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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与规划研究

刘�庆*
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北京��10140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各个地区的景观设计项目也在迅速发展。加强景观建

筑设计，有利于现代城市的生态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自然栖息地，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舒适，全面提高

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协调植物组成和提高景观设计方案，可以改善景观的整体功能，同时提高景观设计的美观

性，进一步促进城市的生态发展。对景观设计现状进行研究和讨论，分析植物配置和规划原则以加强景观设计，并系

统地解释具体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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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风景园林是将科学和艺术融合，以营造人类美好的室外生活环境的一门学科，与土木、水利、建筑、城市规划相

结合。在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中，建筑是其设计的侧重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价值观的变化，近年来的风景园

林设计在满足美观的需求上更加注重营造大自然的氛围。现在，无论是在走在公园内、漫步在道路两侧还是企事业单

位的办公厂区内，随处可见各种植物。植物配置已经是风景园林设计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

特点，每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属性，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植物配置就要根据每种植物的不同生长特点进行科学的排列组

合，实现优化配置，从而达到良好的风景园林设计效果[1]。

1��风景园林设计的植物配置与规划原则分析

1.1  植物多样性

改善园林景观的生态可持续性的设计原理是要保持植物种类多样性。各种形状的植物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壤中

的养分和阳光，尽可能不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并增加景观中土地的利用率，还可以减少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改善

景观附近的环境质量，并降低污染对民众身体健康的影响。在美化工作中，设计人员充分了解植物的习性和污染物的

种类，并根据空气中的污染物种类合理地设置植物的种类，以保证美化景观彻底改善环境。另外，不同类型植物的合

理搭配不仅增加了景观的多样性，还改善了景观布局的质量。

1.2  植物功能性原则

本段主要着眼于分析风景园林植物群落的功能性原则。具体而言，风景园林是一个可供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空

间，更是一个可有效满足城市居民观赏性要求的空间，而此空间植物元素的配置方法和规划方式以及空间内部各类植

物的种植和生长质量对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质量具有直接影响。为此，风景园林设计规划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依据

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具体要求，以此要求作为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与规划的功能性要求，使风景园林的设计规划

与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类城市发展基础设施满足了人们日常出行、工

作和居住的基本要求，而植物作为一种绿色的基础设施，应满足城市居民更广泛的、更实际的生活要求。从此角度分

析，设计人员在设计具体的方案时，应采用合理有效的办法强化风景园林中植物的功能性，使风景园林在为城市居民

提供休闲娱乐场所的同时，可切实发挥在改善城市环境、降低空气污染、优化城市建设资源配置以及满足城市居民观

赏、娱乐、休闲、游憩等要求，从而直接提升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与规划工作的整体质量[2]。

1.3  均衡原则

园林绿化要求植物搭配过程要从质地、线条、植物色等的差异和变化下手，在确保总体平衡和统一的同时进一步

强调植物的多样性。换句话说，在园林绿化的设计和规划过程中，要求整个景观既是变化又是统一的，以强调整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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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明显的特征并更好地反映设计的特征。遵循均衡统一的原则，在调整植物的颜色、树枝和叶子时，必须进行合适的

配置，不要造成反差太大的效果，以使整体均衡，并为人们带来舒适的视觉享受。

1.4  适地适树性原则

适地适树性原则也可称作因地制宜原则，即设计人员在配置与规划风景园林中的植物时，应确保植物的生长习性

与当地的气候特点相吻合，从而可有效降低植物的自然死亡率。具体而言，不同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同，导致不同

植物对环境中的土壤成分变化、降雨降水变化以及季节温度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这会进一步影响植物的生长状态以

及生长周期。比如，在阴湿地区，对于一些“喜阳好温”的植物，设计人员应有意识地为此类植物提供更好的光照条

件和温度条件。从园林设计的整体上考察，设计人员在配置园林中的植物和为植物选择具体生长空间时，应基于对当

地季节气候特点、降雨降水特点以及土壤成分特点的综合分析，从而在选择风景园林中的具体植物时，可依据当地气

候的特点，选择适合栽培或种植的植物，并为此类植物提供更安全、更合理的生长空间。

2��现阶段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风景园林设计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方面仍存在亟需改善的问题。植物搭

配过于单一就是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在进行植物配置的过程中，忽略了科学性原则，很多情况下都是选择同样

的植物种类进行设计，并且对于设计的方案缺乏创新意识。风景园林设计植物的配置方案并没有与城市的地域充分结

合，也忽略的城市当地的气候环境等。

3��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的策略与规划方法分析

3.1  将花草树木有机结合起来

一些植物、树木、叶子和花朵的色彩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就其搭配和布局而言，植物的丰富色彩可以用来

增强花园的装饰特色并使之更具活力。银杏和液态琥珀等树木植物叶子的颜色会改变，叶子在植物生长时保持绿色，

掉落以后颜色改变；有的树皮颜色会发生变化，例如寻常的桔梗，有着紫色或红色茎；对于植物花，要根据花的颜

色、空间层次和开花时间来区分颜色变化，例如，石竹花颜色五彩缤纷，但开花期短。在搭配颜色时，要分析植物在

不同区域构成不同景观时的色彩搭配，注意植物4个季节的特征并展现植物的美感。

3.2  做好地理环境考察与调研工作

合理、高效、科学的地理环境考察与调研工作可为风景园林设计人员提供设计数据，设计人员可根据此类设计数

据更合理地选择风景园林区域中植物的种类、更科学地规划风景园林区域中各类植物的生长空间，进而从整体上提升

风景园林设计植物配置与规划工作的质量。此间，设计人员在分析此类自然环境的客观数据时，也应综合考察当地城

市居民的生产生活诉求与娱乐休闲需求，从而结合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现实要求、城市居民的精神文化要求，

对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与规划工作进行积极的创新。在此基础上，设计人员在创造创新设计方式时，应回归园林

设计的自然环境要求，选取合适的、连续的时间段，观察、分析并记录城市区域中土壤环境、气温状态以及降雨降水

的变化情况，从而以此记录作为选择植物具体种类的依据，合理确定园林区域中的植物种类，并做好植物的后期养护

工作。另外，设计人员在考察现阶段城市地理环境的特点时，也应预测城市后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趋势，分析城市后期

的建设发展要求，从而在配置具体的植物时，可使此类植物的生长周期以及相应的功能可满足城市后期发展的一般要

求，尽量避免植株的反复换位或替代，降低风景园林配置与规划的成本，提升风景园林设计的整体经济性，提高植物

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契合度。

3.3  将植物间的关系进行合理配置

植物群落内各种植物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植物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互助，其中具体有共生关系、寄生关系、

生物化学关系、机械关系、生理关系等。因此，在风景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要充分权衡各植物间的关系，遵循

生物之间循环、竞争、共生的生长原则，进行合理配置[3]。

3.4  注意整体搭配效果

城市景观规划和设计需要有效结合建筑、水体和岩石，并与植物进行巧妙的配置，以确保整体的效果。在不同的

空间搭配植物时，要根据植物所占空间的大小来进行搭配，例如，灌木和乔木所占的绿化面积相对来说大于那些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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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所以，灌木和乔木可以用作植物规划的中心，控制所用苗木的大小，将苗木整齐地种植在道路的两侧。此外，必

须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苗种，通常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不同的苗种来有效地增强景观的装饰性。对花和草

进行空间搭配的时候，更侧重于花草所凸显出来的装饰特性，应使用鲜艳的花朵巧妙地组合不同颜色和形状，来营造

出出色的景观配置。对绿草进行搭配时，应该把绿草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特性表达出来，不宜太过复杂，使绿草与鲜花

巧妙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更加美丽的景观供人们欣赏。

结束语：每个城市都应该注重风景园林的科学化、合理化设计。在其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具体专业的学科知

识。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环境，设计合理的风景园林植物配置方案，并在施工的过程中不断改进，进而让风景园林设

计发挥出充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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