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园林植物配置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初探

吕世强

郑州市环道绿化管理处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在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城市居民的生活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更加重视生态城市的建设。在生态城市

建设过程中，不仅会对城市美观性提出一定要求，也对城市生活环境做出保证。因此需要使用园林绿化措施解决这个

问题。在园林绿化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植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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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态环

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绿化的重要性
[1]。绿色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同时还能够净

化空气，吸声除尘，将其引入到城市园林中对于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均有重要的作用。

美化市容

一个城市的园林绿化直接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形象。

每个城市都有其自身特点，根据其民俗风情、传统文化

等进行植物的设计配制，可以营造出丰富多彩的园林景

观，这不仅能够美化市容，提升城市的品味，还能够体

现城市的文化底蕴。

提高土地利用率

园林绿化中的植物配置，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的绿地

建设，提高土地利用率，避免城市土地的浪费。

有益于身心健康

园林绿化中的植物配置，一方面可以净化空气，给

人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从而减少由于环境污染

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

休闲娱乐的场所，使人们充分放松心情，缓解疲劳[2]。因

而，园林绿化中的植物配置，对于人们的人心健康是十

分有益的。

植物配置工作是园林绿化环节中的核心任务，设计

者需要先选出能有效适应园林环境的植物，充分呈现植

物具有的活力。经过合理排布设计植物的工作，可以获

取植物景观，这种绿化景观与园林中的其他景观不同，

除了美化作用之外，还能发挥出改善小范围生态环境的

作用，有效调节园林内部的气候以及涵养园林中的水

源。灵活运用植物，形成植物景观之后，园林中的环境

也随之变得更加健康，空气净化程度高，园林内部还能

保持适宜的温湿度，游客可以到园林中放松身心，消除

日常工作带来的疲劳感，以更佳的态度应对繁忙的都市

生活。植物科学配置之后，可直接形成多样化的景观，

还能帮助提升园林的人文性，给园林带去更多具有个性

化的景观，提升园林在城市中的辨识度，一些植物景观

还可彰显出城市主题文化。总之，植物配置是园林景观

设计过程中的必要工作[3]。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

环节，和谐的规划园林体系能够体现城市的文化建设追

求，向公众展示城市精神面貌，有效的植物配置能够改

善城市的环境状况，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放松身心、接

触自然的生态环境，美化城市生活。特色化的园林绿化

则是城市展示自我形象的有效方式。

经济性原则

园林植物配置设计要在保证绿化效果的前提下,减少

园林植物配置建设的支出。想要满足这一原则，就必须

在制定配置方案时充分考虑到植物配置方案使用的长久

性与植物的成活率。而植物成活率的影响因素为绿化地

的气候、水土资源状况等。此外植物的种植方法在成本

中占据较大比例，尤其是灌溉方式对经济成本的影响极

大。在植物配置时应考虑植物对灌溉的需求，以增强经

济性[4]。

实现配置美观的要求

实现园林植物配置的美观性要求是园林绿化的基本目

标，植物配置的合理化能够使园林的美感度得到显著地提

升，实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良好融合，对于城市化建

设的环境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就要求相关园林管理人员

注重美感的园林绿化原则，注重植物配置的合理化对于园

林美感形成的重要影响，提升园林绿化的水平。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

内容，在城市化建设中也要注重城市化发展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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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进行植物配置的过程中，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应

用原则，在进行园林植物配置时要保证以生态化保护为

前提，不浪费绿色植物，以及真正实现绿色植物的应用

效果，保证植物配置是在生态化建设的前提下进行，以

发挥园林建设的真正的环境保护的意义。另外，要考虑

经济性的要求，具体研究园林建设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合理性，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园林绿化建设的

出发点和基础，进行城市绿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实现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5]。

外来植物的盲目引进，乡土植物的少量使用

在城市景观建设中，将植物分为三六九等，为了追

求所谓的绿化档次，盲目引进与推广外来植物，不重视

使用乡土植物，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植物的使用原

则。乡土植物是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和竞争而生存下

来，比较适应本地区的环境，具有成活率高、抗逆性

强、管理粗放、可观赏性强、养护成本低等特点，还能

体现地方特色。而外来植物的盲目引进，它对人、财、

物的大量消耗，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化和适应过程，

在短期内很难取得预期的景观效果，同时，外来物种还

有可能引起外来物种侵入，破坏生态平衡。

在配置园林植物方面缺乏新意或创新

在园林植物配置方面由于时间或空间上的局限等因

素，在设计表达上作品缺乏新意[1]。现代社会是一个创新

的社会，要想城市园林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

须要有景观作品的多样性，植物配置的多样性。目前我

国园林工程建设市场，缺乏能够结合时间和空间对植物

进行娴熟配置的建设人才，设计出来的作品没有创新之

处，园林植物配置大多都是绿色，对于整个园林来说，

颜色太过于单一，使得园林失去了生机。

缺乏较高的植物配置设计水平

现阶段，我国的园林植物配置水平很低，所谓的园

林植物配置即设计师按照相应园林的具体情况把多种植

物进行有机结合，然后应用在园林绿化当中，如果设计

比较科学，那么就会取得很好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我国有很多设计公司在园林绿化设计方面的水平都不

高，例如运用一些价格低廉或质量较差的植物取代原有

的优质、高价的植物，从而无法保证园林整体的质量[2]。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园林植物配置的混乱，所以园林

绿化作品的质量并不高。

缺乏创新意识

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很多设计师在开展园林植物配

置设计的时候都缺乏创新意识。当前社会非常重视创

新，要想获得较好的发展，要想使园林业得到更大的发

展空间，景观就必须更加丰富，植物配置一定要实现多

样性。现阶段我国的园林工程建设市场，缺少大量的可

以将空间和时间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合理配置园林植物的

人才；园林作品缺少创新，绝大多数植物都是绿色的，

从整体上看，颜色单一，从而无法使园林更为出色。

春季植物配置

春季植物生长旺盛，如果没有在春季对植物进行合

理配置，可能出现植物生长混乱的情况。为了防止这种

情况，需要系统考量植物的数量和种类，确保在空间配

置上科学有序，保证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繁而不杂[3]。同时

需要选择一些花期较长的植物，尽可能避免不同植物的

花期重叠，造成同时开花和同时凋谢，影响园林绿化的

美观性。

夏季植物配置

对湿度与温度的掌握夏季是一个炎热多雨的季节，

而我国地域辽阔，地域差异极为明显，但是高温是各个

地区最普遍的夏季的特色。对于降雨量而言，南方普

遍多雨，北方普遍干旱少雨，因此，我国各个城市夏季

的绿化也是困难重重。因为相关的绿化设计人员要考虑

温度和湿度，还要根据当地特色的雨季来安排合理的绿

植。只有这样，才能将绿植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能

够实现城市绿植绿化的意义。

秋季植物配置

大多数植物的绿叶在进入秋季后逐渐变为黄色，并且

会慢慢脱落。因此要尽可能避免出现大面积树叶颜色不一

和大面积凋零的现象，否则会影响城市园林的美感[4]。

冬季植物配置

冬季植物应重在抗寒抗冻冬季由于温度较低，导致

了绿植成活率低。在这个季节里，大部分植被都会凋

零，从而降低整体的美感。尽管如此，还是存在少量植

被符合这个季节的特点，这些植被耐寒耐冻耐风寒，因

此可以配置在冬季的城市中，一般都会选择梅花和松柏

等绿植，从而可以增加冬季城市的美感，为城市带来一

点生机。

按地理特征进行植物配置

除了四季的绿植搭配，还要考虑地理差异特征。因

为我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广大的国家，地理差异非常大，

因此在城市的绿化设计中一定要融入各地的地理特色，

不仅要考虑当地的气候，还要考虑温度湿度等特色。在

进行绿植搭配时，也要弥补地理气候上的不足，根据不

同的地理特点，种植相应的绿植，而且还要考虑季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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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差异，这样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配置绿植，增加

城市的美观，例如，对于降水量较少的地区，可以相应

地配置一些耐旱植被，改善当地的地理气候，相应地降

低恶劣气候的影响[5]。

结语

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追求的

品味也随之提升。当下植物配置在园林绿化应用中，需

要根据不同的季节营造不同的景观，满足大众审美观

的需求。在今后，我们要更加重视园林绿化中的植物配

置，不断增强与提高园林植物配置的技术与方法，合理

地配置植物，并坚持适宜的原则与经济适用的原则，遵

循生态学以及美学的原理，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的植

物配置方式方法，从而提升城市园林绿化的设计水平，

提升城市园林绿化的整体效益，同时呈现出更加亮丽的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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