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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设计中的植物选择和配置方式探析

吴 卉

东阳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 东阳 322100

摘 要：在城市内部开展园林绿化工程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场所，同时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在合

理配置绿化植物的同时，能够充分发挥树种的观赏性和美学性，植物与植物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共同营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因而景观园林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合理配置绿化植物，才能增加整体的艺术性，以提升绿地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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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现代化的便捷的设施设

备，而且要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因此，园林在城市规

划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更好的将园林设计与城市

规划结合起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园林设计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园林设计为减少城市污染、降低噪音、美

化环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搭配植物与植物设

计是园林设计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研究园林设计中植

物搭配与植物造景至关重要。

提高园林景观质量

园林景观项目的建设过程比较复杂，存在许多建设

要点，尤其是景观园林的设计效果与工程品质存在直接

联系。实际上，园林景观设计经常会出现各类问题，导

致园林景观工程质量下降，功能不完善，无法发挥应有

的作用。在质量问题的影响下，园林景观的美观性大打

折扣，园林景观的环境净化功能，对城市的发展会产生

严重阻碍。通过景观园林设计优化，园林景观的功能会

越发完善，艺术元素与景观园林项目将实现有效融合，

各种质量风险都能得到及时处理，从而促进了园林景观

品质的提升—园林景观更加美观，功能也能得到有效发

挥。由此可见，园林景观设计优化的意义重大，也是设

计单位需要重点完成的任务[1]。

提高景观园林美观性

美观性强是景观园林的主要特点，也是景观园林的

设计导向。景观园林中包含多种植物，通过植物之间的

搭配以形成各种自然景观，尤其是在艺术元素的作用

下，景观园林会更加美观，符合城市的建设要求。近年

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审美更加苛刻，原有的景观园林设计模式和思路明

显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然而，科学的植物选型和

物种之间的有效搭配，可以大幅度提高景观园林的美观

性，给人们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而且在景观园林的带

动作用下，整个城市的美观性都会有所提高，从而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改善环境是景观园林的基础功能，也是景观园林项

目建设的主要目标。在景观园林中存在大量的植物，这些

植物在除尘降噪方面的效果显著。而且植物在生长过程中

会吸附大量的二氧化碳，储存水资源，对城市环境进行有

效调节，给人们创造良好的生态空间。景观园林的生态调

节功能要建立在植物稳定生长的基础上。不同的植物对生

长环境有着不同的要求，如果在景观园林的设计环节，植

物选择不当、选型失误，设计人员没有系统分析植物的生

长需求，就可能会导致植物的大量死亡，从而削弱景观园

林的环境调节作用。所以，从景观园林功能和城市环境质

量方面来看，景观园林植物选择和配置的优化是非常必要

的；设计单位要立足于生态建设，对景观园林项目进行合

理规划，保证植物选择及配置的合理性，这也是打造优质

景观园林工程的必要手段。

植物选择的基本原则

一个完整的园林景观是由不同类型的植物共同搭配而

成的，所以要想合理地设计园林景观，还需要设计人员科

学选择搭配植物。每一种类型的植物都有不同的外观和形

态，所选择的植物类型不同，搭配出的效果也各不相同。

而且有很多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区，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各

不相同，如果放置在同一个园林环境之中，可能有些植物

很快就能适应，有些植物由于无法适应就会死亡，成活率

较低。所以在选择搭配植物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园林建造

地的气候环境、所选植物的生长特点，尽可能搭配一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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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能力、适应能力比较强的植物或者是本土植物[2]。由于

本土的品种更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气候，短时间内就能成

活，后期的养护工作也会比较简单。

园林设计既要遵循适用性的原则，又要遵循植物类

型多样性的原则。所以也可以适当增加外来的植物，尽

可能丰富植物的类型品种，更好地搭配提升园林的设计

效果。

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

在园林植物造景的过程中，植物配置是最基本的环

节。之所以要进行园林设计，是为了以人工的方式营造

一个更加自然、更加和谐的环境。所以工作人员在园

林植物配置时要坚持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原则，这样才能

够获得更好的设计效果。所谓科学性，是指设计人员要

考虑到植物的不同类型、不同的生长习性，科学搭配植

物的类型。利用不同类型的植物搭配，增加园林的可欣

赏性，实现园林景观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因此要求

设计人员需考虑不同植物的具体生长要求，例如土壤要

求、气候要求等，选择合适的培育方法以及合适的修剪

方法，做好植物的搭配，合理把握植物的颜色、形状等

不同方面，搭配出层次分明、色彩丰富的园林景观[3]。

科学配置

选择和配置植物时不能只重视其观赏性，还需重视

植物的配置，提高层次感，使风景园林中的景观植物错

落有致，并且重视季相之美。植物配置过程中，通过不

同花草树木的造型设计，使园林景观在不同季节具有不

同的样貌，根据植物的季节变化，使园林在四季的风貌

逐步产生变化，体现出自然界的特点，使园林景观具有

一种无声的变化之美。各个季节所具有的自然元素各不

相同，不同时间段呈现的空间环境也不同，使园林景观

具有季节性，给人们展现出多样的景观姿态，以满足观

赏者的审美需求，如苏州园林、扬州个园就具有非常明

显的季相之美。设计人员需根据当地的环境特点及植物

四季的变化和形式，种植适宜的树种，并且在种植时，

加强规划，做好植物间的配置工作，也可以种植部分具

有典型特色的植物突出每一季的特点，向人们展示出季

节的变化，如红枫，使现代景观园林形态更丰富，提升

园林景观的质量，给人以美的享受[4]。

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富有层次和空间感

在植物配置和造景的过程中要注意植物自身的空间

感和层次感的设计，从多个角度和层次进行统一和协

调，使园林的景物保持一定的落差、层次和比例，最终

乔木、灌木及地被协调又统一，还富有层次感。另外，

园林设计还应该结合城市规划合理规划植物空间，在空

间布局应该根据地理环境与城市规划发展相结合，形成

区域植物景观空间。植物造景及其景观空间往往有一定

具体的功能和侧重面，例如公园、风景名胜区侧重于植

物的美化、覆绿等方面的功能;城市湿地侧重于植物在净

化水体、涵养水源、固土护坡、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

生态功能。这些具有不同功能和用途的植物群落，其组

成与空间结构上有不同的要求和特征。园林设计并不是

栽种更多的植物才是其需求，目的是在净化城市环境的

同时增强城市的美观性，因此必须合理设计园林的分布

区域。

合理选择植物类型

植物的生长态势对景观园林的美观性和功能性都会

产生直接影响，属于景观园林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果植

物选择不当，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就极易导致设

计失败。景观园林的实际运行效果不佳，不仅阻碍城市

的生态建设，而且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从而对城市

的发展非常不利。实际上，当前的许多景观园林设计关

于植物的选择都存在盲目性问题，例如：设计人员没有

考虑植物的生长习性，只关注设计效果，为了促进艺术

元素与景观园林设计方案的有效结合，大量引入外来物

种，导致植物出现大量死亡，生长态势不佳；或者一些

外来物种由于过度繁殖，引发了物种入侵，对当地生态

造成了严重威胁。为此，在景观园林植物选择过程中，

设计人员要尽可能选择当地物种。这种植物选择方式能

保证植物的成活率，而且当地的物种价格通常比较低，

且能节省运费，有助于提高景观园林项目建设的经济

性。如果需要引入外来物种，设计人员需要对植物的生

长习性进行分析，结合当地的环境现状进行系统化的验

证，确定外来植物能稳定生长，保证植物的成活率[5]。

构建植物群落

在景观园林设计工作中，植物的配置非常关键，属

于设计工作的难点，而且对景观园林的整体建设效果也

会产生直接影响。设计工作必须保证合理性，系统化地

构建植物群落，不能随意进行植物搭配，以免降低人们

的视觉体验。首先，在植物搭配方式的选择方面，设计

人员要以植物的颜色为依据，将颜色相同的物种尽量设

置在同一片区域中，形成植物群落，增强人们的视觉体

验，提高景观园林的美观性。其次，植物之间也要进行

高矮配置，体现出植物的层次感。因此，设计人员应根

据植物的大小，对植物进行分层设置，将最矮的布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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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园林外侧，靠近道路的位置，逐层递进。这种景观

园林设计方式能充分体现各种植物形态，减少植物之间

的遮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植物搭配方式。

结束语：现代化的城市充满了高楼大厦，随着城市

建筑占地面积的不断扩充，绿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人

们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对生存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

的生态要求。所以城市必须要重视园林的建设，在建设

的同时，既要发挥植物的可欣赏性，又要注重给人们营

造较为适宜的园林环境。这就需要合理搭配植物，挑选

植物的类型，并考虑到植物和自然生态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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