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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与测绘信息

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造景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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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国家发展理念的号召，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幸福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开展园林工程基
础建设，更好地建设宜居城市是必不可少的。园林绿化工程的基本建设，可以更好实现人们美好的生活，提
高人们的幸福感。因此，园林工程的植物景观设计已成为智能城市工程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更好的植物景观
不仅有利于平衡城市总体发展趋势，而且可以吸引外部投资者和优秀人才，为城市创造丰富多样的物质资源
和资本，促使其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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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意义体现

1.1 提升风景园林的艺术观赏价值

随着我国绿色环保理念的蓬勃发展，人们对环境

保护和绿色环境的要求和认识能力越来越高。植物园

林系统在园林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满足公众的环保要

求，而且可以更好地将园林展现在每个人面前。通过

不同植物设计的匹配，相关室内设计师充分利用植物

的体积优势、成活率和观赏角度，以及园林的观赏文

化价值，确保植物园林与园林的完美结合，形成植物

园林与园林的高度统一。此外，相关室内设计师还可

以利用当地知名植物作为植物园林的原料，利用独特

的植物创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园林，缩短园林与人之间

的距离。植物景观可以装饰所有景观结构，具有较强

的可扩展性。室内设计师可以改变植物造型设计，将

植物景观运用到景观设计中，从而提高景观定制的观

赏质量[1]。

1.2 体现景观建筑的多样性

园林基本建设初期，植物绿化技术发展不足，导

致园林整体缺乏多样性。从欣赏的角度看，由于园林

缺乏植物，因而太单一。部分花园有一些隐藏的危

险，如滑坡和泥石流。灵活使用植物绿化技术的园

林，不仅表现出其多样性，而且由于植物根茎分布在

土壤中，可以结构性地加强土壤层，避免泥石流和土

壤侵蚀。此外，植物园林还可以选择园林的自然生态

环境，为园林注入新的活力，突出园林内部结构中石

头的视觉美，有效丰富园林和艺术的视觉美。

2 风景园林设计中应用植物造景应遵循的基本

原则

2.1 生物多样性原则

在园林植物景观规划中，必须考虑植物的多样

性，科学、合理地匹配植物种类，设计有效、有序、

稳定、多层次、全方位的植物景观，促进不同植物种

类的融合，这样不仅能促进生态环境在环境中的合理

利用，而且能提高景观的美感。对城市基础设施而

言，环境效益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有关。因此，室内设计师必须保持园林植物的多

样性，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从某种意义上

说，建设多样化的植物景观就是建设良好的生态系

统。生态环境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这些植物有

很高的观赏价值，将其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多样化

的景观。如果采用单一品种的植物作为设计风格，不

仅会产生过于简单的景观效果，而且还会继续破坏

生物多样性。园内植物配植园林建筑时，可与草本

植物、灌木植物、藤本植物相结合，形成区域生态 

系统。

2.2 景物的连贯性

园林设计应因地制宜。为保证视觉的连续性，每

一处风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例

如，鹅卵石路径小路通常不会以最短直线距离的方式

排列，大多设计为曲线。当人们沿着小路行走时，由

于角度的变化，他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当花园中

有一个水池时，在周围放置几块湖石，可以分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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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还可以增加欣赏的乐趣。柳树和其他树木通常被

种植在湖石旁边，柳枝柔软，与水面紧密相连。同

时，柳枝随风摆动，也有一种动态的美感，与水面的

涟漪相呼应，使景物随天而变。

3 植物造景存在的问题

3.1 植物搭配不合理

园林与景观装饰的基本元素是植物的搭配。不科

学的植物配植将直接影响所有景观的设计效果。不合

理的植物配植主要体现在植物类型的简化上，这影响

总体规划的实际效果。此外，对植物物种的创新、滥

用以及对各种植物的剪接，会忽视植物生长的必要

性、景观与周围环境的整合以及所选景观植物的周期

性特征。

3.2 无法反映区域特点

一般来说，园林室内设计师在对园内植物进行配

植时，总是以数量多、市场集中供应的植物为最佳选

择目标，这就导致园林植物在各个地方的实际效果相

对统一，不能突出城市的地方风情和特色，从而影响

园林实际效果的整体展示。此外，室内设计师也会引

进侵略性外来植物，因此，当地植物生物群落的生存

面临潜在危险。

3.3 生态环境保护执行不力

在园林设计中，为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一些

室内设计师会选择不合适的植物进行设置，导致许

多植物死亡。它们没有体现与时俱进、与人为善的

生态教学理念，忽视客观因素，只追求完美和新

颖，这不仅造成财产损失，而且降低园林可持续性

的欣赏水平。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各种植物的习

性，坚持多样性和独特性的融合，同时配备自己的

视觉景观。在选择植物时，应注意植物生长的特

征。在北方，我们需要配植大量耐低温和耐旱的植

物。例如，广州浓郁的三角形青梅不适合北方的生

长条件，它如果被种植在北方将面临死亡。我们不

能盲目地跟随发展耐低温植物的趋势，如随意种植

松树和柏树。可以有其他选择，如桃花和樱花是春

季开花的耐低温树种；木兰耐低温和干旱，也是一

种灌木植物，是芳香花瓣的最佳选择，它也可以与

攀缘植物搭配，根据季节改变颜色，从而产生颜色 

变化[2]。

3.4 缺乏科学布局

在进行园林绿化建设时，前期合理布局也非常 

重要。

城市绿化是一种全面协调的建设与发展趋势，它

不仅促进城市化的深入，而且是一种追求环境的努

力。城市园林就像城市的服装，反映城市的风味。如

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布局，很容易造成园林面积的巨

大消耗。在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绿化植物占很大的

比重，绿化植物是园林绿化建设的基础和重点。

绿化植物的种植，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布局，确

保绿化植物给园林带来整体的美感和清新感。植物景

观在园林工程项目中经常被使用，其效果较好，能给

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在种植绿化植物时，应注

意其生长周期。毕竟，不同的绿化植物生长周期不

同，不同的绿化植物有不同的特征类型，所以在进行

合理布局时应注意匹配，使不同类型的植物形成不同

类型的艺术景观。然而事实上，在园林建筑设计中，

有的设计师并不重视这一点，这对园林植物的景观产

生一定影响。此外，根据《国家园林现状总体调查报

告》，我国部分园林植物的种植方式较为传统，不符

合现阶段园林建设的基本规律和需要。因此，在实施

园林设计方案时，应注意植物的合理布局。

3.5 缺乏文化遗产

园林展示设计师的美感，我国园林设计方案有悠

久的历史。因此，园林的规划设计应包含更多的文化

细节，如主人的碑文、牌匾和石头，体现主人的人文

气质和崇高理想。然而，目前部分园林在设计中并没

有体现这一特点。以造型为基本设计目标，也会导

致场景的收敛，降低装饰价值。因此必须将古朴的

工程建筑和元素与当代的美感紧密结合，体现文化 

遗产。

4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应用植物造景的对策

4.1 重视对植物造景设计规划稿的制定

对景观建筑设计的任务而言，完善的规划设计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室内设计师需要考虑规划设计的建

立。在设计方案时，不仅要考虑景观建筑的设计效

果，还要考虑植物景观与其他因素的协调，尽量形成

有机的景观生物群落，促进景观建筑中的各个因素发

挥其优势；在编制园林绿化设计图纸时，设计部门还

应实时关注建筑施工信息报告，结合实际情况及时修

正，考虑可能影响园林建造的所有因素，以便在出现

意外情况时，对工程内容进行有序调整，促进园林植

物造景效果的良好呈现。

4.2 突出区域特征

景观设计方案还应提高当地的文化艺术特色。在

景观规划中，应根据当地特色绿化植物进行设计。这

样不仅可以节约园林绿化和景观装饰的成本，而且可

以改善各个区域的特点，提高所有景观定制的实际效

果。例如，根据项目所在地的环境条件或当地历史文

化特征，强化绿色环保理念，引入可再生或可循环利

用的网络资源，提升当地景观的区域特色。在绿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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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必须考虑当地物种的多样性，科学、规范地利

用植物。这样不仅体现植物的自然美，而且确保整个

景观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

4.3 充分考虑植物自身的生长习性

园林植物景观规划时，设计部门必须理解整体景

观的设计理念，根据植物景观的具体特点和设计方

向，合理地将植物景观融入自然景观，促进植物景观

与当地生活环境的和谐共处；设计部门应调查不同植

物的习性，为植物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促进植物自

身特性的充分利用。总体来说，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

的动态变化是需要注意的内容，因此，在规划植物景

观时，室内设计师必须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景观的实际

效果[3]。

4.4 确保盆景植物多样性

园林景观设计方案还应确保园林植物多样性的作

用。合理的景观设计方案不仅为人们带来视觉上的

愉悦，而且符合植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原则。

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是营造科学、规范的自然生态环

境和改善周围居住环境的核心理念。在景观设计方

案的初始阶段，需要利用多种植物对景观区域进行

整体规划。在满足环境美化要求的前提下，还必须

考虑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特性，建立有效、科学、合

理、全面的园林设备管理体系，实现园林绿化的最终

目标，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确保植物生长发育的 

多样化。

4.5 以城市的具体条件和自然条件为设计理论

在制定景观规划时，设计部门应充分重视植物景

观的总体规划，而不是随意配植植物。设计部门要做好

对风景园林项目现场具体问题的调查工作，掌握有关

土层、水文、水利、自然条件等方面的信息，同时根据

这些数据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设计部门需要了解城市

当地风俗和历史背景，选择植物种类，使园林中的植物

景观有效地展现当地的文化特色；设计部门可以通过调

查、走访了解大家喜欢的植物种类，然后结合实际情况

选择相应的植物种类；树立公园绿化景观工程的整体植

物景观设计理念，创造丰富的体验空间。

4.6 创造和谐的生态景观

植物景观设计不仅要考虑实际使用功能，还要体

现园林景观的生态应用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

如果园林绿化或园林绿化的植物选择相对单一，或同

一种类、同一颜色植物的选择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则

需要使用多种颜色的植物进行混合园林绿化。此外，

植物的种植密度和分散位置也会对植物的生长速度

产生一定影响。同时，景观设计需要结合植物生长

习性、形态和维护要求进行选择，从而构建符合不同

视觉享受的园林景观，如透视形态变化、光线折射变

化等。此外，在种植绿化植物时，还应注意使用顺

序、自然、规则或混合的绿化技术。（1）自然植物景

观。自然植物景观是植物与周围生态环境、植物和植

物之间的整合和协调，达到美化园林、创造接近自然

景观的最终效果和绿化目的。例如，选定的植物类型

和植物种植密度必须符合自然原则。分层种植可以实

现密度和物种的差异，从而给观赏者带来贴近自然的

视觉感受。园林绿化景观带中使用的植物稀疏零散，

或选择的植物在春夏交替，必然会给观赏者带来不同

的意境。它们在花丛中错落有致，与一些小灌木或草

本植物搭配，升华整个景观的主题意境。（2）定期

进行植物景观美化。植物造景就是按常规模式种植植

物。常规的连续绿化方法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冲击。

例如，薰衣草被种植成规则的连续片区。当花开时，

花海的涟漪给人们带来新的冲击力和壮观美。（3）

混合植物景观。混合植物造景是自然造景与常规造景

相结合的一种方式，其体现在局部地区的常规绿化种

植中，以规律带动人们的感官。混合景观创造丰富多

彩的景观带，包括植物类型、数量和水平。两者合二

为一，层出不穷，以各种感官变化给人们带来新奇的 

装饰[4]。

5 结论
在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元

素，也是整个城市彰显自身魅力、营造生态和谐环

境的关键元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生态园林建设的重要性。生态园林建设不仅

是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彰

显城市文化、营造和谐生活环境的重要途径。目

前，人们越来越重视园林绿化的生态效应和景观效

应。在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要结合周边环境，从

实际出发，结合现有绿化技术，依托植物的特点和

优势，以独特合理的表达方式丰富城市形象，塑

造优美的景观形象，创造适合人们生活的绿色生态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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