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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在园林工程中的应用

方 游

北京雪雨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100018

摘� 要：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促进园林施工技术不断的革新和突破。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园

林工程建设的质量，实现想要表达的外观效果，还能降低园林施工成本，缩短工期、助力环境可持续发展、适应海绵

城市需要，增强园林施工企业的竞争力与声誉等。园林施工企业的需求会促使人们不断研究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而

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对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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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的应用，不断推动我国

的园林绿化向高质量发展，人们对绿化工程品质的需求

也更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园林新工艺技术应用的必

要性，提出了高精度测量技术、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技

术、推广应用节水技术、透水铺装技术、园林绿化管理

智慧应用等新工艺技术在园林施工中的具体应用，并寻

找解决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应用难点的方法，提高我国

园林工程的建设质量。

1��新工艺技术在园林工程中应用的必要性

1.1  节约园林施工材料，降低园林工程成本
现在园林绿化施工企业日益增多，市场竞争也越来

越激烈，园林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在逐步缩小，新工艺技

术一旦渗透应用在园林工程中，便成为现实的、直接的

生产力。从而实现节约园林施工材料、减少后期维护开

支、增加收入，达到降低直接成本或间接成本的目的，

最终提升园林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1.2  提升园林工程行业整体的专业性
园林工程新工艺技术的施工不仅需要应用型、技术

技能型人才参与，而且需要技术型人才科学合理地应用

各种专业的施工设备和施工技术，将专业知识转化为产

品和服务。这不仅要求企业对新工艺技术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还要求技术型人才能提供兼顾各方面的技术解决

方案，新工艺技术的应用从整体上提升了园林施工企业

对技术的专业性要求。

1.3  顺应环境生态化大趋势
现在工业化进程中，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生态破坏

与污染、供水供电不足等问题越发严重，将生态理念深

植于园林施工中，将顺应环境生态化大趋势的发展[1]。

如利用树皮回收，让高质化处理后的有机质反哺城市土

壤，或者利用旧轮胎，进行景观的旧物改造等，都能实

现城市的低碳环保和生态功能，顺应生态化趋势，实现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

2��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应用技术

2.1  高精度测量技术
园林施工中测量数据的精准度与可靠性尤为重要，

准确的测量的数据可用于后续的施工指导中，提升施工

质量，产生事半功倍的综合效益，因而测量技术的开发

及产品的更新换代，是测量放样及后续施工质量的重要

技术保障。现在越来越多的GNSS RTK产品增加了超级惯
导和摄像头影像放样等功能。超级惯导可以无感校正，

支持“无网续测”，摄像头可以做到实景放样，让测量

更精准。市面上许多测量产品在芯片和通信技术、定位

技术、传感技术上都越来高级、精确和尖端。不断革新

的测量技术为施工带来了更专业、稳定的设备、不断更

新的解决方案和超高的效率和精确度，有效指导园林工

程的施工。

2.2  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
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方式有堆肥处理、粉碎覆盖、

生物质燃料、制备生物炭及木塑工艺等。

图1��园林废弃物经粉碎发酵加工后成有机覆盖物

企业可通过前端收运处理，将园林废弃物中的树枝

等循环处置加工为有机营养土或有机覆盖物（如图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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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最后将有机产品应用至有机物覆盖铺设、有机营

养土追肥、透水砖铺设、防风固化铺设等多个场景，广

泛应用于树穴覆盖、裸土治理、发展林下经济、制作生

物多样性保育设施等[2]。

企业可针对不同施工地域、不同施工类型而形成不

同的处置技术方案，配备不同的处置设施，适用于土壤

改良、发电、污染修复、污水治理、工艺品等范围。让

粉碎收运、循环处置、生态应用的过程更标准化、规模

化、精细化和高效化。

循环利用的技术创新，能全面提升土壤质量和生态

承载力，改善土壤碳库、增强土壤碳汇能力，为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助力；也是将园林废弃物生态应用产业链

形成闭环的关键一步，更是真正可将“落叶化土、枯枝

还田、废弃物循环利用”政策落实的实用技术。

2.3  推广应用节水技术
根据2023年3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节水条例》，

北京作为一个缺水的城市，其绿化用水更应做好严格取

水用水的过程管理，强化日常节水管理，杜绝用水违法

违规行为和跑冒滴漏等浪费水资源现象的发生，推动森

林水源涵养能力。

更重要的是企业能推广应用节水技术，如推动高效

节水灌溉设施应用。可以利用低压管道输水、用喷灌溉

通过控制灌溉时间、输水压力控制供水速率低于土壤渗

透率，解决无效用水、水土流失和土壤盐碱化问题；还

可利用流量较小、频率较长的滴灌溉应用在灌木、行道

树等园林绿化中；或者通过微灌溉的微型雾化喷头，把

水喷射到空中散成细小雾滴，均匀地喷洒到植物根区，

它是节水最大、灌溉效率最高的一种节水措施。

除了施工时提高喷灌技术以外，还可以加大节水耐

旱植物品种的应用。节水耐旱乔木如油松、白皮松、蒙

古栎、国槐等，灌木如杜松、铺地柏、大叶黄杨、小

叶黄杨等。节水耐旱草本植物如萱草、麦冬、狼尾草、

八宝景天等。节水耐旱藤本植物如紫藤、短尾铁线莲、

爬山虎、金银花等。推动“地被变革”，加大有机物对

裸露地覆盖，如利用树枝粉碎物、树皮等进行覆盖能防

止水份蒸发、保持土壤水分。实施沃土工程，增强土壤

保水性。推进雨洪、再生水、河湖水的利用：引进先进

的回收设施，在没有防污的地区安装雨水收集设备，加

强雨水积蓄重复利用。推广建设海绵型公园、绿地，利

用绿地滞留和净化雨水，形成“绿色水库”，回补地下

水，而不让雨水被灰色的市政管网排走。加大再生水、

河湖水多元利用等多种节水技术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2.4  透水铺装技术

按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要求，要实

现雨水径流量控制，及时将中到大雨“渗下去，蓄起

来”，利用透水的铺装方式才能取得较好的作用。

传统的铺装材料如普通的水泥透水砖是压制而成，

为了达到透水效果而改变了其级别骨料配比，导致其强

度大幅度下降，在使用过程中耐久性不够、容易破损、

不抗冻、强度不够，维护保养周期短，3-5年即需更换，
综合成本高。石材铺装不透水，容易造成地面积水，有

辐射、不能重复使用等问题，且维护成本高。烧结砖仅

有细微透水，强度不够，易断、抗风化性差，易泛霜、

易长青苔、易打滑等也是其缺点[3]。

而新型透水铺装技术如生态陶瓷透水砖（板）（如

图2所示）则在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环境上达到了双重并
举。其不但在产品工艺过程采用100%清洁生产模式，主
材料可采用建筑陶瓷的废品废料，没有废气废水和化学

物，对环境实现了零排放，而且新型的透水铺装产品更

适应园林绿化施工的需求，产品更兼具透水、透气、保

湿、防滑、抗寒、融雪、耐风化、降噪、吸音、可重复

使用等优点，能实现非常好的透、蓄水和地面景观铺装

效果，满足绿色海绵城市建设方面的需求。

图2��高透水性、高保水性的高温高压陶瓷透水砖

透水性方面，生态陶瓷透水砖（板）铺装后能就地透

蓄，减少径流量，有效控制低洼地段的积水量，用其摊铺

路面或广场，雨水也能很快渗漏下去，从而有效降低了山

洪灾害的威胁，使地面回复天然的蓄水功能，避免了地下

水干涸，并改变了植物的生长环境。好的透水铺装技术可

调节大气的湿度，净化空气质量，减少雾霾，从而降低了

周围的气温，又可修复地表的水分循环，因此从一定意义

上又破解了“城市热岛效应”的难题。

保水性方面，以陶瓷的透水地砖（板）摊铺路面

上，不但能够美化环境，同时也能够处理城市的雨水污

染。大量的降雨将进入地下蓄水，降低了排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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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河道的泛滥，也减少了公共区域的破坏同时，生

态陶瓷透水砖（板）铺砌的停车场、步行街等公共设施

也不会出现由于积水，方便行人行走正是生态陶瓷透水

砖（板）的保水性所起到的作用，在园林施工中，还可

以节省部分路面的排水设施，从而减少了园林施工建设

中的工程费用。

2.5  园林绿化智慧综合管理应用
对身处园林行业的企业来说，无论是绿化规划、工

程建设还是养护管理，园林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应用都应

逐渐完善，将管理需求和应用场景赋予在专业的园林系

统平台上，为实现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4]。

如利用传感技术收集园林信息和监测园林动态，如

土壤成分、湿度、温度、光照度、空气质量、智慧灌

溉、园林病虫害等。还可通过信息平台上传施工进度、

质量检查、安全检查、施工日志、工程设施统计和维

护、巡查台账、抢险情况、病虫害分析等系统模块对项

目进行数字化、信息化的整合，实现线上对施工过程的

进度、质量、安全、成本、养护等进行统筹管理，建立

全面科学监测和养护精细化体系，降低管理培训成本，

节约施工时的水电、人工成本，科学指导日常工作，帮

助企业管理分析和做决策。

3��园林工程中新工艺技术实施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3.1  前期人才培养方式与实践相结合
定期开展针对新工艺技术的培训工作，让专业人员

充分掌握新工艺技术的操作技能。并且要将人才的培养

与实践相结合，让理论不脱离工作实践，并且适当采

取激励机制和奖惩机制，充分调动技术水平较高的人员

的积极性，构建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施工队伍和技术

队伍，满足新工艺技术多样性成果向市场技术转化。同

时，企业也要在人才、资金、设备等方面加强具备承接

新工艺技术的能力，满足新工艺技术发展的需求。

3.2  完善施工技术管理制度
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要配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施工

时也要做好施工技术交底工作，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出现

违规、错误的操作。除此之外，要提高对施工技术的

监督管理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定期进行技术检查，适当

放宽管理人员的权利，各部门按管理制度相互配合，确

保技术施工中各环节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监督与负

责，不要让管理工作流于形式，减少施工事故出现的可

能性，保证新工艺技术的实施不会对施工质量、施工效

率、返工率、资金、工期等造成影响和浪费，让新工艺

技术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促进园林工程的长期发展，

保障园林工程建设项目的整体质量。

3.3  加快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与科学普及服务
有条件的企业可对科技成果进行技术储备，并对新优

实用技术进行推广，提早在生产实践中转化应用。对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等进行科普宣传，如让学生近距离参观循

环处置实验室，企业和学校联合举办科学日活动，零距离

接触科技工作者等，充分调动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新

活力，创造有利于发展技术创新的大环境[5]。

3.4  完善的技术标准作为支撑
不断优化、完善的新工艺技术标准，对新工艺技术

的实施、监督与评价都是有力的技术支撑。如《绿地节

水标准》、《苗圃植物废弃物处置技术规程》、《厨余

有机废弃物制备土壤调理剂技术规程》《园林植物盐害

防控技术规程》、《林木涂白技术规范》等技术标准的

修订与完善，让新工艺技术的实施有技术标准可参照，

政策上的支撑极大地促进了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的落地

实施与推行。

结束语

园林施工新工艺技术的应用，不仅是起到绿化美化

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综合发挥了多重效益，对提升质量标

准、资源保护、成本经济等多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然，每一项新工艺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都面临诸多

方面的挑战，如堆肥处理易产生异味及废水，处理周期

长；有的新技术产品性能好，但操作复杂，运行成本

高；有的新技术可代替其他产品，但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等问题。因而企业对新工艺及新技术上的引进，培养更

专业的技术性人才、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进行设备创

新、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助推，都能让园林施工新

工艺技术向更规范化、更高质量、更易落地执行的方向

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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