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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景观设计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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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景观是极具活力与生命气息的要素，需要在风景园林设计中运用艺术学、植物学

相关原理展开植物景观设计，充分体现植物的造景功能，营造出优美、和谐、自然的植物景观，提升风景园林景观效

果。本文主要讨论风景园林中植物景观设计原则，并提出植物景观设计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策略，为相关设计人员提

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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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和园林内的地形、建筑等共同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园林景观景色，其利用自身特有的自然属性构成了植物

景观，对人们的视觉感官形成较大的冲击力，形成一定主观体验[1]。近些年，我国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及人们对生态环

境给予较高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风景园林建设及功能优化过程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植物景观是园林工程的重

要构成，其设计情况关系着风景园林工程的建设质量，故而一定要给予该项设计工作较高重视，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完善设计方法、方案。

1��植物景观概述

植物景观是由天然生长或人工培育的灌木、乔木、草、珍贵树种所构成，其生长季节和色彩存在着一些差异。植

物景观作为园林景观的主要构成部分，基本来自于自然界，设计师重新进行搭配，能展现较为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

的关注。随着植物景观学的进一步发展，植物在进行景色塑造及设计时，逐渐形成了植物景观，并且出现了一些较为

明显的特征。（1）因植物的地理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植物景观的地域性明显。全球的地理气候多样，不同区域

的植物生长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植物的类型差别较为明显，种类丰富，为植物设计提供了丰富选择。（2）因不

同植物的类型多样，植物景观也存在多样性。在搭配不同类型的植物过程中，会出现多种不同效果，植物种类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植物景观。（3）因季节变化，植物在不同生长时期会出现颜色及形态的转变，为此，在进行植物

景观设计时，要考虑植物的季节性，了解不同植物的生理及生态特征，才能灵活应用不同类型的植物，展现各类风格

的植物景观。

2��风景园林中植物景观规划设计遵循的原则

2.1  融入自然理念

在植物景观规划设计中，要保障植物景观和城市环境实现和谐共生，在景观设计时要以风景园林发展为基础，尽

量保持自然生态的效果，避免人工雕琢的痕迹明显，充分展现植物景观的自然功效，如此才能打造出风景园林的自然

价值，营造出宜居的生活环境。保障植物景观的自然性，突出植物自身的生命力，通过景观设计和环境绿化合理控制

环境，减少污染。因此，在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要充分发挥自然作用，不但能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还能让城市居民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2.2  协调性原则

风景园林建设要基于其观赏性的理念，对其风格特色、空间布置、植物搭配等进行调研，在做好科学搭配、有效

协调的前提下，强化基于观赏性之上的园林生态个性与植物景观特色。应使其既能够长期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又要充

分把握园林建设过程中植物景观的美观程度和协调程度，使园林风格特征和周边环境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强化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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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性。要结合当地民众的审美认知、生活习性和使用需求，设计出更协调、更和谐、更美观的植物搭配方案，建成当

地民众所需要的风景园林和独特的城市园林风景线。

2.3  以人为本的原则

风景园林在进行植物景观设计期间，还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因为植物景观设计其最终目标是为大众提供服务，

在城市中营造宜居、舒适、自然的生活环境，所以园林景观设计不仅要使人们获得审美体验，还要为人们提供优良的

休闲和居住环境，以充分体现风景园林作用与价值[2]，不断提升园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3��植物景观设计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策略

3.1  结合植物生态习性进行景观设计

在植物景观设计期间，首先要确保植物能够健康茁壮的生长，因此要遵循因地制宜以及因时制宜原则，在此基础

上充分体现其观赏特性。设计人员在植物配置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每一种植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如围绕风景园

林水池进行植物景观设计，主要选择湿生植物，如枫杨、池杉、垂柳、落羽杉等。在园林墙阴处应种植耐寒植物，如

竹、女贞等。园林中属于背阴处但能够略受阳光的位置，则主要选择山茶、杜英等植物。另外，植物景观设计要注重

突出生态，关注体现自然的植物群落、生态群落，合理搭配花卉、草、灌、乔，充分体现植物的绿化生态功能，同步

配合运用城市雕塑、建筑小品等造园手段，展示风景园林深厚的文化内涵。

3.2  植物景观规划要科学

合理植物是开展景观规划最为关键的因素，为此，要关注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方案。在开展植物景观设计时，不但

要从整体角度出发，还应使植物景观与其他设计要素产生更加紧密的关联，构成园林景观，提升园林景观的设计水

平。此外，在开展植物景观设计时，要随机应变，根据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做出适当调整，分析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及对植物景观设计造成的不利影响，确保植物景观设计能达到预期效果[3]。

3.3  重视对植物景观设计现场的控制

在设计植物景观规划时，要充分考虑设计方案和设计图纸，根据设计图纸展开具体操作，把控现场施工进度。设

计方案中可能会出现的部分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完成，这就需要根据突发状况及时调整设计方案。所以，设计师需

要重视对实际方案施工过程中的调整，以便植物景观设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任何实际施工过程中都会存在设计

的变更，植物景观设计规划也如此。部分设计图纸上的情况无法在实际施工中得到展现是不可避免的[4]。因此，这就

需要在现场施工中进行灵活处理，合理安排现场工作情况，保障植物景观设计效果不受较大影响。

3.4  科学组合配置各类植物

植物配置为植物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工序之一，植物是风景园林中的重要构成，为了将其美化作用等充分发挥出

来，科学配置是基础工作内容。我国植物景观设计阶段可供选择的植物类型繁多，这在很大程度给风景园林景观内植

物优化配置提供了很多新颖思路。但纵观当下园林工程建设情况，不难发现植物景观配置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比

如栽种的苗木以小苗为主，本土植物占比相对较少，外来植物站主导地位；乔木、灌木配种不合理，灌木类植物数目

较少；常绿植物大规模栽种，落叶植物少见等。为了有效规避以上现实问题，在植物景观设计实践中，应重视不同植

物之间的搭配情况，主要考虑它们的观赏性及对本地气候环境的适应能力等，有机搭配栽种乔木、灌木以及草本植

物、藤本植物，力争打造出平面的、立体的、多层次的植物景观格局，利用植物自身的色彩、形体、线条等美感，色

彩选择和搭配上要有主次之分，例如以为主要为主色调的景观有较特殊的包容性，其可以和冷、暖及其他中性色调进

行协调统一的规划设计，建设出完善化的植物生态系统，使广大居民在景观园林内放松身心状态的同时，从植物景观

中更好的满足审美需求。植物配置实践中，可以采用乔木加草坪或者加铺装等方式，针对乔木的栽种，建议以群植和

列植形式为主，通过对灌木栽种成绿篱的形式去完成景观设计，于道路两旁实现合围式种植，并在增设植物流线型、

波浪形、“S”形等栽种形式的基础上[5]，形成相对应的植物群落和景观构造，借此方式提升园林植物的多样性与层

次感，取得较理想的园林植物配置与设计成效。针对园林工程的雕塑景观周边的植物配置设计，可以采用疏林草地的

栽种方法，并参照园林工程景色特征与功能要求，尽量通过自然式栽种的方法配置植物，最大限度的满足园林景观设

计对植物配置提出的要求。对于园林景观内水生植物的配置，应综合考虑植物生长环境与观赏价值等，可以选择梭鱼

草、香蒲、黄花鸢尾等水生植物，菖蒲等适合种植在浅水的水面上，深水区栽种睡莲能取得较好的景观设计效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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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科学规划水生植物的范畴，取得“三分植物，七分水景”的设计成效[6]。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风景园林中，植物景观规划设计为了保障规划设计的水平，应该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和设计工作经验

构建一套完善的规划设计方法，保障植物景观和谐地融入周边环境中，达到整体要素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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