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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园林植物造景的问题及相关解决措施

静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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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对周围环境的要求普遍偏高。未来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发展及要求

从精神层面和视觉层面有着多方位重点考量，为实施园林工作带来新要求和新挑战，在园林工作的发展过程中面对的新机遇

以及不断创新，通过自身体结构的调整与改革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以及文化影响。园林植物造景在实施过程与部署中存在

着相应弊端。本文通过对园林植物造景的建筑过程中进行优质化部署、合理配比，根据相应问题实施合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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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的进行优化转

变，园林建设工作也针对人们的各项需求做出合理化部署以

及深入化改善，正确为人们的需求以及审美做出优质化变

革。在园林植物造景的过程中，需要以优质的发展体系来呈

现人们对美的追求，人们的感官要求，需要针对相应的物态

优质化呈现，优质的视觉冲击以及高质量的意识形态，满足

人们的视觉要求以及精神理念。

1 园林植物造景植物配置的相关概述

园林建设中需要植物在针对其设计过程中，对植物造景

的工作进行深入研究以及细致化分析。植物属性以及生长环

境的要求，满足植物的生存状态，再融合人们对园林建设的

视觉需要和精神需要，做出各方面调整，体现园林价值，通

过艺术加工满足人们需求的艺术形态。园林建设需要对植物

的生长需求做出合理规划，既能满足植物的生长状态，又需

要对植物的生长环境、生长要求做出全方位了解，在对园林

环境进行合理搭配，对园林的山石、形体、色彩进行合理化

部署。满足人们对园林建设的整体要求。相对来说，植物配

置与植物造景在建设过程中有着优质的关联作用，在关联时

既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又能体现园林景观价值。园林景

观是对植物的造景有着优质化要求，因此，植物景观对生态

环境以及园林的各项美化改善起到着积极推进的作用。园林

植物通过自身的优质化运转体系，能够吸收有害物质，释放

出优质氧气，净化空气起到着关键作用。正因如此，不仅为

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又能满足人们对自然形态的各项要

求，以及生态环境的各方面需求，不仅通过万紫千红的色彩

满足人们视觉上的冲击，又能通过个性化体现使人们产生对

美的感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然生命的感悟之中，逃离城市

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安逸，做到身心放松，调整自我。通过

对园林景观的积极防护作用，又能够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

不仅能有效的保护水土流失，也使人们对生态环境加强重

视，使人们得以依赖的生存环境得到更好的调整与改善。

2 园林植物造景植物配置的作用及重要性

只有认识植物配置才会知道都有什么可以选择，只有了

解植物的习性、高度等因素，才会知道用哪一种植物最为合

适。用一种草花放在花镜的最前面比如：大花萱草、金鸡菊、

美女樱、鸢尾。然后根据植物的习性高度选择最合适的一种。

植物配置没有唯一性，没有对错，一个只认识十种植物的人

也能配，一个认识几百种植物的人也可能只用十种来配，但

是，无论是懂和不懂，是效果定的。要知道植物设计也是在

解决问题。园林的植配主要讲究层次，大概分五个层次，由

高到低：乔木层、亚乔木层、大灌木层、小灌木层、多年生

草本花卉层的生态环境。

2.1园林植物造景的社会功能

植配是辅助景观设计的，是设计中的软景体现，可以更

好的营造空间，增强景观氛围和感觉，有想法的植配是会让

人感到非常舒服或有想象空间的。在做植配方案时，要找到

理由结合功能，考虑人的体验和使用。千万不要有空隙就塞

一棵，也不要“撒豆子”，要寻找之间的联系。在一个组团

内要考虑常绿和落叶的比例，一定要有常绿植物，如果大乔

是常绿，二乔就可以落叶的开花的，如果大乔是落叶的那么

二乔就要用常绿的。这样能保证冬天不会光秃秃。

2.2生态系统优化合理改善

通过合理配置植物生态系统的城市发展建设中是必不

可少，生态系统积极推进净化空气、改善生态系统。

3 植物和造景配置原则

在园林内要考虑植被的立面效果，简单理解就是要有

型，要保证有骨架大树撑着，其他的二乔灌木就不容易散掉。

植物配置时要自己设计一些观赏距离，哪些适合远观，哪些

可以与人亲近。植物最佳观赏面、朝向、道路转角、休息平

台、景观亭等等，对应植物配置的有没有考虑给它美配置，

人们的视线将在哪里停留，将看到什么，都是需要空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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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美的都展现在前面，藏在后面多余的，就挪到看的见

得地方，观赏好的大乔随便种就是浪费，把开花灌木的放在

后面，也是浪费。

3.1园林植物造景生态性

植物具有生态性，灌木也有骨架，骨架前后的配置是不

同的。通常骨架后面可以放一些大叶的，粗放型的，地被型

的灌木骨架前面可以放些观赏好的、色叶的、开花的、生长

缓慢的灌木。画线时要保持外侧轮廓线的连续。灌木也有层

次，层次除高低层次外就是植物本身的形态，哪些是耐修剪

的，哪些灌型是散的，可以把你常用的灌木按照由高到低的

高度画出来，用来参考。再掌握不来就把你配好的灌木，拉

出剖面看问题。层次不要太多三种到四种最多了。配置整型、

修剪的灌木是不要太宽，工人修建时没那么长的手和剪刀，

他够不到。不要每条灌木的形状，大小，面积都差不多，掌

握节奏和韵律，最好是保证好的观赏面看过去同步。

3.2园林植物造景艺术性

园林建设要具有独特性，观赏花木中有一类叶色漂亮多

变的植物，如叶色紫红的红叶李，红叶枫，秋季变红的红叶

槭，黄叶银杏，红叶柿子均很漂亮，和观花植物组合可延长

观赏期。绿叶树种也有不同程度的观赏效果，如深绿色柳树、

草坪、浅绿色法桐、深绿色梨樟、淡绿色云杉等。选择色度

对比大的种类进行搭配效果更好。

4 园林植物造景植物造景中存在的问题

在园林建设工作中，主要是考虑和建筑的关系，大乔木

不能紧贴建筑，距离 5m为宜，大乔木种植最好避开建筑阳

台的正对面，不要影响人家向外观看的视线，稍微偏一些。

不要把一层的人家的窗户用植物遮死，想想都不爽，适时的

考虑给一楼人家留些观赏点和观赏距离。建筑的南侧和北侧

的配置也是不同的，不要用大树，以常绿为主，基本北侧长

的都不会很好，所以色叶的灌木也不要用开花的也少种，主

要是以常绿遮下入户就行，不要让入户太暴漏。

4.1园林植物造景的配置缺乏合理性

园林植物造景方法技巧层面的东西很容易学的，对于建

造中国园林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国园林发展下来并不是一成

不变，但是现在只能看到的只有少数几个明清时期的园林，

再往上溯只能靠想象。于是，残留的几个明清园林就代表了

中国园林，看过不少今人造园，所谓叠山理水一套理论，无

非就是复制一些符号，理论讲得很好，云山雾罩，作品一堆

僵尸，而且特别喜欢怪石嶙峋矫揉造作。如果理论说汉唐宋

明清各时期园林风貌都有所不同，那么当代中国园林肯定和

明清园林不一样，我认为可以称为中国园林的并不是靠那套

方法论，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意境”很虚，却

是衡量中国传统艺术的标准。所以当从传统绘画音乐诗歌文

学中去找，而且还要到自然中印证。现在看唐宋山水画，总

有一种生机，很有力量，到明清时期山水画，过分强调笔墨

套路，山枯水竭气息奄奄。所谓理论成熟就是套路化，炫耀

技巧。但是人的想象又怎能及得上大自然的万一。

4.2园林植物造景缺乏生态保护的意识

进行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时应本着能够改善居住环境，

如净化空气、屏蔽道路上的噪音污染、吸收二氧化碳、减少

尘埃雾霾、调节区域内小气候环境等。青睐国外建设风格盲

目扩大规模，不能使体现植物景观观赏价值高，如春天花红

叶绿、夏季绿荫浓浓、秋季硕果累累、冬季色叶斑斓，无法

积极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感受。

4.3园林植物的配置与造景文化品位有待提升

根据住所在区域的地形、气候、人文习惯和风俗等各方

面因素，设计和营造符合该住宅区特点的植物景观风格。园

林植物的配置与造景从美感、观感以及实际使用等方面进行

综合考虑，做到实用大方、合理布局，防止出现过于奢华、

追求高档的现象。植物景观设计需要具有预见性，能够洞察

各类植物在四季中的不同姿态，而且必须从形态、色彩、气

味等多方面进行统筹设计，才能打造一个四季有景、美轮美

奂的植物景观。

5 园林植物造景问题的措施

从绿地功能来看，可以分为运动活动区域的绿地和休闲

观赏性质的绿地。对休闲使用的，可采用立体形式的综合绿

化，选择整体性较强的绿地，增加景观的通透性和观赏性；

对运动活动区域的绿化，则应选择草坪、灌木等生长周期较

长、耐修剪、适合踩踏的品种。园林植物造景设计不仅要打

造当下的美丽景观，更要考虑未来的景观效果，让植物在时

间的长河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具体措

施如下：

5.1园林植物造景动势和均衡

通过乔木、灌木、地被等多种形式的植物搭配打造高低

错落、具有跌宕起伏韵味的植物景观。大型乔木树形高大，

通常可以作为植物景观的主体框架；中小乔木树姿优美，可

以用来烘托氛围；花灌木花形、花色娇俏，具有锦上添花的

效果；低矮灌木群植可以形成体量大、绿量丰富的效果，适

宜作为环境背景或用来遮挡比较生硬的建筑墙角等。园林植

物造景的植物景观设计应运用多种栽植方式，让景观在统一

中富有变化。园林植物造景利用植物个体的差异可以打造非

同凡响的突出效果。植物的种类众多，且每种植物的具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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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各有千秋，在植物配置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植物的姿态、

叶形、叶色、花形、花色等各种构成因素进行对比，衬托出

美丽的景观。做成红绿色对比明显的色带或图案；在高大常

绿乔木的附近栽植秋季叶色变红的鸡爪槭形成高低、大小、

红绿的反差等。

5.2注重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的科学性

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以生长的乡土树种为主，避免盲目

引进外地的园林植物品种。乔灌结合，常绿和落叶，速生和

慢生相结合，适当地配置和点缀一些花卉、草皮。观花和观

叶植物相结合，草本花卉可弥补木本花木的不足，树种搭配

上，既要满足生物学特征，又要考虑景观效果。植物种类不

宜繁多，但也要避免单调，更不能配置雷同，要达到多样统

一。在统一基调的基础上，要种植体形优美、色彩鲜艳、季

相变化丰富的植物。在栽植上，除了需要行列式栽植外，一

般都避免等距、等高的栽植，可采用孤植、对植、丛植等，

适当运用对景、框景等造园手法，装饰性绿地和开放性绿地

相结合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景观。树木搭配原则以乔灌结合，

针阔混交，适当点缀花卉及爬藤植物，充分发挥植物的功用，

做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不一定要四季见绿，

但一定要四季有景。好的植物一定要放在显眼的地方，彰显

景观的氛围。

5.3提升植物配置与造景的艺术品位

人们生活质量和精神文明需求，如果把园林植物配置与

造景比作一幅画，那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的要素就是线条，

勾勒出大体轮廓、空间分配、区域比例；而植物则是着色，

让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有了色彩，有了温度，有了生活的空

间。虽然这是老生常谈的原则，可是它却总是容易被忽视。

植物没有风格，但植物搭配和配置方式却是有风格的，也正

因为不同的植物配置才造就了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的差异

性。选择植物品种时，首选本地的植物、乡土植物。本土植

物对当地的气候环境是最适应的，生命力顽强而生长旺盛，

不需要太多的打理，自然条件下就可以生长地很好，这一点

能让日后的庭院维护省很多心。根据不同的园林植物配置与

造景自然条件，进行植物的选择、植物配置方式。一个庭院

里可能会出现阳面、阴面，以及因为排水问题，不同区域的

土壤湿度会不一样。相应的植物，以增加植物的存活率、降

低后期养护难度。选择植物时一定要考虑到四季景观的变

化，这样的先见之明可以让你以后每一季都有景可观——“春

花、夏荫、秋叶、冬果”，可以以这个为导向寻找需要的植

物，造就四季景观。还有，为了防止冬季会变成光秃秃，应

当选用常绿树和落叶树进行组合。

6 结语

综上所述，植物配置和植物造景花园的硬性条件决定没

有太多施展的空间，从设计风格和色彩搭配上来提升整个空

间感。当然，也融入了时尚元素，注重对空间氛围、情调和

场景的设计，远大过对材质堆砌的追求。园林植物造景花推

崇放松身心、能量重启的花园生活。考虑到宁静的生活氛围，

在田园风格基础上加入美式风格元素，整体营造简单、舒适

的质感空间。园林植物造景花园的色彩上，多以淡雅的板岩

色和古董白色为主，随意种植的花卉点缀其中，让整个空间

的装饰线条干净、简洁。对人们的视觉和精神需求予以充分

满足，进而为城市居民营造更好的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 罗佛水.园林建设中的植物配置与植物造景探究[J].农业与技术,2017(24).

[2] 王法.园林建设中的植物配置与植物造景[J].现代园艺,2017(10).

[3] 黄华荣.园林建设中的植物配置与植物造景分析[J].住宅与房地产,2017(21).

[4] 侯芳.简析园林建设中的植物配置与植物造景[J].科学与财富,2017(4).

[5] 陈佩纯,黄新洪.园林建设中植物配置和植物造景的作用探析[J].花卉,20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