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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景园林施工方法的优化措施分析

方Ǔ晶
浙江德诚环境建设有限公司Ǔ浙江Ǔ杭州Ǔ310000

摘Ȟ要：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风景园林作为城市生态的重要一环，其价值愈发凸显。本文聚焦于风景园林施工方

法的优化措施。先阐述风景园林施工主要包括园林小品设置以及植物的种植养护等内容。接着指出施工中存在土质问

题、苗木起挖与种植问题、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后期养护管理不到位等情况。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应重视土质检验

和土地改良、优化苗木起挖与种植技术、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后期养护管理等优化措施，旨在提升风景园林施工

质量，打造更优质的园林景观。

关键词：风景园林；施工方法；优化措施；分析

引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居住环境的要

求也日益提升，风景园林作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施工质量备受关注。科学合理的施工方

法对于打造美观、实用且生态的园林景观至关重要。然

而，当前风景园林施工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园林

的整体效果和质量。因此，深入分析施工中存在的问

题，并探讨有效的优化措施，对于促进风景园林行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此展开详细分析。

1��风景园林施工的主要内容

1.1  园林小品设置
园林小品是风景园林中具有独立观赏价值的小型建

筑设施，如亭台楼阁、假山雕塑、座椅栏杆等。它们不

仅具有实用功能，还能为园林增添艺术氛围和文化内

涵。园林小品的设计和设置需要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性，以及其自身的风格、造型、材质等因素，力求达到

美观与实用的统一。例如，在古典园林中，亭子的设计

通常采用传统的建筑风格，选用木材、石材等天然材

料，与周围的山水、植物相得益彰；而在现代园林中，

小品的设计则更加注重创新和个性化，可能会运用金

属、玻璃等现代材料，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1.2  植物的种植养护
植物是风景园林的核心要素，植物的种植养护直接

关系到园林景观的效果和生态功能。植物种植前需要进

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根据不同植物的生长习性、生态

要求以及园林的整体布局，选择合适的植物品种和种植

位置。在种植过程中，要注意苗木的起挖、运输、栽植

等环节，确保苗木的成活率。种植后，还需要进行科学

的养护管理，包括浇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工

作，以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和良好的景观效果。例如，

对于一些喜阳的植物，要种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而对

于一些耐旱的植物，则要控制浇水频率。同时，定期对

植物进行修剪，可以保持植物的形态美观，促进植物的

生长。

1.3  植物种植选土
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基础，植物种植选土的质量直接

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同的植物对土壤的质地、酸

碱度、肥力等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选土时需要根据植

物的需求进行选择。同时，还需要对土壤进行改良和处

理，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和透气性。例如，对于酸性土壤，

可以添加石灰等物质进行改良；对于贫瘠的土壤，可以添

加有机肥、腐叶土等进行培肥。此外，在施工过程中，

要注意保护土壤资源，避免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1]。

2��风景园林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2.1  土质问题
在风景园林施工中，土质问题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部分施工场地的土壤可能存在酸碱度不适宜、肥力不

足、含有建筑垃圾或砾石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植物

的生长和存活。例如，一些土壤的pH值过高或过低，会
导致植物无法正常吸收养分；土壤中含有过多的建筑垃

圾或砾石，会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和伸展。此外，部分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对土质检验不重视，没有对土壤进行

详细的检测和分析，导致在植物种植后出现生长不良等

问题。

2.2  苗木起挖与种植问题
苗木起挖和种植是风景园林施工中的关键环节，但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起挖时间不

当，部分施工人员没有选择在苗木休眠期进行起挖，导

致苗木在起挖过程中受到较大的伤害，影响了苗木的成

活率。其次，土球开挖及包扎不合理，土球大小不符合

要求，包扎不牢固，容易导致土球松散，根系受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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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过程中，也存在着种植深度不当、种植穴（槽）偏

小偏浅、苗木种植点与地下管线的安全距离不足等问

题。例如，苗木种植过深，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苗木

的生长；种植穴（槽）偏小偏浅，会限制根系的生长和

发育。

2.3  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
目前，部分风景园林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制度不完

善，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措施。在施工过程中，没有明

确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导致施工质量无法得到有

效的保障。同时，部分施工单位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和管

理不到位，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质量意识较低，在施

工过程中不按照规范和要求进行操作，容易出现质量问

题。此外，质量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对于施工中

出现的质量问题，没有及时进行整改和处理，导致问题

不断积累，影响了整个工程的质量。

2.4  后期养护管理不到位
后期养护管理是风景园林施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在实际工作中，后期养护管理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部分施工单位在工程竣工后，没有及时安排专业的养护

人员进行养护管理，或者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有限，无

法对植物进行科学的养护。养护管理工作不到位，会导

致植物生长不良、病虫害频发，影响园林景观的效果。

例如，浇水不及时会导致植物缺水干枯；施肥不合理会

导致植物生长过旺或过弱；病虫害防治不及时会导致植

物受到严重的损害[2]。

3��风景园林施工方法的优化措施

3.1  重视土质检验和土地改良
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前，必须高度重视土质检验工

作。首先，要对施工场地的土壤进行全面的检测，包括

土壤的酸碱度、肥力、质地、有机物含量等指标，了解

土壤的基本情况。根据检测结果，对土壤进行合理的改

良和处理。对于酸碱度不适宜的土壤，可以通过添加酸

性或碱性物质进行调节；对于肥力不足的土壤，可以添

加有机肥、复合肥等进行培肥。同时，要清除土壤中的

建筑垃圾、砾石等杂物，为植物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条

件。此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植物的生长需求，对土壤进

行分区改良，提高土壤资源的利用效率。

3.2  优化苗木起挖与种植技术
3.2.1  合理选择起挖时间
苗木起挖时间的选择对其成活率和后续生长影响重

大。不同的苗木品种，其生长习性各异，对起挖时间的

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落叶树种适宜在休眠期起

挖，此时树木生理活动相对缓慢，水分蒸发少，营养物

质消耗低，根系在移植后更易恢复。例如，在秋季落叶

后至春季萌芽前起挖槐树、杨树等，能有效减少苗木损

伤。而对于常绿树种，最好选择在春季或雨季起挖。春

季土壤温度逐渐升高，根系生长活跃，有利于扎根；雨

季空气湿度大，可降低苗木失水风险。比如在春季起挖

香樟、桂花等，能提高其成活率。此外，还需考虑天气

因素，避免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进行起挖工作。

3.2.2  规范土球开挖及包扎
土球是苗木根系的重要保护体，规范的土球开挖及

包扎是保证苗木成活的关键。在开挖土球时，应根据苗

木的胸径或地径确定土球的大小，一般土球直径为苗木

胸径的8-10倍。开挖过程中，要保证土球的完整性，避
免根系损伤。使用锋利的工具，沿着土球的边缘垂直下

挖，挖到一定深度后，再逐渐向内收缩，形成上大下小

的圆台状土球。土球包扎也需严谨，常用的包扎材料有

草绳、麻布等。包扎时应紧密缠绕，确保土球不会松

散。例如，对于一些较大的土球，可以采用井字包扎法

或五角包扎法，增加包扎的牢固性，防止在运输和种植

过程中土球破裂，保护苗木根系。

3.2.3  严格控制栽植槽质量
栽植槽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苗木的生长环境。首先，

要确保栽植槽的深度和宽度符合苗木的生长需求。一般

来说，栽植槽的深度应比土球高度深20-30厘米，宽度应
比土球直径宽30-40厘米，以保证苗木根系有足够的生长
空间。其次，要对栽植槽的土壤进行改良。如果土壤肥

力不足或透气性差，应添加腐叶土、泥炭土等有机肥料

和透气性好的介质，改善土壤结构。同时，要保证栽植

槽内无杂物和建筑垃圾，避免对苗木根系造成伤害。在

开挖栽植槽时，要注意槽底的平整度，防止积水影响苗

木根系呼吸。严格控制栽植槽质量，为苗木创造一个良

好的生长基础，促进其健康生长。

3.2.4  科学进行苗木种植
科学的苗木种植方法是提高苗木成活率的重要环

节。在种植前，应对苗木进行适当修剪，去除病枝、枯

枝和过密枝，减少水分蒸发。将苗木放入栽植槽后，要

使其根系舒展，避免根系卷曲或缠绕。然后，填土时应

分层进行，每层填土厚度不宜超过20厘米，并轻轻压
实，使土壤与根系紧密接触。填土至接近地面时，应做

一个围堰，以便浇水。浇水时要浇透，使土壤充分湿

润，促进苗木根系与土壤的结合。对于一些较大的苗

木，还需进行支撑固定，防止风吹倒伏。同时，要注意

苗木的种植方向，尽量保持其原来的生长方向，使其能

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提高苗木的成活率和生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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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质量管理制度
3.3.1  细化管理制度内容
为保障风景园林施工质量，细化管理制度内容必不

可少。首先，要针对施工各环节制定详细标准，比如规

定土方工程的平整度误差范围，以及不同植物种植穴

的大小、深度要求。其次，明确施工材料的质量验收细

则，对各类苗木、建筑材料的规格、品质等做出严格界

定，避免不合格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再者，规范施工流

程，从场地清理、基础施工到景观构建、植物种植等，

每一步都设定合理操作步骤与时间节点，确保施工有序

推进。全面且细致的管理制度内容，为施工质量提供坚

实保障。

3.3.2  明确责任制度
明确责任制度是提升风景园林施工质量的关键。需

清晰划分各部门、各岗位在施工中的职责，从项目经理

到一线施工人员，都要清楚自己的工作任务与质量把控

要点。例如，项目经理负责整体施工协调与质量监督，

施工队长对各施工小组工作负责，施工人员对自身操作

质量负责。建立质量追溯机制，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能

迅速追溯到责任人，便于及时整改与问责。通过明确责

任制度，激发员工的责任心与积极性，使每个人都重视

施工质量，形成全员参与质量管理的良好氛围。

3.4  加强后期养护管理
对种植植被进行养护，可为植株提供生长初期所需

的必要营养物质，促使其快速适应新生长环境。此项工

作需结合景观移植地的实际情况，判断土壤中养分变

化、地表杂草生长情况以及植株个体生长情况，从而决

定是否需要进行浇水、施肥、除草以及修剪等。同时，

需要在植株移植后的1-3年时间内不定期防治病虫害，3年
后可酌情进行相应的养护工作。从中期施工角度来看，

只需对种植1年内的植株进行养护管理，涉及定期浇水、
补充营养剂、除草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当移植植株具有

基本抵抗自然风险能力之后，可适当延长养护间隔，增

强植株自适应能力。

3.5  强化施工人员培训与管理

3.5.1  丰富培训内容与形式
定期开展多样化的培训课程，理论课程围绕风景园

林施工规范、植物生理学、美学原理等基础知识展开，

让施工人员从根本上理解施工要点。实践课程则安排在

施工现场，由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进行示范，如示范复

杂地形的苗木种植技巧、独特园林小品的搭建工艺等，

使施工人员能直观学习。同时，利用线上教学平台，提

供各类施工案例视频供施工人员自主学习，拓宽他们的

视野，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先进技术。

3.5.2  完善人员管理机制
建立严格的人员准入制度，对新入职的施工人员进

行技能和素质考核，确保其具备基本的施工能力和职业

素养。在施工过程中，实行分组管理，每组设立组长，

负责监督组员的施工质量和进度。设立质量监督小组，

不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记录

在案，作为员工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于表现优秀的

施工人员，给予物质奖励和荣誉表彰；对于多次出现施

工质量问题的人员，进行再培训或调整岗位，以此激励

施工人员提升工作质量[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风景园林施工方法的优化是提升园林景

观品质的关键所在。通过重视土质检验、改良土地，优

化苗木起挖与种植技术，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后期

养护管理以及强化施工人员培训与管理，能够有效解决

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这些优化措施不仅能提高施工

效率与质量，还能促进园林景观生态效益与美学价值的

最大化发挥，为人们营造出更加舒适宜人的绿色空间，

推动风景园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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