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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园林景观工程材料的合理选择及其应用,可以保证园林景观工程建设的有效性。园林景观工程材料包括生命材料、

无生命材料、文化材料等。生命材料主要是指各类植物,包括乔木、灌木、地被、花卉、草坪等；无生命的材料主要是指

混凝土制品、砖瓦、陶瓷、玻璃、塑料等人工制品；天然材料主要指的是石材、木材、土、水等自然世界的物质构成；文

化材料主要指的是具有文化感受力的文字、标志、图案、符号、雕塑等。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本文阐述了园林景观工程

材料选择的重要性及其原则,对园林景观工程材料的选择及其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提高园林景观工程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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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工程的美感主要靠材料来表现,目前很多新型

材料已经广泛应用于园林景观工程中,这些新材料与传统工

艺有效结合,可以发挥出更好的园林景观效果。并且在园林

景观工程材料选择时,应当首先考虑安全性,同时兼顾环保

和长久使用等基本要求。基于此,以下就园林景观工程材料

的选择及其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 

1 园林景观工程建设的主要特征分析 

园林景观工程建设的主要特征:(1)艺术性特征。利用艺

术、美学等思想规划设计园林景观,并在设计方案的基础上

科学规划施工方案,通过园林工程施工使设计目标达成,这

是园林景观工程的本质。因此,园林景观工程集中体现了艺

术与美学思想,具有较强的艺术性。(2)生态性特征。当前城

市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利用园林景观工程对城市生态进行恢

复具有重要意义。园林景观工程中的树木、草地、灌木和水

景等,不仅使环境优美,增加城市的绿化率,更为城市的生态

健康做出贡献。(3)综合性强的特征。园林景观的建设涉及

到规划、设計、美学和生态学等众多的学科,在建造施工过

程中需要多个单位和多个部门的配合和协调,多方通力合作,

才能将园林景观建设好。(4)长期性特征。园林景观工程作

为长期性工程,在建设完工后的养护管理也具有长期性的特

征。养护管理是一个包含施肥、病虫害防治、浇水等日常养

护工作,需要长期的坚持,投入的养护成本也相对较高。 

2 园林景观工程材料选择的主要原则分析 

园林景观工程的快速发展满足了人们需求,同时对园林

景观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园林景观不仅要求具有使用价值、

观赏价值,还应具有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人们对园林景观

不仅视觉上有选择,同时还希望身边的环境能对自己有潜移

默化的精神引导作用,园林景观无论是给人视觉美感还是心

理感受,以及其使用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实现,都要靠材料去

表现,因此园林景观工程建设的材料选择非常重要。园林景

观工程材料选择的原则主要表现为：(1)安全性原则。园林

景观与人接触密切,在安全性上应当符合对人体无毒无害等

要求,特别是在环保理念盛行的今天,人造原材料更要在各

种指标上符合国家建筑材料的安全性标准。园林景观与人的

直接接触,不仅要求具有相应的舒适感,还要求材料的强度、

硬度、持久性也符合相关安全要求。(2)功能性原则。园林

景观工程的材料应当与园林的风格融为一体,应当承担起建

设园林整体风格的部分功能,因此园林景观工程的材料应当

能符合园林设计和建造的特殊功能性要求。例如,有较强的

可塑性,可以拆分、可以粘合、可以上色等等,从而满足园林

景观艺术表现上的要求。(3)融合性原则。园林景观是在艺

术塑过程中,使园林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观赏价值和文化

价值,因此无论是传统的天然材质、还是现代新兴的人工材

质,都应当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能切实达到材料的自然属

性与艺术塑造手法上的完美结合,都应当能为园林的整体意

境和风格服务。(4)生态性原则。园林景观并非没有思想和

生命的物质,它被赋予了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价值观等文化因

素。因此园林景观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人

类在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过程中,依据自然规律对园林景观进

行的艺术塑造,所以应当尽量选择符合园林生态发展需要的

绿色有生命材料制造园林景观。 

3 园林景观工程材料的选择及其应用分析 

3.1园林景观工程材料中的硬质景观材料选择及其应用

分析。主要体现在：(1)合理选用地方材料。园林景观与当

地的地域文化联系紧密,我国作为文化大国,具有悠久的历

史,不同地区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具有自身地域特色

的地域文化,地方材料作为地域材料的重要组成,带有浓郁

的地域文化因子,应用于园林景观营造,可有效提高园林设

计与地域文化的契合度。并且,当地材料可减少运输、加工

等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极高的低碳应用意义。(2)优先

使用环保材料。随着低碳环保概念的不断深入,环保材料逐

渐受到人们的认可和关注,并开始应用于人们生活、生产的

各个领域。环保材料具体是指从原料采集、生产加工到使用

及废物回收再利用等各个阶段,消耗能源和资源最少,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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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无明显影响的材料。就园林景观建设而言,可再生

天然材料、生态节能材料、复合金属、塑木复合材料以及负

荷金属材料等,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与传统建设材料相

比,环保材料在经济性、耐用性以及生态性等方面具有明显

优势,可达到最优化的低碳建设效果。如某地是多种粮食的

主要产出地,拥有广袤的粮食种植面积,该地将麦秸、稻壳、

玉米杆等废物集中处理,与塑料混合生产塑木复合材料用于

园林景观建设,有效减少了园林建设成本,提高了园林的生

态效益。(3)合理使用透水材料和废弃材料。现代城市园林

景观中绿地面积有限,非绿地区域透气性较差,无法与大气

进行有效的水分、热量交换,城市温度、湿度调节能力差,

城市热岛问题愈发严重。因此,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应着重考

虑增加透水性材料的使用,修建更多会呼吸的地表,加速雨

水下排,以提高城市园林景观生态效应。现代城市建设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废弃材料,如不对其进行处理,

不仅会污染环境,还会占用大量的城市空间。事实上,多数废

弃材料具有较高的回收价值,通过相应的循环处理,即可再

次使用。建设单位应着重关注废弃材料的再利用,以降低园

林景观建设温室气体排放。 

3.2园林景观工程材料中的软质景观材料选择及其应用

分析。主要体现在：(1)选用固碳释氧能力强的植物。园林

景观承载着重要的生态职能,其中植物作为初级生产者,具

有天然的固碳释氧生理机能。根据科学研究,阔叶林、针叶

林以及草坪每年每公顷吸收的碳当量分别为360、870、930t。

不同的植物固碳释氧能力具有一定的差异,园林建设单位在

选择植物时,应结合园林建设实际需要,有意识地提高固碳

释氧能力较强的植物比例,以提高园林景观工程的综合固碳

能力。(2)适地种树,优先选用乡土植物。我国地域广袤,不

同区域地理环境、水文环境以及气候条件差异巨大,植物景

观材料选择众多。相关部门选择景观材料时,应综合当地的

实际环境条件,优先选用乡土植物。与其他树种相比,乡土植

物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成活率高且耐受性强,可有效减少

后期维护能源投入,并且乡土植物获取较为容易,运输成本

相对较低。从园林项目环境状况入手,结合当地乡土植物种

类和生态习性,选择植物材料,实现适地种树,是低碳园林建

设的基础保障。例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是我国传统的石油城

市,该地区土质盐碱化问题严重,在进行园林景观工程材料

选择时,就需要优先选择耐盐碱的树种,包括胡枝子、沙棘、

紫穗槐等植物,以达到适地种树的目的,减低园林建设成本

和维护管理成本,提高园林景观生态效益。(3)选择多样化植

物。单一的植物选择无法满足园林景观工程的发展需求,只

有多样化植物选择,才能实现低碳建设的目标。相关科学研

究表明,植物绿化单位面积三维量与环境效益成正比例关系,

即单位面积的三维量越高,植物景观的固碳效益越高。因此,

多层林和复层林的生态效益普遍高于单层林。在进行园林植

物规划时,应尽量设计复层群落结构,合理利用不同植物的

生态习性,提高单位面积植物三维量,科学配置色叶植物和

常绿植物、慢生植物和速生植物、幼龄植物和高龄植物,以

满足低碳园林的实际建设需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代园林景观工程建设中的材料选取要本着

因地选材、因材构景的基本原则,优先选用现有的材料来造

园构景,既能体现出园林建设的经济性,又有助于体现园林

景观工程的地方特色。同时还要善于推陈出新,探索和尝试

新材料应用,从而保障园林景观工程建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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