复作用。

做好地理环境考察与调研工作

合理、高效、科学的地理环境考察与调研工作可为

风景园林设计人员提供设计数据，设计人员可根据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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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数据更合理地选择风景园林区域中植物的种类、

更科学地规划风景园林区域中各类植物的生长空间，进

而从整体上提升风景园林设计植物配置与规划工作的质

量。此间，设计人员在分析此类自然环境的客观数据

时，也应综合考察当地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诉求与娱乐

休闲需求，从而结合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要

求、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要求，对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

配置与规划工作进行积极的创新。在此基础上，设计人

员在创造创新设计方式时，应回归园林设计的自然环境

要求，选取合适的、连续的时间段，观察、分析并记录

城市区域中土壤环境、气温状态以及降雨降水的变化情

况，从而以此记录作为选择植物具体种类的依据，合理

确定园林区域中的植物种类，并做好植物的后期养护工

作。另外，设计人员在考察现阶段城市地理环境的特点

时，也应预测城市后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分析城市

后期的建设发展要求，从而在配置具体的植物时，可使

此类植物的生长周期以及相应的功能可满足城市后期发

展的一般要求，尽量避免植株的反复换位或替代，降低

风景园林配置与规划的成本，提升风景园林设计的整体

经济性，提高植物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契合度[3]。

加强区域性配置

加强植物结构性和多样性的规划、保持水土、调节

气候、净化空气等一系列功能，全面提升其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因而在现阶段的风景园林植物配置与规划工

作中，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环境的影响，建立相应的生物

链，全面提升风景园林的生态效益。而通过层次化的设

计，根据内蒙古地区的种植条件选择不同品种的植物，

构建相应的生物群落，加强群落布局，从而形成一个立

体、生态、多样的综合园林体系，全面提升风景园林的

功能性。在植物配置与规划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新品

种的引进和选择。通过培育新的植物品种，实现植物的

择优和择良，促进风景园林的可持续发展，维持人与自

然的协调性。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还要结合居民的实

际需求，加强植物配置，提升其社会功能。

层次搭配方法

园林景色要确保做到错落有致，我国北方地区四季

分明，因此设计时要将植被在不同季节下的美感更好的

展现出来。在针对植物搭配时，无论是植物的颜色、不

同形态的枝干都能够呈现出不同的美感。这就需要采取

丰富的手段进行层次搭配，具体可以从植物大小、色彩

等方面入手，并以植物与水景、植物与建筑的和谐共处

作为着眼点，以此来获得良好的搭配效果。具体在实施

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随时将不同形态和不同颜色的花

木进行组合，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对比的同时，更好的突出

园林景观的层次感。另外，也可以将不同品种和不同高度

的苗木进行合理排列，从而实现层次上的美化效果[4]。

将花草树木有机结合起来

一些植物、树木、叶子和花朵的色彩会随着季节而

变化，所以，就其搭配和布局而言，植物的丰富色彩可

以用来增强花园的装饰特色并使之更具活力。银杏和液

态琥珀等树木植物叶子的颜色会改变，叶子在植物生长

时保持绿色，掉落以后颜色改变；有的树皮颜色会发生

变化，例如寻常的桔梗，有着紫色或红色茎；对于植物

花，要根据花的颜色、空间层次和开花时间来区分颜色

变化，例如，石竹花颜色五彩缤纷，但开花期短。在搭

配颜色时，要分析植物在不同区域构成不同景观时的色

彩搭配，注意植物4个季节的特征并展现植物的美感。

风景园林植物施工规划设计

风景园林植物施工和一般性的建筑施工不同，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不只是需要考虑到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

对其应当进行有针对性的施工规划设计。在实际的风

景园林植物施工规划设计中，首先需要基本确定园林各

个区域的植物种类、数量以及位置，然后需要根据造景

及植物本身的生态习性，合理规划施工中的植物疏密程

度、株距。关键是要清楚、详细地绘制好植物施工规划

设计图纸，保证施工方、监理方等可以准确理解设计意

图。设计中，还需要与施工方做好沟通、交流工作，了

解客观的施工条件，优化施工规划设计方案，做好施工

技术交底，为施工过程创造便利条件[5]。

加强植物后期维护

在风景园林植物配置与规划过程中，还需要综合考

虑到反季节对园林设计带来的影响。为了实现风景园林

设计的特色化，在植物配置与规划工作开展的过程中，

还需要结合其实际状况不断完善设计，结合配套的措施

为植物创建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从而提升植物的成活

率。在夏天，温度较高，植物很容易出现脱水的现象，

因而要把控好植物的进场时间。雨天施工能够有效提升

植物的成活率，因而下雨天要适当增加施工量。在植物

种植的过程中，还要做好根部处理，结合植物的自然生

长规律，加强修剪。在冬季做好防寒工作，结合相应的

配套设施，全面加强植物的养护工作。在后期维护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相应的工作人员要有足够的责任意识和

质量意识，降低植物的死亡率，维持生态平衡，实现景

观园林的持续性发展。相对于传统的工作形式来说，科

学技术的发展为风景园林的后期维护工作提供了技术支

持，这就需要相应工作人员能够加强科学技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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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其工作质量和效率[6]。

结束语：

在我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园林景观设计方面占据

着重要地位，所以设计师需要提高其景观设计的质量，

为城市居民创造适宜的居住条件。园林景观设计中的

植物搭配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植物的多样性、功能性和树

木适应性的原则，以提高植物搭配工作的质量。良好的

地理研究工作是园林设计工作的基础，责任相关者需要

通过花卉、植物和树木的合理搭配来进行区域设置和规

划，提高园林设计工作的质量，为城市的飞速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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