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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园林景观在塑造城市形象和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直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

植物配置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点，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如何有效将植物融入园林景观中是设计师需要重点考虑的

问题。将低碳理念运用到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当中，不仅能够提高园林景观的质量，而且能够充分体现我国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性，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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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城市建设越来越注重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设计和

运用，城市园林绿化设计要遵循怎样的设计原则，运用

哪些可行的合理化措施践行这些初衷，是设计人员必须

回答的问题。为了促进城市发展，要建设现代化宜居城

市，提倡节能减排，致力于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

用率，构建和谐社会，把园林绿化打造成一个城市的鲜

明符号。

科学性

对植物景观中选择的植物类别、分配方式等，都应以

低碳作为核心基础明确设计目标，还应始终坚守低碳设计

理念，使设计后的植物景观，从整体碳排放情况及整体生

态氛围都符合低碳理念的实际要求。因此，在低碳理念深

化中，要以植物科学性为基础完善植物配置方案。

根据长期要求进行设计

城市园林的绿化设计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现有资源，

尽量避免引进外部资源，以期达到控制工程建设成本的

目的，同时实现园林设计的低碳化，不仅绿化和美化了

环境，还通过优美风景吸引大量游客参观游览，成为城

市一道靓丽的名片[1]。塑造宜居可人的城市形象，增加经

济收益的同时与当地经济发展融为一体，成为这个城市

的永久风景线，这就是城市园林绿化设计低碳理念的持

久性原则，要确保各种绿色植被和花卉的永久居住环境

不受伤害，让它们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给城市和人类带

来赏心悦目的观感享受。

本土性

任何植物都有适宜的生长环境，若肆意将当地园林

景观中生长茂盛的植物转移到其它地区，很难取得相同

成效，应秉承本土性原则选取植物种类。如橡胶树、旅

人蕉、油棕树等在北方地区一般无法表现出良好长势。

需在园林植物景观设计中，因地制宜地选种植物，增加

植物景观的丰富度，改善植物的碳排放周期。

对本地资源利用不充分

设计师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工作时，由于没有

对实地进行有效的考察，在进行设计工作时也没有结合

周边的环境，没有将可利用的资源进行融入，导致设

计成本增加。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时，大部分的园

林都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园林景观周

围的环境，那么设计出来的景观效果能够呈现更好。但

是，设计师在实际设计工作中，由于一部分设计师对周

围资源的不重视，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工作时未将低碳

理念运用到设计工作中，反而增加了空气中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得不偿失。

园林绿化率较低

低碳环保已成为各个领域发展的核心目标。如倡导

低碳出行，无公害处理垃圾等。在景观设计中，也需要

有效融合低碳理念，保证城市园林中的植物景观更具生

态价值。目前，园林整体绿化率较低。植物具有吸收二

氧化碳的功能，若绿化率高，可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含量。因此，可通过提高绿化率实现低碳目标。特别是

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园林中，更需要采取有效方法扩

大绿化面积，实现低碳园林的设计目标。

对运用的材料选择不科学

在进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时，并不是只用到植物就

可以了，还需要利用多种材料进行帮辅。所以，应该根

据不同园林的要求，选择相应的材料。由于部分设计师

不了解相应材料的适应情况，或者对于相应材料的了解

极其有限，在进行设计作业的时候不能结合实际的情况

进行材料的选择，导致低碳理念不能有效地融入设计当

中，运用的材料也不符合低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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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绿化

墙体绿化指的是以立体条件为基础，选择适合攀爬

的植物，例如，绿萝等依附在各种建筑物以及其空间结构

上的一种绿化方式。现在的技术中，主要将该方式应用于

墙面、坡面、栏杆以及假山、阳台灯建筑结构上。垂直绿

化不会占用大量的建筑面积，且投资小、回报高[2]。成为

现阶段园林绿化中重要的应用方式。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设

计中应用最广的便是对建筑结构，例如墙体进行绿化，也

就是利用绿色植株的枝叶对建筑结构进行掩盖。冬天的时

候，墙面上的绿色植物叶片会慢慢枯萎变黄，待叶片全部

脱落以后，建筑物的墙面能直接接受阳光的照射，墙面温

度会随之升高，这样可以降低能源损耗，同时也有利于提

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次，对墙体进行绿化，对于城市美

观也有一定的帮助，还能达到调节气候的目的。

构造复层植物群落结构

复层植物群落结构可以很好地实现生物多样性，且

可以很好地贯彻低碳理念，提升城市园林景观的生态效

益。具体来说，单一的草坪无法起到很好的生态环境

改善效果，尤其是在消噪吸尘、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和

保持水土等方面的作用不及乔木和灌木，而且实际会花

费较多的养护管理费用。因此，可以将草坪、乔木、灌

木结合起来，打造复层植物群落结构，既能最大限度地

利用土地资源，也让植物群落可以充分利用水肥、热量

和光照。这样可以大大提升植物景观的生态环境改善能

力，创造出更佳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更值得一提的

是，复层结构群落可以形成一些小生境，成为微生物和

动物的生存场所，可以招来昆虫、小兽类和鸟类，继而

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使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

量转换可以更好实现，这对于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来

说是十分有利的。

重视养护优化措施

在所有的植物种类中，杂草的生命力是最旺盛的，园

林的植物花卉生存空间里，杂草也会抢占一席之地，园林

维护人员要定期对这些不速之客进行清理，一来防止杂草

影响园林美观，二来防止杂草的过度扩张使植物花卉的生

长空间被压缩，水肥气热等生存要素被杂草侵占。人工作

业可保护环境，但是效率很差，药物除草效率高，但是农

药残留会污染植被和土壤，要清除杂草，又要低碳环保，

显然传统技术无法实现，需要新技术的加持才能完成，因

此要加强新技术研发力度。园林种植的后期施肥是行之有

效的科学管理手段，植物生存需要养分供给，有些还消耗

量很大，因此定期适量施肥很有必要。夏季园林面临大量

水分蒸发，维护人员要一早一晚进行灌溉补水，可用处理

过的生活污水实施作业，减少水资源过度开采，还要重点

关注病虫害防治，改良土壤性质，使用合理农药，做到除

害治虫，并注重保护环境。

合理设置灌溉修剪规划

植物在高温天气里会因蒸腾作用而产生较大的灌溉

需求，为节省水资源，还要选用适合的灌溉方法，实现

低碳灌溉，避免因水源损耗违背低碳理念。常见的灌溉

方式包括漫灌、喷灌、滴灌、微喷，其中，漫灌较浪费

水源，可根据种植高度确定灌溉方式。如灌木植物可以

微喷为主，其能灌溉5m范围内的植物，且能形成雾滴

进行浇水，能实现灌木的均匀灌溉，具备显著的节水特

征，每小时喷洒量为400L，可防止出现涝灾或者局部灌

溉不到位等问题。景观中栽种的植物出现徒长现象会影

响园林美观性，也无法体现优良的固碳能力。对此，还

需在植物景观保养维护中，及时修剪植物，剪掉多余枝

干。此外，可适当增加乔木栽种密度，扩大遮阴面积，

防止灌木、地被植物因光照较强出现枯叶，还可为常春

藤等藤科植物准备支架，随时调整攀爬方向。

低碳花卉的设计

除了要对绿色植物进行合理的设计和搭配工作，还

要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搭配相得益彰的花卉设计，不仅能

够更好地提升园林景观的美观性，而且能够给人们创造

一种美的体验，陶冶人们的情操。花卉的种类繁多且形

态各异，不同花卉的生长特点以及色彩也不一样，所以

在进行设计工作时，应该充分考虑园林景观的实际情况

进行花卉的选择。例如，在本次园林景观设计时，选择

了比较容易成活且花期长的月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

果[3]。同时，在进行设计工作时，如果遇到有湖或者广

场，要选择匹配的花卉进行点缀，能够更加有效地凸显

整个园林景观的美观性。

选择应用低碳园林植物

每一种植物都具有特性，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作为

园林植物景观绿化植株。因此，在选择植物时必须根据

低碳要求筛选。这不仅是为了遵循低碳理念，更重要的

是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优化空气质量，要充分考虑植

物本身是否具有绿化与美观的作用。在对园林景观设计

时，要大胆采用多种搭配方式，考察当地的实际环境情

况以及空气质量状况，对低碳理念在该城市园林景观设

计中的实际运用价值进行估算，形成以本地绿化植株为

主、特色植株为辅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大纲。在植株的

选择上，要以净化空气、净化水质的低碳植株为主。例

如，在气候温暖湿润的秦岭淮南以南的地区，可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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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蝴蝶兰等常见且价格便宜的本土植株作为绿化植

株。在植株的选择上，并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主要是

以城市园林植物景观造价以及技术等为主要思考点，同

时结合城市特性，因地制宜，综合分析，选择合适的绿

化植株，完成低碳理念在城市植物景观设计中的渗透。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景观设计中应用低碳理念，既能提升

城市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合理性，又能保证园林内设置的

植物景观发挥协调环境、园林装饰的作用。据此，应

从科学选址、植物配置、绿化规模、修剪灌溉等方面着

手，为植物景观的低碳设计指明方向，便于园林植物景

观体现固碳优势，严控二氧化碳排放量，打造优质和谐

的生态环境，为本地园林景观的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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