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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施工与养护管理技术应用分析

杨 丹
南阳市园林绿化中心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 要：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是利民工程，是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工作，努力使施工和养护有效结合，确保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本文通过分析园林绿化施工中的土壤改良、苗木种植、灌溉及景观配置技术，以及养

护管理中的水分管理、树型管理、病虫害防治、除草与施肥技术，旨在提高园林绿化的施工质量和养护效果，为城市

生态环境的改善贡献力量。

关键词：园林绿化；施工技术；养护管理

引言：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和居住品质要求的提

高，园林绿化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施

工与养护管理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园林绿化施工不仅

是简单的植物种植，更涉及到土壤改良、灌溉、景观配

置等多个环节；而养护管理则是保证园林植物健康生

长、景观效果持久的关键。因此，对园林绿化施工与养

护管理技术的应用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

1 园林绿化施工与养护管理的重要性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为城市增添了一抹绿色，更是

因为它们在城市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多个层面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从生态角度来看，园林绿化是

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施工与养护管理，

我们能够改善土壤质量，增强土壤肥力，为植物的生长

提供良好的基础，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吸收二

氧化碳，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园林

绿地还能调节城市气候，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的居住环

境。第二，从社会层面来看，园林绿化施工与养护管理

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一

个绿意盎然、景观优美的城市，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游

客和投资者，还能让居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找到一处

放松身心的好去处，园林绿化还能够增加城市的文化底

蕴，提高城市的软实力。第三，从经济角度来看，园林

绿化施工与养护管理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

作用，一方面，园林绿地的建设和维护能够创造大量的

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园林绿化还能够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花卉苗木产业、园艺景观设计

产业等，形成良性的产业链循环[1]。

2 园林绿化施工技术及应用分析

2.1  土壤改良技术
土壤改良技术是园林绿化工程中的一项核心技术，

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

物性质，为植物的生长创造更优质的环境。第一，土

壤检测与分析是土壤改良的起点，通过对土壤样本进行

实验室分析，我们可以准确了解土壤的pH值、有机质
含量、营养元素丰缺等关键指标。这些数据不仅为后续

的土壤改良提供了科学依据，还能帮助园林工作者针对

性地制定养护管理计划。第二，针对不同类型的土壤问

题，我们需要采取相应的改良措施，对于土壤贫瘠的情

况，我们可以通过添加有机肥料和矿质肥料来提高土壤

的肥力。有机肥料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微生物，能够改

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而矿质肥料则能

补充土壤中的营养元素，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第三，

针对土壤酸碱度失衡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石灰、石膏

等调节剂来调整土壤的pH值，例如，在酸性土壤中施加
石灰性物质可以中和土壤酸性，提高土壤的pH值；而在
碱性土壤中施加石膏等调节剂则可以降低土壤的pH值，
使其更适宜植物生长。第四，土壤结构也是影响植物生

长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善土壤结构，我们可以采用深耕

松土、掺砂等措施来增加土壤的通气性和透水性。深耕

松土可以打破土壤的紧实结构，使土壤更加疏松；而掺

砂则可以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有利于植物根系的呼吸和

生长。

2.2  苗木种植技术
苗木种植技术是园林绿化工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它直接关系到植物的成活率、生长状况和最终的景观效

果。（1）苗木的选择。优质的苗木应该具备根系发达、
顶芽健壮、无病虫害等特点，在选择时，应注意苗木的

干径、高度、冠幅等规格是否符合要求，以及苗木的生

长状况和适应性，应尽量选择经过移栽、根系丰满紧凑

的苗木，以提高成活率。（2）种植前的准备。这包括挖
坑、施肥、浇水等。坑的宽度和深度应根据苗木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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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根系情况来确定，一般要求坑的宽度比苗木根冠直径

大15-20厘米，坑的深度比苗木垂直根长度多20-30厘米，
应将上层熟土与下层生土分开堆放，回填时应将熟土填

入定植坑的下边，生土填入定植坑的上边。在种植前，

还应根据土壤情况施加适量的基肥，为苗木的生长提供

充足的养分。（3）种植过程中。应注意保护苗木的根
系和顶芽，避免受到损伤，对于带土球的常绿苗木，更

应轻拿轻放，防止土球破裂，种植时，应将苗木放置在

坑中央，确保根系自然舒展，然后填土、压实、浇水。

（4）种植后养护。也是苗木种植技术的重要环节，这
包括浇水、施肥、修剪等，在苗木生长初期，应保持土

壤湿润，促进根系生长，应根据苗木的生长情况及时施

肥，补充养分。对于病虫害的防治，应采取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方针，及时发现并处理病虫害问题。

2.3  灌溉技术
灌溉技术，作为农业和园林绿化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对于植物的生长、产量和品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1）明确灌溉目的。灌溉不仅仅是为了给植物提供
水分，更重要的是要满足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水分的

需求，同时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浪费，选择合

适的灌溉技术至关重要。（2）传统的灌溉方式。如地
面灌溉，虽然操作简单、成本低廉，但容易造成水资源

的浪费，且灌溉效果不均匀，而现代灌溉技术则更加注

重节水、高效和智能化。例如，滴灌技术可以通过管道

系统将水直接输送到植物根部，实现精准灌溉，既节水

又高效；喷灌技术则通过喷头将水喷洒到植物上方，以

雾化或喷雾形式灌溉作物，适用于大面积的绿化区域。

（3）滴灌和喷灌技术外。微灌技术利用低压水泵和有
压管道系统输水，在低压水的流动下将水均匀地喷洒到

植物根区；渗灌技术则是将水直接引入土壤下方，通过

土壤的毛细作用供给作物根系水分。这些技术都能够在

保证植物水分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水资源的浪

费。（4）智能化灌溉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土壤
湿度、作物需水量等参数，并根据这些数据自动调整灌

溉计划，实现精确的水资源管理，这种智能化灌溉方式

不仅提高了灌溉效率，还降低了人力成本，是未来灌溉

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2.4  景观配置技术
景观配置技术是一门涵盖了艺术、科学和技术的综

合性领域，它在城市规划和设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1）特定目标与需求。对建筑物、绿化、道路、广
场、水体等元素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布局，以塑造出具有

独特魅力和吸引力的城市景观，这一技术不仅涉及到视

觉美学，还涉及到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等多个学

科的知识。（2）强调整体性与协调性。它要求在设计过
程中，充分考虑城市的空间布局、文化特色、气候条件

等因素，确保各个元素之间的和谐统一，还需要注意不

同元素之间的比例、尺度和色彩搭配，以实现视觉上的

平衡和美感。（3）植物配置艺术性。植物是城市景观中
的重要元素之一，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可以营造出丰

富多彩的景观效果，在植物配置上，应遵循适地适树、

植物多样性、仿生和景观艺术性等原则，确保植物的生

长良好，并与其他元素相互协调 [2]。（4）空间组织与
布局。通过合理的空间划分和布局，可以营造出开放、

私密、动态、静态等不同的空间氛围，满足不同人群的

需求和喜好，还需要注意空间的通透性、层次感和序列

性，以实现空间的连续性和流动性。

3 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及应用分析

3.1  水分管理技术
水分是植物生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合理的水分管理

对于园林植物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第一，水分管理技

术的核心在于根据植物种类和生长阶段进行精确的水分

供给，不同植物对水分的需求各不相同，例如喜湿植物

需要较多的水分，而耐旱植物则能在干旱条件下生存，

在水分管理过程中，需要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和需求，

合理确定浇水量和浇水频率。第二，水分管理技术还需

要考虑季节和天气的影响，在春季和秋季，由于气温适

中，植物生长旺盛，需要较多的水分。而在夏季，由于

气温高、蒸发量大，植物对水分的需求也相应增加。需

要增加浇水次数和浇水量，以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在

夏季浇水时，应避免在中午阳光强烈时进行，以免对植

物造成伤害。第三，水分管理技术还包括了对土壤水分

的监测和控制，通过定期监测土壤水分含量，可以了解

土壤水分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浇水策略。在土壤湿度

过低时，需要增加浇水量以提高土壤湿度；而在土壤湿

度过高时，则需要减少浇水量以避免植物根系缺氧。第

四，水分管理技术还需要结合水资源管理进行综合考

虑，在园林绿化中，应充分利用雨水、河水等自然资源

进行灌溉，减少自来水的使用，还可以通过建立水资源

管理系统，对灌溉过程进行智能控制，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

3.2  树型管理技术
树型管理技术在园林绿化养护中占据重要地位，它

涉及树木的形态塑造、健康管理和景观效果的营造。

（1）树木形态塑造。通过艺术设计，树木可以被修剪成
各种形状，如圆形、方形、扇形等，或者通过编织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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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特定的图案，如“双龙戏珠”、“狮子滚球”等。这

种形态塑造不仅使树木本身更具观赏价值，还能为园林

增添独特的艺术气息。（2）树木健康管理。在树木生长
过程中，及时修剪不规则的树枝、清除枯枝落叶等，有

助于保持树木的健康状态，对于大树，特别是冠幅大、

叶多枝小的挡风枝，不应轻易锯掉，以避免在大风雨中

折枝断干甚至连根拔起。（3）树木水分与养分管理。根
据树木的生长需求和季节变化，合理调整浇水和施肥的

频率和量，确保树木获得充足的水分和养分供应，对于

幼树，保湿不渍是水分管理的关键；而对于大树，由于

其根深叶茂，通常不需要过多浇水。（4）树木环境协调
性。在树木的种植和修剪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树木与周

围环境的协调性，如与建筑物、道路、其他植物的搭配

等，通过合理的布局和修剪，使树木与周围环境相互映

衬，营造出和谐、美观的园林景观。

3.3  病虫害防治技术
病虫害防治技术在园林绿化和农业生产中至关重

要，第一，病虫害防治技术首先强调的是预防为主、综

合防治的原则，这意味着在病虫害发生之前，就需要通

过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例如，通过合理

的种植布局、科学的施肥管理、适时的灌溉和修剪等农

业管理措施，可以增强植物的抗病虫害能力，从而减轻

病虫害的危害。第二，在病虫害发生初期，应及时采取

物理或生物防治手段进行控制，物理防治手段包括利用

害虫的趋光性、趋色性等特性进行诱杀，如使用黑光灯

诱杀害虫，或者使用黄板诱杀蚜虫等。生物防治则是利

用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等生物因子来控制病虫害，如

利用瓢虫、寄生蜂等天敌昆虫来防治蚜虫等害虫。第

三，当病虫害危害严重，物理和生物防治手段无法有效

控制时，可以考虑使用化学防治手段，但需要注意的

是，化学防治应谨慎使用，严格按照使用说明和用药标

准进行操作，避免过量使用或滥用农药，以免对环境和

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第四，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病虫

害防治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和进步，例如，利用遥感技术

和智能农业装备，可以实现对病虫害的精准监测和预警，

从而及时采取防治措施，生物农药、绿色农药等新型农药

的研发和应用，也为病虫害防治提供了新的选择。

3.4  除草与施肥技术
它们直接关系到植物的健康生长、景观效果以及产

量。第一，除草技术的目的是减少杂草对植物生长的竞

争压力，确保目标植物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水分和光

照。除草技术包括物理除草和化学除草两种方式，物理

除草主要是通过人工或机械手段将杂草除去，如手工拔

草、使用除草机等。这种方法适用于小面积或特殊地段

的除草工作，具有成本低、对环境影响小的优点，但缺

点是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化学除草则是利用除草剂来

杀死或抑制杂草的生长，除草剂具有高效、快速、省力

的优点，但使用时需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和用药标准进

行操作，避免对目标植物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3]。第二，

施肥技术的目的是为植物提供充足的养分，促进植物的

生长和发育，施肥技术包括基肥施用和追肥施用两种方

式，基肥施用是在种植前或种植时一次性施入大量肥

料，为植物的生长提供长期稳定的养分来源，基肥的用

量和种类应根据植物种类、土壤条件和生长阶段等因素

进行确定。追肥施用则是在植物生长过程中，根据植物

的生长情况和营养需求，适时适量地追加肥料，追肥的

时机和用量应根据植物的生长阶段、养分需求和天气条

件等因素进行调整。

结束语

园林绿化施工与养护管理技术的应用，是城市生态

环境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科学的施工技术和精

细的养护管理，我们不仅能够提高园林绿化的质量和效

果，还能够促进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未来，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相信园林绿化施工与养护管理

技术将会更加先进、高效，为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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