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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重要性及其方法探究

贾子鹏*

摘 要：植物造景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园林景观达到艺术美感的基础和前提。在现代社会中，植

物造景的广泛应用不仅体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渐提升，还反映了人们对人文情怀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美好向往。因

此，本文概述了园林景观设计中的植物造景，结合植物造景的重要性，探究园林景观中造景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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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环节。植物造景可以降低噪声污染、提升空气质量、增强园林的活力

和生命力。绿色景观和人造建筑的有机融合，可以更加衬托建筑物的美感，进而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植物造景是以乔木、灌木、藤本以及地被花卉等不同种类的植物，结合其形态、结构、大小等植物的外在应用条

件和园林地形、空间等环境元素，搭配特殊的艺术手法，放大植物中蕴含的意境美、线条美、色彩美等优势，营造出

美好氛围的景观设计艺术[1]。

充分融合地形和植物优势的植物造景，会使整个园林景观遥相呼应。植物和建筑的相互衬托，使人们在观赏时会

产生心旷神怡之感。而要想达到艺术价值和景观设计相结合的目标，设计人员就必须按照艺术性科学性原则进行设

计。设计人员需要在艺术构图中重点突出植物的造型，使人们在园林观赏时，不仅能欣赏植物的形态美，也能从中体

会动态植物和静态建筑的交融之美。设计人员在植物造景过程中，还需了解植物的生长习性，如果只一味地迎合社会

大众审美，栽种大量名贵植物，忽略了植物的种类和种植区域跟当地环境的适配度问题，不仅会影响植物的成活率，

甚至会早晨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违背了植物造景的原则。

同时，设计人员要格外注意独立和群体景观的设计区别。园林设计讲究错落有致的意境之感：独立的植物景观主

要分布于空间广阔的地点，一般分布在园林的主要景点处，以达到视野开阔之感；而群体景观主要是分布在景观道路

的两边，对整个景观起协调作用，形成几何交替的层次美。

植物是园林景观设计的基础内容，也是进一步优化园林景观配置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设计

人员要从全面客观的角度深入探究影响园林景观设计效果的各类因素，并在设计时充分利用不同植物个体在生长时的

差异性。植物造景是园林设计中相对较为关键的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

有效塑造园林景观的内部空间。首先，设计人员在园林景观设计时，需从多角度入手，进一步提升各类材料

运用的灵活性，有效避免出现园林空间混乱等影响园林景观设计效果的现象；其次，还应充分利用植物的多样性，运

用不同连接、分隔园林空间的方式来达到良好视觉效果[2]。

进一步优化景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并实现移步换景的设计效果。在开展相关设计工作时，要充分掌握各类

植物具有的特点及性质，构建能有效净化周围环境、改善土壤综合质量的全新生态环境，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此外，还可运用植物的多样性，多角度对景观组团进行设计，在实现移步换景的同时，有效增添园林景观的趣

味性，最终实现调节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设计目标。

*通讯作者：贾子鹏，1995.7.12，天津，汉族，男，本科，天津中建海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研究方向：景观设计。



现代园林与施工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2

合理运用乡土特色植物

在实际的园林景观设计工作中，相关人员应当合理运用乡土特色植物，通过科学搭配植物花色、叶色乃至气味

等，形成独具特色的植物景观，提高艺术观赏效果。因此设计人员可选择挑选本土的色叶植物，营造层次分明的植物

景观效果。比如利用叶形叶色具有季节性变化的乔木和灌木作为造景主体，如枫树、银杏、紫叶李以及金叶女贞等，

同时也可利用花叶类植物点缀景观，如小叶榕、洒金榕等，保证造植物组团的色彩搭配得当。再搭配花色深浅不一的

乡土植物，以一种深花色作为主旋律，环绕浅色植物，突出景观主题和特色[3]。

利用乡土特色植物，能够体现地域特点，形成本土景观文化。例如广西地区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可借鉴本土特有

的秋海棠来进行植物设计，既能彰显地域文化又能增强当地居民归属感。除此之外，还可运用带有浓郁香气的乡土植

物，如桂花、茉莉花、薰衣草、兰花等，营造花海景观，既能够提升视觉观赏性，又能调动其他感官，切实增强植物

造景的艺术效果、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注重疏密度的控制

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合理化运用植物造景，从空间的疏密度环节加强把控，保障植物主次有序的排布，提

升景观植物搭配的科学性。植物整体布局生态自然，最大程度减少人工痕迹，利用错落有致的搭配体现植物组团的形

式美，设计人员要能从大局着手，精心琢磨，控制植物空间的结合度，最大化尊重植物本身的自然生长习性。布局中

要从细节充分考虑组团配置，充分考虑植物的远近景，在整体的分析考量下，将各细节部分进行空间化调整，优化植

物景观细微处。除此之外，也要注重打造特色独立景观，增强范围内的观赏效果，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注重植物与景观小品的关系

植物与景观小品是园林景观设计的关键内容，对整体观赏效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设计人员需要注重小品植

物造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尽可能通过设计手段赋予其生命力，改善传统的生硬平直线条形态。通过合理配置多种植

物，增强景观小品的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体现自然美感。

另外设计人员还需注意要合理设计景观小品中的花架（一般是指用于支撑藤本植物按照造型生长而设置的辅助构

筑物）。对其进行设计的目的是更好地引导爬藤、花果等，形成良好景观意象。设计人员在设计时应保证其具有立体

绿化的效果，弥补地面植被不足的缺陷[4]。

除此之外，设计人员还需把握景观座椅的设计。设计人员要注重发挥景观座椅为人们提供休息场所的功能，通常

是将其设计在冠大浓荫的落叶乔木下，在夏季时可起到遮阳的效果。同时也可设计花池搭配座椅的方式，拉近人与自

然之间的距离。

色彩搭配原则

环境的美化以及整体的视觉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物景观的设计水平。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要遵循相应

的原则，要充分考虑到实际的环境状况，重视色彩匹配原理，要明白不同的植物，所呈现出来色彩效果的差异性。

随着季节变化，设计人员应注意各植物颜色的兼容性，并创建出一个和谐的园林景观，使植物之间不会发生颜色

冲突。设计人员要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特征，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园林景观设计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大型环境中设计人员需要从人的角度来匹配颜色，颜色不同，人们所感受到的情感也是有差异的，一般情况

下，红色会给人带来比较奔放热情的情感，而绿色则会给人带来舒适平静的感觉。因此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到整体的建筑风格以及观赏者的感受。

艺术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原则

设计人员在设计时要充分掌握植物的生长特性，保证设计方案符合植物的生长需求，并且能够起到一定的艺术效

果。当设计人员使用植物打造园林景观时，设计方案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还必须保护生态系统不会遭到破

坏，并结合植物的生长特性和种植条件科学地进行搭配。植物必须在良好的状态下长期生存才能达到美学效果[5]。

因地制宜原则

在进行具体设计时，要根据不同城市的自然条件设计植物景观，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植物的高存活率，还能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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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态发展需求。在此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先了解植物的相关生理特性和当地气候，然后再选择适宜该区域种

植的植物种类。如果处于南方低纬度地区，可以多考虑种植花卉；如果在长白山地区等高纬度地区，就不太适宜种花

卉，可以考虑种植松柏类乔木。总而言之，设计人员要综合考虑当地的环境、温度、气候等各种因素，随后再确定所

要种植的植物。

综上所述，设计人员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适当添加植物造景，不仅可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还能提升景观设

计的格调；利用植物的特殊性能降低噪音和空气污染，为人们提供一个美好舒适的休闲场所。园林景观中加入的植物

造景，因为季节变换展现出不同的美，设计师根据地域、民族等特色运用不同设计原理和造景手法，可打造出独具特

色的园林景观，营造出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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