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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不同植物的季节性变化特征不同,园林景观设计风格也存在较大差异,而绿化植物是凸显园林景观设计风格的

重要载体。基于此,本文围绕园林景观规划中的植物设计原则展开系统探究,旨在保证绿化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体现园林

景观规划设计的美观性、生态性与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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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规划中的植物设计原则主要包括科学化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生态性与艺术性结合原则、经济性原则、可

持续发展原则。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只有严格遵循植物设计原

则,才能保证园林景观体系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1 园林绿化景观的特点 

1.1 综合性比较强 

在进行园林绿化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其设计必须要与建

筑以及周边的地形等相互适应,要考虑全局之间的配合,运

用多种设计方法,融合美学,生态学以及心理学等,充分把握

园林设计的完整性。 

1.2 施工成本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园林绿化景观设计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原材料相对比较

多,但是因为存在地域上的差异,使得材料的价格在短时间

内容易出现波动。进而在园林的施工阶段,失去对原材料的

价格的有效控制。未解决这一问题,在进行景观设计的过程中,

设计师一定要充分考虑材料价格变化所引发的成本问题。 

1.3 植物的养护周期长 

维护管理工作是园林绿化工程的重点工程项目,其维护

周期相对比较长,园林绿化工作的日常养护主要包括植物的

修剪以及施肥等,同时也包括花卉的种植以及整体景观的日

常管理。在园林绿化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对日常的维

护工作予以重视,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维护人们的工作量。

但是园林植物的养护周期相对比较长,所以这也就在一定程

度上加大了园林景观的规划设计工作的难度。 

2 科学化设计原则 

2.1 选择适宜的绿化植物 

在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应结合园林系统的生态环境特

征,选择适宜的绿化植物。众所周知,植物的生长过程极易受

到各类环境因素的干预,为此,设计人员要在兼顾植物群落

美观性的基础上,加强植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反之,即便

植物群落的美观性达到预期效果,但这种美化效果终究是短

暂性的,一旦环境突变,会造成植物大规模死亡,造成大量的

资源损耗与资金浪费。通常来说,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在选择

绿化植物时,会综合考量植物的生长需求,让植物在园林生

态体系中维持良好的生长状态。同时,选用的绿化植物要在

不同季节呈现差异化景观特征,以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在

园林绿化景观设计完成后,需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采取切

实可行的养护策略。 

2.2 调整绿化植物种植方式 

园林景观设计人员需立足于科学化原则,综合考量多方

面影响因素,调整各类植物的搭配种植方式,形成别具一格

的植物景观体系。另外,综合考察光照、温度、空气湿度及

土壤湿度等外在环境条件,改善园林区生态环境品质。例如,

在园林景观中栽植合欢花、夹竹桃等植物,改良园区土壤条

件,降低盐碱化水平；种植金鱼草、爬山虎等植物,吸除灰尘,

净化空气。此外,在绿化植物景观设计过程中,植物群落的自

然规律也至关重要。不同类植物的内在关系是多样化的,如

共生关系、寄生关系及生化关系等。设计人员应在保证植物

群落多样性与稳定性的基础上,增强美观性与生态性。 

2.3 以人为本的植物群落设计原则 

在园林绿化植物景观设计过程中,要客观考虑游客的审

美体验。城市园林景观是以广大基层群众为服务对象的,尽

管其具有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但实际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公

众的审美需求。针对园林景观,观赏者的审美感受至关重要。

设计人员需立足于观赏者的角度,优化调整景观设计形式,

突出人性化特征。虽然部分绿化植物的外观造型甚美,但极

易导致观赏者出现花粉过敏反应。为此,设计人员要全面了

解各类植物的生物特征,尽可能的少用此类存在健康威胁的

绿化植物。总而言之,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必须综合考量观赏

者的生理感受与心理感受,兼顾植物景观的美观性、舒适性

与健康性。 

2.4 生态性与艺术性有机整合的设计原则 

绿化植物本身具有鲜明的生态性特征,而景观规划设计

工作要合理把控艺术性设计特征。绿化植物景观不能过于趋

同化,而要体现出个性化特征。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可以调整

绿化植物的群落构造形式与颜色搭配方式,确保植物景观与

园林景观的协调性,展现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同时,依托色

彩的明暗度对比,利用静态化植物形成动态化园林景观,强

化整体景观设计效果。绿化植物是有生命的个体,将其移栽

到园林生态系统中,会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并与所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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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互动。为此,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应通过调整设计模式,

突出绿化植物生态功能的多样性特征。 

2.5 经济性设计原则 

在绿化植物景观设计阶段,设计者要在体现植物群落造

型美感的基础上,坚持经济化设计原则,严格控制植物景观

搭配的成本损耗。而这也是经济性设计原则与科学性设计原

则的共同点。为此,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生

态效益,控制投资成本,优选美化效果突出,环境适应能力强

且成活率高的绿化植物。且结合绿化植物的生长习性特征,

准确估算植物景观养护成本,保证综合效益 大化。在经济

性设计原则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园林不会大规模栽植品种稀

缺、价格昂贵的绿化植物。 

2.6 生态艺术性设计原则 

绿化植物具有改善环境的作用,能够吸除灰尘、净化空

气、调节温湿度,降低温室气体浓度,释放氧气。绿化植物的

这些生物特性也正是园林景观设计的关键因素。对此,在园

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绿化植物改善生态环境的作

用,促进生态学理念、景观区自然环境特征与住宅建筑风格

的有机整合,打造符合地域环境特征的园林景观体系。园林

景观设计遵循生态艺术性原则,能够带给受众与众不同的审

美体验。但是,营造审美体验不是单纯的栽种植物即可,需要

根据植物的外观特征、色彩特征及生长习性特征进行合理规

划设计,做到外观造型与色彩搭配的协调性,进而彰显园林

景观的艺术魅力。 

2.7 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 

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应兼顾前期植物群落规划与后续维

护管理。园林景观需要长期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带给公众的

是永恒的陪伴。为此,园林景观设计人员要着重注意景观的

后期护理,满足可持续发展基本需求。在后期维护管理阶段,

组建一支责任意识强、专业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团队参

与整个护理过程,提高护理效率,强化整体工作效果。再者,

园林景观的护理不单纯是护理人员的职责,也需要游客严格

遵守规章条例,注重园林景观的完整性。 

3 园林景观规划中的植物设计方法 

3.1 植物群落空间构造设计 

按照植物景观的生物特征划分特色区域,并以特色分区

作为基本单元,综合分析生物功能与视线条件,协调处理空间

关系,从而划分疏林区、密林区与草坪区,优化景观设计效果。 

3.2 植物群落平面设计 

调整植物群落的平面角度与空间结构,如实反馈各植物

群落的空间构造关系。在整个景观平面设计体系中,林缘线

设计至关重要。从专业角度来说,林缘线是指高大灌木丛树

冠边缘垂直投影在地面的连接线,能够反映出植物群落的平

面构图,是划分绿化空间的重要方式。通常,林缘线设计是绿

化空间规模、透视线与布景深度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 

3.3 植物群落立面设计 

植物群落的立面设计主要包括植物群落构造设计与林

冠线设计两方面内容。植物群落构造设计是指群落的层次、

各层次的尺度标准、空间构造形式及疏密关系等。林冠线是

指灌木丛空间立面在平面构图上的轮廓线。不同高度的灌木

丛所形成的林冠线不同,能够带给公众别样的视觉感受。 

3.4 植物景观扩初设计 

扩初设计是以初步设计方案为基础的深化设计工作,实

际工作内容包括调整设计模式,细化设计环节。植物景观的

初步设计充分借鉴园林植物群落搭配方法与基本原则,明确

移栽植物类型、位置、数量及株距。通常来说,种植的初步

设计与设计方案或施工方案是相契合的。 

3.5 植物景观施工现场调整 

施工现场的配合是优化调整植物景观设计形式的过程。

在实际种植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系列设计阶段无法预见的

问题,导致景观设计效果与预期效果存在差异。对此,园林景

观设计人员应当在短时间内调整现场施工内容,在合理解决

既有问题的基础上,保证预期景观效果。现场调整是项目实

施过程的重要环节,与整体植物景观设计效果息息相关。施

工流程及后续养护管理直接决定了绿化植物的生长状态与

成活率。尽管养护管理不属于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的范畴,但

长效且合理的养护管理,对绿色植物的生长极为重要,具有

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结束语 

当前园林景观绿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园林景观

规划设计人员应当遵循行业基本原则,选择适宜生态环境特

征的绿化植物,让植物维持良好的生长形态,调整植物群落

构造形式与颜色搭配形式,以此满足城市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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