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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风景园林在城市建设和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植物造景作为风景园林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植物不仅能够美化
环境、净化空气、调节气候，还能为人们提供舒适的休闲空间和精神享受。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如何
科学合理地运用植物造景，实现生态、美学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成为了设计师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本文章对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以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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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life. As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plant landscaping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Plants can not only 
beautify the environment，purify the air，regulate the climate，but also provide people with a comfortable leisure 
space and spiritual enjoyment.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how to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use plants to 
create landscaping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y，aesthetics and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aced by 
designers. Based on thi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plant landscaping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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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植物造景指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植被，并结合植被自身的

特点，对其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整理和搭配，最终在视觉上形成

一种美感，进而提升空间当中的整体观赏效果。植物造景对于

风景园林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全面提升风景园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物的多

样性。现阶段，随着园林设计工作的不断发展，许多崭新的植

物造景方式应用到风景园林的设计工作中，使风景园林的整体

设计水平实现了阶段性的飞跃。 

一、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造景有多种应用方法。孤植是将

一株或几株具有独特形态或观赏价值的植物单独种植在开阔

空间，如在草坪中央孤植一棵造型优美的大树，可成为景观焦

点，展现其独特风姿。对植则是将两株或两丛形态相似的植物

分别种植在轴线两侧，常用于入口、建筑前等，营造对称之美。

列植是把多株形态相似的植物按一定间距排列种植，可作为景

观的线性元素，如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整齐划一，引导视线。

丛植是将多株不同种类的植物组合种植在一起，形成自然群

落，丰富景观层次和色彩。群植是将大量植物成片种植，作为

景观的背景元素，营造宏大的气势，如大片的花海或树林，给

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美的享受。 

二、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一）生态原则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生态原则是植物造景的重要基础，选择

适合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确保其能良好生长，减少后

期维护成本。考虑植物的生态功能，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生

态作用，合理搭配这些植物可以构建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注

重植物群落的构建，模仿自然生态系统，将不同高度、习性的

植物组合在一起，形成多层次的植物群落，提高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生物多样性。 

（二）美学原则 

美学原则在植物造景中起着关键作用，注重植物的形态

美。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形态，通过合理搭配这些形态各异的

植物，可以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景观效果。色彩的运用也至关重

要，植物的花色、叶色丰富多彩，根据季节的变化和景观的需

求，选择不同色彩的植物进行搭配，可以营造出四季有景的美

丽景观。应考虑植物的质感美，将具有不同质感的植物组合在

一起，可以增加景观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三）文化原则 

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植物在其中

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象征着坚韧不

拔、高洁孤傲；竹子象征着刚正不阿、虚怀若谷。在风景园林

设计中，可以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选择具有文化内涵的植物

进行造景。通过植物的配置和布局，营造出具有特定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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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空间。在古典园林中，常常采用松、竹、梅等植物来营

造文人雅士所喜爱的意境。 

三、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植物选择不合理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选择不合理会带来诸多问题，若不

考虑当地气候条件，盲目引进外来植物，因无法适应环境而生

长不良，不仅景观效果不佳，还造成资源浪费。在寒冷地区选

择热带植物，难以熬过冬季，无法展现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若只注重美观而忽视生态功能，无法有效改善环境。选择观赏

性强但生态效益低的植物，无法起到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作

用，使得园林的生态功能大打折扣。不考虑植物的生长特性，

导致后期养护成本增加，植物生长迅速，需要频繁修剪，否则

会影响整体景观效果。 

（二）植物配置不科学 

当植物配置不科学时景观层次单一的问题便会凸显，只种

植单一高度的植物，缺乏高低错落的层次感，使得景观显得单

调乏味。空间布局不合理也会影响整体效果。若植物分布过于

密集，会给人压抑之感，且不利于植物生长；而分布过于稀疏，

则会显得空旷，缺乏美感。不考虑植物的色彩搭配，导致景观

色彩单调。只选择绿色植物，缺乏色彩的变化和对比，难以吸

引人们的注意力。不根据不同功能区域进行合理配置，也无法

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在休闲区应选择较为舒适、美观的植物，

而在运动区则应选择耐践踏的植物。 

（三）植物养护不到位 

植物养护不到位是风景园林设计中常见的问题，浇水不及

时，植物会因缺水而生长不良，叶片枯黄，甚至死亡。施肥不

当也会影响植物的生长。过多或过少的肥料都对植物造成伤

害，影响景观效果。修剪不及时会使植物形态杂乱，影响美观。

灌木如果不及时修剪，会过度生长，遮挡视线。病虫害防治不

力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旦病虫害爆发，会迅速蔓延，导致植

物大面积受损，不仅影响景观，还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且，

不注重冬季养护，使植物在寒冷季节遭受冻害，影响来年的生

长和景观效果。 

四、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充分考虑场地条件 

地形因素对植物的选择有着直接影响。在山地地形中选择

根系发达、耐旱耐瘠薄的植物，松树、柏树能够适应较为恶劣

的生长环境，同时也能起到固土护坡的作用。在低洼地带则可

以选择耐水湿的植物，柳树、菖蒲能够在潮湿的环境中生长良

好。不同的土壤质地和酸碱度适合不同的植物生长，酸性土壤

适合种植杜鹃花、山茶等喜酸性植物；碱性土壤则适合种植柽

柳、沙枣等耐碱植物。在进行植物造景时需要对场地土壤进行

检测分析，了解其肥力、酸碱度、透气性等特性，以便选择适

合的植物种类。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包括温度、湿度、

降雨量、光照等方面。在寒冷地区选择白桦、云杉等耐寒性强

的植物，在炎热干旱地区选择仙人掌、龙舌兰等耐旱耐热的植

物。 

（二）明确植物造景的主题 

设计主题可以根据风景园林的整体风格和功能需求来确

定，风景园林的整体风格是中式古典园林，那么植物造景的主

题可以选择以梅、兰、竹、菊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植物

为主，营造出古朴典雅、富有诗意的景观氛围；风景园林的功

能是儿童游乐场所，那么植物造景的主题可以选择以色彩鲜

艳、形态奇特的植物为主，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增加游乐场所

的趣味性。确定植物造景的主题后，需要根据主题选择合适的

植物种类。这些植物应该具有与主题相符合的特点，如形态、

色彩、寓意等。主题是“春天的花园”，那么可以选择樱花、

桃花、杏花等春季开花的植物，营造出浪漫、温馨的春天氛围；

主题是“热带雨林”，那么可以选择棕榈树、芭蕉树、蕨类植

物等具有热带雨林特色的植物，营造出神秘、繁茂的热带雨林

景观。在植物造景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植物的布局和搭配，植

物的布局应该根据主题的需要进行合理安排，可以采用对称

式、自由式、混合式等不同的布局方式。 

（三）丰富植物的种类 

不同的植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着生态平衡。乔木可以提供遮阴和栖

息地，灌木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草本植物可以固氮和提供食物。

当植物种类丰富时，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就会增强，即使受

到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也能更快地恢复。不同的植物具有不

同的形态、颜色、纹理和花期，它们的组合可以创造出丰富多

彩的景观效果。春天可以欣赏到樱花的粉色浪漫、桃花的娇艳

欲滴；夏天可以看到荷花的清新淡雅、向日葵的灿烂热烈；秋

天可以感受枫叶的火红绚烂、银杏的金黄璀璨；冬天可以观赏

梅花的傲雪凌霜、松柏的苍翠挺拔。丰富的植物景观可以让人

们在不同的季节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 

（四）合理搭配植物层次 

乔木作为植物景观中的主体，具有高大挺拔的形态和广阔

的树冠，能够提供遮阴和标志性的景观效果。不同种类的乔木

可以根据其形态、高度、叶色等特点进行选择和搭配。高大的

杨树、槐树可以作为背景树，营造出宏伟的景观氛围；而造型

优美的银杏树、樱花树则可以作为景观焦点，吸引人们的注意

力。灌木在植物层次中起到丰富景观、连接乔木和草本的作用，

灌木的高度适中，形态多样，可以选择不同花色、叶色的灌木

进行搭配，增加景观的色彩和层次感。春季开花的连翘、迎春

可以为园林带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夏季盛开的紫薇、木槿

则能增添浪漫的氛围。灌木还可以修剪成各种形状，如球形、

方形、锥形等，作为景观中的装饰元素。草本植物可以选择低

矮的花卉、草坪草、地被植物等。花卉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进

行种植，为园林带来不同的色彩和香气。草坪草则可以提供柔

软的绿色地毯，供人们休闲和活动。地被植物可以覆盖地面，

防止水土流失，同时也能增加景观的自然感。 

（五）选择不同季节有特色的植物 

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可以选择开花较早的植物，樱花、

桃花、杏花的花朵娇艳欲滴，为园林带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还可以搭配垂柳、杨树等嫩绿的新叶植物增添春天的清新气

息。夏季气候炎热，可以选择荷花、紫薇、木槿等花色鲜艳、

花期较长的植物，它们的花朵在夏日的阳光下绽放，为园林带

来一抹绚丽的色彩。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色彩斑斓的季节，

可以选择叶色变化明显的植物，枫叶、银杏、黄栌的叶子在秋

季变成红色、黄色、橙色等，为园林带来一片绚烂的秋色，还

可以搭配果实累累的植物，如柿子树、枣树等，增添秋季的丰

收氛围。冬季气候寒冷，大部分植物都进入了休眠期，可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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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常绿植物，松树、柏树、冬青的绿色为园林带来一丝生机，

还可以种植冬季开花的植物，梅花、腊梅的花朵在寒风中绽放，

为园林带来一抹淡雅的清香。 

（六）考虑植物生长习性 

要考虑植物对光照的需求，有的植物喜欢充足的阳光，属

于阳性植物，如向日葵、月季等；而有的植物则耐阴，适合生

长在较为阴暗的环境中，如蕨类植物、玉簪等。在进行植物配

置时，应根据不同植物的光照需求，将阳性植物种植在阳光充

足的地方，耐阴植物则可安排在建筑物阴影处或高大乔木下。

这样既能满足植物的生长需求，又能避免因光照不足或过强而

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考虑植物的生长速度和高度，有的植物

生长迅速，如竹子、爬山虎等，若不加以控制，会对周围的植

物造成挤压；而有的植物生长缓慢，如银杏、红豆杉等。在进

行植物搭配时，要考虑到不同植物的生长速度和高度，避免生

长迅速的植物遮挡生长缓慢的植物，影响其采光和生长空间。

对于生长速度较快的植物，要定期进行修剪和管理，以保持景

观的整洁和美观。 

（七）与山水、建筑元素相融合 

与山水相结合，植物可以为自然山水增添生机与活力。在

山峦起伏之处，可种植高大的乔木，如松树、柏树等，既可以

衬托山的雄伟，又能为山体增添绿色的背景。在溪流、湖泊周

围，可以布置喜水的植物，如柳树、荷花等，柔化水岸线，营

造出宁静优美的水景。植物还可以与山石搭配，形成独特的山

石景观。在假山旁种植藤蔓植物，如爬山虎、凌霄花等，让植

物攀爬在山石上，增加景观的立体感和自然感。与建筑相结合，

植物可以起到衬托、装饰建筑的作用。不同风格的建筑需要搭

配不同类型的植物。对于中式古典建筑，可以选择具有传统文

化内涵的植物，如梅花、竹子、兰花等，营造出古朴典雅的氛

围。对于现代建筑，可以选择造型简洁、色彩明快的植物，如

银姬小蜡、红叶石楠等，增加建筑的现代感和时尚感。 

结束语 
总之，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遵循生态、美学和文化原则，把握应用要点，灵活运用各

种应用方法，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风景园林景观。

在未来的风景园林设计中，设计师应更加注重植物造景的科学

性、艺术性和可持续性，充分发挥植物的生态功能和美学价值，

将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为人们打造更加美丽、舒适、宜居的

生活环境。同时加强对植物的养护管理，确保植物的健康生长，

使风景园林景观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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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网改造与优化的具体措施 

管网改造与优化是提升城市供水效率的重要措施。在实施

改造时，首先需要对现有管网进行全面的评估，识别出老化、

损坏及漏损严重的管道段落。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检测

技术，来实现对管道状态的精准分析。基于评估结果，制定科

学合理的改造计划，优先替换那些漏损率高、影响供水安全的

管道。 

在管网优化方面，采用智能化监测系统至关重要。这些系

统能够实时监测水压、水流量及水质等关键指标，及时发现异

常情况并进行预警，从而有效降低漏损发生的概率。结合大数

据分析技术，能够对管网运行状态进行全面分析，识别潜在问

题并优化管道布局，减少水流阻力，提高供水效率。 

鼓励采用新型材料和技术也是管网改造的重要方向。例

如，使用耐腐蚀、高强度的复合材料管道，可以显著延长管道

的使用寿命，降低维护成本。同时考虑到城市发展的需要，管

网的设计应具备灵活性，以便于未来的扩展和改造。 

通过这些具体措施的实施，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管网漏损

率，还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城市供水的安全与稳定，

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 
城市供水管网的漏损问题不仅影响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还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通过对漏损现象的深

入分析，发现管道老化、施工质量不达标及环境因素等多重因

素共同导致了这一问题的加剧。实证研究显示，漏损不仅造成

了大量水资源的浪费，还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损失，进一步影响

了城市的水安全和居民的生活质量，需要采取有效的控制策略

来应对这一挑战。 

在此背景下，定期检测与维护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建立科

学的维护机制，可以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漏损点。智能监测

系统的应用将为管网管理提供实时数据支持，使得漏损情况能

够被快速识别和处理，从而提高管网的运行效率。针对老旧管

道的改造与优化也是不可或缺的措施，只有通过技术升级，才

能从根本上减少漏损现象的发生。 

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聚焦于更高效的监测技术和管理策略

的探索，以期为城市供水管理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

指导。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技与管理手段，有望在提升城市供

水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推

动城市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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