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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植物造景的分析和研究

张风忠
山东汇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山东�淄博�255000

摘�要：城市园林植物造景是城市绿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城市园林植物造景的概念、原则、设计方法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探讨如

何合理配置植物，创造优美的园林景观，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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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人们对绿化环境的渴求愈发强烈。城市园林植物

造景作为城市绿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可以提高城市

的绿化覆盖率，还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娱乐、文

化等多方面的服务。因此，对城市园林植物造景进行分

析和研究，对于推动城市绿化建设、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1��城市园林植物造景的概念和原则

1.1  概念。城市园林植物造景是一种通过合理配置和
设计植物材料，结合地形、水体、建筑等其他要素，创

造出具有优美景观效果的园林环境。它旨在为人们提供

一个舒适、宜人的休闲空间，同时也能改善城市的生态

环境。在城市园林植物造景中，植物是最重要的元素之

一。它们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够净化空气、调节气

候、保护水源等。因此，在选择植物时，需要考虑到它

们的生长习性、形态特征、色彩效果等因素，以及它们

与周围环境的适应性。除了植物之外，地形、水体、建

筑等其他要素也是城市园林植物造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它们能够为植物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能够丰

富景观效果。例如，在低洼地带可以种植湿地植物，以

增加湿度；在高地上可以种植乔木或灌木，以增加层次

感。此外，城市园林植物造景还需要考虑到人们的使用

需求。例如，在公园中可以设置休息区、游乐设施等，

以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在街道两侧可以种植行道

树，以提供遮荫和美化环境。总之，城市园林植物造景

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才

能创造出既美观又实用的园林环境。随着人们对环境保

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城市园林植物造景将会越来越受到

重视[1]。

1.2  原则。（1）生态性原则。在城市园林植物造
景中，生态性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原则强调的是尊

重和保护自然，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注重植物的生态

习性、种群分布和群落结构等方面的研究。通过科学的

配置和设计，使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能够与环境相协调，

达到生态平衡。生态性原则的应用可以帮助城市园林实

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配置植物，可以模拟自然生态

系统，提高城市园林的生态功能。同时，生态性原则还

可以促进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提高园林的抗逆

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在实践中，生态性原则要求我们在

进行城市园林植物造景时，要充分了解当地的生态环境

和植物资源，选择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种类和配置方

式。同时，还要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尽可能减少对自然

生态系统的破坏。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技术措施，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存。（2）功能性原则。城市园林植物
造景除了要满足审美需求外，还要满足城市绿化的功能

需求。功能性原则强调的是植物造景应当为城市绿化提

供实际的功能服务，如遮阳、防尘、减噪、净化空气

等。同时，还要考虑为市民提供休息、娱乐、文化活动

等场所，以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功能性原则的应

用可以使城市园林更加实用和便捷。通过合理的配置和

设计，植物可以发挥其独特的生态功能，为城市创造出

一个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同时，功能性原则还可以

促进城市园林的人性化设计，提高市民的使用体验和生

活品质。在实践中，功能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城市园

林植物造景时，要充分考虑市民的需求和城市的发展目

标。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制定合理的规划方案和技术

措施，实现植物造景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合。同

时，还要注重后期管理和维护工作，确保城市园林的长

期稳定运行[2]。（3）艺术性原则。城市园林植物造景是
一门艺术，需要注重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艺术性原则强

调的是通过植物的色彩、形态、质感等元素的组合和搭

配，创造出具有优美景观效果的园林环境。同时，还要

考虑植物造景与地形、水体、建筑等其他要素的协调与

呼应，使整个园林环境呈现出和谐、优美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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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性原则的应用可以提高城市园林的艺术品质和观赏

价值。通过精心的设计和搭配，植物造景可以呈现出独

特的视觉效果和艺术风格。同时，艺术性原则还可以促

进城市园林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传统园林艺术的传承和

发展。在实践中，艺术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城市园林

植物造景时，要充分了解植物的特性和美学特征，注重

植物与其他要素的协调与呼应。同时，还要注重创新和

发展传统园林艺术，推动城市园林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发

展。通过精心的设计和施工，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审

美价值的城市园林景观。（4）地域性原则。城市园林
植物造景应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地理环境

等地域特点，合理选择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种类和配置

方式。地域性原则强调的是尊重和利用当地的地域特色

和文化传统，将当地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融入到植物造景

中。地域性原则的应用可以突出城市园林的地方特色和

文化底蕴。通过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可以打造出具有地

域特色的城市园林景观。同时，地域性原则还可以促进

当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3]。（5）文化性原
则。城市园林植物造景应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注

重对传统园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植物造景成为展示

当地文化特色的重要手段。文化性原则强调的是植物造

景应当反映和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和人文精

神等。文化性原则的应用可以使城市园林更具历史底蕴

和文化内涵。通过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到植物造

景中，可以打造出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城市园林景观。

同时，文化性原则还可以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激发市民的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在实践中，文化性原

则要求我们在进行城市园林植物造景时，要充分了解当

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

植物造景中。同时，还要注重创新和发展，推动传统园

林文化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通过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设计的融合，创造出具有独特文化魅力和时代特征的城

市园林景观。

2��城市园林植物造景的设计方法

2.1  空间设计。在空间设计时，应根据场地的实际情
况和功能需求，对空间进行合理的划分和布局。同时，

要注重植物的形态、色彩、质感等元素的组合和搭配，

创造出具有层次感和优美景观效果的园林空间。首先，

空间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功能要求。因

此，在进行空间设计时，需要先对场地的实际情况进行

深入了解和分析。这包括场地的地形、地貌、气候、土

壤等自然条件，以及场地的使用目的和功能要求。根据

这些信息，可以制定出合理的空间划分和布局方案。其

次，空间设计的重点是植物的组合和搭配。在城市园林

中，植物是构成园林空间的主要元素之一[4]。因此，选

择适合当地环境、生长状况良好、色彩和形态优美的植

物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植物的季相变化和

生长周期，以便创造出四季皆有美景的园林环境。在空

间设计中，需要注意植物的形态和质感。形态是指植物

的形状、大小、枝叶分布等特征，而质感则是植物表面

的纹理、光滑度、枝叶的排列方式等。不同形态和质感

的植物可以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和视觉感受。例如，高

大的乔木可以作为园林空间的背景，而低矮的灌木则可

以作为前景或边缘装饰。此外，色彩也是空间设计中需

要注意的元素之一。不同颜色的植物可以产生不同的情

感效果和氛围。例如，鲜艳的颜色可以带来活泼、热烈

的气氛，而柔和的颜色则可以带来宁静、舒适的感受。

因此，在选择植物时，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和主题

选择相应的颜色和品种。最后，空间设计中需要注意植

物的配置方式。配置方式包括植物的排列、组合、间距

等。合理的配置方式可以创造出具有层次感和优美景观

效果的园林空间。

2.2  季相设计。在设计中，应根据不同植物的季相
变化特点，合理选择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通过季相设

计，可以创造出四季皆有美景的园林环境。首先，季相

设计需要考虑不同植物的季相变化特点。不同植物在不

同的季节里会有不同的生长状态和外观特征。例如，春

季可选择开花植物如樱花、桃花等；夏季可选择绿叶植

物如圆柏、柳树等；秋季可选择红叶植物如枫树、红叶

李等；冬季可选择常绿植物如松树、柏树等。这些植物

在不同的季节里可以展现出不同的美景和特色。其次，

季相设计需要注意植物的配置方式。在配置植物时，需

要根据不同植物的季相变化特点来合理安排它们的排列

顺序和组合方式。例如，可以将开花植物和绿叶植物进

行搭配种植，以延长观赏期；可以将红叶植物和常绿植

物进行搭配种植，以增加层次感和色彩变化。最后，季

相设计需要注意与园林整体设计的协调与统一。在城市

园林中，不同的景区可以有不同的季相设计风格和特

点。但是整个园林应该保持协调统一的设计风格和整体

感。例如，在整体设计中可以采用“四季皆有景”的设

计理念，通过不同季节的景观特点来展现出整个园林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

2.3  意境设计。它通过植物的搭配、组合和运用，营
造出与主题和功能需求相符合的氛围和意境，赋予园林

空间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首先，意境设计

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提高环境质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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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中，植物是构成园林空间的主要元素之一，而

不同的植物材料具有不同的形态、色彩、质感等特征，

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意境。例如，在儿童活动区，

可以选择色彩鲜艳、生动活泼的植物材料如郁金香、风

信子等，营造出充满活力和欢乐的氛围；在休闲区，可

以选择枝叶茂密、柔和舒适的植物材料如梧桐、榕树

等，营造出宁静和放松的氛围；在纪念区，可以选择庄

重肃穆、寓意深远的植物材料如松树、柏树等，营造出

庄重和敬畏的氛围[5]。其次，意境设计需要注重植物的

组合和搭配。植物的组合和搭配是营造意境的关键环节

之一，不同的组合和搭配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和感

觉。例如，可以利用不同植物的高度、形态、色彩等特

征进行组合和搭配，营造出层次感、立体感和视觉冲击

力；可以利用植物的季相变化特征进行组合和搭配，营

造出四季皆有美景的环境；可以利用植物的寓意和象征

意义进行组合和搭配，营造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艺

术价值。同时，意境设计需要注意与园林整体设计的协

调与统一。在一个城市园林中，不同的景区可以有不同

的主题和功能需求，因此需要有不同的意境设计风格和

特点。但是整个园林应该保持协调统一的设计风格和整

体感。

3��实例分析

以某市公园为例，介绍其园林植物造景的设计和实

践。该公园是一个综合性公园，具有休闲娱乐、文化活

动、科普教育等多种功能。在植物造景方面，该公园

注重空间设计、季相设计和意境设计，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以下是该公园的实例分析：

3.1  空间设计：该公园通过合理划分和布局园林空
间，营造出不同的景观效果。在主入口处，利用大型乔

木如榕树、悬铃木等构成遮阳避雨的空间；在儿童活动

区，设置色彩鲜艳的花坛和草坪，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充

满童趣的活动场所；在文化活动区，设置凉亭、座椅等

设施，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3.2  季相设计：该公园通过选择不同季相变化的植物

种类和配置方式，营造出四季皆有美景的园林环境。在

春季，选用樱花、桃花等开花植物装点公园；在夏季选

用圆柏、柳树等绿叶植物为游客提供遮阳纳凉的场所；

在秋季选用枫树、红叶李等红叶植物构成一道美丽的风

景线；在冬季选用松树、柏树等常绿植物为公园带来生

机和活力。

3.3  意境设计：该公园通过植物的搭配和组合，营造
出不同的氛围和意境。在公园的湖畔周围，选用垂柳、

迎春花等植物构成一幅优美的画卷；在公园的山坡上，

选用茶树、桂花等植物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江南山水意

境；在公园的小径上，选用紫藤、凤尾竹等植物为游客

带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受。

结论：城市园林植物造景是城市绿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城市

园林植物造景的概念、原则、设计方法等方面的分析和

研究，探讨如何合理配置植物，创造优美的园林景观，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通过实例分析可

以看出，合理的空间设计、季相设计和意境设计可以创

造出具有优美景观效果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园林环境。未

来，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园林植物造景的研究和

实践，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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