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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广角

园林植物造景中花境的应用策略探析

史 萌

（沈阳绿野建筑景观环境设计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城市景观设计中，在色彩协调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植被覆盖率，丰富植物种类，拓宽植物色彩体

系是可行的。如果园林景观中的绿色植被设计得比较简单，就不能有效地提高景观设计的效果。鉴于此，本

文将重点研究引入花境对景观设计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花境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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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境概述
1.1 花境相关内涵
学术界对花卉景观的内涵有不同的定义，主要

有：（1）在植物材料上，常绿多年生花卉会被更广
泛的使用，相对方便管理和维护，而其他植物如花灌
木、花、球茎花、常绿植物也会被广泛使用。（2）在
设计形式上，条形结构较为常见，能带来单一和多面
的装饰效果，根据园林设计要求，将自然生态理念融
入花卉设计，背景有很多类型，如灌木丛、草坪、墙
壁、建筑物等；合理划分空间，有效美化自然环境。
花卉景观不同于普通花卉。在设计苗床时，会围绕苗
床设计一些低利润的植物；花境的内部形态是板式混
搭模式，充分体现了其多层次的审美。

1.2 花境的特征
在花卉景观的内部结构上，通过各种植物交错配

植。在城市景观设计中，植物花卉景观既能展现其整
体平面美学，又能突显立体美学。植物花卉景观是一
种长期生活在花卉中的植物辅助材料，可广泛应用于
灌木、常绿植物等花卉。它可以模拟自然界中花草的
特点，促进当代城市园林整体设计的自然发展。景观
与不同类型的背景融合，以墙壁、灌木、草坪等建筑
为参考。植物花卉的搭配设计必须满足当代城市园林
设计的要求，才能达到综合美化的效果。

2 设计原则
2.1 多样性原则
多样性原则是设计师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必须遵循

的原则之一。应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尽量丰富园林中
的植物种类，使花卉环境的布局更加合理。但是在设
计中不能一味追求植物的数量，而不注意整体意义，
否则会影响整体效果。设计人员应与其他不同厂家配

合，以保证设计效果，否则容易造成花卉景观中植物

布局的混乱，没有美学布局，违背花卉景观设计的初

衷。设计师需要有全局意识，提前做好整体框架设

计，然后慢慢完善设计细节，以达到创造植物物种丰

富的景观的目的[1]。

2.2 缩放性原则
园林设计人员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必须以实际数

据为依据，设计图纸必须等比例缩放，否则在实际应

用中会出现一定的误差，给施工带来一定的困难。按

等比例原则设计的景观与实际应用的景观差异不大。

在设计图纸中，精致的装饰在实践中也能表现出这样

的效果。因此，在设计中必须正确处理各部分之间的

关系，优化各层次景观的效果。

3 花境主要类别
3.1 按设计形式分类
（1）单面花境。这是一幅一侧的观赏花境。相邻

道路大多以建筑物、矮墙、灌木丛、树篱等为背景，

前部为低矮的边缘植物，植物由下向上逐渐形成，是

一种应用广泛的花境形式。国内应用相对成熟，施工

容易启动。（2）双面装饰花境。可单面或双面装饰，

主要位于道路、广场或草地的中心，一般无底。植物

种植在两侧或周围的中低高度。相应的花境以道路为

轴线，左右对称种植。它通常位于庭院入口的两侧，

广场周围。这种花境在国外一些方形庭院中很常见，

一般以色彩鲜艳的草本植物为主。

3.2 按花境所用植物材料分类
（1）多年生花境。花境中所用的植物材料为多

年生花卉，可在室外越冬，适应性强。多年生花卉是

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存活2年以上，成熟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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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近年来广泛应用乌头、火炬、虹膜、玉针、大

花龋等，品种繁多，色彩丰富美丽，具有强烈的自然

感，是形成花境的优良花卉材料。它具有良好的越冬

适应能力，具有良好的连续性，是一种与自然保护

和环境相适应的花境类型。（2）球根花卉花境。球

茎状的花，球茎花色鲜艳，花期长，综合感强。郁

金香、百合、大蒜、洋葱、水仙花、风信子、唐菖

蒲等植物材料是一种在花境布局中易于着色的植物 

材料。

4 园林植物造景中花境设计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宣传意识
花境的概念在我国刚刚引入，发展相对缓慢，与

国外的应用程度有一定差异。在实践中，一些设计者

甚至不了解花境的概念，更难以达到优化利用花境机

制的目的。不能全面掌握植物的各种配对方法，不

熟悉植物的生活习性，是制约花境理论发展的重要

因素，给提高园林景观设计水平带来了不可忽视的 

问题。

4.2 设计人员能力不足
为了获得更好的设计效果，专业设计师必须具备

必要的技能。然而，由于实践中缺乏完善的培养机

制，很少有人能全面掌握地理学、植物学、生理学等

理论。部分设计师的专业能力或综合能力不足，在设

计花境时不能灵活选择植物种类，甚至不能种植与气

候环境相适应的植物。

5 植物花境的搭配应用模式
5.1 路边植物花境
这种植物景观一般布置在道路两侧，既能让人看

到，又能引导驾驶员的眼睛，提高车辆的行车安全

性。在沿线植物景观建设中，一般选用多年生花卉种

植，有灌木或花卉。

5.2 林边植物花境
这种花境一般分为背景和前景，背景一般选用灌

木，前景一般选用草坪、森林侧向位置设计结合，层

次感比较明显，能充分体现园林植物景观的美。

5.3 常规园林
常规园林是与自然园林相对应的概念。前者追求

对称美，后者则更随意。在普通园林中布置花边时，

必须遵循基本要求，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艺术

元素。普通花园中的花边与建筑物周围的花边相同。

因此，在设计中只需考虑一侧的感知。例如，在种

植篱笆之前设置花边时，我们需要避免相同颜色系

统的花朵，否则无法达到互补的效果。在设计花边

时，可以选择看起来更生动的颜色，给人一种商业

感。在花境的前景中可以适当地种植一些草，使花境

前景中的草可以用作花境前面的路径和花境中间的鲜

艳颜色之间的过渡，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花境的观赏 

价值。

5.4 隔离区植物花境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植物可以用于公园或道路的

景观美化。在隔离区植物花境建设阶段，一般选用色

彩鲜艳的植物或其他观赏性草本植物，可配植一定的

花卉和草本植物，以提高该花境的色彩效果，使隔离

区植物花境充分展现出生机和活力[2]。

5.5 建筑物四周
通常，在建筑物周围以花边的形式种植植物，可

以有效地减少抑郁感，改善人们的心理状态。在建筑

物周围种植植物时，植物的高度仅限于建筑物的窗

台。也就是说，种植的植物不能超过窗台的高度，主

要是因为该区域的花边不是供建筑内的人而是为建筑

外的人观赏。过高的植物会影响室内采光。在建筑物

周围种植花卉时，必须避免颜色太鲜艳的花卉品种，

并选择一些看起来比较柔和的花卉，以减少压迫感。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需要被花边包

围。植物不需要种植在太高的建筑周围，否则整个建

筑看起来会不协调。

6 花境在园林植物造景中的主要应用
6.1 充分做好准备
在正式设计之前，设计师必须进行实地调查，把

握整个景观的整体风格。设计师还需要从相关部门了

解当地的照明、土壤湿度和降水情况。另外，还需要

与景观规划负责人积极沟通，明确花卉环境在这里的

作用。只有充分理解了这些内容，设计师才能真正开

始设计，否则很容易造成花卉景观与周围环境的不协

调，甚至破坏园林景观的整体效果。

6.2 空间感与视觉感的呈现
花境设计要明确重点，然后再考虑视觉效果、空

间美学等因素。在视觉形态上，应综合利用植物的种

类和色彩特征，增强形态感。在视觉动态方面，要合

理利用植物的生长周期，协调植物与光影的关系，带

来动态的视觉感受。因此，合理搭配不同颜色的花

草，可以起到很好的配色作用。在空间设计方面，要

通过花卉景观设计给观者带来良好的想象空间，让

观者产生沉浸感，同时要充分考虑当地景观的具体 

情况。

6.3 传统植物搭配在花境中的运用
植物与花卉的搭配设计最早出现在私人庭院中，

图案单一，多为沿路野花和杂草。在早期，花坛和花

地之间没有明显的冲突。它们的布局相对简单大方，

一些角落处理得很仔细。类似使用较多的是较低的围

栏，可以呈现比较整齐的效果。在这个阶段，人们的

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在

发生变化，审美水平也在显著提高。因此，植物花界

正在逐渐向自然风格转变。在配花境景观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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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内有大量的植被应用，造成明显的花景观问

题。为了使其发挥最佳效果，需要投入一定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此外，还需要制定维护计划。如果养护

不足，很容易造成花草植物死亡。为此，很多人开始

探索，在道路上寻找花园、村舍或未开垦的地方来匹

配花卉景观，形成混合的花卉景观。

6.4 城市公园中植物花境的运用
在城市公园植物景观配置设计中，要参考公园的

地形、地质情况进行调查。首先，一般最佳位置是不

显眼、不被观察到的地方，选择高度和颜色不一致的

植被来开始设计搭配。其次，沿着公园的滨江设计花

卉景观。在这个位置设计园林时，需要调查土壤的湿

度和水温，然后种植一些水生植被，观察园林的效

果。最后，在设计假山部分的花卉景观时，以假山

的体量为参考，选用矮木或灌木进行搭配，保证植物

的花卉景观与假山体现自然和谐之美。例如，在公园

里搭配花草时，可以选择圆头植被和高大植被的组合

作为花草环境的主要植被，再用1～2年的花草进行装

饰，充分发挥花草环境的最佳效果。

6.5 色彩设计
色彩设计在花卉装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有

效地引导人们在短时间内了解花卉景观的主要特征。

因此，在花卉环境设计的过程中，要了解植物的属

性，充分考虑不同花卉不同颜色的特点，并合理搭

配，这样才能给花卉环境设计带来良好的效果。以观

赏草的花缘为例：草本植物统称为观赏草。观赏草的

颜色非常丰富，如黄色、绿色、红色、棕色、金色和

银色。即使在同一种植物上，不同的颜色也会相辅相

成，给人不同的视觉效果。观赏草有一种特殊的植物

类型和蓬松的质地；在光线的影响下，会有不同的明

暗变化，视觉效果极佳；随着植物继续生长，观赏草

变得更加成熟。最佳观赏时间为夏末和秋季。例如，

深圳坪山区青兰路街道公园选取了艾草、马利筋、芦

笋、菖蒲、蓝星等高、中、低等级植物。这种错落有

致的布局设计能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让游客沉浸在

这独特的一层色彩中。

6.6 科学选择植物
负责规划设计的人员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

情、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内容，以便更好地优化花

卉环境的设计方案。中国幅员辽阔，跨越许多温度区

域，因此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地区适合种植的植物也

不同，花卉环境的设计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为

了充分展示花卉景观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景观规划师

和设计师应深入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

选择花卉景观植物。尤其对一些偏远、贫瘠或寒冷的

地区，一定要选择耐寒性强、花期长、适应性和生命

力强的植物，如紫罗兰、菊花等。

6.7 城市两侧主道路中植物花境的运用
城市两侧主道路和植物花卉的结合设计，不仅为

复杂的城市增添了活力，也给人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觉
感受和体验，此外，还能净化空气。城市交通主道路
两侧的植物花边可以吸收汽车尾气，有效地改善空气
质量。花卉景观一般设置在城市主干道两侧，靠近车
道隔离带或人行道，而城市主干道两侧的配套花卉景
观一般采用角落花卉景观、路边花卉景观和隔离带花
卉景观。在城市主干道两侧设置花草时，应尽量选择
因颜色较暗的花草，颜色较亮的花草容易分散驾驶员
的注意力，造成交通事故。在城市主干道两侧花卉景
观的搭配设计中，可以选择相对低调的植被作为背景
和参考，帮助城市充分发挥环境绿化的效果[3]。

6.8 立面设计
花卉景观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的立面可以表

现出丰富的层次感，有不同的密度变化，就像花朵的
自然形态一样，人们主要看花边的正面。因此，在花
卉景观设计中，要科学地分析各种植物的不同景观特
征，使花卉景观中的植物达到层次感，充分利用植物
的观赏特性，使立面景观更加丰富多彩。立体花卉
种植主要包括上、中、下三层。上层选用茎叶高大
的植物，保证立面呈现良好的景观效果；中等水平的
植物应具有良好的丛生性、中等的高度和饱满的景
观；下层应确保植物被很好地覆盖，并能很好地覆盖 
表面。

6.9 侧重体现整体效果
在园林景观中添加花境的目的是优化整体效果。

因此，设计师必须首先根据具体情况筛选植物，只留
下符合要求的植物类型，然后从这些植物中选择最合
适的品种。一般来说，在花境的中间应避免较高的
花。为了突出花边的三个主要层次，优化花边的整体
结构，最好选择一些较短的花。

7 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代城市景观中，植物和花卉的配

植格局需要更多的关注。在花卉景观配植设计中，应
充分考虑植物花卉景观的特点和生长习性，确定园林
植物花卉景观的配植方法、配植要点和配植方案。然
后根据当代城市园林的具体环境条件进行配植，以充
分体现城市园林植物花卉的艺术价值，深刻提升当代
城市园林植物造景的艺术效果，为城市园林植物造景
创造优美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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