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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造景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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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造景技术作为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有效改善与优化人们的生存环境。在城市园

林景观设计中，有效融入植物造景技术可有效降低城市空气污染度。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美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人们对植物造景技术的美感理念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分析了植物造景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

性、主要遵循的原则及具体应用手段，以期为城市园林造景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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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园林景观在城市设计中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广泛，设计人员自身要能从不同的设计思维角度出发，塑造良好的

景观设计效果，运用植物造景的方式从整体上进行优化设计方式，对提高园林景观的整体设计质量发挥积极作用[1]。植

物造景的方式手法多样，在设计中注重科学化，选择相适应的方法，才能保障景观设计质量。

1��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概述

植物造景是指使用不同种类乔木、藤木、花草等植物，以其形态、结构、大小为外在应用条件，结合一些特殊的

艺术手法，放大植物中蕴含的意境美、线条美、色彩美等优势，并充分结合园林景观建造的园林地形、空间等元素，

突出怡然自得的景观设计。充分融合地形和植物，使山水和植物遥相呼应，植物和建筑相互衬托。使人们进入园中游

玩观赏时，在环境的带动下产生心旷神怡之感。而要想达到艺术价值和景观设计结合的标准，就必须按照艺术性科学

性原则，在艺术构图中重点突出植物个体或群体的形态美，使人们在园林观赏时，不仅能欣赏植物的形态美，也能从

中体会动态的植物和静态的建筑交融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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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适应当地环境，会导致植物成活率低，浪费人力、

物力、财力，违背了植物造景原则[2]。同时，要格外注意独立和群体景观的区别设计，园林设计讲究错落有致的意境

之感，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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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群景

景观主要是对整个景观起协调作用，形成几何交替的层次美。

2��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重要性

2.1  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

在开展相关设计工作时，要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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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在植物多样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转换园林景观的审

美视角，在实现移步换景目标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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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有效改善园林植物造景的内部空间

植物也可和建筑一样，利用其形态的特征和体态的大小进行空间层次的架构，使植物景观形成层次上的空间变

化。人们的观赏角度和视线附着点不同，看到的景观也不同，可达到移步异景的景观空间变化效果。这种变化的形成

取决于设计师的审美搭配和空间创造能力，可打造出风格各异的地标景点[3]。

2.3  有效提升经济效益

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可打造旅游景观，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如西安市最有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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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芙蓉园，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合理运用植物造景，达到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效果，让人流连忘返，成为西安的著名旅

游景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效益。

3��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基本原则

3.1  以人为本原则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对植物造景应当注重自然性、艺术性和生活性的结合，满足人们向往绿色、回归本真的心理需

求。因此对植物造景的设计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利用科学手段将植物融合到生活环境中，促使各种矛盾达到统一，既能

够满足人们需求，又能够适应栽种条件。充分发挥自然影响人的效果，促使观赏者能够从植物景观中获取有益价值。

3.2  因景制宜、位置相宜的原则

在植物造景过程中，首先，需严格遵守因景制宜的设计原则，并在设计时以园林景观的主题为基础，科学、合理

地配置各类花草树木，如松柏这类植物相对较为适用于墓园园林景观中。其次，深入分析当地的风土人情，设计时能

有效地融合当地的文化特征，进一步提升园林景观设计的地方特色[4]。此外，还需深入了解各类植物的特殊性质及生

长周期，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关设计工作，有效延长园林景观的观赏期。

3.3  自然优先的原则

园林景观在设计过程中，要着重从植物造景的合理应用方面出发，这是提升园林景观设计质量的重要举措。设计

中景观设计师就要能按照自然有限的要求去执行，在合理化布置的基础上，保障植物正常生长，选择搭配植物时最大

程度减少人工干预，还自然以本色，充分发挥植物造景设计的价值作用。

4��植物造景技术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4.1  有效融合植物与城市建筑物

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植物造景时，首先应分析所在城市建筑因素，让植物造景技术有效地与城市建筑物相

互融合。彰显植物造景技术的美感与科学性的同时，避免与城市建筑有违和感，使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凸显园林景观

的实用性。同时，要特别注意建筑物与园林景观的具体比例，若比例不协调，会大大降低整体美感，影响游客的观赏

兴趣。植物造景技术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有效辅助，当景观设计与城市建筑出现违和时，可采用植物造景有效弥补。

如马路两边较空旷，可在此种植花草树木，使植物景观与城市道路相辅相成，充实道路景观[5]。

4.2  有效融合植物与水体

园林植物与水体的融合，能为人们带来明净且清澈的视觉效果，且水体常被称为园林景观的命脉。因此，在园林

景观设计植物造景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水体的运用。设计时，有机地利用水边及水中的植物，进一步凸显园林景观中

水体的独特美感。还要从园林景观设计植物造景效果的整体出发，合理规划栽培植物的种类及密度，进一步展示水体

的视觉效果。此外，还要重视细节设计工作，如局部造景等，通过点缀的方式提升水体与景观植物的整体性，有效提

升园林景观设计植物造景应用的效果。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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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色叶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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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叶芦竹、洒金榕等，保证造景植物的形态优美、叶形秀丽。同时设计搭配花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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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利用乡土特色植物，能够

体现地域特点，形成本土景观文化。除此之外，可设计带有浓郁香气的乡土植物，如桂花、梅花、薰衣草、兰花等，

营造花道景观，既能够提升观赏性，又能够丰富游览体验，切实增强植物造景的艺术效果和感官感受。

4.4  注重合理选择植物类型。

园林景观的设计之初，为能有效提升植物造景运用的效果，这就要求景观设计师要能在具体的园林设计过程中从

植物类型的合理选择方面入手。搭配植物是门艺术，设计人员自身要充分了解植物习性，在具体的设计中能结合园林

空间需求选择相应植物品种，呈现景观空间的不同形态。增加植物多样性是加强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而季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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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会影响园林景观的效果，要能结合植物的季相变化进行搭配植物，充分展现四季景观所呈现的美感，营造开阔

明朗的园林景观空间体验和视觉感受，植物选取从季节的要素着手进行搭配，如春季栽种丁香，夏季栽种花草，营造

意境美，秋季栽种枫树以及山里红，冬季栽种松树及云杉，通过合理的搭配，从而增加空间内容和层次感。

5��园林景观中造景设计的方法探究

在建造园林景观时，首先要确定设计方案，适当增加植物造景内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还需注意在园林绿化建

设基础上，结合园林施工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尊重生态学原理打造植物群落，提升植物成活率。园林景观中的植物

不仅能净化空气，还充分体现园林景观绿化的设计亮点。如在空间较大、范围开阔的场地填充植物设计，可种植具有

一定抗性的植物，因为空间大，空气流转速度较大，种植具有抗风属性的植物可保障成活率。如果项目地在企业、生

活区附近，可选择种植海棠、国槐等植物，不仅可净化空气，点缀空间，还能降低噪音。另外，在植物造景过程中，

还要注意按照生态学原理，达到动静结合、高低配合的景观设计，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园林景观的观赏价值，为周围生

活和工作的人们带来视觉的放松与精神的享受。

结束语：植物造景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占据重要位置。能有效美化与保护生态环境，在提升城市美感的同时，

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要重视植物造景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植物

造景，必须积极探索植物造景技术，使植物造景技术能紧跟时代发展趋势，有效改善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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