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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能够营造出绿色环境、生态养生、艺术性结合的环境。园林植物能够很

好的吸收噪音以及减少污染,为人们生活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同时节约型生态园林具有生态圈效应,其能

够持续的自我修复使生态园林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且它能够在长时间低维护的状态下持续改善

人们的生态环境。因此,提高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与植物配置的有效性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好

的环境。基于此,文章就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与植物配置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植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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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在经济进程不断加快

的今天,节约型社会取代了原来的粗放

型社会,在城市的生态园林景观建设方

面也逐渐朝着节约的方式发展,即节约

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但在节约型生态

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却存在了很多

不合理的问题。比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

植物配置相关的问题。一些问题的出现,

必然会导致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建设

对城市环境价值的降低。所以,在节约

型生态园林景观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是

建设人员应该积极学习应用生态园林

景观建设的知识和方法,把城市的景观

设计做好。 

1 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的基本

概念 

节约型城市生态园林的景观其实就

是一种以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有

效节省城市实际使用能源成本为目标的

出发点来建设的经济型的园林景观。这

种生态园林景观的设计更注重在维护园

林与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改善

整个城市生态环境的同时,能够有效地

节约能源的投入和使用,来实现和确保

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和 大的生态经济

效益。因此,节约型的生态园林景观就是

以 低的投入和成本来保护和建设城市

生态高经济效益、社会经济高效益、实

用性强的一种现代经济型园林。 

2 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

原则 

2.1遵循因景得宜原则。地形规划是

造园的基础,也是造园的必要条件。《园

治·兴造论》中：“因者：随基势高下,

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柱,互相

借姿；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经,

顿置婉转……”,即因不同的地点和环境

条件灵活地组景,有山靠山,有水依水,充

分攫取自然的美景为我所用,因此,地形

的规划对景点的布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造园前必须进行地形规划。在节约型

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实践中,要依据城市原

有的立地条件、地域文化等进行景观设

计。只有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才能创造

出满足人们需求的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

为人们所接受与欢迎。 

2.2遵循调和的原则。为了能够更好

地实现节约型设计,相关人员在进行设

计时,应该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深入了

解人们的需求,以及周边环境的具体情

况,让园林设计能够满足人们的心理需

求以及精神需求,同时也能够让园林景

观能够更好地融入周边环境。所以,工作

人员在设计时,应该让环境和人的需求

有效融合,这样才能够获取 大的经济

利益以及社会效益。 

2.3遵循适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对

资源、环境的开发要适度。基于适度性

原则设计园林景观,不但能促进各方面

的协调发展,还能实现园林景观的设计

目标。反之则易导致人与自然、社会与

环境的失衡。 

2.4遵循美观性原则。美观性原则主

要指生态型园林景观设计能够与大众审

美要求相符合,缓解人们视觉疲惫感,充

分体现出植物群落美,同时也能够充分

地体现艺术和科学的价值。这要求相关

工作人员在植物群落配置工程中,充分

体现出植物造景功能以及观赏特性。 

2.5遵循经济性原则。是指在创造美

观、舒适、怡人的园林景观的同时,需要

做到对资源的节约。例如,充分有效利用

现有资源,使用绿色环保材料,合理设计

减少后期管理维护费用。 

3 节约型园林设计的要点分析 

3.1生态功能的优先是节约型园林

景观设置的根本。进行生态建设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给人们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

人居环境,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在进行

选择节约型园林植物的过程中要注意选

择对环境保护更加有意义的植物,植物

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帮助吸收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放出一定的氧气,改善人们

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

城市的生态平衡,建设节约型园林可以

在促进空气的净化的同时发挥植物的其

他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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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合理配置物种的多样性。在生态

园林建设的过程中,要根据情况配置园

林中植物的种类,不仅如此,也要重视区

域生态的特点,从而保证城市建设的符

合多样性特点。在进行园林建设设计的

初期阶段,设计人员要提高自身对植物

物种多样性的认识。提高对生态园林物

种多样性的高度重视和控制,就能保证

区域景观的美观度。同时,提高生物多样

性的手段就要引进优质的物种,在引进

优质物种前要了解需引进物种的特点,

比如分析物种适合的气候和种植方式,

在选择植物的时候要保证合理性和科学

性,避免物种引进后出现灾祸,引进物种

也要重视对物种的改良。 

3.3因地制宜的手段确保节约型的

景观设计。当今节约型生态环境建设的

日益发展,各种因地制宜的城市生态环

境的建设也逐渐的出现。在这种形式之

下,相应的设计人员就一定要从城市的

土壤能力、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地下水

的状况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和分析,对所

在地区的气候、水文、自然环境进行一

定的测算。也需要在进行设计的时候,

对植物以及周边环境的人文状况进行整

体性的分析。 

4 节约型城市生态景观的植物

配置 

4.1注意季节性植物配置。一年有四

季,每个季都有不同的特征,如此一来,

不同季节的园林设计,也会给人一种不

同的感觉,同时还会让社会大众感受到

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在观赏生态园林

景观的时候,还可以感受了解到四季植

物的特征,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同时也

还可以让这种设计融入到社会大众的生

活中,让社会大众的生活得以改善。 

4.2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在实际的园

林景观的设计工作当中,要体现出节约

型这一特点,首要的一点就要对园林的

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设计运用,为了实

现这一点,比较推崇的方式就是屋顶花

园的形式以及垂直绿化的设计形式,这

些设计形式,能够将土地的资源利用率

大大提升,而且,土地的利用率一旦得到

了提升,能够使得生态园林中的生态系

统的运转走向正轨,这对于生态园林的

未来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 

4.3贯彻实施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海

绵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加大对雨水的利用

率,这一点与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建设

目标相一致。在设计园林景观时,尽可能

多地设置海绵型公园与绿地,减少设置

不具备下渗功能的硬质铺砖。在景观微

地形塑造时,设置草沟、洼地、旱溪等,

并配置既能够抗旱,又能耐涝的植物,从

而利用自然排水收集汇聚雨水,增加雨

水下渗。设计雨水花园,通过植物沙土,

净化雨水,增加雨水下渗,同时,将多余

的雨水收集并用于绿化灌溉。 

4.4适当使用乡土植物进行造景。例

如江西具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植物品种

非常多,为当地的园林绿化景观设计创

造了非常完美的自然条件。在园林景观

设计的时候,可以将当地的树种作为园

景树,以其为核心构件特殊的植物景观,

将不同树种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发挥出

当地树种的优势。在江西,多数城市的中

行道树都选择当地的乡土树种,很多道

路还以植物的名字来命名,用花果树营

造一种点 色彩的气氛,为园林造景增

强了无穷的生气。乡土树种在园林造景

中的应用,还可以起到分割空间的作用,

利用景物起到防范性的功能。 

5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在进行节约型生态

园林景观建设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要与

相关的植物配置措施结合起来,以满足

其理念应用的经济性、美观性以及功能

性原则要求。具体来说,在设计方法方面,

设计人员要实现园林生态系统的多样

性、以“因地制宜”的设计建设理念来

保证园林景观设计的节约性以及弯身种

间关系的协调操作。事实证明,只要在这

些设计方法的支撑下,节约型生态园林

的景观设计,就能以满足经济性、美观

性、多样性以及功能性等需求的状态下,

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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