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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工程中硬质景观施工管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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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园林景观由软质景观和硬质景观组成，硬质景观施工在园林景观工程中非常重要。文中分析了硬质景观

施工管理的重要性，并从施工制度建设、监管机制实、管理信息化建设以及人员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施工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施工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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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园林景观工程是现代城市发展中城市景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绿化的基础工程体系，具有系统性、

规范性等特征，涉及内容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硬质景观。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硬质景观如果出现机

械性或强度方面的问题，很容易形成隐患，造成景观风化、园林破损的现象，这不仅对园林硬质景观的美化效果造成

不良影响，而且会缩短景观园林的使用寿命。因此，必须加强园林景观工程中的质量管理，提高施工水平，改进施工

技艺。

1��园林景观工程中硬质景观施工管理的意义

硬质景观是园林景观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园林景观工程中除绿化、水体和建筑物外的有形物，包括了步行环

境、景观设施、活动场所以及车辆环境等等[1]。随着当前园林景观工程的逐渐发展，硬质景观建设规模也逐渐扩大，涉

及的施工内容也愈加复杂，需要在硬质景观施工中加强施工管理，保证规范化施工，对于硬质景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在房地产园林景观工程施工中，硬质景观的施工质量直接决定了景观工程整体的施工质量。加强硬质景观

的施工监管，避免施工质量问题，而影响整体工程的质量。同时，通过施工管理制度的建设，能够强化施工人员的责

任感和规范化施工意识，保障施工质量。其次，通过有效的施工监管机制，实现对工程施工的全面管控，一旦发现施

工质量问题及时处理，减少损失。

园林景观中的硬质景观比软质景观更简单，能够长期维持景观面貌，且相对容易维护[2]。园林硬质景观主要包

括：①景观构筑物。这类景观是人们体息活动的场所，如苏州园林内的景观亭、长廊和花架等，以观景体憩为目的。

②景观广场。通常是人们进行活动表演或短暂体憩的场所，这类场所具有非常开阔的空间。在大型景观园林的建设过

程中，景观广场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可以说是关键组成要素之一。③景观道路。道路在景观园林中起到重要的导向串

联作用，合理地设计可以增加游览的舒适性。④景观小品。如景观园林的主题雕塑、精神堡垒、体闲座椅、健身活动

设施及儿童游乐设备等，功能突出的同时又可以展现景观文化特色，为景观润色、添活力。园林景观施工涉及多个方

面，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做好多个环节的控制，保证施工成本、施工流程、施工材料，以及施工过程中的成本管理，在

景观品质与造价成本间寻求平衡。

2��园林硬质景观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影响因素

2.1  土方填挖

城市园林景观施工中硬质景观的施工主要是根据设计图纸开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注重景观建设和城市整体环

境之间的规划设计，保证园林景观设计和城市发展相协调，硬质景观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遵循相关的规则。但在实际

的硬质景观施工中，存在场地土方填挖质量问题，导致硬质景观设计和整体环境不协调，造成景观设计的不合理。因

此，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土方填挖施工的工程量和质量。首先平整场地基地要夯实，防止后期使用过程

中的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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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路铺装材料的影响

在园林景观工程的建设过程中，硬质景观的施工主要根据设计图纸展开，并且根据设计图纸进行施工，从而使景

观建设效果与设计效果保持一致[3]。但在实际道路的铺装工作中还是会因为材料选择出现问题，如材料型号规格与实

际施工不符等因素影响最终的景观效果。如果有设计与实际场地不配套而影响硬质景观的铺装效果，应在过程中进行

及时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效果的美观和材料的节约。

2.3  小品施工问题

城市园林小品设施小巧，简明别致，在园林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应选择恰当的精美构筑物。小品设施内容丰富，

可以点缀园林景观，活跃景色且烘托气氛，加深园林场地的意境。部分人认为小品设施比较简单，随意施工就可以完

成。但从实际施工来看，小品设施施工难度很大，景观属于比较系统的结构，是通过大量细部艺术来体现整体艺术效

果的，细节更能体现文化素质、审美艺术，以及城市发展的定位，故而小品施工更能展示出内涵。

2.4  其他问题

（1）地面积水。景观局部地面不均匀沉降，特别是广场类，导致地面坑洼不平，雨天排水不畅[4]。日积月累会造

成群众在园林内的日常活动及场地使用年限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包括前期设计对场地变化不能及时反馈，排水

坡度不符合实际场地;后期施工方没有及时反映问题和调整施工，导致场地雨水无法及时排出，形成积水。还有在施工

时地面垫层密实度不均匀，排水井壁没有进行防渗漏处理，就会引起地面沉降，造成积水。

（2）道路破损。道路破损发生的原因比较多：①设计师在设计时对场地流量预估措施不足，面层厚度设计不合

理，荷载量超过设计量，园林道路负荷压力增大导致道路被破坏。②园林景观施工中地基环节施工出现问题，致使基

层不均匀沉降，从而导致路面开裂。③园林景观道路结构设计不合理，基层材料配比没有严格遵守设计规范而造成道

路的稳定性不够，对园林景观的后期使用产生了不良影响。

3��园林景观工程中硬质景观的施工管理

3.1  施工前的管理

在施工前，施工单位需要做好完全的准备。①施工人员准备。团队管理人员需要确定不同的施工环节的工作范

围，将其分配给每一个施工人员。施工人员需要掌握一定的施工技巧，同时需要施工人员具备很强的责任意识，可以

及时完成园林景观的施工工作。②设备、材料的准备[1]。在施工前需要做好严格管理，保证材料符合要求后才可以进

入道施工现场。③施工团队需要明确施工留存文件的内容、调查施工材料、规格等，并将其报告给项目管理部门。

3.2  施工过程的精细管理

园林硬质景观施工包括水景施工、假山施工、硬质铺装施工等，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加强管理，有效提升硬质景观

的整体施工质量。

3.2.1  水景类硬质景观的施工管理

在水景施工中，固定模板运用的螺栓、铁丝等材料不能直接穿过池壁，如果必须穿过池壁就要使用止水环，可以

防止后期渗水。预埋套管时，工作人员将螺栓穿入套管中，止水管运用在外侧。等固定模板拆除后再取出螺栓，使用

膨胀水泥砂浆密封套管。池壁浇筑混凝土时，施工必须一次性完成，养护时间为两周。水中汀步的基础平面要小于踏

步面，这样看起来汀步像是浮在水面上，与水的结合效果很好。

3.2.2  假山类景观的施工管理

假山更能体现出整个场地的特性及灵性，假山可以与艺术、人文、历史等结合在一起。在假山营造时，施工人员

不仅要遵循施工图纸的设计，而且要在这个过程中敢于创新。假山放置有多种方式，施工团队人员需要合理选择假山

设置方式，让假山与其他园林景观相协调。假山主要由天然石材堆砌而成，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陆地上。假山堆砌

的重点是要保持基础的稳定性和石材与石材间的稳固性。

3.2.3  硬质铺装施工管理

硬质铺装施工是构成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景观工程硬质铺装施工效果可以反映出整体的景观施工效

果，也可以反映出整体场地的质量。需要注意缝宽、板材间的尺寸搭配、缝与板材间的衔接等细节，成活效果要美

观、整齐、平整，要有整体性，强调放线环节的重要性[4]。比如，花岗岩石材铺装施工的过程中，施工按照CAD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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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调整石材规格再进行施工调整。如果施工过程需要对线条进行加工，就要在施工现场进行施工或现场预制仿形

机进行加工。在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前，使用保护套保护好边角的位置，避免材料受到损伤。使用不规则碎拼做法时，

板的尺寸要均匀，缝宽要一致，勾缝的水泥面要低于板材的成活面，且水泥面的高度要保持一致。板材避免出现锐

角，色彩搭配要美观。拼铺禁止出现平行纹、直角纹及内角，禁止出现四条以上边缝汇集一个交点。

3.3  竣工管理

在完成硬质景观施工后，施工团队还要对景观进行前期养护，确保硬质景观在投入使用后使用年限达到设计要

求[5]。水景类设施需要定期检查，保证设施可以正常运行。除此之外，施工人员还要进行水景类用电的安全性检验，

消除安全隐患。除了定期养护外，还要进行专业养护，保证硬质景观的观赏效果。

结语：综上所述，园林景观工程中硬质景观施工管理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是保障硬质景观工程施工

质量、降低施工成本损耗的有效手段。在硬质景观施工管理实践中，要建立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落实施工监管机

制，加强施工管理信息化建设，强化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以保障施工管理工作的开展，推动我国园林景观工程建设

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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