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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园林植物配置的基本要素

1.1植物配置的内涵

园林植物不仅可以改善居住环境, 为休闲文化活动提

供场所,还可以为人们造访和观赏创造艺术空间。顾名思义,

植物配置是利用树木,灌木,藤条和草药景观创造出来的,充

分发挥自然的身体形态,线条,色彩等自然美景,以完美的植

物景观种植。设计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必须高度统一。也就是

说,它不仅满足了植物与环境的统一,对生态适应性的要求,

而且通过艺术构成的原则, 体现了植物和群体的形式美,美

国产生了美。植物景观中的艺术创作非常细腻和复杂。诗意

的体现体现了绘画艺术的原则和古典文学的运用, 巧妙地

利用植物的形态,线条,色彩和纹理进行构图,并经过植物的

阶段和生命周期的变化,它是一个活跃的动态构成。

1.2植物配置的基本要素

园林植物配置是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

植物生态习性和景观布局要求, 合理配置园内各种植物,发

挥其园林特色和观赏特色。植物在一年四季的生长过程中,

叶,花,果的形状和颜色随季节而变化,当开花时,结果或者当

变色时,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园林植物的分配要充分利用

植物季节相特征。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气候带植物的季

节性表现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气候正常与否,往往会影响

色彩的季节性外观, 低温和干旱会延缓种子的萌发和开花,

例如红叶的一般需求当昼夜温差变红时, 如果霜过早出现,

叶先不变红,不能产生美丽的秋季。土壤,养护管理等因素也

影响季节变化,因此季节变化可以手动控制。

2园林植物配置的原则

2.1符合本地条件

在进行园林植物的配置时, 要考虑当地的气候和土壤

的特点。气候要首先考虑,因为其直接对植物的生存产生影

响,从而影响需要配置的植物；不同的植物所需要的土壤环

境有所不同,比如,北方多为中性偏碱性的土壤,适合榆叶

梅、枸杞等植物的生长。

2.2符合生态要求

环境中所有的生态因子, 对于植物的生存有着很大的

影响, 不同植物种类的搭配直接影响到树木花卉的成活与

否。

2.3符合艺术要求

园林植物的配置,与植树造林不同,要考虑到每种植物

的色彩、形态、芳香、风韵等美的特色,兼顾到形式与内容的

统一,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3配置过程中相关的注意事项

3.1合理配置植物,尽量避免出现随意性。在配置上,应

该考虑当地的发展要求,历史,建筑和文化。只有通过建设文

化背景,发展要求和周边建筑的协调,才能真正达到合理科

学的目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施工现场自身功能的要求,及时

了解和掌握工厂的生态习惯, 结合施工现场的环境条件和

气象条件,合理科学安排工厂。以避免植物配置中的盲目性

和可选性。突出地方风貌文化特色, 全面提升园林绿化产

品。

3.2加强乡土树种优势的发挥。在现代园林景观中,使

用本土植物是非常重要的。本地物种是指该地区在这种特

殊情况下的所有树种。这种树种具有较好的经济性,适应性,

珍贵性,多样性,观赏性和抗性,比其他物种适应气候条件和

土壤条件。为确保植物生态,生理生化等功能能正常运行,进

一步使其装饰得到充分论证。

3.3在配置植物时,应首先使用绿色植物作为其配置的

基础。植物应根据自己的生长习性和不同季节的变化配置

植物,并配置成藤组合,成为一个多层次的植物群落。根据植

物群落生长规律,合理,科学地实施人工控制。为了有效地保

护景观植物,可以在公园内开辟践踏草坪,以满足人们在绿

地各方面的需求。此外,园林管理者还应加强病虫害管理,尽

量减少使用除草剂,化肥,农药等一系列较为严重的化学成

分,以保护园林土壤的生态环境。

4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植物配置方法

4.1生态环境保护是当代潮流的主题。景观建筑应该是

这一趋势的领导者之一。因此,现代园林除了追求人的参与

外,还追求自然的生态特性,以满足人类回归自然的心理需

求。除了植物景观让人们享受,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合适的

人类生态环境。园林绿化具有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降低

噪音,节约土壤和水分,净化空气,调节温度,湿度和风,粉尘

等生态效应, 需要植物熟悉不同花园的生态习性和不同的

抗性植物在部署之前。科学,选择植物种类,最大限度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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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园林建设过程中,植物配置应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功能要求,结合植物本身的生态习性,进一步提高

园林绿化的整体效果,为人们提供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本文讨论了景观设计的植物配置和规划。

[关键词] 风景园林；植物；配置；养护

15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2卷◆第 2期◆版本 1.0◆2018年 2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不同植物的生态功能。

4.2在园林植物中,不同场合对植物的配置有不同的要

求。商业区内的植物高大优雅,慷慨大方,不能遮掩商业门面

附近一些空间的立面。所以,你不能选择过于丰富的树木,而

应该是高大挺拔,树木精巧,叶子不是太富有的植物。对住宅

小区环境的要求较高,除绿化住宅绿化美化外,更重要的是

它为居民提供了日常户外休闲场合, 植物配置应根据空间

环境和使用不同的配置原则。相对而言,社区植物布局层次

相对丰富,乔,灌,花,草相结合,打造出一个智能,生态,健康的

休闲空间。水体是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水花园,似乎灵

气,细腻。园内水体周围植物配置也很重要,水宜种植具有防

潮,不落叶的亲水植物,水生植物,还可以更适宜种植更多优

美的植物,如柳树,鸡脚齐,红枫等。

4.3在园林的植物配置应该根据设计意图,景观设计概

念做不同的安排。如果一个园林的设计,景观建筑应该基于

程序分区的有效性,那么园林建筑的植物应该被区别对待。

如果正门与“先抑后扬”或“直指点”的设计实践相比,工厂

配置有很大的不同。园林的植物配置也应该基于不同植物

的不同分区。儿童活动区的植物配置要求更加丰富多彩,层

次要适宜,遮阳不宜过密,老年活动区需要配置更密集的植

物,创造一个安静的休闲空间。运动区植物配置应达到开放

的效果,以适应运动的需要;文化娱乐区等各种建筑物都比

较密集,应该配置美化建筑物之间的对比,营造文化体育活

动和娱乐氛围。

4.4园林中的植物配置还应注意季相变更观赏效果也

会跟着变更。植物是装饰美化环境的。因此,既要考虑不同

的植物在同一个季节在形态色彩上的不同, 又要考虑到同

一种植物随着季节的不同所涌现的变更, 如树叶什么时候

变黄,什么时候开端落叶,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成果等。

只有充分懂得了植物的季相变更,才干配置搭配好植物。风

景旅游区就更应器重植物的季相变更, 将植物在不同季节

的不同效果呈现给大家。

5园林植物配置中的树木养护

园林树木的养护管理,在园艺建设中极其重要,人们常

说：“三分种,七分养”。这个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养护,根据

树木不同的生长需要和特定要求,及时采取施肥、修剪、防

治病虫害、灌水、中耕除草等园艺技术措施；二是管理,如绿

地的清扫保洁等园务管理工作等。除合理配置植物外,重要

的是要把园林树木与其他植物配置有机结合。因此应十分

重视园林树木的养护。

5.1施肥

第一种方法是施肥基肥,在播种或播种前,将大量的化

肥犁埋在地下,一般有机肥；第二次追肥,根据植物生长季节

和生长速度,所需肥料,一般用速效肥；三是一种肥料,播种

施肥,被誉为肥料种子,种子细腻,成熟饱满,营养成分含量丰

富,如堆肥堆肥,复合肥,追肥,在植物生长季节,根据植物的

生长情况,及时喷洒植物,如喷施尿素溶液。

5.2修剪

5.2.1修剪绿篱。树篱定殖,按规定的高度和形状,及时

修剪,以促进其枝叶生长最好的主梢最好切 1/3以上,切口

在指定高度 5~10cm下面, 这样可以保证粗切口露出来,最

后用平的绿篱修剪机,修剪树叶表面,注意树篱的表面（顶部

和两侧）必须剪平,修剪高度统一,整齐统一,击剑和墙体要

求光滑,棱角分明,及时修剪,保证在节日期间取出新枝叶,充

分发育,缺库存,及时补种,一年至少修剪两次。

5.2.2修剪灌木丛。丛生的枝条应均衡生长,使内外植株

保持高低,自然丰满的球形。老枝子等老灌木过多定殖,应分

批规划疏枝,修枝新枝。然而,一些灌木（例如紫荆属）因为特

殊需要而栽培得高而干燥,所以在这里没有列出。在灌木丛

外部有规则的短截枝突起分枝,使灌木保持整齐平衡,但对

于一些带有拱形枝条的树木（如连翘等）,除长枝条发芽外。

留在植物上的剩余残留物应尽早切断,以免食用营养物质。

5.2.3修剪落叶乔木。凡属具有中央领导干、主轴明显

的树种,应该尽量保持主轴芽的顶端,如果顶芽或主轴受损,

则应选择生长角生长中央分枝而不是垂直侧芽, 培养一个

新的主轴。主轴种类不明显,中心应选为较直枝的主导分枝,

尽快形成高大的树冠和丰满的冠冕,不利于上述目的,如争

分枝,分枝,害虫等分支来控制打击。

5.2.4防虫

应注意植物多样性以提高植物免疫力。通过多种植物

的有机结合,增加植物多样性,利用物种间的相互制约,减少

病虫害的发生,从而形成稳定,有序,抗逆的植物群落。另外,

合理化意味着要妥善布局,美化景观,还要科学利用植物之

间的关系,配置有利于植物生长,不利于种植结构病虫害的

发生和蔓延避免人为造成有利于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的环

境条件。

6结束语

总之,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

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如何使城市的景观美化得当,关键是

如何配置景观植物。只要我们把握生态学的原理和美学原

理,掌握适当的方法,就一定能做好美化工作,让园林绿化成

为我们城市的一张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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