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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园林绿化的景观设计及养护管理策略探析

王凤新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河北 承德 068450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园林绿化作为提升城市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空间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日益凸

显。本文旨在探讨园林绿化的景观设计原则与策略，以及养护管理的科学方法，旨在为构建可持续、和谐的城市绿色

环境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本文将从景观设计的艺术性、生态性、功能性出发，结合养护管理的技术体系，系统

阐述园林绿化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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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园林绿化不仅是城市美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实

现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途径。良好的景观设计能够

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居民身心健康，而有效的养护管理

则是确保园林景观长期保持最佳状态的基础。因此，探

索科学合理的景观设计与养护管理策略，对于推动城市

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园林绿化的景观设计原则与策略

1.1  艺术性原则
1.1.1  视觉美感
在植物配置上，注重色彩的层次与对比，如春季以

粉嫩的花朵为主调，夏季则以郁郁葱葱的绿叶为基底，

秋季则利用枫叶的红、黄等暖色调增添温暖氛围，冬季

则依靠常绿树种的绿色维持生机。同时，通过花卉的色

彩搭配，形成色彩斑斓的景观画卷。利用植物的形态多

样性，如乔木的高大挺拔、灌木的紧凑丰满、地被植物

的细腻铺陈，以及水体的流动与静止，形成动静结合、

高低错落的视觉效果[1]。此外，园林小品的形态设计也

应与整体环境相协调，既突出个性又融入整体。合理规

划开放与私密空间，如设置开阔的草坪区供人们休闲散

步，同时在角落或林间小道设置私密休息区，利用地

形、植被或建筑小品形成自然屏障，营造静谧的私人空

间。空间之间的过渡应自然流畅，避免生硬割裂。

1.1.2  文化融合
优先选用本地植物，不仅适应性强、维护成本低，

还能体现地域特色。如江南水乡的园林中常植荷花、竹

子，北方园林则多植松柏、枫树，以此彰显地域风情。

通过雕塑、碑刻、壁画等形式，讲述地方历史故事或传

说，如将古代诗人的诗句刻于石碑上，或设计反映当地

民俗活动的雕塑群，让游人在游览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提取地域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如传统建筑样式、民间

艺术形式等，将其融入园林设计中，如仿古建筑的凉

亭、采用剪纸艺术风格的景观灯，使园林成为地域文化

的生动展示。

1.1.3  意境营造
利用水体创造不同的意境，如静谧的湖面让人心境

平和，跌水瀑布则带来活力与动感。水边可设观景台或

步道，让人亲近自然，感受水的灵动。通过植物的四

季变化，营造不同的情感氛围。春季的繁花似锦象征生

机与希望，夏季的浓荫蔽日带来清凉与宁静，秋季的落

叶缤纷寓意收获与沉思，冬季的枝干苍劲展现坚韧与不

屈。精心挑选并布置园林小品，如石凳、石桌、雕塑

等，不仅提供休息功能，更通过其形态、材质、位置

等，引导游人产生特定的情感联想，如放置在林间小道

旁的古朴石凳，让人联想到隐士的清幽生活。

1.2  生态性原则
1.2.1  生物多样性
在园林设计中，应优先选择本土植物，这不仅因为

它们对当地气候、土壤条件有着更好的适应性，能够减少

养护成本，更重要的是，本土植物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能够吸引更多的昆虫、鸟类等生物

栖息，从而形成复杂而稳定的生物链。为了进一步提升生

物多样性，可以采取多层次、多类型的植物配置策略。比

如，在林下种植地被植物，形成乔灌草复层结构，为不同

习性的生物提供栖息空间；在水域边种植水生植物，既

美化水面，又为水生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此外，还

可以设置人工鸟巢、昆虫旅馆等，为野生动物提供额外

的生存空间，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全面提升。

1.2.2  资源节约
在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节约资源成为园林设计不

可忽视的重要原则。可以通过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如滴

灌、微喷灌等，精确控制水量，减少水资源浪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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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利用太阳能照明系统替代传统电力照明，不仅节能环

保，还能减少碳排放。此外，园林材料的选择也应遵循资

源节约的原则。优先选用可再生、可降解的材料，如竹

木材料、再生塑料等，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压力[2]。在

景观设计中，还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手法，如利用地形

变化、植物遮阳等自然方式，减少人工降温、遮阳的需

求，从而实现能源的节约。

1.2.3  生态循环
在园林设计中，应注重构建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

通过设置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等措施，收集并储存雨

水，用于植物灌溉、水体补给等，实现水资源的自然循

环。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排水压力，还能节约水资

源，提升园林的生态效益。同时，还可以考虑将园林废

弃物转化为资源。比如，将修剪下来的枝叶、枯枝败叶

等通过堆肥处理，转化为有机肥料，用于植物养护；将

废旧木材、石材等经过艺术加工，变成园林小品或装饰

物，实现废弃物的再利用。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在园林

中构建起一个闭合的生态循环链，实现自然与人工的和

谐共生。

1.3  功能性原则
1.3.1  休闲空间
休闲空间是园林中最直接服务于民众的部分，其设

计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爱好的人群需求。

对于儿童，可以设置安全的游乐区，配备滑梯、秋千

等设施，并铺设软质地面以防跌倒；青少年则更倾向于

活力四射的运动空间，如篮球场、足球场或轮滑区，让

他们能在运动中释放活力。中老年人则更偏爱宁静的休

闲环境，如设置棋盘桌、茶室或观景台，供他们品茶、

对弈或赏景。此外，休闲空间还应考虑无障碍设计，确

保残障人士也能平等享受园林资源。通过设置无障碍通

道、轮椅友好设施等，让园林成为真正全民共享的绿色

空间。

1.3.2  交通组织
步行道与骑行道应合理规划，形成连贯的网络，既

方便游人穿梭于园林各个角落，又能有效分散人流，避

免拥堵。步行道应设计得宽敞舒适，两旁可种植观赏性

强的植物，为行人提供遮荫与美景；骑行道则需考虑安

全性，避免急弯陡坡，确保骑行者的安全。同时，交通

组织还应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相衔接，设置便捷的出入

口与公交站点、停车场等交通设施相连，提高园林的可

达性，让更多人能够轻松抵达并享受园林的美好。

1.3.3  防灾避险
在园林设计中融入防灾避险功能，是提升城市韧性

的重要举措。应结合城市防灾规划，设计紧急疏散通

道，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疏散人群。这些通道应

标识清晰、易于识别，并保持畅通无阻，以便在紧急情

况下迅速投入使用。此外，园林中的开阔地带可设计为

避险绿地，配备必要的救生设施与物资储备，如应急水

源、急救箱、灭火器等，以备不时之需。避险绿地还应

考虑与周边建筑、道路的衔接，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

迅速转化为临时避难所，为市民提供安全庇护。

2��园林绿化的养护管理策略

2.1  土壤管理
2.1.1  土质改良
土壤是植物生长的根本，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园林植

物的健康与生长状况。因此，定期进行土壤检测是土壤

管理的首要任务。通过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养分含量等

指标，可以及时了解土壤状况，为后续的土质改良提供

科学依据。在施肥方面，应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和植物生

长需求，制定科学的施肥计划。对于养分缺乏的土壤，

应适时补充有机肥、复合肥等，以提高土壤肥力。同

时，通过翻耕、松土等措施，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

透气性和保水能力，为植物根系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2.1.2  排水系统维护
积水不仅会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还可能导致植物

根系腐烂，甚至引发病虫害。因此，必须确保园林内的

排水系统畅通无阻。定期对排水沟、排水管道进行检查

和清理，去除堵塞物，保证雨水能够顺利排出[3]。在易积

水区域，如低洼地、花坛边缘等，应设置排水孔或排水

暗管，以提高排水效率。此外，还应关注天气变化，特

别是在雨季来临前，对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

确保园林能够安全度过雨季。

2.2  植物养护
2.2.1  灌溉管理
灌溉是植物养护中的重要环节。不同的植物种类、

生长阶段以及季节变化，对水分的需求各不相同。因

此，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灌溉计划。在灌溉方

式上，应优先采用滴灌、微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以减

少水资源浪费。这些技术能够精确控制水量，将水直接

输送到植物根部，提高灌溉效率。同时，根据季节变化

调整灌溉量，如夏季高温时增加灌溉频次，冬季寒冷时

减少灌溉，以确保植物得到适量的水分。

2.2.2  病虫害防治
为了有效防治病虫害，应采取生物防治、物理防治

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法。生物防治是利用天敌、寄生

虫等自然力量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如引入瓢虫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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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蚜虫，利用鸟类来捕食害虫等。物理防治则包括人工

捕捉、灯光诱杀、物理隔离等措施。如设置黄板诱杀蚜

虫，利用防虫网阻止害虫入侵等。在化学防治方面，应

尽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避免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

害。当必须使用时，应选择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并严

格按照说明书使用，确保用药安全。同时，通过轮作、

间作等农业措施，增强植物的抗病虫害能力，降低病虫

害的发生概率。

2.2.3  修剪整形
修剪整形是保持植物形态美观、促进健康生长的重

要手段。通过定期修剪，可以去除枯枝败叶、病弱枝

等，减少病虫害的滋生场所，同时促进植物的新陈代谢

和生长。在修剪过程中，应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和景观

需求，制定合理的修剪计划。如对于乔木类植物，应重

点修剪树冠，保持其形态美观；对于灌木类植物，则应

注重修剪枝条的密度和长度，使其更加紧凑丰满[4]。此

外，修剪时还应注意保护植物的伤口，避免感染病菌或

引发腐烂。

2.3  设施维护
2.3.1  基础设施检查
园林中的基础设施如座椅、灯具、围栏等，是游客

休息、观赏和活动的重要依托。因此，必须定期对这些

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检查内容应包括设施的完好性、

安全性以及功能性等方面。如发现座椅损坏、灯具不亮

或围栏松动等情况，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同时，还

应关注设施的清洁和保养，如定期清洗座椅、擦拭灯具

等，以保持其整洁美观。

2.3.2  水体管理
水体是园林中的重要景观元素，也是维持生态平衡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持水体的清洁和生态平衡，应

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定期换水是关键。通过换水可

以去除水体中的杂质和污染物，保持水质的清澈透明。

同时，还应根据水体的大小和深度，合理控制换水频次

和水量，以避免对水生生物造成过大影响。其次，应控

制藻类的生长。藻类过度繁殖会导致水质恶化，影响水

生生物的生存。因此，可以通过物理方法（如人工打

捞）、化学方法（如投放除藻剂）或生物方法（如引入

食藻生物）来控制藻类的生长。最后，还应关注水生生

态系统的平衡。通过合理配置水生植物、鱼类等生物，

构建稳定的水生生态系统，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和生物

多样性。

2.4  社区参与与教育
2.4.1  公众参与
鼓励居民参与园林维护活动，是增强社区凝聚力、提

升居民环保意识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组织植树造林、垃

圾清理、绿化认养等活动，让居民亲身参与到园林养护中

来，感受绿色生活的美好。同时，还可以建立园林志愿者

队伍，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如引导游客文明游园、宣

传园林知识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园林的维护

水平，还能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2.4.2  科普教育
科普教育是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在

园林中设置植物标识牌，介绍植物的名称、习性、用途

等知识，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增长见识。同时，还可以

举办园林知识讲座、亲子植树活动、生态摄影比赛等，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园林知识，激发公众对生态保护

的热情。此外，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栏等渠道，

发布园林养护动态、科普文章等，扩大园林知识的传播

范围，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知晓率。通过这些措施，共

同构建一个绿色、和谐、宜居的园林环境，让绿色成为

城市最美的底色。

结语

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景观设

计与养护管理需综合考虑艺术性、生态性与功能性，形

成一套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体系。通过实施精细化的

设计策略与高效的养护措施，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环境质

量，还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园林

绿化的景观设计与养护管理将更加智能化、人性化，为

构建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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