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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园林施工新工艺在园林工程中的应用

张子千
济南万达城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园林施工新工艺在园林工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其对于提升园林工程的施工质量、增强景观效果以及促

进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简要介绍了园林施工传统工艺，并针对园林施工新工艺在园林工程中的应用

进行了讨论，包括植物种植与养护、园林景观构建、土方工程和砌筑工程等方面，以期为园林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园林施工；新工艺；园林工程；应用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园林

工程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施工质量

和景观效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传统的园林施工工艺

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园林工程的需求，因此，新工艺的引入

和应用成为园林工程发展的重要趋势。园林施工新工艺不

仅具有高效、环保、美观等特点，还能够提高园林工程的

施工质量，增强景观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

1 园林施工传统工艺介绍

1.1  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具体的地理环境和

气候条件，采取合适的施工方法和植物配置。这一原则

在园林施工传统工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在选

择植物种类时，传统工艺会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土壤

和水源条件。例如，在湿润多雨的地区，会选择耐水湿

的植物；而在干旱少雨的地方，则会选择耐旱性强的植

物。这样不仅能确保植物的成活率，还能使园林景观更

加贴近自然，富有地域特色。其次，在植物配置方面，

传统工艺也注重因地制宜，它强调植物的形态、颜色、

生长习性等因素的协调与搭配，以营造出和谐、自然的

园林景观。这种配置方式不仅考虑了植物的美学价值，

还充分考虑了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态功能。同时，传统

工艺还注重植物的季相变化，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使

得园林景观在不同季节都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为人们

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此外，除了植物的选择和配置，

园林施工传统工艺中的因地制宜原则还体现在地形塑造

和水体布局等方面。传统工艺会根据地形的高低起伏、

水流的走向等因素，巧妙地设计园路、亭台楼阁等景观

元素，使之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园林景

观。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方式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

敬畏和尊重，也展示了他们高超的园林艺术造诣。最

后，因地制宜的原则还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在园林施工中，我们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避

免过度开发和破坏生态环境。通过因地制宜的施工方

式，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并且，合理的植物配置和景

观布局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促进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和恢复。

1.2  施工技术独特
园林施工传统工艺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深受人们

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施工技术独特，每一

道工序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和智慧。这些独特的施工技

术，不仅体现了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更为园林工程赋

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其中，在土方工程方

面，传统工艺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施工技艺，地形塑造是

园林施工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了园林的整体布局和视

觉效果。传统工艺注重通过挖掘、填筑、平整等手法，

打造出起伏有致、错落有序的地形景观。这些手法看似

简单，实则需要匠人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才

能准确地把握地形的变化和特点，营造出自然、和谐的

园林景观。另外，排水系统的建设也是土方工程中的重

要一环，传统工艺深知排水不畅会导致水患频发，影响

园林工程的正常使用和景观效果。因此，在施工中，传

统工艺注重排水设施的建设，通过合理设计排水沟、排

水管等设施，确保场地排水畅通，防止水患的发生。同

时，传统工艺还注重利用地形、植被等因素，增强场地

的自然排水能力，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最后，在砌

筑工程方面，传统工艺同样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施工技

艺，传统工艺采用砖、石、木等材料，这些材料不仅质

地坚硬、耐久性好，而且具有丰富的纹理和色彩，为园

林建筑和构筑物的建造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1]。在砌筑

过程中，传统工艺注重运用精湛的砌筑技艺，通过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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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切割、拼接等手法，构建出古朴典雅、坚固耐

用的园林建筑和构筑物。这些建筑和构筑物不仅具有高

度的实用性，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元素，成

为园林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注重细节的处理
园林施工传统工艺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其宏大的景观

设计和精湛的施工技术上，更在于其对于细节的极致追

求，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不仅彰显了匠人们的匠心独

运，也为园林赋予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1）植物栽植方面。挖穴是植物栽植的第一步，传统工
艺要求根据植物的大小和根系情况，精确地确定穴位的

深度和宽度，以确保植物根系能够充分伸展。施肥是植

物生长的关键，传统工艺讲究使用天然有机肥料，并根

据植物的生长周期和营养需求，合理搭配肥料种类和施

肥量。而浇水是植物生长的保障，传统工艺注重定时定

量，确保植物得到充足的水分。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

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园艺学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它们

的精细执行，确保了植物的生长环境良好，提高了植物

的成活率，为园林增添了生机与活力。（2）景观装饰。
雕塑、石刻、水景等元素是园林中常见的装饰物，它们

的布局和搭配直接影响着园林的艺术效果。传统工艺在

运用这些元素时，注重与整体园林风格的协调统一，通

过巧妙的布局和搭配，营造出一种和谐、自然的美感。

同时，传统工艺还善于运用细节处理来增强景观的艺术

表现力。（3）园路铺设、假山堆叠。园路是园林中的交
通要道，传统工艺在铺设园路时，注重材料的选择和拼

接的精细度，使得园路既美观又实用。假山是园林中的

点缀之物，传统工艺在堆叠假山时，注重山石的形态和

纹理的搭配，通过巧妙的堆叠手法，营造出一种自然、

逼真的山景效果。

2 园林施工新工艺在园林工程中的应用

2.1  植物种植与养护方面
传统的园林植物种植方式往往局限于单一的品种和

布局，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然而，新工艺则更加注重

植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在现代园林工程中，我们可

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植物品种被引入，从常见的花卉、灌

木到珍稀的树种、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这

些植物不仅美化了园林环境，还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

园林生态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一，在植物种植技术

方面，新工艺也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传统的灌溉方式

往往采用大水漫灌，不仅浪费水资源，还容易导致植物

根部病害[2]。而新工艺则引入了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如

微喷灌、滴灌等。这些技术能够根据植物的生长需要，

精准地控制水分和养分的供应，既提高了植物的生长速

度和成活率，又节约了水资源。第二，新工艺在植物养

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统的养护方式往往依赖

于化学农药和化肥，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

新工艺则注重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环保方法，减

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生态环境。例如，利用天敌昆

虫、微生物制剂等生物防治手段，可以有效地控制植物

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而利用物理方法如修剪、施肥

等，也可以促进植物的健康生长。第三，除了技术和方

法的革新外，新工艺还注重植物种植与养护的全程管

理。从植物的选种、育苗、移栽到后期的养护管理，新

工艺都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安排。通过科学的管理和精

细化的操作，可以确保植物的健康生长和园林工程的顺

利进行。

2.2  园林景观构建方面
在园林工程的宏伟画卷中，园林景观的构建无疑是

最为绚烂多彩的一笔。传统的园林景观构建手法，虽然

历经岁月沉淀，但往往局限于固定的形态和色彩，缺

乏变化与灵动。但随着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和应用，园林

景观构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创新。（1）新型材
料的广泛运用。这些材料不仅具备优良的物理性能，更

在形态、色彩上展现出丰富的可能性，以雕塑和装饰物

为例，过去我们常见的往往是石质或木质，形态单一，

色彩沉稳。而如今，借助新工艺，我们可以利用新型材

料，创作出形态各异、色彩丰富的雕塑和装饰物。它们

或婉约或豪放，或静谧或活泼，为园林注入了更多的艺

术气息和生命力。（2）注重水景的设计和施工。水是
园林的灵魂，有了水的点缀，园林便多了几分灵动与生

机。传统水景设计往往局限于水池、喷泉等简单形式，

而新工艺则通过引入水循环、水净化等技术，打造出更

加清澈、美丽的水景。这些水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

在环保和生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能够自我调节

水质，保持水体的清洁与活力，为园林生态系统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3]。（3）注重园林景观的动态性和变化性。
传统的园林景观往往以静态为主，缺乏动态和变化。而

新工艺则通过引入先进的景观技术，如智能照明、互动

装置等，使得园林景观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

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种动态性和变化性不仅增强了园

林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更让人们能够在欣赏园林美景的

同时，感受到时间与空间的流转与变化。

2.3  土方工程和砌筑工程方面
在园林工程的施工中，土方工程和砌筑工程是两个

至关重要的环节，传统工艺在这两个领域已经积累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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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经验，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

新工艺的应用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一方

面，在土方工程方面，传统工艺往往依赖于人工挖掘和

填筑，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而且容易

受到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然而，新工艺的引入彻底

改变了这一局面。机械化设备的广泛运用，如挖掘机、

装载机等，使得土方工程实现了快速、高效的施工。这

些机械化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挖掘深度和填筑高度，大

大提高了工程的精确度和质量。同时，新工艺还注重土

方工程的排水和稳定性处理。通过采用先进的排水系

统，如暗沟、盲沟等，有效解决了土方工程中的排水问

题，避免了因积水导致的土壤软化和沉降。此外，新工

艺还运用加固技术，如加筋土挡墙、格构梁等，增强了

土方的稳定性，确保园林工程的长期安全。另一方面，

在砌筑工程方面，传统工艺虽然能够打造出精美的园林

景观，但施工周期长、材料消耗大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而新工艺的采用，则使得砌筑工程焕发出新的活力，新

型砌筑材料的运用，如预制构件、干挂石材等，不仅提

高了施工效率，还降低了材料消耗；预制构件可以在工

厂内批量生产，现场安装方便快捷，大大缩短了施工周

期；干挂石材则以其独特的质感和纹理，为园林景观增

添了别样的风采。并且，新工艺还注重砌筑工程的细节

处理。通过精心设计和施工，砌筑工程的线条更加流

畅、色彩更加和谐，为整个园林工程增色不少。

2.4  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园林

施工新工艺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视也愈发凸

显。园林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施工过

程中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举措，不仅关乎园林自身的美

观与功能，更直接关系到城市整体的生态环境和未来发

展。第一，在材料的选择上，新工艺展现了其环保理念

的深入贯彻，传统园林施工中，所使用的材料往往缺乏

环保考量，导致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然而，新工

艺则积极推广可再生、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如利用废弃

物料制作的园艺装饰、采用生物降解材料制作的园林设

施等[4]。这些环保材料不仅来源广泛、成本低廉，而且

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真正实现了资源的

循环利用和环境的友好保护。第二，在施工工艺上，新

工艺同样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新工艺通过优

化施工流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降低园林工程

的能耗和排放。例如，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水资源

浪费；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园林设施供

电，降低碳排放；推广绿色施工技术，减少施工过程中

的噪音、粉尘等污染。第三，除了材料和工艺方面的改

进，新工艺还注重在园林施工中融入生态理念，通过合

理搭配植物种类、优化植物配置，构建生态平衡的园林

环境。同时，新工艺还强调对原有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

复，避免施工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这些举措不仅有助

于提升园林的生态功能，还能够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健

康发展。第四，新工艺还关注园林工程的长期维护和管

理，通过采用智能化、自动化的管理手段，实现对园林

环境的实时监测和精准调控。这不仅可以提高园林工程

的维护效率和质量，还能够降低维护成本，实现园林工

程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总之，通过对园林施工新工艺在园林工程中的应用

进行浅析，我们可以看到新工艺在提高施工效率、增强

景观艺术性以及实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然而，新工艺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如技术更新快、成本较高等。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

新工艺的研发和推广，提高施工人员的技能水平，加强

质量监管，以确保新工艺在园林工程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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