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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重要性及其方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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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经济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不断推进，人们对园林景观设计

也有了更高的实际需求，为此，在开展园林景观设计时，应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提升人们日常生活的关怀

感及幸福感，并从更为专业的角度为人们构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结合实际情况，在园林设计工作不断发展的过

程中，植物造景及植物配置在园林设计中的价值愈发明显，不仅能有效促进生态与园林设计的有机融合，还能进一步

丰富园林设计的形态及美感。基于此，深入分析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价值，以期为相关工作带来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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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加快，现代新兴科技的应用逐渐广泛，人们的生活方式愈加智能化，精神需求也逐渐加

大。人们希望通过园林景观的艺术方式为自身生活带来更高的艺术气息和人文关怀。专业的园林设计能为人们提供更加

舒适和惬意的居住环境。通过长时间的发展进步，园林设计审美形态不断升级，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发挥的作用

愈加明显，能够有效融合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要深化了解和搭配应用各种植物，为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1��植物造景在园林设计中的重要性

1.1  美化生态环境

植物造景技术是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必不可少的方式，其优点之一是美化生态环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用艺

术的表达形式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结合当地园林景观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宜的造景技术。选择植物时，必须注重配

置的合理性。在保证美观性的同时，更要兼顾净化空气的作用[1]。

1.2  保护生态环境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植物造景技术可有保护生态环境。在城市化建设脚步不断加快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工业废

气污染，导致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园林景观设计工

作尤为重要。植物造景技术可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减轻空气污染，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及健康提供保障。造景过程中

应用的大量植被，能有效防风固沙，净化空气，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抵御自然灾害，如台风多发地可加强

应用植物造景技术，种植抗风植物，减少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2��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基本原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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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在老年公寓的设计中，会适当增加观花、观果等与感官相关植物的使用，丰富的景植物季相变化可以使

老年人从心理上得到放松。植物造景的时候可以选择有益心经的香樟、银杏、连翘；有益肝经的女贞、垂柳、杨梅、

芍药；有益脾经的广玉兰、石榴、菖蒲；有益肺经的紫玉兰、木芙蓉；有益肾经的樱花、石竹、凌霄等，从而达到植

物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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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色彩相宜的原则

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首先，贯彻色彩相宜的设计原则，进一步提升园林内部植物与其他要素的协调性，如园

林周围环境、整体气氛等；其次，将园林花草树木的色彩及形态作为设计的切入点，在烘托园林氛围的同时，进一步

明确园林景观设计的主题，有效提升园林景观的美感；再次，在植物配置过程中，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园林景观带给

人们的视觉感受，以此为基础合理配置植物，有效丰富园林景观内部的色彩环境，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营造全新的生态

环境氛围。

2.3  季节与色彩相宜原则

城市园林中的植物造景设计必须遵循色彩与季节相适宜的原则。首先，色彩与形状的有效结合，可增加园林环境

的唯美意境，使人们放松身心。不同颜色对人的心情会产生不同影响，所以在植物搭配时，要充分考虑植物颜色。

如乔木中的紫薇花、花草中的风信子等植物都可在一定程度上愉悦人的身心。其次，还应遵循植物四季变化特点进行

设计。在选取植物时，还应考虑生长周期与养护技术等因素，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合理配置乔灌木，力求保证四季有观

花、观叶、观果、闻香等景观效果。同时，可采取人工干预手法，延长植物的存活时间，充分满足人们的观赏需求[3]。

四季与颜色相宜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技术的时效性。

3��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要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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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叶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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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借鉴广西本土特有的秋海棠景观设计，彰显地域文化、增强当地居民归属

感。除此之外，可设计带有浓郁香气的乡土植物，如桂花、茉莉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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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注重空间合理划分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的科学合理运用比较重要，空间划分是要点，设计景观时由于区域的不同匹配的主

体内容也会不同，这要求景观设计师在植物造景的应用过程中，能体现其独特之处，发挥区域的植物特色。要充分了

解设计区域的植物生长习性以及特色情况，能够按照植物生长习性作为参考，进行规划，合理布局，将景观布置成各

种活动空间区域，并隔离开不同的区域进行管理，有效完善与之匹配的景观功能，呈现风景园林的独特性[4]。景观设

计师自身要树立全局性意识，结合整体规划要求落实植物造景优化，营造丰富的空间，能够满足整体规划的各项景观

功能需求，如园林的观赏空间方面需求，结合植物造景设计层次，保障其更为丰富，结合植物形状大小优化设计景观

空间，体现有序的空间变化。

3.3  加强植物的合理搭配

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合理搭配造景植物，采用规则与自然种植结合的形式，可有效增加空间变化，提升景观

观赏层次，强化景观的时序性。在设计过程中，还应根据空间的封闭、开放等形式，选择不同的植物造景方式。如在

设计封闭空间时，可采用围合的设计手法满足建设需求。障景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常用手法，能提升园林景观的美感

度。同时，还应根据植物在不同季节的变化选择不同造景手法。不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植物，让人们真实感受四季变

化带来的不同美感。也可在同一景观中设计出四季不同的变化场景，避免观赏的单调性。在对春夏秋冬等季节进行植

物造景搭配时，要仔细分析，并根据施工需求合理选择。如春天的樱花、海棠；夏天的紫薇、荷花；秋天的柿树、银

杏；冬天的腊梅、松柏等都是造景中的常用植物。合理搭配运用植物，可为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增加多样化元素，提升

园林造景的艺术性[5]。

3.4  注重植物与景观小品设计

植物与景观小品的设计是园林景观规划的关键内容，对于观赏效果整体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设计人员需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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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小品植物造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尽可能通过设计手段赋予其生命力，改善传统的生硬平直线条形态，通过多种

植物适宜配置，以增强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体现自然美感。另外还需合理设计景观小品中的花架，其一般是指用于

支撑藤本植物按照造型生长而设置的辅助构筑物。对其进行设计的目的则是更好的引导植物、花果等形成良好景观意

象。在设计时应保证其具有立体绿化的效果，弥补地面种植不足的缺陷。除此之外，还需把握景观座椅的设计，相关

人员要注重发挥其为人们提供休息场所的功能，通常是将其设计在冠大浓荫的落叶乔木下，在夏季时可起到遮阳造荫

的效果。同时也可设计花池搭配座椅的方式，拉近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

结束语：综上所述，在园林景观设计时，必须正确认识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具有的独特价值，并在植物造

景设计时，将植物当作设计的核心内容，进一步提升植物造景的应用效果。在设计中，需注重园林植物与建筑、水体

等方面的融合程度，并在配置植物的过程中，注重植物配置的艺术性，使其能有效融入自然生态环境中，进一步提升

园林景观设计植物造景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并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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