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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工程中的植物配置与景观效果分析

邵志刚Ǔ郝Ǔ亮
呼和浩特市滨河景观养护中心Ǔ内蒙古Ǔ呼和浩特Ǔ010030

摘Ȟ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风景园林工程在提升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空间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植物配置作为风景园林工程的核心要素，不仅影响园林的生态功能，还直接决定了景观的艺术效果。本文通过分

析风景园林工程中的植物配置原则、形式及其对景观效果的影响，探讨了如何在实践中科学合理地配置植物，以营造

优美、生态、和谐的园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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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风景园林工程是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艺术手段创造优美的自然环境，提升人们的生

活品质。植物配置作为风景园林工程的核心，不仅需要

考虑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环境协调性，还需注重景观的

艺术性和生态性。本文旨在探讨植物配置在风景园林工

程中的具体应用及其对景观效果的影响，为风景园林设

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1��风景园林工程中植物配置的原则

1.1  科学性原则
在风景园林工程的植物配置过程中，科学性原则至

关重要。这意味着必须深入了解并尊重每种植物的生物

学特性，包括其生长周期、根系发展、光照需求、水分

需求以及对土壤类型的适应性等。同时，植物配置还需

与环境因素紧密协调，如考虑土壤酸碱度、湿度、光照

强度以及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确保植物能在所选地点

健康生长，避免“相生相克”的负面效应。例如，已知

核桃树分泌的化学物质会对松树和苹果树等产生不利影

响，导致锈病的发生，因此在配置时应避免将它们近距

离种植在一起。此外，科学的植物配置还需考虑植物的

成年尺寸与空间规划相匹配，避免未来因植物生长导致

的空间拥挤或景观失衡。

1.2  美学性原则
美学性原则在植物配置中扮演着塑造视觉美感与情

感共鸣的重要角色。它要求设计师不仅关注植物的形态

美，如树形、叶形、花色等，还要通过巧妙布局，利用

植物的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创造出层次丰富、色彩多

变的园林空间。观叶植物与观花植物的结合使用，不仅

能延长观赏季节，还能在四季更迭中展现不同的景观风

貌，形成鲜明的色度对比和丰富的视觉层次[1]。此外，美

学性原则还鼓励设计师融入艺术构思，如通过植物线条

的流畅性、形态的对比与和谐，以及色彩搭配的创新，

营造出既符合自然规律又富有创意的园林景观，使人们

在欣赏中感受到美的愉悦与心灵的净化。

1.3  乡土性原则
乡土性原则强调在植物配置中优先考虑本地植物资

源，这不仅是对地方特色的尊重，也是对生态环境智慧

的借鉴。本地植物在长期自然选择与人工培育的过程

中，已经形成了对当地环境条件的高度适应性，包括极

端气候、土壤类型、病虫害抗性等。因此，选用乡土植

物不仅能有效降低养护成本，提高成活率，还能促进生

物多样性，构建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此外，乡土植物

的应用还能增强园林景观的地域文化特色，通过植物这

一自然元素，讲述地方故事，传承历史文化，使园林成

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增强民众对家乡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综上所述，乡土性原则不仅关乎生态平衡，也

是文化传承与表达的重要途径。

2��风景园林工程中植物配置的方法

2.1  孤植
孤植，作为风景园林工程中的经典配置方法，旨在

凸显树木的个体美，将每一株树木视为独立的艺术品。

在广阔的草坪中央，孤植树以其高大的树冠和优雅的姿

态，成为视觉的焦点，引领着游人的目光。在林中空旷

地，孤植树如同孤独的守望者，静静地诉说着自然的故

事。在古典园林中，孤植树常被巧妙地配置于假山旁、

池边或道路转弯处，与周围的景致形成鲜明的对比，营

造出一种静谧而深远的氛围。这些孤植树，或观花、或

观叶、或观果，以其独特的色彩和形态，为园林增添了

无尽的生机与活力。选择孤植树时，应挑选那些树形高

大挺拔、姿态优美、叶片色彩丰富或花果观赏价值高的

植物[2]。如樱花树的粉嫩花朵、银杏树的金黄叶片、红枫

树的火红枝叶，它们各自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园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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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孤植，不仅展现了树木的自然美，

更体现了设计师对自然之美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

2.2  对植
对植，作为风景园林工程中的一种经典配置手法，

通过两株或两丛相同或相似的树木，按照特定的轴线关

系进行种植，营造出一种平衡与对称的视觉效果。这种

配置方式常用于园门两侧、建筑入口、桥头两端或是假

山登道的起始与结束处，用以界定空间、引导视线，并

增添一份庄重与秩序感。在对植时，树种的选择至关重

要。设计师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树形整齐、生长缓慢且四

季常青的树种，如松柏、桂花、罗汉松等。这些树种不

仅形态稳定，不易变形，而且叶片浓密，色彩鲜亮，能

够长时间保持优美的观赏效果。通过精心挑选与配置，

对植的树木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呼应关系，使得

整个空间显得更加和谐与统一。此外，对植还常常与园

林中的其他元素相结合，如石狮、雕塑、喷泉等，共同

营造出一种庄重而典雅的景观氛围。对植，以其独特的

视觉效果，成为了风景园林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3  列植
列植，作为风景园林工程中的一种重要配置方式，

通过按照一定株距栽种乔木或灌木，形成了一道道整齐

划一、气势磅礴的绿色长廊。这种配置方式广泛应用于

各类道路、地下管线密集的地段、公路、铁路沿线、城

市广场周边、大型建筑前庭以及防护林带和水边绿化等

场所。在列植时，树种的选择至关重要。设计师会倾向

于选择那些树冠体形整齐、枝叶茂密且生长速度适中的

树种，如杨树、柳树、樟树等。这些树种不仅能够形成

连续不断的绿色屏障，还能够为行人提供遮阳避暑的舒

适环境。同时，列植的树木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

秩序感，使得整个空间显得更加整洁与有序。此外，列

植还常常与道路、建筑等其他元素相结合，共同营造出

一种和谐而统一的景观效果。无论是宽阔的城市大道，

还是幽静的水边小径，列植的树木都以其独特的魅力，

为人们的出行和休闲增添了无尽的乐趣与舒适。

2.4  丛植
丛植，作为风景园林工程中的一种灵活配置手法，

通过将2至3株，乃至10至20株不等的树木以不规则的方
式近距离散植于绿地之中，营造出一种疏林草地的自然

景观效果。这种配置方式常用于大草坪的中央位置，作

为视觉焦点，引领游人的目光；也常见于土丘的顶端或

岛屿的四周，与周围的景致形成鲜明的对比，增添一份

野趣与活力。在丛植时，树种的选择与搭配至关重要。

设计师会精心挑选那些树形各异、色彩丰富、生长习性

相近的树种进行组合，如落叶乔木与常绿灌木的混搭，

观花植物与观叶植物的交织，形成一片片层次丰富、色

彩多变的自然景观[3]。同时，丛植的树木在布局上讲究疏

密有致、高低错落，既避免了过于拥挤的视觉效果，又

确保了每一株树木都能得到充足的阳光与养分，保持健

康的生长状态。此外，丛植还常常与草坪、水体、山石

等其他元素相结合，共同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而富有

生机的景观氛围。

2.5  群植
群植，作为风景园林工程中的一项重要配置策略，

通过将二三十株至上百株不等的树种成群配置，充分展

现了自然界的群体美。这种配置方式通常应用于拥有

足够开阔场地的区域，如靠近茂密林缘的广阔草坪、宽

广无垠的林中空地等，旨在营造一种壮观而和谐的景观

效果。在群植时，树种的选择与搭配需经过深思熟虑。

设计师会倾向于选择那些生长习性相近、观赏期互补的

树种，如枫树林、樱花林等，以确保整个群体在四季中

都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变化。同时，群植的树木在

布局上讲究疏密结合、高低错落，既避免了过于密集导

致的视觉压抑，又确保了群体内部的通风与光照条件，

有利于树木的健康生长。此外，群植还常常与地形、水

体、建筑等其他元素相结合，共同塑造出一个既自然又

富有艺术感的景观空间。

3��风景园林工程中植物配置对景观效果的影响

3.1  美学效果的深度提升
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如同在风景园林的画布上精

心勾勒每一笔色彩，能够显著提升园林景观的整体美学

效果。设计师巧妙地运用不同植物的高低错落、形态各

异以及色彩斑斓的特性，营造出层次丰富、视觉冲击力

强的植物景观。从春天的嫩绿新芽到秋天的金黄落叶，

植物随着季节的更迭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为游客带来四

季变换的视觉盛宴，使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感受到自然

之美，获得心灵的愉悦与放松。

3.2  生态效果的全面优化
植物配置在风景园林工程中不仅关乎美学，更对生

态环境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植物通过光合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为城市环境提供清新的空

气。同时，部分特定植物还具备吸收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如甲醛、苯等的能力，有效减轻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

潜在威胁[4]。此外，合理的植物配置能够形成天然的屏

障，有效阻挡风沙侵袭，减少扬尘污染，为城市居民创

造一个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3.3  空间效果的巧妙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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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配置在园林空间塑造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

用。通过不同植物的巧妙搭配与布局，可以创造出开

敞、半开敞、覆盖以及垂直等多种植物空间类型。这些

多样化的空间不仅丰富了园林的层次感和变化性，还为

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观赏体验。开敞空间让人感受到自然

的宽广与自由，半开敞空间则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幽静的

氛围；覆盖空间为游客提供了遮阳避暑的休憩之地，而

垂直空间则通过攀缘植物等元素的加入，为园林增添了

一抹独特的绿色风景。这些精心设计的植物空间不仅满

足了游客的不同需求，还能有效引导游客的视线流动和

游览路线，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获得更加流畅而愉悦的

体验。

4��实践案例分析

4.1  案例一：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植物配置
项目背景：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作为2008年北京

奥运会的重要遗产，不仅是一个大型的城市公园，更是

展示中国园林艺术和生态理念的重要窗口。公园占地面

积广阔，地形多样，植物配置成为其景观设计的关键。

植物配置特点：一是多样性：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在

植物配置上注重多样性，既种植了本地树种如国槐、侧

柏，也引进了适应北京气候的外来树种，如银杏、枫香

等，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植物景观。二是季相变化：通过

选择不同花期和叶色的植物，如春季的樱花、夏季的荷

花、秋季的银杏和冬季的松柏，实现了四季有景，增强

了景观的季相变化。三是生态功能：公园内设置了湿地

保护区，种植了大量水生植物，如芦苇、香蒲等，不仅

美化了环境，还有效净化了水质，提升了公园的生态效

益。四是文化融合：在植物配置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如“岁寒三友”（松、竹、梅）的配置，体现了

中国园林的文化底蕴。

景观效果：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植物配置不仅提升

了公园的生态功能，还创造了丰富的景观层次和季相变

化，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和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同时

也成为了北京城市绿化的典范。

4.2  案例二：上海世博园植物配置
项目背景：上海世博园作为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

办地，是一个集各国园林艺术于一体的国际性园林展示

区。植物配置在世博园的景观设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植物配置特点：一是国际化：世博园的植物配置体

现了国际化特色，各国展馆周围都种植了代表该国特色

的植物，如法国馆的薰衣草、日本馆的樱花等，为游客

提供了异域风情的体验。二是主题性：根据不同展区的

主题，植物配置也各有特色。如“城市花园”展区以花

卉为主，展示了世界各地的花卉之美；“生态园林”展

区则注重植物的生态功能，种植了大量具有净化空气、

保持水土等功能的植物。三是创新性：世博园在植物配

置上还注重创新，如利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新型绿

化技术，不仅美化环境，还有效节约了土地资源。

景观效果：世博园的植物配置不仅展示了世界各地

的园林艺术风格，还体现了生态、环保、创新的理念。

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世博园成为了上海城市的一

张名片，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结语

风景园林工程中的植物配置与景观效果密切相关。

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能够显著提升园林景观的美学效

果、生态效果和空间效果。因此，在风景园林设计中，

应充分重视植物配置的原则和方法，以创造出优美、实

用、生态的园林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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