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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配置与规划

张佳嫒
中冀石化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风景园林艺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做出了相当喜人的艺术成

就。但近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民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对城市生活环境的质量

有了更高的要求。而风景园林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美化都市环境的功能，适应了人民群众高品位生活的需要。

在开展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选择工作时，往往需要进行全面的、多方位的考虑，包括气候条件、社会人文影响等，因

此本文将对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对植物的选择和规划工作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地进行园林景观方案设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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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景园林设计植物配置在城市中的主要功能

1.1  改善城市环境
在城市高速增长的新形势下，环保问题越来越凸

显，这将促使我们更加关注环保事业。近年来大中城市

增加的园林绿化建设，已成为城市化规划建设中比较关

键的一个部分，因此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植物既是城市规

划园林绿化建设中比较关键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是城

市规划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风景园林设计

时，必须把植物绿化的合理配置作为工程设计的核心，

有效的体现了植物在环境管理与美化环境中的主要功

能。并通过采用科学技术的方法，来对城市景观植物资

源加以合理配置，由此达到了改变城市环境和减少了城

市污染目标[1]。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合理调节植

物，通过逐步增加城市公共绿地，可以更好的充分发挥

城市景观植物的生态效能，从而达到植物对城市水体、

空气和气候的净化和调节作用，并通过利用绿色植物光合

效应、蒸腾作用和吸附效应等对城市环境中的有害物质进

行吸附和转化，从而真正的改变了都市的生存环境。

1.2  促进生态系统循环发展
在城市风景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要通过科学对植物

加以选择与规划，增加植物成活率，减少植物病虫害的

产生，以便于在植物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区域建立生态

循环的良好体系。由此，在城市景观的园林设计中可以

更有效建立一种较小的生态循环的体系。从综合的观点

考虑，由许多个小生态循环的体系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

生态循环的体系。同时，植物的合理配置还可以使植物

与植物之间形成的营养和水分产生作用，进而增强了植

物和植物之间的适应性，从而建立了植物的小种群，为

单株的植物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并有效促进了小型

的植物生态循环系统的形成。

1.3  体现城市文化
在城市生态园林的建造中，植物栽培必须贯彻因地

制宜的原则，选择与当前城市自然环境要求较为符合的

植物品种，积极引入具有大自然气质的花卉品种，达到

城市建筑和植物栽培融为一体的效果，展现城市的整体

美感。除此以外，在风景园林的植物设置中，还必须反

映风俗习惯与信仰，从而构建人文层次更加深刻的风景

园林，以彰显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魅力，实现中国生态社

会与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1.4  对大气环境具有调节作用
常绿的植物可以有效开展光合作用，通过吸附在空

气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将其转化成氧，从而排放到大气

中去，并和在大气中产生的空气相互融合，给其他生物

创造生存的空气，从而增加了大气中氧占据比重，进而

减少了由于二氧化碳太多而造成温室效应[2]。此外，绿色

植物可以有效对室内空气中存在的粉尘进行高效吸收，

改善室内空气的品质，对室内空气中存在的湿度进行有效

控制，为人类创造健康的生存条件和宜居的空间。

2��风景园林植物的配置原则

植物配置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园林工程的品质和景观

植物功效的充分发挥。园林的植物设置不但要遵循科学

化，更要讲究艺术化，并力求合理的面积分配，以带来

良好的景观效应，进而促进生态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2.1  生态性及地域性原则
在进行现代城市建设时，最必须坚持的准则之一就

是生态性原则，这也将是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势。其中，

风景园林中的植物是对都市园林绿化面积的有效增加，

同时也可以净化城市空气，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因此，

实施现代城市规划时，务必要以生态的发展为基本准

则。根据绿色植物的生长繁殖特性和生活特性，前提做



71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2022� 第4卷�第9期

好对植物空间的合理规划与配置，以维护植物的平衡健

康生长，推动环境和谐的发展。同时，便于绿色植物种

群自身的发展，并形成一定的植物群落网络，以彰显绿

色植物的生存意义及生态效益。此外，又因为各个城市

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在进行城

市园林景观设置时，就必须兼顾其地方性特点，使之可

以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植物选

择和设计时，必须严格遵守生态性及地域性的原则。

2.2  彰显主题原则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不同的景观要素能够表现出不

同的设计主题。比如:若想要体现出强烈的景观特征，
就可以密集栽植高低不同、冠幅不同的某一种特殊的植

株。再比如，若在规则庭园中要求体现出肃穆庄重、对

称、整体规则的景观效果，既可规则式栽植彩叶植物，

也可片植彩叶植物，也可群植彩叶植物，而这些栽培方

法都能够把大气、简洁的风格都较好地表现出来[3]。另

外，对植的花卉还可选用紫叶碧桃、银杏、红枫、朴

树、鸡爪槭、油松等分枝点、高度、冠型一致的植株，以

便于把园内植物设计均衡的特色较好地表现出来，具体可

将其对植在桥梁、大门、楼阁、大厅、路口等的二侧。

2.3  统一均衡原则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选择过程中必须考虑植株

材质、线条和颜色上的不同、季节变化等因素，最大程

度的体现植株的多样化特征，同时整体设计还要保持均

衡性和统一性。即在风景与园林植物配置设计过程中，

整体设计需要从不同中寻求一致，并由此来强调整个设

计的整体鲜明度，有效的表现出设计的特点。同时为了

贯彻整体平衡理论，还要求在植物搭配中，必须对植物

颜色与枝叶形态加以适当配合，防止产生太大的颜色反

差，以达到总体的协调与平衡，因此给予人们愉悦的视

觉享受。

3��风景园林植物配置与规划策略

3.1  植物与自然环境的配置方式
风景园林中选择的植物有着调整环境的作用，它能

够改善周边的环境条件，有效降低周边的温度。园林设

计中充分考虑自然环境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进行植株

选择时要想到当地天气、土质、气候等因素对植株生长

发育的影响，合理配置植物品种，选用能够持续繁殖的

植株[4]。例如，在国家公园的斜坡上很陡峭的位置，可以

栽种小草，而这种草地会在太阳的直射下，产生非常鲜

明的颜色变化，使人赏心悦目。

3.2  植物与植物之间的配置方式
风景园林有很大的艺术观赏性，应充分利用不同种

类花卉间的造型差别进行精心选择，使整个风景园林错

落有致。首先，乔灌结合。树木高大伟岸，灌丛枝繁叶

茂，二者结合配置才能表现出树木的层次感。风景园林

首先在繁花未开之时，用乔灌结合来调节风景园林的艺

术氛围;其次，与花草结合。用绿草来映衬着鲜花的华
丽，用五颜六色的花朵来反衬青草的谦虚与静谧。花卉

颜色上的选择是风景园林的主要功能，风景园林设计时

应注意花卉色彩的配合。

3.3  园林树种的选择策略
生活水平提升最突出的标志便是出现了更多的高

楼，以及更多的农业人口进入了都市，使得城市的园林

与绿化面积都大幅的减少，也大大增加了许多温室废气

的排放量使其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应

在风景园林建设上，在保护城市环境方面多下功夫，在

植物的配置上，应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及自然与社会环

境因素，选用适宜本地生存的植物，以逐步完善城市居

民的环境，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

3.4  做好地理考察与调研工作
高质量观察和研究的工作，是设计人员在风景园林

设计中植物品种选择工作的重要基石，以地理考察和研

究工作的数据为基础，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地选择植物的

品种，从而提升园林景观种植设计工作的品质。设计工

作者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群众对风景园林设计的需要加

大对自身景观设计方法的研究，在规定时期内观测风景

园林所在地区的土质、温度和降水状况以此为依据决定

使用植物的品种，以便提升风景园林设计工作的效率。

此外，有关部门应在植物配置项目时把握社会动态趋

势，以城市化的方向为依据选择植物，使得植物配置项

目与城市化的需要提高相应的吻合度。

3.5  加强区域性配置
强化植物结构性和多样化的规划、保护土壤、调控

天气、净化空气等一系列功能，以全面提高其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所以在现阶段的风景园林的选择和布局建

设过程中，就必须全面考虑地区条件的差异，以构建适

当的生物链，从而全面增加风景园林的生态效益[1]。并通

过层次性的设计，按照不同地区的栽培要求选用不同种

类的植株，以形成相应的生物群落，并完善群体格局，

进而构成了一种立体、生态、功能多元的综合景观系

统，从而全面提高了风景园林的实用性。在植物选择和

设计的实践中，也必须做好新品种的引导与选择。通过

培养更多的植物种类，对植物进行择优与择良，以推动

风景园林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人与自然发展的平衡。同

时，在社会实践建设中，还需要根据人们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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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植物设计，以增强其对社会作用。

3.6  强化现代化技术的应用
近些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将现代化

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各个产业中，并给不同产业的经

济发展带来了帮助，因此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政府必须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加以关注并与现实相

结合，制订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例如，可以在风景园

林管理的过程中，通过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植物的生

长发育进行有效科学管理并可以和现实情况相结合通过

计算机对风景园林建设过程进行技术研究，以此使得对

植物的生长发育控制和对风景园林建设的一些设计更具

有合理性，从而提高了风景园林管理的效益和品质。

3.7  重视季节的变化
在园林种植设计栽培工程中，植物的选择必须注意

时令的不同，根据不同的时期选用不同的园林绿化品

种。这些植株一般是春夏季生长较好，在秋冬时节则慢

慢的枯死凋零。园林绿化品种有一些都是四季常青，在

城市的园林绿化中被普遍使用，可以从侧面显现出城市

的健康生命力。从另一种观点考虑，城市植物枯萎，也

会改变城市的外在环境，因此，要根据各种植物的生长

需要加以选用与配置。在冬季，城市很多植物都已经呈

现了凋零的情况，但唯有那些四季常青的普通树木却依

旧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城市园林植物搭

配方式必须选择将四季常青树木和普通树木相结合的配

置方式，唯有如此才能使城市在四季均有景可赏。城市

园林造景要根据不同时节，选择不同的植物设置方法，

还应根据绿化景观要求做好植物选择，在各个时节选用

不同的树木进行园林绿化，体现城市内涵。面对城市秋

冬季花卉品种可选性相对较低的情况，多数城市园林植

物配置中会种植松柏类等一些四季常青的植株，为城市

带来美景的同时，也有很好的观赏性，能从侧面反映其

城市时令特点。

3.8  加强植物后期维护
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选择和规划着重考量了二种因

素，其中一种因素是反季节，而另一种因素则是，怎样

把风景园林设计的更人性化并根据不同地区特有的天气

条件和地理条件设计出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景园林[2]。如果

正处在夏季，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也要考虑其成活率，

夏季很有可能出现植株的脱水现象，所以要在夏季进行

植株栽培的时候，尽可能选在下雨天栽培，这样就可以

提高植株的成活率。如果处在冬季，必须进行植株的抗

寒工作，即植株必须进行一些相应的措施，增强植株是

抗寒能力。在风景园林植物的后期养护过程中，管理人

员要有相应的技术知识，以及良好的职业素质，及时发

现植株中存在的任何问题，及时发现植物存在的各种情

况，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

除此以外，还要对植物进行修剪绿化，通常是通过高科

技方式对植物进行修剪，以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并保

证了风景园林的特色化。

3.9  风景园林设计未来展望
当前，中国的发展能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

荼。当然，公园景观设计也并不落后。要使园林设计走

向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景观设计中就必须考虑整个设

计理念，根据本地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加以合理设计，

既能降低园林施工成本，又能在园林设计上充分体现地

域特点。在园林中还应大量放入一些现代风格的设计，

把新时期的自然面貌完整的反映出来。

结语

综上所述，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应充分运用植物

设计方法来表达出景观设计和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及人与

自然交融的内涵。同时，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必须重视科

学设计，同时重视风景园林的布置，以便充分发挥出城

市植物设计的绿化作用及充实精神文化活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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