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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园林能够继承与发扬传统园林的优点，按照生态学

的原则，构建全面科学的植物群落，形成人、物联系的新局

面，获得生态、科学、文化之美。在生态园林建设中植物的

合理配置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在生态园林设计中要坚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结合生态学原理合理配置植物，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各

种植物群的协调有序配置，通过运用不同植物之间的特点提

高生态园林设计水平，推动园林生态绿化的可持续发展，为

建设美丽、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提供帮助。

2 生态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原则

2.1 乡土特色和生态学原则

乡土植物，指的是在本土长期生长的植物。它们可以很

好地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通过较长时间的繁衍，它们会成

为适合本土发展的特色植物。如何实现生态园林的设计效果？

本土的特色植物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适合当地气候、适

合当地的所有生长资源。适当地引入外来树种，植物景观设

计中要坚持生态学原则为指导思想，以凸显自然，维持生态

平衡作为宗旨，坚持人与自然共存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实现平面上系统性、空间上层次性及时间上相关性的目标。

2.2 统一性原则

植物种类非常繁多，根据植物的形态、形状、颜色，它

们会有不同的展示形态。在整个生态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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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城市建设的全过程。生态园林属于城市基础设施之一，它是以大自然为基地，
进行低干扰、多修复的手法，依靠科学的植物配置构建人工植物群落，将生态园林的生态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向人们展现景
观优美、文化内涵深厚的城市居住环境。所以在论文论述内容中，将对城市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工作中的植物配置方法进行论
述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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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需要考虑进去，反之整体的设计效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如何既能满足园林设计的需求，还能同时符合植物的生长习

惯，就需要重点关注植物本身与设计素材之间的搭配融合度。

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用不同的构图方法，营造出不同的视

觉空间，就可以给观赏的人们映射出个性、有吸引性的园林

景观。

2.3 均衡性原则

不同的植物色彩、形态会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冲击力，

并且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在生态园林设计中。要求

各种植物在体形、数目、色彩、质地、线条等方面权衡比较，

以求得景观效果的均衡感。例如，色彩简单、体积小、质地

柔软的植物会给人们带来轻盈的感受；而色彩鲜艳、体积大、

质地粗厚的植物会给人们带来厚重感。为了呈现良好的植物

配置效果，需要均衡配置植物的色彩、体积、形态，充分结

合环境特点，合理配置不同植物种植面积 [1]。

2.4 生物多样性原则

遵循自然界植物群落的发展规律，满足数量和多样的要

求，在创造植物景观时，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没有量就没

有美”。在保证植物数量的基础上，加入群落物种种类，构

建错落有致的群落层次，并为动物提供丰富的蜜源植物，构

造动植物耐以生存的环境，以此体现生物多样性原则。

3 生态园林景观植物配置方法介绍

3.1 结合地域与气候特点配置植物

在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在明确用户需求及设计

目的的前提下，由设计者选择符合当地地域特点以及气候条

件的景观植物。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地域特征构造出独特的

景观，从而使当地的乡土景观得以延续。例如，农田、鱼塘、

水利工程、乡间石桥、石板路等，都具有浓厚的乡间文化气息。

所以在设计过程中尽可能保留该地区原有的一些地质特征，

进行低干扰、多修复，尽可能利用原有地形及植被，然后在

此基础上进行生态园林景观设计 [2]。

3.2 注重对自然的体验

现代人对自然的渴望尤为迫切，园林景观无论是花园还

是公园，都是作为人们感受自然、与自然共呼吸的场所。生

态园林植物配置能让人置身其中是真切感受到大自然的野区。

例如，在坡地上设置一步步向上的嵌草石步时，可以设计一

丛丛狼尾草在石步左右，让人从石步向上行走时感受到一种

腾云驾雾的仙境和野区，从而感知自然，尊重自然。

3.3 巧用植物特性合理搭配

在生态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基于木本花卉本身的

不足与弊端，可选用草本花卉对其进行有效弥补。生态园林

植物配置过程中，应当在花型以及色彩和树冠形状与植物长

势等方面进行协调配置，综合考虑裸露在外的草坪、地面以

及水池等，考虑各种搭配组合下的植物种植比例等。例如，

建筑物过于密集、光照较少，则应选择一些耐阴植物进行栽

植，常见的喜阴植物有云杉、椴树等；在一些工业区附近，

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应栽植一些能够有效吸收

有害气体的树种，如旱柳、臭椿等；色彩搭配也非常的重要，

实践中应当注意其协调性。植物搭配过程中应当注意色彩对

比及其变化，尤其是季相变化。例如，常绿树下以耐阴、花

色亮以及花期较长的玉簪以及紫萼等为宜 [3]。

3.4 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富有层次和空间感

在植物配置和造景的过程中要注意植物自身的空间感和

层次感的设计，从多个角度和层次进行统一和协调，使园林

的景物保持一定的落差、层次和比例，最终乔木、灌木及地

被协调又统一，还富有层次感。另外，园林设计还应该结合

城市规划合理规划植物空间，在空间布局应该根据地理环境

与城市规划发展相结合，形成区域植物景观空间。植物造景

及其景观空间往往有一定具体的功能和侧重面，需综合考虑，

如公园、风景名胜区侧重于植物的美化等方面的功能；城市

湿地侧重于植物在净化水体、涵养水源、固土护坡、维持生

态平衡等方面的生态功能 [4]。

3.5 依据园林建设场地科学选择与配置植物

园林在绿化建设时，设计了不同的绿化场地，包括公共

场所的绿化、居民居住场地绿化、道路两旁的景观绿化等。

由于绿化场地的不同，其所达到的绿化标准也不同，在绿化

植物配置时要根据建设场地的不同体现一定的差异性。道路

两旁园林绿化要起到净化空气、美化街道的效果，而居民居

住场所的绿化不仅要改善居住环境，也要凸显场地绿化的人

文性及整体的景观性。在进行植物配置时，应留足居民文化

活动开展的场地，并在配置时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公共场所

绿化包括公园、动物园、陵园、花园等各个场所的绿化，在

进行植物配置时要根据不同场所的功能性特征，选择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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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植物进行优化配置。例如，在花园中，要配置多样化的

开花植物，并确保各个阶段花园内都有“花景”可赏，有“色

彩”可观，既满足了花园的功能性需求，也体现了园林绿化

的观赏性。

4 注意事项

在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应当对植物配置的图纸

加强审核，在图纸审核的过程中，对种植设计以及植物配置

各工作内容进行全方位的审核以及可行性评价，还应从后期

的病虫害管理方面设计植物配置，从而保证图纸拥有可操作

性。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图纸进行施工，若是出

现施工变更项目应当及时上报并会审，在对施工变更项目进

行可行性分析之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施工 [5]。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城市生态园林景观设计工作来讲，对于

整个城市的形象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所以在设计工作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生态园林景观设

计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在提升生态园林景观的生态功能的

同时，增加生态园林景观的观赏性。因此，需要在生态景观

设计工作中，对植物配置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及探讨，在实现

生态功能同时又发挥生态园林景观的观赏作用，提高城市形

象以及城市生态环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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