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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花境营造探究

朱娟娟
茂苑环境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Ǔ上海Ǔ200442

摘Ȟ要：长效花境营造是园林绿化中的基础课题，涉及植物选择、色彩搭配、环境适应性、施工管理、后期养护

等多个方面。本文从设计原则、实施管理和案例分析三个角度，探讨了营造持久、稳定、富有变化的花境的方法和策

略。在植物选择上，应当考虑种类的多样性、色彩的协调性和植物的生态习性；在施工管理上，要制定合理的施工方

案和养护计划，并因地制宜进行植物更换；在实践应用上，需要针对不同气候区域和空间类型，总结成功经验，不断

优化设计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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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花境是园林绿化中最富有色彩变化、最能体

现景观意境的要素之一。然而，由于植物生长的季节性

和有限的观赏周期，单一的花境很难在全年都呈现出理

想的景观效果[1]。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精细的管

理，营造出持久、稳定、富有变化的花境景观，成为景

观设计和园林管理的基础课题。本文将从设计原则、实

施管理和案例分析三个方面，探讨长效花境营造的方法

和策略，为花境设计和养护管理提供参考。

1��长效花境设计原则

1.1  植物种类选择与搭配策略
为了能够达到长效并且富有季节变化的效果，植物

品种选择至关重要。需适地选种，这里主要考虑光照对

植物选种的影响。光照分全日照、半阴和全阴。每种光

照条件下适合的植物不同，比如千鸟花、柳叶马鞭草、

月季喜欢全日照；一叶兰、玉簪、蕨类喜欢在阴处；细

叶芒、绣球、花叶玉蝉则全日照、半阴都可。若将一叶

兰种在全阳环境，暴晒片叶易灼伤，影响观感。同时，

避免自播能力强、蔓生能力强的植物，会加大后期养护

难度；以及后期易窜根的植物，防止根部乱窜，影响整

体效果。

花境在搭配时，要确保花境的骨架植物具有较强的

稳定性。结构植物和填充植物约3∶7的比例组合使用，
可实现最佳的种植效果[2]。结构植物是指具有明显的外

观特征，而非只能观叶或观花。这类的结构植物通常是

常绿或多年生、抗逆性强、低维护的品种，占据花境的

基础部分，形成结构层面的稳定性。可选择适合当地

气候的球类（如龟甲冬青球、瓜子黄杨球、亮金女贞球

等）、小灌木（如新西兰亚麻、八角金盘、穗花牡荆、

象耳芋等）、观赏草（如矮蒲苇、细叶芒）作为基础植

物。填充植物是指仅用于观叶或观花，如常绿鸢尾、绣

球、佩兰、花叶玉蝉花、鼠尾草、百子莲等。如图一所

示，小灌木、球类作为骨架植物，下层搭配开花植物，

竖向线条植物鸢尾的运用，激活了画面感。

图1��为长效花境示例

花境立体层次的搭建，采用背景-中景-前景的复层模
式。（如图2为复层结构示例），确保花境在不同高度、
季节和景观层次上都能展现其美感和生态功能。设计中

应充分考虑季节性变化，通过运用不同花期植物进行季

节性互补，实现“四时有景，景景不同”的生态美学。

如春季开花的欧洲木绣球、菱叶绣线菊、澳洲米花、羽

扇豆等；夏季开花的绣球、鼠尾草、月季、百子莲等；

秋季开花的穗花婆婆纳、大麻叶泽兰、黄金菊等，同时

还有观赏草也极具秋季特色；冬季主要以色彩或形态来

体现，如南天竹、大吴风草、蓝羊茅等，植物交替互补

使花境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变化以及动态美感。

图2��为复层结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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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搭配植物的时候则需考虑密度以及空间的分布，

植物的密度应根据成年植物的冠幅进行适当调整，避免

过密而影响植物的生长以及景观效果。一般栽植密度密

度以9株/m2居多，不同植物形态略有不同，像鸢尾等窄冠

的可加大到16株/m2；绣球则1-2株/m2即可。而部分需要

兼顾及时效果的项目，则可适当增加密度，为16-49株/m2

不等。花境布置时候亦可适度留白，一来方便凸显整体

层次，另外也为植物后期生长预留空间。

1.2  花境色彩与质感的协调
在花境设计中，色彩是最直观、最能引起情感共鸣

的视觉要素。合理运用色彩，能够塑造出鲜明的景观意

境和艺术美感。但在实践中，色彩运用往往存在不协

调、不连贯的问题，影响了花境的整体观赏效果。因

此，设计者需要遵循色彩搭配的基本原理，因地制宜地

进行色彩设计。一是要根据花境的主题定位和空间布

局，确定色彩的基调和风格[3]，现代简约风格的花境，可

以选用白色、灰色等中性色彩，搭配少量高纯度的跳跃

色，营造出简洁时尚的景观意境。

二是要注重色彩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色彩节奏感是

指色彩在空间上的秩序感和连贯性，是通过植物的重复

与变化来实现的，可以采用同种植物或相同色系的有规

律交替出现来营造，在花境中形成均匀的色彩节点。这

种重复出现的色彩模式能够引导视线流动，形成优美的

景观节奏。与此同时的，还可以通过色相渐变来加强韵

律感，如将紫色、粉紫色、粉色的花卉依次排列，形成

柔和的色彩过渡。在花境的关键节点处，可以适当增加

对比色，如在黄色花卉中点缀紫色花卉，既能突出韵律

节奏，又能增添景观亮点。

1.3  环境适应性与可持续性设计
设计者要全面分析花境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包括光

照、温度、降水、土壤、风向等，并据此选择适宜的植

物种类。在温度方面，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选择耐

寒或耐热的植物品种；在降水方面，要选择与之相适应

的植物，并采取必要的排水、灌溉措施；在土壤方面，

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壤改良，提高土壤的透气性、保水

性和肥力，为植物的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基质条件[4]。

第二要采取有效的植物保护措施，提高植物的抗逆

性和恢复力。在栽植前，要做好植物的检疫和处理工

作，防止病虫害的入侵和蔓延；在栽植后，要加强植物

的日常养护管理，及时进行灌溉、施肥、修剪等作业，

并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2��长效花境实施与管理

2.1  花境规划与施工方案

其一应当根据花境的功能定位、景观风格、地形条

件等因素，确定花境的规模、布局、植物配置等关键内

容。一般来说，花境的规模要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布局

要突出主题，合理分区；植物配置要考虑季相变化、色

彩搭配、层次丰富、生态多样等要素，力求达到形神兼

备、四季皆美的景观效果。其二要科学制定花境的施工

方案和进度计划，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协调各项工作的

有序推进。施工前期，要做好场地清理、测量放线、土

壤改良、排灌工程等基础性工作，为后续栽植奠定良好

基础；在苗木选择上，要严把质量关，选用优良品种、

成活率高的苗木，并做好运输和假植等工作；栽植阶段

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合理密植，分层布局，主要有四

个施工步骤：定骨架—种支撑—补填充—填覆盖，注重

植物的自然形态和空间层次，做到疏密变化、错落有

致。在施工过程中，要加强现场管理和技术指导，及时

协调和解决工程问题，确保施工进度和质量。

2.2  后期养护管理与监控
要做好花境植物的日常养护工作，基础包括浇水、

施肥、除草、修剪等方面。浇水要因时制宜，既要保证

植物需水量，又要避免过度浇灌，造成土壤板结和根系

腐烂[5]。施肥要遵循少量多次、有机为主的原则。除草

要及时清理杂草，防止其与花境植物争夺养分和水分，

影响植物生长。修剪要根据植物自身形态和花境造景需

求，采取不同的整形修剪方式，既要突出植物的自然美

感，又要与整体景观相协调。

花境植物种类繁多，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危害，

因此必须建立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机制。一是要

选用优良植物品种，提高植物自身的抗病虫能力；二是

要加强园林环境卫生管理，及时清理枯枝落叶、病虫残

体等，减少病虫源；三是要定期开展病虫害监测预警，

及时发现并诊断病虫问题，采取物理防治、化学防治、

生物防治等多种手段，遏制病虫害的暴发和蔓延[6]。

2.3  季节性变换与植物轮换策略
花境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季相变化和丰富多

彩的景观层次，而要营造出持久动人、变幻莫测的花境

意境，必须精心设计季节性植物组合，并适时开展植物

的更新轮换，以保持花境常年景色，提升花境韵律感和

吸引力。

在植物轮换策略上，要根据植物自身的生长周期和

季相变化，适时更新花境植物，保持景观常新常美。一

般可采取分区轮换、逐步更新的方式，避免大面积更换

造成景观断层。在植物轮换过程中，还要注重不同植物

种类的合理搭配，提高物种多样性，增强花境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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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可根据植物的生态习性，构建多层次、多类

型的复合群落，模拟自然生境，促进植物之间的互利共

生。与此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植物，突出地

域特色。

3��案例分析与应用实践

3.1  不同气候区域的花境设计实践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条件差异显著，而不同气

候区域的花境设计必须因地制宜，立足当地的自然禀赋

和文化特色，才能真正做到“花随四时景、境得天地

和”。以北京为例，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秋短

暂，夏热冬寒，年降水量偏低。其花境设计实践中，润

园花园项目中选用了适合当地气候的花灌木以及耐寒耐

旱的宿根花卉，如木绣球、科罗拉多蓝杉、红豆杉、花

叶锦带、紫叶风箱果等作为骨架植物，并配以适量的耐

寒月季、细叶芒、鸢尾、八宝景天、玉簪等宿根植物，

形成稳定的花境群落。

再如三亚地区作为典型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其

花境设计更加注重耐旱性和持续性。阿那亚的南花园酒

店项目，选用了大量热带植物，如仙女之舞、美洲龙舌

兰、绿珊瑚、光棍树等，营造极具沙漠、热带风情花境

景观。

3.2  住宅区与公共空间的花境应用
在住宅区花境应用中，应当突出亲切宜人、怡情悦

性的景观风格。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提供

充足的绿量和景观，改善小气候，舒缓居民压力；另

一方面，要突出人性化设计，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交

往互动的场所，增强邻里情谊。比如，杭州古翠隐秀项

目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理念。该项目在入口花境中采用

了以常绿植物为骨架、多年生花卉为主体的配置方案，

选用了龟甲冬青球、水果兰球、亮金女贞球、象耳芋等

球、灌木作为花境框架，以常绿鸢尾、无尽夏绣球、大

麻叶泽兰等宿根花卉为填充，金叶过路黄、千叶兰为地

被层，营造出四季常绿、花期交替的效果。特别是在花

境的色彩设计上，以蓝紫色为主色调，并通过植物的规

律性重复布置，形成了舒缓优美的韵律感。这种设计不

单满足了居民对美感的需求，更基础的是通过精选耐寒

的植物品种，降低了养护难度，提高了花境的持续性[7]。

在公共空间花境应用中，应当突出开放共享、多元

包容的景观内涵。一方面，要彰显城市形象和文化内

涵，展现城市的生态价值、人文价值；另一方面，要满

足多元化的公众需求，为市民提供游憩、健身、展示等

多样化的公共服务。

3.3  成功案例的经验总结与启示

第一，花境设计需要因地制宜，植物选择要符合当

地气候特点。以昆明莲花池二阶示范区为例，该项目根

据当地气候特点，选用了适应性强、维护成本低的植物

材料，通过精心的设计搭配，对生长不佳的植物及时调

整品种，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

第二，花境实施要注重施工和管理的精细化。以新

吴交付区为例，这类的项目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和精心

的施工管理，展现出了优秀的景观效果。特别是在入户

花境和花箱的设计上，通过灌木、球类等构建骨架，搭

配花卉和地被植物，营造出层次丰富的景观效果。这类

的项目的成功经验表明，精细化管理是保证花境长效美

观的关键。

第三，花境养护要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从无锡洋

溪交付区、昆明龙三交付区等项目的实践来看，建立定

期养护计划、及时更新维护措施对花境的持续效果至关

重要。这类的项目通过制定科学的浇水、施肥、修剪计

划，并根据植物生长状况及时调整养护措施，有效保证

了花境的持续美观。与此同时的，对于不同季节的养护

重点，如夏季的修剪、浇水，冬季的防寒保护等，都做

到了有的放矢。

结论：长效花境营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在设计理念、技术方法、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不断创

新。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巧妙搭配植物，

营造“四时不谢、季季有花”的意境；坚持科学规范，

精细智能，确保花境长效维护；坚持以人为本，彰显文

化内涵，融入互动体验，将花境打造成为展现城市形

象、传播文化、陶冶情操的载体，为城乡居民营造优美

怡人的生活环境，助力美丽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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