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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配置在建筑园林空间中的运用

张蓉蓉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Ǔ安徽Ǔ合肥Ǔ230001

摘Ȟ要：植物配置在建筑园林空间中占据核心地位，它不仅使城市焕发盎然生机，还在提高环境质量、打造宜人

氛围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设计原则方面，空间布局、建筑风格与植被搭配以及绿化设计与景观效果的紧密结合，是营

造和谐城市景观的基石。因此，在建筑园林空间设计中，重视植物配置的重要性，对推动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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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配置在建筑园林空间中的重要性

植物配置在建筑园林空间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

性。它不仅为城市空间增添了盎然生机，更在提升环境

质量、营造宜人氛围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合理的

植物配置，可以有效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污染，提升居

住者的生活品质。同时，植物还能够起到调节温度、

降低噪音的作用，为居民营造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此

外，植物配置也是塑造园林空间美感的重要手段，不同

的植物品种、色彩和形态能够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景观效

果，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到自然与建筑的和

谐共生。因此，在建筑园林空间的设计中，必须充分重

视植物配置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以实现城市绿化与生态

建设的完美结合。

2��建筑园林与植被配置之间的关系

建筑园林和植被配置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且相互依

存的关系，植物配置不仅是建筑园林空间布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且是其关键的设计元素之一。二者之间的

关系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

构建出优美、和谐的城市绿色生态环境。第一，建筑园

林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初衷是创

造舒适、美观、具有文化内涵和生态功能的室外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植被配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

的植被配置不仅能够增加空间的绿化面积，提高环境质

量，还能够为园林空间带来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季节变

化，使建筑园林更加生动、自然[1]。第二，在设计过程

中，植物配置不仅要考虑其生态功能和美学价值，还需

要与建筑、道路、水体等其他元素相互协调、相互映

衬。通过精心选择植物的种类、形态、色彩等要素，以

及合理安排植物的布局和组合方式，可以使植被与周围

环境融为一体，形成和谐统一的景观效果。植被配置还

可以根据空间的功能需求和人们的活动特点进行有针对

性的设计，以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第三，植物作为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光合作用、蒸腾作用

等过程改善环境质量、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在建

筑园林中合理种植植被，可以有效减少空气污染、噪音

污染等环境问题，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植被还可以为城市生态系统提供重要的生物栖息地，促

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第四，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

人们对生态环境认识的加深，建筑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手

法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植被配置作为

建筑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也在

不断创新和进步。通过引进新的植物品种、运用新的种

植技术和管理模式等方式，可以不断提高植被配置的科

学性和艺术性，为建筑园林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建筑园林与植被配置的设计原则

3.1  空间布局和植被选择的关系
建筑园林与植被配置的设计原则主要包括生态性、

美观性、可持续性和功能性。生态性要求设计中的植被

配置要符合当地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以促进生态系统

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美观性要求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

和植被选择，创造宜人的景观效果，使建筑与自然环境

融为一体。可持续性强调设计应考虑植被的生长和更新

能力，确保长期维持绿色环境。功能性要求植被配置能

够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如净化空气、调节气温、保护生

态等。空间布局和植被选择的设计关系密切，在空间布

局方面，应根据建筑用地情况、形态结构和人流活动，

合理规划绿化带、草坪、植物区域等空间要素，并考虑

景观开放度、通风性和视觉连续性，使植被、景观和建

筑相互呼应，形成和谐的整体空间格局。植被选择应考

虑树种的高矮错落、颜色、叶形、花果等特征，根据功

能需求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以达到美化环境、防风隔

热、提供遮荫等效果，同时兼顾植物生长周期、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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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便利性，确保植被配置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

3.2  建筑风格与植被搭配的原则
美观性着重于通过植被的布局和选择，创造宜人的

景观效果，使建筑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可持续性要求

植被配置不仅考虑植物的生长和维护便利性，还应当考

虑对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功能性要求植被配置能

够为人们提供休闲、美观、舒适的生活空间，同时实现

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2]。建筑风格与植被搭配的原则是

要根据建筑的风格和特点，选择相应的植被搭配，以实

现建筑与植被之间的和谐共生。对于现代风格的建筑，

通常会选择结构简洁、线条清晰的植物，如竹子、草本

植物等，以增强建筑的简约现代感。而对于古典风格的

建筑，则可以考虑使用欧式花园或中式园林的植被布局

风格，如盆景、落叶乔木等，以凸显建筑的古朴典雅气

质。建筑园林与植被配置的设计原则以及建筑风格与植

被搭配的原则相辅相成，共同助力于打造环境优美、生

态友好的城市景观。

3.3  绿化设计与景观效果的关联
可持续性要求植被配置具有生长稳健、维护便利等

特点，以确保环境质量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功能性

要求植被配置不仅美观而且提供生态服务，如净化空

气、降低气温等。绿化设计与景观效果密切相关，绿化

元素的合理配置可以提升建筑园林的景观品质。植被的

色彩、层次、形态等因素影响景观感知与氛围，如通过

色彩搭配、形态对比等手法增强景观的美观性。在空间

布局上，植被的分布与景观元素相互映衬，形成层次分

明、统一和谐的景观效果。绿化设计还定义了建筑环境

的气质与氛围，植被配置的绿意与生长状态影响人们的

视觉感知与心理体验，为城市空间增添生命气息与人文

关怀。在实践中，绿化设计需要注重与景观效果的有效

关联，侧重通过合理植被配置与景观布局来创造具有吸

引力、舒适性和品质感的建筑环境。设计者应综合考虑

植被的生长特性、景观需求与功能性要求，借助植被布

局方式、植物选择和搭配等设计手段，打造符合生态要

求、美观感官与实用性的绿色建筑园林环境。

4��植物配置在建筑园林空间中的实际应用

4.1  居住区的植物配置
居住区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因此其植物配置需

要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心理感受。在居住区的植

物配置中，首先要考虑的是植物的选择。通常，应选择

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以确保其生长良好，

并减少维护成本。同时，植物的选择还应注重其观赏价

值和环保效果，如常绿植物可以保持四季有景，而抗污

染植物可以净化空气，改善居住环境。在布局上，居住

区的植物配置通常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在中

心绿地或大型公共活动区域，可以布置大面积的草坪和

花坛，种植观赏价值高的植物，以形成开放式的景观空

间。而在住宅楼的周围和道路两侧，则可以种植行道

树、花灌木等，形成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此外，植物

配置还应充分考虑与建筑的协调性，通过植物的色彩、

形态和质感等因素，与建筑风格相呼应，形成和谐统一

的整体效果[3]。

4.2  公共绿地的植物配置
公共绿地是城市中的重要开放空间，是人们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在公共绿地的植物配置中，应注重其生态

功能和景观效果。要选择具有生态效益的植物，如抗

污染能力强的植物、能保持水土的植物等，以改善城市

环境。同时，植物的选择还应注重其观赏价值和文化价

值，如选择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植物，以体现城市的文

化底蕴。自然式布局注重模仿自然，通过植物的自然生

长状态来营造自然景观，如草地、树林、花丛等。规则

式布局则注重秩序和对称美，通过植物的排列组合来形

成规则的几何形状，如花坛、树阵等。在植物配置上，

还可以运用借景、对景等手法，将远处的景观引入绿地

中，丰富景观层次和空间感。

4.3  商业空间的植物配置
商业空间是人们购物、休闲、娱乐的场所，因此其

植物配置需要充分考虑人们的心理感受和行为特点。在

植物的选择上，应注重植物的观赏价值和商业价值，如

选择一些色彩鲜艳、形态奇特的植物来吸引顾客的注意

力。同时，还应考虑植物的生长周期和养护难度，选择

易于养护且生长周期长的植物。点缀式布局将植物分散

布置在空间中，如在大堂、走廊等地方放置盆栽植物，

以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集中式布局则将植物集中布

置在空间中，如设置大型花坛或景观树，以形成视觉焦

点和吸引顾客的目的。还可以运用植物屏障、植物雕塑

等手法来丰富空间层次和景观效果。

4.4  特殊空间的植物配置（如校园、医院等）
特殊空间如校园、医院等需要营造特定的氛围和环

境。在校园的植物配置中，应注重营造宁静、优美的学

习环境。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植物，如象征

勤奋、坚毅的松树、竹子等，以激励学生的精神。可以

通过植物的配置来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如教学区、运

动区、生活区等。在医院的植物配置中，应注重营造舒

适、宁静的康复环境。可以选择一些具有疗效的植物，

如能够减轻压力、缓解焦虑的芳香植物，以及能够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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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减少噪音的绿色植物。通过植物的合理配置和布

局，可以创造出一个有益于患者康复的环境[4]。通过合

理的植物选择和配置方式，可以营造出符合人们需求和

心理感受的园林空间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植物配置还能够发挥生态、环保和文化等多方面的

作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建筑园林与植被配置的影响评估

5.1  建筑园林对居住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价
通过植被配置的科学规划和设计，不仅可以改善建

筑环境，提升空气质量，还能够直接影响居住者的身心

健康和生活品质。建筑园林和植被配置可以提供愉悦的

视觉体验和舒适的环境氛围，有利于缓解居住者的压力

和疲劳感。绿色植被的存在可以有效提升居住者的生活

幸福感和满意度，促进身心健康的平衡和恢复。植被配

置在建筑园林中可以调节室内外温度，减轻建筑的采暖

和制冷负荷，降低居住者的能源支出，进而提高生活质

量。适当的植被布局还可以在夏季降温、冬季保暖，为

居住者创造一个宜人的室内外环境。植被在建筑园林中

的应用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吸收有害气体，减少噪音污

染，提供氧气释放，增进居住者的舒适感和健康感。植被

配置的设计还可以为居住者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增强社

区凝聚力，促进居住者之间的社交互动和情感交流。

5.2  植被配置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评估
建筑园林与植被配置的影响评估在环境保护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植被配置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评估可以从多

个方面出发。植被的存在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提升空气质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扩散。通过吸收

有害气体、粉尘和化学物质，植被配置有助于净化空

气，降低大气中的污染物含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保

护人们的健康。植被配置对于水资源保护也发挥着积极

作用。植物在环境中可以吸收并利用水分，减少土壤侵

蚀和水资源的浪费，有助于改善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与保

护水质。适当设计的植被配置还可以减少城市的水体污

染，改善水环境，保护水域生态系统的平衡[5]。植被配置

在城市中还起到调节气候、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通过提供绿色植被覆盖，减少建筑和道路对太阳辐射的

吸收，植被可以降低城市地表温度，改善城市热环境，

提高城市的适宜性与可持续性。此外，植被配置还有助

于减少城市的噪音、尘土和紫外线等污染源的扩散，提

高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植被配置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评

估是评估建筑园林设计的重要方面，植被配置的合理规

划和设计不仅可以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减少对环境

的破坏，还可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通过科学合理地选择和配置植物，不仅能够提升城

市空间的美观度和舒适度，还能有效地改善环境质量和

提高生态服务水平。未来的建筑园林设计应更加重视

植被的配置与应用，将其与城市环境和人们生活紧密相

连，以实现人、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将不仅为城

市居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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