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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植物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园林植物的有效应用直接影响到园林景观工程质量

及园林植物功能的发挥。因此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应该秉持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园林植物,从而满足

园林美观性要求以及实现生态环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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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林景观设计要点 

1.1体现良好互动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

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所以在园林绿

化的设计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植物的美观

性、存活率,而且要注重植物与居民的互

动性。所谓互动性,是指增强绿化植物及

相关装饰物与居民间的联系紧密度,对

此可设置部分能够与居民产生实质性互

动的健身器材以及着重体现当地文化传

承、文化特点的装饰物,如雕像、经过修

剪的造型化植物等。而对于部分水资源

丰富、具有江河湖泊等自然景观的城市,

也可设置出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水上建

筑与设施供居民游览,欣赏美景与历史

文化,充分体现出园林绿化的多元化职

能,从多角度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 

1.2注重植物搭配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距离较远

的两座城市所适宜种植的植物品类可能

完全不同,因此在绿化设计的植物选择

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气候特点,对植物

种类进行合理选择与搭配,并注重植物

种植的空间性,形成立体化的城市园林

绿化系统。具体而言,由于本地树种经过

多年培养,已经对当地气候具有一定适

应性,一般存活率较高且生长态势良好,

所以设计者要优先考虑本地树种,再酌

情考虑引进气候相近的其它地区的树种,

用以提升植物品类丰富性。为保障道路

行车安全,即使作为本地树种,也要选择

体型较大、生长发育周期短且抗旱抗寒

抗病虫害能力强的树种,尽量避免树木

被蛀空以致突然折断等现象发生,强化

绿化持久性与道路安全性。 

1.3完善设计细节 

城市园林绿化不单单指植物设计,

而是植物、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总和。

在园林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可充分利用

园林小品点缀园林空间、增添园林景致,

通过与植物的相互衬托起到观赏性与便

利性提升的作用。其中包括垃圾箱与休

闲区、购物区位置不宜过远或过近、高

度为0.5～1m；长椅间隔与數量要根据园

林整体设计合理规划,且一般位于道路

两旁与水边,方便居民休息与观赏风景；

灯具要根据用途不同、位置不同选择不

同亮度与样式,如入口、道路两侧及水边

的灯具要求亮度较高,拐角处灯具可与

指示牌相结合,使照明作用与提示方位

作用相结合等。 

1.4把握城市特色 

我国具有数千年文化传承,不仅存

在众多如西安、洛阳、南京、开封等蕴

含着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化古都,还存在

上海、深圳等具有浓厚现代化气息的先

进“窗口”,各城市建设发展特色不同、

人文风俗不同,所适合的城市园林绿化

规划方案也应有所不同。在此方面,城市

园林设计者要充分搜集该城市相关信息,

包括省花、市花、历史典故、特色节日、

民族分布等,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多种多

样,如城市规划博物馆、城市历史信息

馆、城市资料库等。在实际设计过程中,

要充分将该城市的地质、气候、人文等

因素考虑在内,设计出符合当地居民审

美的城市园林绿化特色。 

2 园林景观设计以及植物保护

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1树种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由于设计人

员考虑的并不是很周全,在设计之前没

有完全的了解植物的生物学特性以及每

种植物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进而导致

了出现一些园林树种配置方面的不合

理。其表现在设计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相

生相克的植物在一起种植,比如核桃能

够造成周围松树和苹果树受害或者是死

亡。容易产生转主寄生的植物品种一起

种植,比如,红叶小檗和竹子在一起种植

将会容易出现锈病。怕水的植物种植在

低洼处容易出现病害等情况。这些问题

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导致植物出现黄化

病、蚜虫以及白粉病等,并且大部分的病

虫因为环境以及周围条件的限制,是很

难进行控制的。 

2.2种植缺乏合理性 

一般情况之下,园林设计都只是单

一地考虑植物的观赏效应。很多时候对

于植物的种植密度是没有进行考虑的。

因此,种植密度过大也是我国园林设计

当中的一个问题。植物在一个拥挤的空

间生长,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其中,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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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问题就是非常突出的,这对于植物的

健康生长极为不利。 

2.3园林景观设计模式比较单一的

问题 

在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存在着

设计的模式比较单一的问题,因为设计

种植整齐划一,植物的种类、年龄以及层

级趋向着一致,植物生长群落的结构比

较简单,所以不能够有效的抵御病虫害

的侵害,同时也不能够发挥出自然控制

因素的作用,最终导致园林种植病虫害

问题的加剧。 

2.4病虫危害问题 

由于园林景观绿化建设的不断加快,

使得有些城市在绿化建设过程中忽视甚

至是避而不用乡土树种,而去追求一些

不适应当地环境的外来树种,并且不加

论证就进行播种。虽然这些树种可能会

在短期之内在园林景观上取得不错的效

果,但是因为部分的新引进植物通常都

不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进而表现出生

产不良,并且十分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威

胁。也有的城市花费了大量的资金,盲

目的从野生环境中移植特大的乔木,这

些乔木成活率十分低,并且很难恢复原

来的样貌,同时大部分的树林因为生产

不良从而导致病虫害也时常出现。这些

问题都将为园林绿化工作带来沉重的

压力。 

2.5盲目引入外来品种 

虽然我国的园林种植生物的结构比

较单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在

园林设计中引入一些外来的物种。有一

些园林的工作人员,对于外来的物种有

一种盲目的崇拜,对于外来物种的特性

也不够了解,在种植过程中盲目引进,这

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能会对当

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伤害。例如,引入的一

些外来物种在本地没有天敌的抑制,出

现了疯狂的生长現象。 

3 园林景观设计的植物保护策

略分析 

3.1科学合理配置树种 

在每个树种之间,环境以及树种之

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以及相互制约的关

系。因此,在对园林进行设计的过程中,

必须要结合利用树种之间的关系,并且

要对树种进行合理的配置,同时要避免

相克的树种进行搭配,以免人为造成病

虫害共生的环境调节。与此同时还要充

分利用树种互利的这方面,种植相生的

树种,以此来增加树种之间的合作共存

以及互利互惠,进而有效的控制病虫害

的发生。 

3.2园林景观设计时的植物要求品

种多样化以及结构复层化 

在园林植物中,不同的病虫会危害

不同的树种。在选择不同的树种进行搭

配时,必须要了解病虫害的寄主范围以

及活动规律等,防止病虫害的转主危害

以及交叉感染。要根据环境的不同尽可

能选用不同类型的树种,并且要增加物

种之间的相互制约能力,以此来有效地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要尽可能选择不同

类型的树种,以丰富多样性来形成多层

次的绿色空间,具有一定的结构、功能以

及自我调节能力的复层结构。这样不仅

仅能够丰富园林的景色,同时也能够预

防以及减少病虫害的出现。 

3.3园林景观设计要求注重种苗本

地化 

种苗本地化主要指的就是植物种子

以及苗木选用的过程中,尽可能在本地

进行相应的选取以及培育。本地采收的

一些种子以及培育的苗木,在一定程度

上经过耐性、抗性的考验,在进行播种以

及栽植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当

地的生态系统之中,对病虫害在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较强的抵御能力。园林景观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生态系统,

由于受人为因素的高度干扰,在进行植

物种类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乡土

树种的推广和应用。 

4 结束语 

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对于园林设

计的工作也在不断优化。对园林植物进

行保护是城市园林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在建设过程中对于园林植物的保护存

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

有效解决,将会对园林的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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