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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

程 鹏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园林所 新疆 哈密 839200

摘 要：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以园林为核心，通过科学、系统、精细化的手段对植物进行

全面、高效管理。它强调对植物种类的精准识别、生长习性的分析，以及个性化的养护方案制定。在养护过程中，注

重灌溉、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同时强调植物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与融合。通过精细化管护，

可以确保园林植物的健康生长和最佳观赏效果，提升整体园林的美感和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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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绿色生态环

境的需求日益增长，园林植物作为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精细化管护显得尤为重要。精细化管护不仅关

乎植物的生长与健康，更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

通过科学、系统、精细化的管理手段，我们可以深入了

解植物的生长习性，制定个性化的养护方案，确保植物

得到最佳的养护和照顾。同时，精细化管护还有助于提

升园林整体的美观度和生态价值，为城市居民营造更加

宜居的环境。因此，探讨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具有重要

意义。

1��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的概念与原则

1.1  精细化管护的定义
精细化管护，一个在现代园林管理中日益受到重视

的理念，它的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系统、精细化的手

段，实现对园林植物的全面、高效管理。这一理念不仅

仅是一个管理方法，更是一种对园林植物生命关怀的体

现，一种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精细化管护要求管

理人员对园林植物的种类、生长习性、环境条件等有着

深入的了解。这意味着管理人员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和

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以确保能够制定出针对

性的养护方案。这种针对性的养护方案，可以使每一种

植物都得到最适合自己的养护方式，实现其健康生长和

美观展现。在精细化管护中，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也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植物生长状况的科学监测和

评估，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养护措施，确保植物始

终处于最佳的生长状态。这种对数据的精细化管理，使

得园林管理更加科学、系统、有针对性。在实践中，精

细化管护对园林植物的灌溉、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

等各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灌溉需要根据植物的需

求和土壤的水分状况进行合理安排，施肥则需要根据植

物的种类和生长阶段选择合适的肥料和施肥方式。修剪

则需要根据植物的形态特点和景观要求进行个性化设计

和操作，病虫害防治则需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原则。除了对植物的精细化管理外，精细化管护还注重

园林植物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与融合。管理人员在养护过

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植物与硬质景观、水体景观等其他园

林要素的关系，通过合理的布局和搭配，营造出和谐、

美观的园林环境。这种对环境的精细化管理，不仅提升

了园林植物的观赏价值，也提高了园林的整体美感。

1.2  精细化管护的基本原则
精细化管护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园林植物养护管理工

作的核心准则，它涵盖了科学性与精准性、个性化与艺

术性、生态性与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这些原则共同

构成了精细化管护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确保园林植

物得到全面、细致的照顾，实现其健康生长和最佳观赏

效果。（1）科学性与精准性是精细化管护的基本原则
之一。科学性强调在养护过程中遵循植物生长的客观规

律，依据植物学、生态学等科学知识制定养护方案。精

准性则要求管理人员对园林植物的生长状态、环境条件

等进行精确监测和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养护措施。通过

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实现养护工作的精确化、量化，提

高养护效果和管理水平。（2）个性化与艺术性是精细化
管护的又一重要原则。个性化强调在养护过程中注重植

物的个体差异和特色，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和形态特征

制定个性化的养护方案。艺术性则要求管理人员在养护

过程中融入美学理念，通过修剪、造景等手段，展现植

物的形态美、色彩美和季相美。通过个性化与艺术性的

结合，实现园林植物的多样化和景观化，提升园林的整

体观赏价值[1]。（3）生态性与可持续性是精细化管护的
基本原则之三。生态性强调在养护过程中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和恢复园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可持续性则要求管理人员在养护过程中注重资源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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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环境的保护，采用环保、节能的养护措施，实现

园林植物养护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生态性与可持续性的

实践，促进园林植物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共生，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实际应用中，这些原则相互关联、

相互促进。科学性与精准性为个性化与艺术性提供了技

术支撑和保障；个性化与艺术性则使科学性与精准性的

实施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而生态性与可持续性则是精

细化管护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只有在遵循这些原则

的基础上，精细化管护才能取得实效，为园林植物的健

康生长和优美景观的营造提供有力保障。

2��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的主要措施

2.1  精准识别与分类管理
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精准识

别与分类管理，这一措施的实施，为园林植物的健康成

长和整体景观的美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植物种类的精

准识别是精细化管护的首要任务。每一种植物都有其独

特的生长习性和养护需求，因此，对植物种类的准确识

别至关重要。管理人员需要通过查阅植物学资料、咨询

专家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等方式，对园林中的植物进行

逐一辨识，确保每一种植物都能得到正确的养护。在植

物种类识别的基础上，生长习性的分析同样不可或缺。

生长习性分析包括对植物的生长速度、光照需求、水分

需求、土壤适应性等方面的深入了解。通过生长习性分

析，管理人员可以针对不同植物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

养护方案，如调整灌溉频率、施肥量以及修剪方式等，

以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精准识别与分类管理的实施，

不仅有助于提高园林植物的养护效果，还有助于提升整

体景观的观赏价值。通过对不同植物种类的合理搭配和

布局，可以营造出丰富多样的园林景观，使人们在欣赏

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植物生命的活力。此外，精准

识别与分类管理还有助于提高园林管理的效率。通过对

植物进行分类管理，管理人员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制定

养护计划，减少资源浪费和人力成本。同时，这种管理

方式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和处理植物病虫害等问题，确保

园林植物的健康成长。当然，精准识别与分类管理并非

一蹴而就的工作。它需要管理人员具备扎实的植物学知

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不断学习和探索的精神。同

时，也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植物识别APP、生长监
测系统等，提高识别和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

2.2  科学养护
科学养护是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的核心环节，旨在

通过合理的方法和手段，确保植物健康生长并展现出最

佳状态。其中，合理灌溉与施肥以及土壤改良与保护是

科学养护的两个重要方面。（1）合理灌溉与施肥是植物
健康生长的基础。灌溉是植物获取水分的主要途径，而

施肥则能为植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元素。为了确保灌溉与

施肥的合理性，我们需要根据植物的种类、生长阶段以

及环境条件制定具体的灌溉与施肥计划。例如，对于耐

旱植物，我们可以适当减少灌溉频率；对于喜肥植物，

我们可以在生长旺盛期增加施肥量。同时，我们还应关

注灌溉和施肥的方式，确保水分和肥料能够均匀、有效

地被植物吸收利用。在灌溉方面，除了考虑水量外，还

应注意水质问题。避免使用含有过多盐分或污染物的水

源进行灌溉，以免对植物造成伤害[2]。此外，采用滴灌、

渗灌等节水灌溉方式，不仅可以减少水资源浪费，还能

更好地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在施肥方面，我们应注重

有机肥和无机肥的结合使用。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肥力；无机肥则能快速补充植物所需的营

养元素。通过科学施肥，我们可以为植物提供充足的营

养，促进其健康生长。（2）土壤改良与保护是科学养护
的另一重要方面。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其质量和状

况直接影响着植物的生长状况。因此，我们需要对土壤

进行定期检测和改良，以提高其肥力和透气性。例如，

通过添加有机物质、调整土壤酸碱度等方式，改善土壤

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土壤保护，

避免过度挖掘和压实等行为对土壤造成破坏。在土壤改

良过程中，我们还应关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土壤中的

微生物能够分解有机物质，促进养分释放和循环。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引入有益微生物、提高土壤生物多样

性等方式，增强土壤的生态功能，为植物提供更好的生

长环境。

2.3  病虫害防治
在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的过程中，病虫害防治是一

项至关重要的工作。病虫害不仅影响植物的生长，还可

能对整体景观造成破坏，因此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

进行防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预防

是病虫害防治的首要任务，通过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

如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加强植物检疫等，提高植物的

抗病虫能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几率。同时，我们注重

综合治理，即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从多个角度对病虫

害进行防治，以达到最佳效果。在预防措施方面，我们

注重提高植物的自身抗性。通过合理密植，保持植物间

的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的滋生环境；科学施肥，为植

物提供充足的营养，增强其生长势和抵抗力；加强植物

检疫，防止病虫害的传入和传播。在综合治理方面，我

们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等多种手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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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治利用天敌昆虫、微生物等自然因素来控制病虫

害，具有环保、持久的特点；物理防治则利用光、热、

机械等物理因素来消灭病虫害，如黄板诱杀、灯光诱捕

等；化学防治则是使用化学农药来防治病虫害，虽然效

果显著，但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剂量，避免对环境和植

物造成不良影响[3]。除了传统的防治方法外，我们还积极

推广和应用环保、高效的防治技术。例如，利用生物农

药和植物源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采

用植物精油和昆虫信息素等新型防治手段，提高防治效

果；利用遥感技术和智能监测设备对病虫害进行实时监

测和预警，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在病虫害防治工

作中，我们还注重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病虫害防治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通过举办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普及病虫害防治知识，引导市民积极参与病虫害防

治工作，共同维护园林植物的健康和美观。

2.4  个性化管理与美学提升
在园林植物的精细化管护中，个性化管理与美学提

升是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通过根据植物特点进行

个性化修剪和利用植物造景，我们不仅能够展现出植物

的独特魅力，还能显著提升整体景观的观赏价值。（1）
个性化管理强调的是针对每种植物的独特性和需求进行

精细化的养护。修剪作为个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能够塑造植物的形态，展现其美感。不同的植物具有不

同的生长习性和形态特征，因此，在修剪过程中，我们

需要根据植物的特点进行个性化的操作。例如，对于

乔木类植物，我们可以通过修剪树冠来控制其高度和形

态，使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对于灌木类植物，我们则

可以通过修剪枝条来塑造其独特的造型，增加景观的层

次感和立体感。个性化修剪不仅要求管理人员具备专业

的修剪技能，还需要他们具备对植物特性的深入了解。

只有对植物的生长习性、形态特征等有了全面的认识，

才能制定出合适的修剪方案，实现个性化管理的目标。

同时，个性化修剪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管理人员

定期对植物进行观察和调整，确保植物始终保持最佳的

生长状态和观赏效果 [4]。（2）利用植物造景是提升景
观效果的重要手段。植物作为园林景观的主要构成元素

之一，其形态、色彩、季相等特征都可以被巧妙地运用

在造景中。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和布局，我们可以创造

出丰富多样的景观效果，满足不同人群的观赏需求。例

如，我们可以利用不同植物的色彩对比和季相变化来打

造四季有景的园林景观；通过植物的高低错落和形态变

化来营造空间的层次感和立体感；还可以借助植物的寓

意和文化内涵来增强景观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在植物造

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重植物与硬质景观、水体景观

等其他园林要素的协调与融合。通过巧妙的搭配和布

局，使植物与其他要素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形成和谐

统一的整体景观。同时，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植物的生

长习性和生态特性，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和种植方式，

确保植物的健康生长和景观的持久性。

结束语

经过对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的深入探讨，我们深刻

认识到这一理念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从科学

的角度，全面而精细地关注和管理每一个细节，以确

保植物得到最恰当的养护。精细化管护不仅有助于提升

植物的健康状况，还能优化园林景观，满足人们对美好

环境的向往。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和城市绿化水平的提

升，相信园林植物精细化管护将成为未来园林工作的重

要趋势。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构建更加美丽、生态、和

谐的园林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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