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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中园林植物的选择与搭配

范　君

（长沙市芙蓉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绿地面积日益缩

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环

境与人类的生存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要做好城市

的生态环境保护，就要充分发挥其功能，充分利用

和合理配置园林植物。它既能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

又能充分体现城市的人文精神，提高城市的整体形

象。因此，要使城市园林的利用得到充分的利用，

必须加强绿化。

一、城市园林绿化中园林植物的选择与配置

原则

( 一 )生态与环境的均衡

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要坚持植物多样性，确保

其动态、多样化的发展。在园林植物的选择与配置中，

应充分利用植物的功能，使其在园林中起到调控生

态功能的作用，并创造出一种怡人的景观。丰富的

植被类型能丰富园林景观，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生态

环境。丰富的植被能吸引各种鸟类和昆虫，使其保

持生态平衡。

(二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

乡土植物具有较好的生态适应性和较高的存活

率，能够改善园林的景观效果，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所以，在城市景观设计中，以乡土植物为主。引进

外来植物时，要考虑到其对本地环境的适应能力，

以及本地的气候、土壤特性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

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把本地和外来植物有

机地结合起来，并做好后期的养护工作，才能使城

市园林的生态环境完整。本地植物能较好地适应本

地的环境，因此，我们提倡使用多种本地植物，减

少外来物种，以减少园林养护费用。

(三 )都市文化遗产的保存

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应注重植物品种的选取。

在规划设计中，要兼顾地方园林基础设施的现状，

同时要充分利用植物的生态效益，体现城市文化，

使植物的健康成长。同时，要注意植物的形态，

让它焕发生机，富有艺术性。只有如此，才能营

造出一个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突出城市的人文

风貌。

(四 )按当地情况而定的原则

合理地引入适合城市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

无疑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在园林植物的选择

上，应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一般采用本地树

种，并适当地选用适应本地生长的外来树种。选择

本地树种的优点，一是当地的树木最适合本地生长，

对恶劣天气有很强的抵抗力，因此，它的适应性和

生命力都是最强的。本地树种在当地生长了很长时

间，对当地的气候和土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由于

其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具有较强的抗病、环境污

染等抗干扰能力，能够迅速形成较为稳定的绿化格

局，并充分利用各种生态功能，从而降低了维护费用。

因此，城市绿化必须以乡土树种、地域性植物为主。

乡土树种是城市景观特征的重要载体。福建的榕树，

海南的椰林，湖南的香樟，武汉的桂花，云南的山

茶，都有各自的特色。一般而言，本地植物的采伐

有近距离、方便的优势，可以节省大量的财力和人

力。从整个城市的园林绿化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同

样不可忽略。总之，利用本地树种进行城市园林绿

化，无疑是更合适、可靠、更经济、更便宜。只有

最合适的，才能让它的生态效益最大化。以本地树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人民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对居住环境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为增强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为人们提供更为舒适的居住条件，园林绿化已成为城市绿
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够增强和提高城市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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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为主，适当地采用人工培育的外来树种，并坚持

因地制宜，并结合当地的气候、土壤等情况，选择

适宜于种植区域气候和土壤的树种，以达到预期的

效果。许多外来树种经过多年的培育，已经能够很

好地适应移植地区的生长。例如，目前长江中下游

地区普遍使用的树种有夹竹桃、广玉兰、悬铃木等。

夹竹桃是我国（原产）印度和伊朗的重要品种，在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多年，是一种很好的抗

烟尘植物。广玉兰是北美东部地区的一种优良的园

林绿化植物。悬铃木是欧洲东南部的一种常见植物，

目前已成为园林绿化中的重要树种。这一切都与因

地制宜有着紧密的联系。

(五 )多元化

城市绿地是城市建设中唯一具有生命力的基础

设施，它对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

维持城市生态平衡，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美化优化

城市形象，改善市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

有着其它设施无法替代的功能。这是城市园林设计

的根本出发点与目标。因此，城市园林的第一要务

就是要创造出良好的生态效果，以达到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造福人类的目的。城市园林通过植树、栽

花、植草、绿化、道路等方式，达到适宜居住的良

好生态环境，同时也能充分利用立体多元的绿色植

物的生态效应、吸音除尘、降解毒物、调节温度和

湿度、有效降低城市污染的程度，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促进城市环境质量越来越清洁、舒适、优美、

安全，从而为居民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城市生活空间。

而这一立体、多层次的绿色植物，其生态效果的获

取，必然要在其丰富、多样化的基础上进行。因此，

仅依靠草地改善生态环境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达到

较好的效果，在植物的选择和配置上，应坚持多样

化的原则。

二、城市园林现状分析

( 一 )生态导向不足、结构单一

目前的城市绿化规划中，公园的空间布局没有

按照小区划分，仅以单一的方式栽植草丛或灌木，

以达到整体的美学效果。近几年，随着我国空间结

构的日益普及，空间结构的单一化已达到高峰。各

大城市因地区气候不同而形成了一种适宜于城市的

植被群落。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城市特征，合理选

用适宜的植被，对其进行绿化，以使其更自然地表

现出地方特征，从而使其设计更具可辨识和特征。

例如，在南部种椰子，可以让人感受到南部沿海都

市的风雨。在桦树林立的街道上，你能感觉到北方

的都市氛围。

(二 )未充分关注城市绿地的生态效益

在城市绿化中，要选择合适的树种。与国外的

种子相比，国内的种子安全，价格也较低。在具体

的栽培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不

同的处理。北方城市因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在冬季

缺少绿素。一些从北方省份引进的常青树，在冬天

已经接近枯萎，无法充分利用其生态功能，仅能维

持生存。有些当地特有的树木在夏季能生机勃勃，

能起到凉爽和净化空气的效果。在冬季，他们会保

留树叶以保持温暖。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对外来植

物的大量引入，忽略了乡土树种的实际用途，导致

了城市森林景观单一、缺少自然风貌、生态效益低

等问题。

(三 )文化品味的缺失

城市园林是对城市人文环境的一种塑造，然而，

当前许多城市的园林绿化缺少了一种文化品位，正

如建筑材料的堆砌，并非思想的表达。如果说城市

的建筑仅仅是一种建筑的组合，那这座城市就没有

它自己的设计思想。一个城市的绿化也是如此，城

市的园林并不是单纯的植树种花，也不是按照生态

法则来栽种好的植物，而是一种植树造林，一种比

大自然更胜于自然的植树，这种植物的栽植更多的

是一种文化，因此，在城市的绿地设计中，我们要

将自己的文化意蕴融入到城市的设计之中。城市的

绿色是城市的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城

市绿化要按照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区域植物来进

行规划。

(四 )对园林设计的盲从

在都市景观的设计中，由于经济的原因，一般

都是以草坪、灌木等为主要的景观，而没有对园林

植物进行合理的规划，从而使城市的特征无法在园

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园林建

设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由于城市规划的

盲目性和不能充分发挥地方特色，从而造成了城市

发展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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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园林城市建设中园林植物的选择与配置

( 一 )注重本土化，保证园内植物多样化

在园林绿化中，以本土植物为重点，不仅可以

维持当地的生态平衡，也可以将所栽种的园林植物

与本地的景观结合起来，而且可以减少建设城市的

费用。通过对本地植物进行原生态的设计，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创造出本地的园林植物品牌，从而避免

了世界各地的园林城市建筑风格的雷同，从而失去

本土文化的特征。以本地绿化为重点，确保园林绿

化的多样化。这是由于每一株植物都有其独一无二

的体系。在城市建筑中，尤其是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

各种植物都会吸引到各种各样的昆虫。在城市绿化

中，必须确保植物的多样性。

(二 )多树种的有机组合和分区的合理布局

在创建生态园林的过程中，要做到对自然的尊

重和模仿。自然的植物是有层次的。乔木、灌木、

地被等是一种层次化的结构，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生

态体系。为了满足不同的都市发展需要，在不同区

域内栽植不同的绿化树种。在公共场所如学校、医

院等地要栽植一些具有较高适应性的大树，以达到

保护环境的目的。在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物和墓园

中，应选用具有地域特征的绿色或象征意义的松柏；

在城市道路上，应尽量选择低密的灌木丛，避免司

机的疲劳，并注意颜色的多样化，以确保行车的安

全性；在公共场合，应注意乔木、灌木、草坪的有

序配置，并在公园的一边栽植高大乔木作为骨架，

再用灌木来增强观赏性。同时，乔木、灌木、草坪

等植物的有机结合，可以使地下资源得到充分的利

用。树根最深，灌木次之，地面为草地。同时，也

能有效地防治土壤侵蚀，加强生态花园的层次化和

立体化，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 三 ) 合理安排不同季节的植物品种，以增加

城市绿化的效益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别很大，因此，在

园林城市的建设中，不能一概而论。为满足园林绿

化在经济、季节等方面的需要，合理地选择一套适

合于绿化工程的整体规划。例如，在春暖花开的季节，

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种植桃花、李子，更合适；

夏季，温度高，可以栽种耐高温、色彩鲜艳的花卉，

给夏季带来些许的激情；秋季，气候寒冷，可以选择

种植银杏、八叶等观赏植物，这些树木都是比较高大、

夸张的；冬天温度低，适宜生长的树木很少，可以在

冬天里选择一些常青树，如松柏，为冬天增添一份别

样的韵味。通过这种方式，在不同的季节间进行不同

的栽植，可以加快区域的景观开发速度。

(四 )本地选育

植物不仅关系到园林的生态，还关系到园林的

景观效果，因此，必须选用具有较好的环境适应性

的植物，以确保其整体的生态平衡。在园林建设中，

根据不同城市的气候特点和不同的植物生长情况，

选用本地的本土植物是最合适的。本地的植物品种

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具有很高的存活率，能在一

定程度上协调和维持本地的生态环境，因此，在植

物的选择上要做到本地化。

四、结语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现代建筑的要素已

经不限于高层建筑、工业企业等，而绿色生态环境

的营造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植物是城市景观设计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做到合理搭配、突出地域特色、

营造园林景观系统、提升景观美感，才能更好地适

应都市发展、适应都市生活需要。由于城市土地资

源的限制，要使园林的绿化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发

挥，就必须确保绿化水平和造型的艺术性。绿化具

有净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城市功能、实现生态效

益最大化、促进城市化进程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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