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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设计中林业元素的融入与创新实践

郭开运
四川省林业和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Ǔ四川Ǔ成都Ǔ610000

摘Ȟ要：本文旨在探讨园林设计中林业元素的融入策略及其创新实践路径。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园林

设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美学追求，而更加注重生态功能的提升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林业元素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景观层次，还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本文将从林业元

素的选择与配置、生态功能的强化、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创新设计手法的探索等方面展开论述，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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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园林设计作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艺术表现形

式，其发展历程始终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林业元素，

包括树木、灌木、草本植物等，是构成园林景观的基础

材料，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因子。将林业元素科学

合理地融入园林设计中，不仅能够提升园林的生态价

值，还能增强其观赏性和文化内涵。本文将从多个维度

探讨这一融合过程及其创新实践。

1��林业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重要性

林业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树木、

灌木、花卉、草坪等，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不仅是园林

设计中的点睛之笔，更是构建生态园林的基石。它们以

各自独特的姿态、色彩和韵味，装点着城市的每一个角

落，为市民提供了视觉上的盛宴。林业元素不仅仅是为

了美观而存在，它们更承担着调节城市气候、净化空气

的重要职责。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

气，为城市带来清新的空气；灌木和草坪则能有效减少

尘土飞扬，保持空气湿度。同时，这些绿色植物还能保

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维护城市的生态平衡。在园林

设计中融入林业元素，可以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生

态的园林景观。这样的园林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更提

升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让市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暖与宁静，从而增强了市民的幸

福感与归属感。因此，林业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重要性

不容忽视。

2��林业元素融入园林设计的原则

2.1  生态适应性原则
生态适应性原则是林业元素融入园林设计的基础和

前提。这一原则要求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园林所在地的

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土壤、水分等，选择那些能够

适应这些条件的林业元素。在气候条件方面，设计者需

要了解园林所在地的年平均气温、降水量、无霜期等指

标。例如，在寒冷地区，应选择耐寒性强的树种，如松

树、柏树等，它们能够在低温环境下正常生长，形成稳

定的林冠层。而在炎热地区，则应选择耐热、抗旱的树

种，如樟树、栾树等，它们能够适应高温干燥的环境，

为园林带来一片绿意。在土壤类型方面，设计者需要对

园林土壤进行详细的分析，包括土壤的酸碱度、肥力、

排水性等。不同的植物对土壤的要求各不相同，有的喜

欢酸性土壤，有的则偏爱碱性土壤。因此，设计者应根

据土壤条件选择适宜的林业元素。例如，在酸性土壤

中，可以种植杜鹃花、茶树等喜酸植物；而在碱性土壤

中，则可以选择槐树、榆树等耐碱植物[1]。在水分状况方

面，设计者需要了解园林所在地的水源情况，包括地下

水位、降雨量和灌溉条件等。对于缺水地区，应选择耐

旱性强的植物，如仙人掌、梭梭等，它们能够在干旱环

境下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水源充足的地区，则可以种植

水生植物或喜湿植物，如荷花、芦苇等，它们能够丰富

园林的水生景观。

2.2  多样性原则
多样性原则是林业元素融入园林设计的重要原则之

一。通过引入多种类型的林业元素，可以增加园林的生

物多样性，构建复杂的生态网络，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和抵抗力。在树种选择上，设计者应充分考虑不同树

种的生长习性、形态特征和观赏价值。例如，可以选择

乔木、灌木、藤本植物等多种类型的树种，形成多层次

的植物群落。乔木可以作为园林的骨架，提供遮荫和防

风的功能；灌木则可以填充乔木下的空间，增加园林的

绿量和层次感；藤本植物则可以攀附在围墙、廊架等建

筑物上，形成绿色的幕帘。在花卉选择上，设计者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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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花卉的色彩、花期和香气等特性。通过搭配不同色彩

的花卉，可以营造出丰富多彩的园林景观；通过选择花

期相错的花卉，可以确保园林在不同季节都有花开；通

过种植具有香气的花卉，可以为园林增添一份芬芳。此

外，设计者还可以考虑引入一些野生植物或本地特色植

物，以增加园林的生物多样性和地域特色。这些植物不

仅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还能够为园林带来更多的生态

功能。

2.3  景观美学原则
景观美学原则是林业元素融入园林设计的另一重要

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设计者必须结合园林的整体风格和

设计意图，选择形态、色彩、季相变化丰富的林业元

素，营造出具有艺术美感的景观空间。在形态方面，设

计者应注重林业元素的形态美。例如，可以选择树干挺

拔、枝叶繁茂的乔木作为园林的主景树；选择枝条柔

软、形态优美的灌木作为园林的点缀；选择具有奇特形

态的藤本植物作为园林的装饰。通过这些形态各异的林

业元素，可以营造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园林景观。

在色彩方面，设计者应充分利用林业元素的色彩美。不

同种类的植物在叶片、花朵和果实上的色彩各不相同。

设计者可以选择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的植物进行搭配，

形成鲜明的视觉效果。例如，在红色的花坛中种植绿色

的灌木，或者在黄色的草坪上点缀紫色的花朵，都可以

营造出欢快明亮的氛围。在季相变化方面，设计者应充

分利用林业元素的季相美。随着季节的更迭，植物在形

态、色彩和生长状态上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设计者可

以选择那些季相变化明显的林业元素，如春天的樱花、

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枫叶和冬天的腊梅等。通过这些季

相变化丰富的植物，可以营造出四季皆景的园林景观，

让人们在不同季节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

2.4  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原则是林业元素融入园林设计的不可忽视的

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林业元素在遮

荫、防风、固土、净化空气等方面的功能，实现园林的

生态功能与观赏功能的统一。在遮荫方面，设计者可以

选择树冠大、枝叶密的乔木作为遮荫树。这些树木能够

为人们提供凉爽的休憩空间，减少夏季的高温辐射。例

如，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种植大树，可以为市民提

供遮阳避暑的场所。在防风方面，设计者可以种植防风

林来减少风速，保护园林内的植物和设施。防风林应该

选择根系发达、枝干坚韧的树种，如杨树、柳树等。通

过合理的配置和种植密度，可以构建起一道坚实的防风

屏障。在固土方面，设计者可以选择具有固土作用的植

物来防止水土流失。在坡地或易受侵蚀的地区，种植草

本植物、灌木和乔木等可以形成多层次的植被覆盖，有

效减少水土流失[2]。例如，在河岸、山坡等地方种植护坡

植物，可以保持土壤的稳定性。在净化空气方面，设计

者可以选择具有吸收有害气体和尘埃能力的植物来净化

城市环境。如吊兰、绿萝等室内植物可以吸收室内的甲

醛等有害气体；而梧桐、枫树等室外植物则可以吸收空

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通过合理的配置

和种植这些植物，可以打造出绿色、健康的城市空间。

3��林业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创新实践

3.1  林业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园林设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植物配置和景观布局，而是向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的

方向发展。林业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为园林设计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林业元

素的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

们能够培育出具有抗逆性强、观赏价值高的新品种。例

如，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良的彩叶树种，不仅色彩更加

鲜艳持久，而且能够适应更恶劣的环境条件，为园林设

计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些新品种的引入，不仅丰富了园

林的植物种类，还提升了园林的观赏性和生态功能。同

时，物联网技术在园林管理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通过

物联网技术，园林管理者可以实现对园林植物的远程监

控和管理。例如，在树干上安装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

植物的生长状况、土壤湿度、光照强度等环境参数，为

植物养护提供科学依据[3]。此外，智能灌溉系统能够根

据土壤湿度和植物需水量自动调节灌溉量，既节约了水

资源，又提高了灌溉效率。这些智能化管理手段的应

用，大大提高了园林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降低了管理

成本。除了生物技术和物联网技术，虚拟现实（VR）和
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也在园林设计中展现出巨大潜
力。设计师可以利用VR技术创建虚拟的园林场景，让客
户在沉浸式的环境中体验园林设计的效果，从而更加直

观地了解设计方案的优劣。AR技术则可以在实际园林中
叠加虚拟信息，如植物名称、生长习性等，为游客提供

更加丰富的互动体验。

3.2  林业元素与文化元素的融合
园林设计不仅是自然美的展现，更是文化美的传

承。在林业元素的配置中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可以形成

具有地域特色的园林景观，增强园林的文化内涵和认同

感。在江南水乡地区的园林设计中，林业元素与文化元

素的融合体现得淋漓尽致。柳树作为江南水乡的标志

性植物，其柔美的枝条和飘逸的姿态与水乡的柔美与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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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相得益彰。设计师常常在水边种植柳树，形成“柳岸

花明”的景观效果。同时，荷花作为水乡的另一特色植

物，其清雅的花姿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也深受人们喜

爱。在园林的池塘中种植荷花，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

可以营造出水乡特有的宁静与祥和。在北方地区的园林

设计中，林业元素与文化元素的融合同样别具一格。松

树作为北方的代表性树种，其挺拔的树干和坚韧的枝叶

展现出北方的粗犷与豪迈。设计师常常在园林的入口或

主景处种植松树，形成庄严而肃穆的景观效果。此外，

枫树也是北方园林中常见的树种之一。其秋季红叶如火

如荼，为园林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园林中配置

枫树，不仅可以欣赏到其美丽的季相变化，还可以感受

到北方文化的深厚底蕴。除了具体的植物种类外，园林

设计中的建筑、雕塑、小品等也可以融入地方文化元

素。例如，在江南水乡的园林中，常常可以看到亭台楼

阁、石桥流水等具有水乡特色的建筑和小品；而在北方

园林中，则常常可以看到四合院、长廊、假山等具有北

方特色的建筑和小品。这些文化元素的融入，使得园林

设计更加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3.3  林业元素与生态修复的结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在园林设计中融入林业元素，不仅可以美化环

境，还可以促进生态修复，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城市

绿地建设中，选择具有固土保水、净化空气等功能的树

种进行种植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樟树作

为一种常见的城市绿化树种，其根系发达、枝叶茂密，

具有很强的固土保水能力。同时，樟树还能够吸收空气

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因此，

在城市绿地建设中大量种植樟树等具有生态功能的树

种，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在废弃矿山、

污染土地等生态脆弱地区，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进行生

态修复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在这些地区种植适应性

强、生长迅速的树种，如杨树、柳树等，可以迅速形成

植被覆盖，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4]。同时，这些树

种还能够吸收土壤中的有害物质，改善土壤质量。通过

长期的植树造林和植被恢复工作，可以逐渐恢复这些地

区的生产力和生态功能，为城市提供更多的绿色空间。

此外，在园林设计中还可以融入生态水系等生态修复元

素。通过构建生态水系、设置生态驳岸等方式，可以恢

复水体的自然循环和生态功能，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同时，在水系周边种植水生植物和湿地植物等林业元

素，可以进一步丰富水系的生态多样性，提升园林的生

态价值。

结语

林业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融入与创新实践，是推动

园林设计向生态化、多样化、文化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途

径。通过遵循生态适应性、多样性、景观美学和功能性

原则，强化林业元素的生态功能，挖掘和表达其文化内

涵，以及探索创新的设计手法和管理模式，可以打造出

既具有生态价值又富有艺术美感和文化内涵的现代园林空

间。未来，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科技的不断进

步，林业元素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贡献更多力量。

参考文献

[1]徐从江,刘永香,徐帅.园林设计和林业造林融合技术
探讨[J].广东蚕业,2024,58(06):109-111.

[2]徐永恒,高有钱.园林设计和林业造林高度融合的技
术研究[J].农业科技与信息,2023,(10):149-151+155.

[3]赵鹏飞.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园林设计思路与创新策
略分析[J].居舍,2024,(36):104-107.

[4]宋丹.传统园林造园手法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
应用与思考[J].美与时代(城市版),2024,(10):8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