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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环境建设的备受重视, 各地园林绿化建设步伐的加

快, 很多园林建设已能很好地协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再现

历史文化内涵、把握园林设计的植物配置。但是还有的园林

建设存在着效果不理想、植物配置不合理、设计与实施面目

全非、建设成本和维护管理费用过高等问题。因此, 对城市

园林绿化工程中植物配置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植物配置的手法

1 .1  植物配置的原则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中植物配置包括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 , 考虑植物种

类的选择, 树丛的组合, 平面的构图、色彩、季相以及园林意

境; 另一方面是园林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相互之间的配置。

在园林空间中, 无论是以植物为主景, 或植物与其他园林要

素共同构成主景, 在植物种类选择、数量确定、位置安排和方

式采取上都应强调主体 , 作到主次分明, 以表现园林空间景

观的特色和风格。具体原则: ①对比和衬托。利用植物不同

的形态特征 , 运用高低、姿态、叶形叶色、花形花色的对比手

法, 表现一定的艺术构思 , 衬托出美的植物景观。在树丛组

合时, 要注意相互间的协调 , 不宜将形态姿色差异很大的树

种组合在一起。运用水平与垂直对比、体形大小对比和色彩

与明暗对比3 种方法。②动势和均衡。各种植物姿态不同 ,

有的比较规整, 如杜英; 有的有一种动势, 如松树。配置时 ,

要讲求植物相互之间或植物与环境中其他要素之间的和谐

协调, 同时还要考虑植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和季节的变化 ,

不要因此产生不平衡的状况。③起伏和韵律。韵律有两种 ,

一种是”严格韵律”; 另一种是”自由韵律”。道路两旁和狭长

形地带的植物配置最容易表现出韵律感, 要注意纵向的立体

轮廓线和空间变换, 作到高低搭配, 有起有伏, 产生节奏韵

律, 避免布局呆板。④层次和背景。为克服景观的单调, 宜

以乔木、灌木、花卉、地被植物进行多层的配置。不同花色花

期的植物相间分层配置, 可以使植物景观丰富多彩。背景树

一般宜高于前景树, 栽植密度宜大, 最好形成绿色屏障, 色调

加深, 或与前景有较大的色调和色度上的差异, 以加强衬托。

1 .2 植物种类的选择  植物具有生命, 不同的园林植物具

有不同的生态和形态特征。进行植物配置时, 要因地制宜 ,

因时制宜, 使植物正常生长, 充分发挥其观赏特性。①要根

据当地的气候环境条件配植的树种, 特别是在经济和技术条

件比较薄弱的发展新区, 尤显重要。滨洲市地处温带, 新近

推荐使用的优良乔木类落叶树种有无患子、栾树等。乔木类

耐寒常绿树种有山杜英等。②要根据当地的土壤环境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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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配植的树种。例如, 杜鹃、茶花、红花继木等喜酸性土树

种, 适宜pH 值5 .5 ～6 .5 含铁铝成分较多的土质。而黄杨、

棕榈、桃叶珊瑚、夹竹桃、海桐、枸杞等喜碱性土树种, 适宜

pH 植7 .5 ～8 .5 含钙质较多的土质。③要根据树种对太阳光

照的需求强度, 合理安排配植的用地及绿化使用场所。如滨

北公园改建工程中, 原盆景园靠槐树路一带香樟密植, 地坪

难见阳光, 采用了荫蔽性极强的桃叶珊瑚, 种植后效果极佳。

④要根据环保的要求进行配植的树种。在众多的树木之中 ,

有许多不仅具有一般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 而且分别具有

防风、固沙、防火、杀菌、隔音、吸滞粉尘、阻截有害气体和抗

污染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因此, 在城市园林、绿地、工

矿区、居民区配置林木时, 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环境保护的实

际需要 , 配置适宜的树木。例如, 在粉尘较多的工矿附近、道

路两旁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 应该多配置一些侧柏、桧柏、龙

柏、青桐、槐树、悬铃木等易于吸滞粉尘的树木; 在排放有害

气体的工业区特别是化工区, 应该尽量多栽植一些能够吸收

或抵抗有害气体能力较强的树木, 如广玉兰、海桐、构树、棕

榈等。⑤要根据绿地性质进行配置。各街道绿地、庭园绿化

中, 根据绿地性质, 规划设计时选择适当树种。如设计烈士

陵园绿化, 树木选择常绿树和柏类树, 表示烈士英雄坚强不

屈的高尚品德。在幼儿园绿化设计, 选择低矮和色彩丰富的

树木, 如红花继木、金叶女贞、十大功劳, 由红、黄、绿3 色组

成, 带来活泼气氛。还要考虑不能选择有刺、有毒的树木。

如夹竹桃、构骨等。

1 .3  植物配置方式 植物配置方式分自然式的树木配置和

规则式配植两类。一是自然式的树木配置, 包括 : ①孤植。

单株树孤立种植, 孤植树在园林中, 作为园林中独立的庇荫

树和观赏用, 也单纯为了构图艺术上需要。主要显示树木的

个体美, 常作为园林空间的主景, 用于大片草坪上、花坛中

心、小庭院的一角与山石相互成景之处。②丛植。1 个树丛

由3～5 株同种或8～9 株异种树木不等距离的种植在一起 ,

其配置宜自然, 符合艺术构图规律, 务求既能表现植物的群

体美, 也能表现树种的个体美, 是园林中普遍应用的方式, 可

用作主景、配景、背景或隔离措施。③群植。以1 ～2 种乔木

为主体, 与数种乔木和灌木搭配 , 组成较大面积的树木群体 ,

数量较多, 以表现群体为主, 具有“成林”的效果。④带植。林

带组合原则与树群一样, 以带状形式栽种数量很多的各种乔

木、灌木 , 如用作园林景物的背景或隔离措施、街道、公路的

两旁, 一般宜密植, 形成树屏。二是规则式配植 , 包括: ①行

植。在规则式道路、广场上或围墙边沿, 呈单行或多行且株

距与行距相等的种植方法, 叫作行植。②正方形栽植。按方

格网在交叉点种植树木, 株行距相等。③三角形种植。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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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按等边或等腰三角形排列。④长方形栽植。正方形栽植

的一种变型, 其特点为行距大于株距。⑤环植。按一定株距

把树木栽为圆环的一种方式, 可有1 个圆环、半个圆环或多

重圆环。⑥带状种植。用多行树木种植或带状, 构成防护林

带。一般采用大乔木与中、小乔木和灌木作带状配置。

2  植物配置的要点

2 .1  要防止不科学配置的浪费  很多园林规划设计为了能

使设计方案被接受, 在植物配置中迎合领导意图、不顾科学、

为了推销利润高的树种而随意规划。这种现象在滨洲也存

在, 到处都是雪松、广玉兰、桂花等少数常绿树木, 花少、色

暗、四季无变化、覆盖率低 , 且许多植株的规划密度过大, 不

利于植物生长, 一定年限后相互拥挤, 不是不易移植就是移

植无地方栽, 造成浪费。

2 .2  要综合考虑植物间的互补  在植物配置中不同植物在

一起要考虑相互间的生长速度、影响能力、阴阳性, 观赏效

果、病虫害的交叉性、同种树的连片与分隔的统一、病虫害防

治的难易程度、耐湿耐旱性等, 都是选择树种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 乡土树种生命力、适应性强 , 能有效地防止病虫害

大暴发, 常绿与落叶树分隔能有效地阻止病虫害的蔓延, 林

下植草比单一林地或草地更能有效利用光能及保持水土。

植物配置还应注意植物高矮顺序与游人视线的关系、植物色

彩美与季节的关系和颜色相配的协调性,

2 .3  要掌握不同地方植物配置的要点 ①交通岛周边的植

物配置宜增强导向作用, 在行车视距范围内应采用通透式配

置。绿岛上自然式配置树丛、孤植树 , 在开敞的绿化空间中 ,

更能显示出树形自然形态, 与道路绿化带形成不同的景观。

导向岛绿地应配置地被植物。②广场绿化应配合广场的主

要功能, 使广场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广场绿地布置和植物配

置要考虑广场规模、空间尺度, 使绿化更好地装饰、衬托广

场, 改善环境, 利于游人活动与游憩。③道路绿化是城市绿

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以体现一个城市的绿化风貌与

景观特色。园林景观路的绿化用地较多, 具有较好的绿化条

件, 应选择观赏价值高的植物合理配置 , 以反映城市的绿化

特点与绿化水平。园林景观路是道路绿化的重点 , 主干路是

城市道路网的主体, 贯穿于整个城市。主干路植物配置要考

虑空间层次、色彩搭配, 体现城市道路绿化特色。同一条路

段上分布有多条绿带, 各绿带的植物配置相互配合, 使道路

绿化有层次、有变化、景观丰富 , 也能较好地发挥绿化的隔离

防护作用。分车绿带的植物配置应做到形式简洁、树形整

齐、排列一致。④花坛布置应选用花期、花色、株型、株高整

齐一致的花卉, 配置协调。花坛、花境的设计应配置合理、主

题突出、具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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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F3 这2 个基因做了许多研究工作。Gil mour 等研究表明 ,

CBF3 在转基因拟南芥中过量表达, 不仅使植株耐低温的能

力提高 , 而且抗旱和抗盐性也提高[ 8] ; Hsieh 等将拟南芥

CBF1 转入番茄中 , 发现转基因番茄的抗旱性和耐低温性都

明显增强[ 9] ;Jaglo 等[ 10] 用 CBF1 转化拟南芥 ,Liu 等[ 11] 用

CBF3 转化拟南芥 , 他们获得的转基因拟南芥植株的抗逆性

均得到综合的改良。相比之下 , CBF2 基因的研究显得极度

匮乏 , 只有Jaglo 等报道转拟南芥 CBF2 的油菜植株中, EL50

值( 导致50 % 组织电解质渗漏出来的冰冻温度) 比未转化油

菜低4 .6 ℃[ 10] 。因此 , 笔者克隆 CBF2 基因 , 用于转化经济

作物番茄和大豆。同时 , 为了避免转录因子应用中存在的

植株矮化、生长迟缓等严重问题[ 12] , 笔者又克隆了逆境诱

导型启动子 rd29 A, 并构建了 rd29 A 启动子调控的 CBF2 基

因的植物表达载体 , 期望得到抗逆性增强、产量提高的转基

因株系。目前 , 已经得到了转化的番茄和大豆的再生植株,

正在进行转基因植株的分子检测和抗逆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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