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技术研究 
第 8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2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花境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李楠 

河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DOI:10.12238/btr.v8i1.4620 

 

[摘  要] 花境植物作为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以其丰富的色彩、多样的形态和独特的生态功能,

在提升景观美感、营造空间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巧妙配置与选择,花境植物能够形成错落有

致、层次分明的景观效果,增强园林的观赏性和生态多样性。本文深入探讨了花境植物在公园绿地、居

住区景观以及商业街区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策略,以期为园林设计师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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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landscape design, flower border pl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landscape beauty and creating space atmosphere with their rich colors, diverse forms and unique 

ecological functions.Through skillful configuration and selection, flower border plants can form 

well-arranged and well-stratified landscape effects, enhancing the ornament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of 

garden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flower border plants in different scenes such as park 

green space, residential landscape and commercial block,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landscape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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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居住环境的美观度与舒适

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花境植物作为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其独特的魅力与生态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

爱。通过合理配置花境植物,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提升空

间的生态品质与文化内涵,为人们创造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

空间[1]。 

1 花境的定义与分类 

花境,作为园林景观设计中的精髓之一,是一种通过艺术手

法将多种花卉按自然生态规律种植在一起形成的带状花坛。其

定义涵盖了以树丛、绿篱、矮墙或建筑物为背景,模拟自然界中

林地边缘地带多种野生花卉交错生长状态的特殊种植形式。花

境的分类依据多种标准,展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按植物

材料,花境可分为草本花境、灌木花境、观赏草花境及混合花境,

各类花境依据花卉的生长习性和观赏特点进行细分。按应用区

域,花境则可分为路缘花境、林缘花境、墙垣花境、庭院花境等,

这种分类方式充分考虑了花境在园林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和布置

形式。此外,花境还可按立地条件、花期及观赏角度进行分类,

每种分类方式都体现了对花境设计精准把控和科学规划的要求,

确保了花境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兼具。 

2 花境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设计原则 

2.1因地制宜原则 

在花境植物应用于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原则

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设计原则。该原则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花境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种植区域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等自然因

素,以及周边建筑、道路、水体等环境因素,确保所选植物种类

与种植环境的高度契合。具体而言,设计师需对种植区域进行现

场勘查,了解土壤质地、pH值、水分状况等详细信息,进而选择

适宜的植物种类。同时,还需考虑植物的生长周期、耐寒性、耐

热性等生物学特性,确保植物能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正常生长。

此外,因地制宜原则还强调花境设计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设

计师需结合周边建筑风格、道路布局、水体形态等因素,精心选

择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使花境成为整体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增强景观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2.2协调统一原则 

在花境植物应用于园林景观设计的实践中,协调统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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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该原则强调花境设计需与整体景观风

格、主题、色彩及空间布局保持高度一致,以确保景观的和谐与

统一。具体而言,设计师需深入理解园林的整体设计理念与风格,

如古典、现代、自然等,进而在花境设计中融入相应的元素与手

法。在色彩选择上,花境应与园林中的其他景观元素相呼应,形

成协调统一的色彩体系。在空间布局上,花境需与园林的道路、

水体、建筑等景观元素相协调,营造出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景

观效果。此外,协调统一原则还要求设计师在花境设计中注重细

节处理,如植物种类的搭配、株高的控制、花期的调控等,以确

保花境在整体景观中的完美融合与呈现[2]。 

3 花境植物的配置与选择 

3.1层次丰富 

在花境植物的配置与选择中,层次丰富是构建视觉美感与

生态多样性的关键原则。为实现这一目标,设计师需精心规划植

物的高度、形态、色彩及质感,以形成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景

观效果。首先,从高度层面出发,通过搭配低矮的地被植物、中

等高度的灌木以及高大的乔木,构建出由低到高的多层次植物

群落,增强花境的空间立体感。其次,在形态上,选择具有不同叶

形、花序及枝干结构的植物种类,以丰富花境的视觉形态。最后,

质感差异也是层次丰富原则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选择具有

粗糙、光滑、细腻等不同质感的植物叶片,增加花境的触感体验

与视觉丰富度。 

3.2色彩搭配 

在花境植物的配置与选择中,色彩搭配是衡量花境视觉效

果与情感表达的重要标尺。设计师需深入理解色彩学原理,巧妙

运用色彩的对比、调和与渐变等手法,构建出既和谐又富有变化

的花境色彩体系。首先,对比色搭配能够营造出花境的鲜明与活

力,如将红色、黄色等暖色调与蓝色、紫色等冷色调的植物相间

种植,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其次,调和色搭配则注重色彩间的

和谐过渡,通过选择相近色相或类似色调的植物种类,营造出花

境的宁静与优雅。最后,渐变色搭配能够展现花境色彩的动态变

化,设计师需依据植物的生长周期与季节变化,精心挑选具有不

同花色变化的植物种类,以形成由深至浅或由冷至暖的色彩渐

变效果。 

3.3季相变化 

在花境植物的配置与选择中,季相变化是展现花境时序美

感与生态韵律的关键要素。设计师需深入掌握各类植物的生长

发育规律与季节变化特性,以科学规划花境的季相景观。春季,

以开花早、色彩鲜艳的植物为主,如樱花、郁金香等,营造出生

机勃勃、繁花似锦的春日景象。夏季,则选择耐热性强、花期长

的植物种类,如紫薇、木槿等,以延续花境的观赏期,同时利用绿

色植物的浓密叶片,提供遮阳与降温的功能。秋季,注重选择秋

色叶树种与观果植物,如枫香、南天竹等,展现出花境丰富的色

彩层次与果实累累的丰收景象。冬季,则通过常绿植物与观枝干

植物的搭配,如松柏、红瑞木等,保持花境的绿色基底与冬季特

有的景观特色[3]。 

4 花境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实践应用 

4.1公园绿地 

在公园绿地的园林景观设计中,花境植物的应用不仅丰富

了景观层次,还提升了公园的整体生态价值。设计师需根据公园

的功能定位、游客活动需求以及地形地貌特征,精心规划花境布

局与植物配置。在入口广场或重要节点处,采用大型花境作为视

觉焦点,以吸引游客注意,同时,通过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植物

种类,增强公园的地域文化特色。在花境设计中,注重植物色彩、

形态与质感的搭配,形成鲜明对比与和谐统一并存的景观效果,

为游客带来视觉上的愉悦与心灵上的放松。 

此外,在公园绿地的花境设计中,还需充分考虑植物的生态

功能与观赏价值。通过构建多层次植物群落,增加公园的绿量,

提升空气质量与生态多样性。在林下空间或滨水区域,设置以地

被植物、观赏草为主的花境,既美化环境,又保持水土、净化水

质。同时,设计师还需注重花境的维护与管理,通过定期修剪、病

虫害防治等措施,确保花境植物的健康生长与良好景观效果。在

花境植物的选择上,优先选择适应性强、观赏期长的植物种类,

以降低维护成本,延长花境的使用寿命。 

4.2居住区景观 

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花境植物的应用对于营造宜居环境、

提升居住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设计师需深入理解居住区的空间

布局、建筑风格以及居民的生活需求,以科学规划花境的布局与

植物配置。在居住区入口或中心绿地,设置大型花境作为景观焦

点,通过精心挑选的植物种类与色彩搭配,营造出温馨、雅致的

居住环境。同时,注重花境与硬质景观的协调统一,如与座椅、灯

具、雕塑等景观小品相结合,形成和谐美观的景观组合,增强居

住区的艺术氛围。 

在居住区景观的花境设计中,还需充分考虑植物的生态功

能与居民的健康需求。通过构建多层次植物群落,增加绿量,提

升空气质量,为居民提供清新的居住环境。选择具有芳香、药用

价值的植物种类,如薰衣草、薄荷等,营造具有疗愈功能的景观

空间,有助于缓解居民的生活压力与心理疲劳。此外,设计师还

需注重花境的季相变化,确保四季皆有景可赏,为居民带来时序

更迭的惊喜与愉悦。在维护管理上,采用生态环保的养护措施,

如利用天敌控制害虫、采用有机肥料等,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保护生态环境与居民健康[4]。 

4.3商业街区 

在商业街区的园林景观设计中,花境植物的应用对于营造

独特商业氛围、吸引顾客流量具有关键作用。设计师需紧密结

合商业街区的定位、风格与业态布局,巧妙地将花境融入商业环

境中,创造出既美观又实用的景观效果。在商业街区的入口、转

角或重要节点处,设置特色花境,以鲜明的色彩、独特的形态吸

引顾客目光,引导人流,同时,通过植物与商业标识、广告牌的结

合,强化商业街区的品牌形象与记忆点。此外,设计师还需注重

花境与商业设施、硬质景观的协调统一,如与座椅、遮阳伞、花

坛等设施相结合,形成和谐美观的商业景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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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街区景观的花境设计中,还需充分考虑植物的季相

变化与商业活动的周期性。通过精心挑选不同花期、花色的植

物种类,确保商业街区在不同季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效果,

为顾客带来持续的视觉享受。同时,结合商业活动的季节性特点,

如节假日促销、新品发布等,灵活调整花境布局与植物配置,营

造节日氛围,提升商业活动的吸引力与参与度。在维护管理上,

采用高效、环保的养护措施,如定期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确保

花境植物的健康生长与良好景观效果。此外,设计师还需注重花

境的文化内涵与商业价值的融合,通过植物寓意、历史故事等元

素的融入,提升商业街区的文化底蕴与品牌价值[5]。 

5 结语 

总而言之,花境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不仅能极大

地丰富景观的层次与色彩,还能提升空间的生态价值与审美品

质。无论是公园绿地、居住区景观还是商业街区,花境植物都以

其独特的魅力,为各类场所增添了生机与活力。通过精心规划与

布局,花境不仅能美化环境,更能营造和谐、宜居、具有文化内

涵的空间氛围。未来,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与美好生活的追求日

益增强,花境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与深

入,成为构建绿色、生态、人文城市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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