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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植物造景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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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绿地中植物造景应重点把握的几个原则，提出了几种行之有效的造景手法，指出园林植物与要其他园林要素适当配

合，进行意境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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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Scene-creating-by-plant in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Moder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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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城市的发展，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有了更高的要求，呼唤绿色，热爱大自

然，在城市建设中更加重视园林绿地的发展。所谓“绿”主要是体现在植物上，应用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

物来创造景观，充分发挥植物本身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植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欣赏，这

就是“植物造景”。  

  在都市中 ，已有不少较为成功的植物造景的范例.如，上海的人民公园、徐家汇绿地、延安中路绿地，以及

山西太原的汾河公园等。在此，对植物造景谈谈自己的认识，权作抛砖引玉。 

1 绿地中植物造景应重点把握的几个原则  

  (1) 自然性、生活性、科学性、艺术性相结合的原则。长期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早已厌倦满目高楼林立，

大家向往绿色，渴求自然。因此，在绿地建设中，植物造景就应当充满生活气息，富有人情味，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需要。同时，完美的植物景观也应注意科学性、艺术性的结合，既满足植物与环境在生态适应性上的统

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理，体现出植物个体及群体的形式美，以及人们在欣赏时所产生的意境美。在实际造景

创作中，四者应综合考虑、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实现预期的目标。  

  (2) 景观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景观形象能增强园林绿地的活力和艺术感染力，要表现这样的景

观，必须有文化做基础，尤其是地方文化，在设计时应深人挖掘地方文脉，避免出现罗马柱、大喷泉“一统天

下”的局面，从根本上增强创作的生命力。同时，优美的景观还要有丰富的层次，乔、灌、草、花合理搭配，以

满足人们不同视角的需要。  

  (3) 因地制宜与合理引进相结合。我国幅员辽阔，物种丰富，树种分布南北差异很大，在设计时根据当地气

候条件合理选择能适应的树种，倡导以乡土树种为主，同时，可有计划地引种适应性强、观赏价值高的外来树种

增加本地区园林植物种类。  

  (4) 传统技艺与适当改造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设计时可以吸取我国古代造园的精华和现代

西方造园新思想，新技术，结合我们目前的城市建设实际，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用众家之长创造现代城市丰富的

绿色景观。  

2 行之有效的造景手法 

2.1 利用园林景观植物表现时序景观  

  园林植物随着季节的变化会表现出不同的季相特征，春季繁花似锦，夏季绿树成荫；秋季红叶醉人，硕果累

累；冬季白雪皑皑，枝干虫L劲。这种盛衰荣枯的生命节律，为我们创造园林四时演变的时序景观提供了条件，我

们可以根据植物的季相变化，把不同花期的植物搭配种植，使得同一地点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的景观，给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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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体会时令的变化。当然也可用主题园的形式来展现时序景观，如:建春园，种植春花类植物，玉兰、海

棠、丁香、碧桃、迎春等，展现五彩斑斓的春季美景。 

  利用园林植物表现时序景观，必须对植物材料的生长规律和四季景观表现有深人的了解，才能准确地再现自

然的佳景。  

2.2 利用园林景观植物展现地域性特色  

  利用园林生态的不同及各地气候的差异，使植物呈现出地域性的景观。如:棕搁、大王椰子、槟榔营造的是一

派南国热带风光，而苍郁虫L劲的松柏，高大的落叶乔木展现的则是粗犷的北国风景，各地在漫长的植物栽培和应

用观赏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植物景观，并与当地的文化融为一体，甚至有些植物材料逐渐演化成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象征，如旧本的樱花，荷兰的郁金香，加拿大的枫树，我国成都的木芙蓉，我国大理的山茶花，我国北京

的国槐和侧柏，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我们要特别珍视这种特色，积极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植物材料营造植物

景观，弘扬地方文化，陶冶人们的情操。  

2.3 利用园林植物进行意境的创造 

  利用园林植物进行意境的创作是中国传统园林典型造景风格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巧妙地运用我国文化A蕴中为

各种植物材料赋予的人格化内容，从欣赏植物的形态美到欣赏植物的意境，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中国园林善于应用植物题材，表达造园意境，以花木作为造景主题，创造风景点，或建设主题花园。古典园

林中，以植物为主景观赏的实例很多，如圆明园中的杏花春馆、柳浪闻莺、曲院风荷，梧桐书屋等风景点；承德

避暑山庄中的万壑松风、松鹤清摊、青枫绿屿、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金莲映日、柳荫路曲、梧竹幽居等，以批

把、荷花、玉兰、海棠、柳树、竹子、梧桐等植物为素材，创造植物景观。中国现代公园规划也有不少学习传统

手法较为成功的范例，北京紫竹院公园的新景点有竹院春早、绿茵细浪、曲院秋深、艺苑、新堂初绽、饮榭、风

荷夏晚等；上海长风公园的覆雨翻云景点有茶花池、百花亭、木香亭、睡莲池、松竹梅园等。国内已建成的各类

公园风景点中的植物专类园有月季园、牡丹园、竹类园、木兰园、杜鹃园、桂花园、棕搁园、械树园，还有香花

园、岩生植物园、百草园、中草药园等。  

2.4 运用园林植物形成空间变化  

  植物本身是一个三维实体，是园林景观营造中组成空间结构的主要成分。枝繁叶茂的高大乔木被视为单体建

筑，各种藤本植物爬满棚架及屋顶，绿篱修剪整形后颇似墙体，平坦整齐的草坪铺展于水平地面，因此植物也像

其他建筑、山水一样，具有构成空间、分隔空间、引导空间变化的功能，植物在空间上的变化，可以借助借景、

障景等手法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人们的视线、视境的改变产生“步移景异”的效果。  

3 园林植物与其他园林元素的配合 

3.1 园林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的配合 

  植物配置与地形的结合城市园林绿地中，地形多为人工堆叠，体量不限。在进行植物配置时，应采用一定的

艺术手法，使之富有山林野趣。山顶植物配置应突出山体高度及造型，山脊线附近栽植高大的乔木，而山坡、山

沟、山麓选用相应的较为低矮的植物，强调山体的整体性及成片效果，以色叶林、花木林、常绿树林等形成较好

的远视效果。山顶植物配置可与亭、阁等观景建筑结合，加强近景植物配置。沟谷地带适于植物生长可形成特色

景观，如:樱桃沟、梨花峪、松云峡等。水边的植物配置，应充分利用倒影，面积较大的水岸，宜疏密不等地配置

树群，游人较多处可设置草坪，并使道路忽而临水，忽而转人树丛，增加游兴。孤植树和色彩丰富的树种也要适

当选用，当水深1 m以下时，可选用挺水或浮水植物，大于1 m时。只能选择浮水植物，注意水中植物种植面积不

能过大，以免影响倒影成像，且应注意控制水生植物的生长态势。  

3.2 园林植物与建筑结合组景 

  园林植物与建筑的配植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的结合。处理得当，两者关系可求得和谐一致。植物丰富的自然色

彩、柔和多变的线条，优美的姿态和风韵都能增添建筑的美感.使之产生出一种生动活泼而具有季节变化的感染

力，一种动态的均衡构图，使建筑与周围的环境更为协调。  



  建筑的线条往往比较硬直，而植物线条却较柔和、活泼。广州双溪宾馆走廊中配植的龟背竹，犹如一幅饱蘸

浓墨泼洒出的画面，不仅增添走廊中活泼气氛，并使浅色的建筑与浓绿的植物色彩及其线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建筑的屋顶也可用植物美化，华南某些二层坡顶的建筑屋顶爬满炮仗花后，无花时，犹如乡间茅舍，充满田

园情趣；花开时，一片繁花似锦，更丰富了建筑的色彩。建筑中的门洞、窗框以植物为景，同样植物的枝干也可

用来框借远处的建筑，甚至山峦、植物为景。颐和园昆明湖旁数株老树以远处的佛香阁、玉泉塔为框景就是一

例。某些园林建筑本身并不吸引人，甚至施工时非常粗糙，可是和植物组成一景后，建筑的不足之处常被忽略过

去，依山傍水的园林建筑通过将植物配植其间，使其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完整的景观。这种例子在风景区中也屡

见不鲜。  

3.3 植物配置与道路的结合  

主路应以乔木为主，适当配置少量花灌木，形成特色的景观，如银杏路、合欢路等；较长的道路上，可以用多种

植物进行配置，但主景要突出；小路乔木不宜超过3种，可与石块、亭、廊等结合造景；山路口主道路转弯处，应

安排观赏树丛；花园小径可采用小灌木、花境、地被、山石相结合的方式。 

3.4 植物与山石小品  

  掇山若不与植物结合就成了单纯的雕塑作品。在城市绿地中，山石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与之相应的植物配置

也不同。 

  如果在地势较陡的地方，山石就以天然露头的形式错落分布以减缓坡面，稳固土壤，那植物配置就一定要将

地面覆盖严密，尤其岩石四周不可裸露土面，但也不能让过高的植物遮蔽山石，应充分利用因山石砒护而平缓的

坡面栽植树木灌丛或宿根花卉等，与山石参差交错，相互烘托；而在以堆掇山石艺术为主要欣赏对象的地方，植

物的作用在于衬托山石的轮廓，突出其中的岩壑，加强立体感，丰富线条和色彩的变化。山石上宜采用平伸和悬

垂植物，注意体形枝干与山石的纹理对比，一般不用直立高耸的植物，攀援植物也不宜过多，要让石山优美的部

分充分显露出来。  

  在一些庭院的角落或视线集中的植物丛中，少量山石常与植物以同等重要的程度相结合，以它们不同的体

形，不同的色调，不同的质感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在这里应注意突出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如:直立的剑石

配以水平线条明显或圆形轮廓的植物；浑圆的组石配以轮廓散漫或大叶伸张的植物等等，色彩方面也要突出差

异。 

4 结语  

  在进行植物造景时，要充分挖掘植物自身的生物特性，把植物的美充分表现出来，同时，要把传统的艺术手

法与现代精神相结合，创造出既符合植物生态要求，又景色迷人、健康优美的植物空间，满足游人的游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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