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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技术管理措施探究

张Ǔ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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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通过探讨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技术管理措施，以期为业界相关人士提供技术参考，提高工程技术管理水

平。结合工程技术管理现状问题，提出几点科学的技术管理措施，强化人员专业技能、完善技术管理体系、注重后期

养护管理，构建更加完善全面的技术管理结构，为苗木生长提供良好环境，达到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未来，持续采

用智能化设备加强技术管理，降低工程监管与维护成本，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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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城市建设不断深化，为适应生态化社会建设

需求，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数量与日剧增。结合地域地质

条件、气候特征、水文情况，选择合适的树种作为主要

的景观植物栽植，保证植物成活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

支出，如补苗、营养养护等。技术管理期间，对人员专

业技能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建设专业人才队伍，提高人

员职业素养与责任意识，降低技术管理误差率，真正实

现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技术管理目标。

1��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概述

基于现代化社会建设，人们对城市景观建设要求越

来越高。在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基础上，持续带动园林绿

化行业的健康发展。东部一线、二线城市，均采取了具

有高战略性的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举措。其余区域的生

态城市处于起步阶段，园林景观绿化建设稳步进行[1]。园

林景观绿化工程建设至关重要，必须做好技术管理提高

工程质量，以满足生态与经济方面的发展需求。但是在

实际管理期间，仍然存在管理问题影响着工程质量。

1.1  人员专业技能差
工程建设期间，因部分人员专业技能差，直接影响

技术管理质量。例如，根据区域条件合理搭配植物实现

资源最大化利用，但部分人员专业理论知识储备少，无

法科学设计植物搭配，导致植物品种差异性大，容易出

现抢夺养分的情况，不利于后期养护管理。

1.2  管理体系不完善
工程技术管理体系不完善，导致现场施工质量未达

到建设要求。例如，部分施工单位所使用的施工方式不

适用于绿化工程，造成植物生长力较低，景观建设美观

度下降。

1.3  后期养护不足
部分施工单位容易忽略后期植物养护，导致植物在

生长期间肥力、水分不足，既降低了苗木成活率，也增

加了补植成本负担。此外，由于养护不充分，苗木受到

病虫害危害的概率明显提升，如发生危害严重则会造成

苗木大面积死亡。

2��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技术管理措施

2.1  增强人员专业水平，明确技术管理要点
2.1.1  人员培训与考核
为保证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技术管理质量，首先需要

做好人员专业技能把控，确保施工人员技术水平达到专

业标准。工程开展前，统一培训与考核人员苗木养护等

相关专业内容，持证上岗以加强苗木栽植、抚育管理，

满足区域生态绿化建设要求。

2.1.2  掌握技术要点
施工人员应掌握技术管理要点，严格按照相关标准

规范在现场施工。

（1）前期准备
施工前，做好现场清理。大面积清理杂草、石块、

垃圾等，保证苗木生长环境良好。按照现场条件制定科

学的设计图纸，要求施工人员做好技术交底，并按照设

计方案逐步施工。通常情况下，土壤沿路面应比普通路

面高，高出5cm左右为宜。设计草坪坡度时，充分考虑苗
木灌溉需求，同时确保区域完工的美观性。土壤地层处

理后，确定苗木定位坑。按照工程标准，一般苗木定位

坑深度大于树坨直径20cm左右最佳。如现场建筑施工垃
圾量多，则应控制在30-50cm之间，并采取换土措施增强
土壤肥力。

（2）苗木挑选与运输
选择苗木时，应保证苗木根系发达、树形优美、无

病虫害。同时应结合区域的地质条件、气候特征，选择

适宜栽植的树种作为绿化植物。例如，热带地区的植物

是否耐旱性高；西北地区的植物是否适应性强；林间栽

植的苗木是否相辅相成，不会出现抢夺养分的情况。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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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搭配植物栽植颜色，提高园林景观绿化的审美度与艺

术性，为参观者留下良好的观赏印象。

挖掘苗木时，使用锋利的工具切平泥球与断根。清

理干净泥球表面的浮土与须根，使用草绳扎紧土球后缓

慢放至运输车上。严禁出现扔掷、直抛、拖拽等行为，

避免泥球损坏后影响苗木移栽成活率。运输路程较远

时，不仅要做好泥球水分提供，也要在植物叶面上喷施

适量清水，保证苗木运输期间的水分充足。在上层覆盖

一层油布，尽量缩短运输时间，防止水分过快蒸发。

（3）苗木栽植与修剪
苗木栽植前，科学修剪以增强苗木成活率。针对不

同类型的苗木，采取不同栽植方式。例如大型苗木，应

分为3次种植。完成定点放线作业后，根据中心点明确苗
木栽植穴坑的深度。如所栽植的苗木季节性强，其成活

率相对更大。因此在实际移栽时应快速挖苗处理，注意

保护根系以免损伤，从而提高苗木成活率。

植物起包之后，按照具体生长特征进行修剪，遵循

美观性原则，保证修剪的美观度。不同品种的苗木应采

用相应的修剪方式，实现合理间伐促使苗木实现光合

作用[2]。修剪土球较差的苗木时，先做好截干处理再修

剪；修剪土球良好的苗木时，仅修剪多余叶片或者密枝

即可；修剪常绿阔叶树时，重点剪除病枝、枯枝、密枝

等；修剪绿篱型植物时，则应重点修剪短枝，其次为病

枝与密枝。

2.2  完善技术管理体系，加强施工现场监管
保障工作人员专业水平的基础上还应做好现场监

管，这就需要相关施工单位制定更加完善的技术管理体系，

利用明确的管理条例规范人员施工行为以及监管行为。

2.2.1  建立智能化管理平台
基于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云平台等新型技

术推动了各行业的智能化与自动化发展。工程建设中，

可引进新型智能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和管理现场人

员。例如，在现场布设合适数量的摄像头，实现远程监

管。一旦发现人员施工行为不规范，可发出报警信息至

平台，从而提高园林景观绿化工程监管效率与质量。此

外，使用智能化管理平台也可降低人力成本，减少现场

监管人员数量，完成工程成本控制相关目标。

2.2.2  做好施工质量控制
园林景观绿化工程建设期间，必须做好施工质量控

制，保障工程建设质量。由于景观园林施工建设具有复

杂性特点，整体投入成本大、施工周期长、施工要求

高、施工风险多，因此必须结合工程基本情况制定完善

的质量控制措施。

施工质量控制要点如下：

（1）施工前，必须做好现场勘察，实时记录地形地
况、周边建筑情况、设施等信息内容，为后续放线、栽

植、养护等工序提供可靠的信息基础。

（2）严格审查人力、施工材料、施工机械等是否达
到施工要求，并确定施工方案、质量保证措施、苗木进

场进度安排是否与要求一致。

（3）施工过程中，跟踪检查重点项目与部位，全面
检查各类施工内容是否达到要求。如草坪土壤、花卉品

种数量、苗木品种数量、种植土肥力、铺设厚度等。针

对已经做好的种植穴及种植土厚度实测定位验收，对于

不合格的工序，则应要求施工人员及时返工处理。抽样

检验时，施工单位必须提供条件。监理工程师可利用书

面指令与文字，对施工单位进行质量控制。如在施工中

发现质量问题，则应让承包单位进行修改。

（4）工序要求。保证各项苗木栽植工序衔接密切流
畅，做到“随挖、随运、随种、随养护”。起挖苗木后

严禁曝晒，挖掘栽植穴的表土必须单独堆放，覆土时先

放入穴内。栽植期间，监理工程师应在现场进行实时指

导与管理，如施肥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苗木挑选是否

丰满、根系发达。初步覆土时，要求自下而上解除土球

包扎物。当土球出现松碎现象时，则应及时剪断包扎

物。之后采用分层填土捣实的方法，填至土球深度的2/3
浇足水。渗透后填土，与地表持平后再次浇水，如水分

不再向下渗透即可停止浇灌[3]。对于裸根栽植的树木，则

需要先填土再放入苗木，扶正立直回填适量栽植土，保证

根系舒展。检测标准：上下抖动苗木时，确保根系与土壤

密接。采用边填边捣实的方法，静待地面水不再向下渗

透。栽植后在穴外做好10-20cm的水穴，以便后期灌溉。
2.3  注重植物后期养护，提高苗木成活率
苗木定植之后，后期养护效果与其成活率密切关

联，因此必须加强苗木养护管理，降低苗木死亡率。

2.3.1  灌溉与排水
采用适宜的绿化灌溉方法，满足苗木生长期间的水

分需求。如水分不足，容易造成养分不足，出现苗木干

枯或者病虫害问题。灌溉时，应根据天气情况合理浇

水。夏季时，避开高温时期进行浇水，以免水分过快蒸

发；冬季时，适时浇水防止苗木冻伤冻死。灌溉方法包

括淋水车、滴灌、水管浇灌等，可搭配使用提高灌溉效

率与质量。除了日常灌溉之外，区域排水也尤为重要。

林间积水严重时，容易滋生大量害虫与病菌，不利于苗

木良好生长。常见的排水方法包括明渠排水、暗渠排

水、地表径流，可根据施工需求选择合适的排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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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适时施肥
后期养护时，根据不同品种的树木进行追肥管理。

科学控制施肥量及施肥范围，通过优化土壤结构增强其

透水性与通气性。苗木的生长最佳时期一般在春季早期

与秋季末期，此时需要施加适量的氮肥促使细胞活跃，

促进苗木迅速抽芽与发芽[4]。例如，栽植梨树时，按照

1∶0.5∶1的比例施加氮肥、磷肥、钾肥。每亩施加19kg
氮肥最佳。施肥时，少量施加时控制施入深度为10cm；
多量施加时控制施入深度为15cm。追肥后及时灌水。

2.3.3  修剪与病虫害防治
养护期间，及时剪除病枝、弱枝、密枝。幼龄树少

修剪为宜，老龄树则要大修剪。对于落叶树，则需要进

行精细修剪，以避免出现病虫害问题。日常巡查时，关

注苗木生长状态，掌握区域常见的病虫害发生特征，并

根据发病情况采取合适的物理、生物、化学防治措施，

降低病虫害发生率。

3��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技术管理实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某城市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总面积为23177m2，主要施

工内容包括7项：①土方工程；②中央绿化带；③边分绿
化带；④导流岛绿地；⑤人行道种植乔木及灌木；⑥植

物养护。通过工程建设，恢复区域生态环境。

3.2  前期准备
根据现场情况制定科学的施工图纸，明确各个部门

的主要职责，并创建垃圾分类点及时处理工程垃圾[5]。

结合苗木类型制定可行的苗木运输方案，确保苗木在运

输过程中根系土球完整，且水分饱满充足。由于本次工

程区域与苗木运输之间的距离较远，因此必须包裹好苗

木，在上层铺设一层油布以免曝晒造成水分流失。

3.3  增强土壤肥力
施工前针对区域土壤肥力进行检测，后发现肥力未

达到建设要求。因此在现场施加有机肥增强土壤肥力，

每平方米施加50-100g。对于偏酸性的土壤，则采用碱石
灰改善土壤结构；对于碱性土壤，选择硫酸亚铁进行优

化；土壤结构损坏严重的区域，采取局部换土措施保障

土壤肥力。

3.4  苗木栽植
苗木定点时，使用原有竹林完成施工。精确划分保

护区域，避免造成苗木损坏。全面分析原有园林景观，

配合完善的维护工作延长园林景观的参观时长。该区域

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时温度最高可达到42℃，且伴
有雨季；冬季时气候温和，雨量明显减少。基于区域气

候特征，将龙柏等乔木栽植在日照少的地区。此外，选

择耐旱性高的植物进行栽植，如紫花醉鱼木、沙冬青、

胡杨等。栽植后，通过养护管理增强植物生长力。及时

修剪、间伐、追肥、灌溉，并在现场安装摄像头进行实

时监测。设立安全提示语，提醒入园人员保护植物。

3.5  技术管理效果评估
栽植1年后，对园林景观工程技术管理进行效果评

估。内部植物生长态势良好，技术管理效果佳。后续将

持续做好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抚育措施，减少园

林植物损失率。

结语：本研究主要针对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技术管理

进行探讨，分析了技术管理中存在的人员专业问题、管

理体系问题、后期养护问题，重点剖析技术管理措施，

并结合实例分析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内容，通过评估确定

管理效果。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单位与各个参与单位应

做好工作衔接，确保人员各司其职，协同工作下提升技

术管理质量，进一步提高苗木成活率，并保障区域景观

绿化的美观性，推动国内园林景观绿化工程建设良好发

展，满足生态化社会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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