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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造景造景配置

一、园林植物造景的艺术效果

营造一个优美的植物景观，既涉及植物本身的观赏性和植物大小、

形状、质感，色彩等美学特征的艺术组合，又涉 及植物群落理论和

植物对立地环境条件的要求。因此绿地安大艺术水平的提高，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园林植物的选择和配置问题。

在现代园林植物配置中，设计者应该充分运用其对植物的了解，

按照设计的理念，将其组合起来，这种组合必须对园林植物十几年或

几十年后的形象具有预见性，并结合当地具体的环境条件和园林主题，

巧妙地、合理地进行配置，构成一个景观空间，使游人置身其间，陶

醉于美好的意境。各种植物的不同配置组合，能形成千变万化的景境，

能给人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感受。

此外，对于不同性质功能的园林绿地应用不同的配置方式，如公

园中的树从配置和城市街道上的配置是有不同要求的，前者大都要求

表现自然美，后者大都要求整齐美，而且在功能要求方面也是不同的，

所以配置的方法不同。

二、园林植物造景配置原则

1.遵循多样性原则

每一种树木在叶、花、果、枝干、树形等方面的观赏特性各不相

同。丰富的园林自然景观为园林绿地内植物造景提供充足的物质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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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植物在正常的生长环境下，各具特定的形态特征和观赏特点。

只有在城市园林绿地中选用多种园林观赏植物，才能形成丰富多彩的

园林绿地景观，提高园林绿地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使城市园林绿

地呈现出四季青葱、花香常漫、生机勃勃的优美景观。

根据城市各类园林绿地功能的要求选用不同的园林植物，因地制

宜地栽种植物，实现对城市不同地段绿地的多种生态条件合理、充分

的利用。每一种植物的正常生长，都需要特定的环境条件。因此，仅

用少数的几种植物，是难以适应城市园林绿地中不同地段的各种立地

条件。如在高楼林立的居住区内，住宅楼北面的背阴地面，需选用耐

阴的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来绿化这些背阴地带，因地制宜地选择

多种植物进行绿化才能有效地提高居住区的植物覆盖率，以及单位面

积的园林植物绿化量和叶面积指数，增强居住区内绿地净化空气、降

低噪声、改善小环境气候的多种功能。

配置多种植物，有利于形成由乔木、灌木、藤本、草本等植物多

层结构融合一体较稳定的植物群落。植物群落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速，

形成微风，对许多生态因子起到改善的作用。多层次结构的植物群落，

提高了城市园林绿地内单位面积的叶面积指数，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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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园林绿地在净化空气、降低噪声、改善小气候、保护环境等方

面的综合功效，还能丰富人们对植物种类的感性认识。

2.遵循适地适树原则

各种园林植物的生长习性不尽相同。如果园林植物的立地条件与

其生长习性不相适应，生长往往不良或死亡。因此，园林植物选择时，

应当根据园林绿地各个不同地段在光照、气温、水湿以及风力影响等

方面的不同，合理地选择设计，选种相应的植物，使各种不同习性的

园林植物，与其生长的立地环境条件相适应。这样，才能使景双绿地

范围内选用的多种园林植物，能够正常健康地生长，形成不同的园林

景观。

3.遵循自然，营造人工群落原则

进行园林植物选择、 设计时，应对各种大小乔木灌木、藤本植

物、草本等地被植物进行科学的有机组合，充分运用园林植物各种形

态不同习性各异的特点进行合理配搭，形成多层复合结构的人工植物

群落。这样，可以有效地增加城市绿地植物的选用量，提高绿地单位

面积园林植物的绿化量，增强园林绿地在保护环境、改善气候、平衡

生态等方面的功能。

4.遵循与绿地功能要求相适应的原则

园林植物选择、 设计、营造是为实现园林绿地的多种功能服务

的，在城市园林绿地实施种植植物多样性时，要服从和适应于园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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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功能要求。在景观内进行乔、灌、草等多种植物复层结构的群落

式种植，这是在园林内实现植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途径和措施，但是

不能把城市园林绿地都全部栽植为复层结构的人工群落。如若绿地全

被植物群落占据的话，不仅园林的景观由于空间缺乏变化而显得过于

单调，而且，园林绿地的许多功能如文化娱乐、大型集体活动等也难

于实现。城市园林绿地内的植物种植，应从充分发挥园林绿地的综合

功能和效益出发，进行科学的统筹设计，合理安排,使绿化种植呈现

出宜密则密、当疏则疏、疏密有致、开合对比、富于变化的合理布局。

5.遵循速生与慢生树种相搭配的原则

园林植物选择遵循植物多样性的同时，还应当注意速生树种与慢

生树种的合理选择配置。各种树木生长速度和生命周期不尽相同。当

前，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由于追求短期效力，往往选用速生树种多，

栽植慢生、长寿树种少，这是一种短视行为。种植速生树种虽然见效

快，但速生树木的材质往往较疏松，对风雪等的抗逆性较差。速生树

种寿命-般较短， 更新较快，这样，不仅增加施工和养护管理的负担，

而且，对城市园林绿地植物多样性的稳定与持久性是不利的。慢生树

种虽然生长速度较慢，但其材质往往紧密，因而对风雪、病虫等灾害

的抗逆性较强，其养护管理相对容易。而且，慢生树种的寿命一般都

较长，经过若干世代，它们依然生机勃勃。

6.遵循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原则

中国传统园林不满足于纯粹的自然环境或纯粹的人工建造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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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创造两者结合的艺术形象，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其派生的园林艺

术所特别强;调并赖以形成鲜明艺术风格的重要观念。在处理人与自

然关系的时候尊重自然，但也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尽量按照

不规则的、自然式的布局来设计，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的接触和交流。

以城市国林绿地的草坪来说，其功能主要是观赏及环境保护，故按照

此功能的要求选择、栽植草坪，在种植设计上，常常以种植绿篱方式

隔开草坪与道路。为了适应和满足现代人们日益增强的、希望亲近自

然的心理需求，就应当考虑让游人进入草坪活动、休憩。为此，必须

考虑具有耐践踏等抗性强的草种，而且草坪与道路之间，就不能再用

绿篱来分隔，而要考虑让人们随时方便地进人草坪，融人自然。

7.遵循多样统一、协调对比的艺术原则

为满足游人对 城市园林绿地游赏的审美需求，就必须使现代园

林具有艺术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城市园林绿地中选用多种植物时，

不仅要注意植物种植的科学性、功能布局的合理性。而且，还必须讲

究植物配置的艺术性，布局合理，疏密有致，使植物与城市园林的各

种建筑、桥、山石、小品之间，使城市园林中的各种花草树木之间，

在色彩，形态、质感、光影、明暗、体量、尺度等方面，进行既富于

多样变化的对比，又能够相互烘托协调的艺术构思和配置设计，这样，

才能使我们的城市绿地，既能体现出园林植物的多样性，又无繁杂零

乱之感，使植物的多样性与园林的艺术性协调起来。注意园林植物自

身的文化性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如松、竹、梅岁寒三友在许多文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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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私家园林中很得益。但松、柏则多栽于陵园中，很多乡村植物景观

营造时要注意少使用它。

三、园林植物造景配置方法

（一）孤植

1.孤植树的特性

孤植树所表现的主要是树木的个体美，在构图，上所处的位置十

分突出，必须具有突出的个体美。孤植树是园林种植构图中的主景，

因而四周要空旷，使树木能够向四周伸展，同时在孤植树的四周要安

排最适宜的观赏视距，最适视距为树高的 4~6 倍，因此在设计时至

少在树高 4 倍的水平距离内，不要有其他景物阻挡视线。

2.孤植树的景观配置

在植物配置上，布置在开朗的大草坪或林中草地的中央，但在构

图上不能成为大草坪的几何中心，应该偏于--侧，布置在构图的自然

中心上，与草坪周围的树群或景物取得均衡和呼应。还可配置在开朗

的水边、河畔、江畔或湖畔，以明朗的水色作为背景，使游人可以在

树冠的庇荫下欣赏远景。此外，还可以在视野开阔的高地上、山冈上

配置庇荫孤植树，一方面可供游人在树下乘凉、眺望;另一方面也可

以使高地或山冈的天际线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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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植树在构图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四周的景物是统一于

园林的整个构图之中。孤植树可以是周围的景物配景，也可以周围景

物是孤植树配景。孤植树是风景的焦点，又是园林中从密林、树群、

树丛过渡到另一个密林的形式之一。在园林透景框外，如圆窗外、月

洞门外，以及树丛组成的透景空缺处，也是孤植树配置的良好位置。

观赏孤植树在构图上有时作为建筑物的前配景、侧配景和后配景，姿

态、色彩与建筑物既要调和，又要有对比。在林中草地、小水面边缘，

应用色彩艳丽或线条上特别优美的孤植树。在背景为密林或绿地的场

合下，最好应用花木或红叶树为孤植树，突出其色彩。姿态、线条、

色彩突出的孤植树，常常用作自然式园林的诱导树、焦点树。

3.孤植树的选择

具有 各种个体美特征的树木，在体形与姿态_上亦很合适时，就



8 / 27

适于选为孤植树。用作孤植的树种有栎类、七叶树、槐、栾树、金钱

松、海棠、樱花、梅花、山楂、雪松、白皮松、油松、圆柏、侧柏、

元宝枫、紫叶李、核桃、柿、君迁子、白蜡、皂荚、臭椿、银杏、薄

壳山核桃、朴树、冷杉、悬铃木、丝棉木、加杨、无患子、乌柏、合

欢、枫杨、枫香、鹅掌楸、香樟、紫楠、广玉兰、白玉兰、桂花、鸡

爪槭、喜树、糙叶树、大花紫薇等。

（二）对植

1.对植的特性

对植是将数量大致相等的树木按一定的轴线关系对称地种植。对

植在园林艺术构图中只作配景，动势向轴线集中。



9 / 27

2.对植的景观营造

对植多应用于大门两边、 建筑物入口、广场或桥头的两旁，用

两株树形整齐美观的种类，左右相对的配置。在自然式种植中，不要

求绝对对称，对植时也应保持形态的均衡。如在公园门口对植两棵体

量相当的树木，可以对园门及其周围的景观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

桥头两旁对植能增强桥梁构图上的稳定感。对植也常用在有纪念意义

的建筑物或景点两边，这时选用的对植树种在姿态、体量、色彩上要

与景点的思想主题相吻合，既要发挥其衬托作用，又不能喧宾夺主。

两株树的对植要用同一树种，姿态可以不同，但动势要向构图的中轴

线集中，不能形成背道而驰的局面，影响景观效果。在自然式栽植中，

也可以用两个树丛形成对植，这时选择的树种和组成要比较近似，栽

植时注意避免呆板的绝对对称，但又必须形成对应，给人以均衡的感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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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植

列植是对植的延伸，指成行成带地种植树木，其株距与行距可以

相同或不同。列植是起:衬托作用的配景,行道树、绿篱、防护林带、

整形园林的透视线、果园的树木常常呈行列式种植。列植有利于通风

透光，便于机械化管理，-般宜密植，形成树屏。

列植树木要保持两侧的对称性，可分为绝对对称和不绝对对称两

种。列植在园林中可作园林景物的背景，种植密度较大的可以起到分

割隔离的作用，形成树屏，这种方式使夹道中间形成较为隐秘的空间。

通往景点的园路可用列植的方式引导游人视线，这时要注意景点不能

对人形成压迫感，也不能遮挡游人。在树种的选择上要考虑能对景点

起到衬托作用的种类，如景点是已故伟人的塑像或英雄纪念碑，列植

树种就应该选择具有庄严肃穆气氛的圆.柏、雪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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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植的基本形式

(1)等行等距。平面上是正方形或品字形的种植点，应用于规则

式植物景观营造。

(2)等行不等距。行距相等，但株距有疏密变化，平面上看呈现

不等边的三角形或四边形。在规则式园林以及自然式园林的局部上使

用。

1.列植的要点

(1)列植宜选用树冠形状比较整齐的树种，如圆形、卵圆形、倒

卵形、塔形等

(2)列植株行距取决于树种的特点、用途和苗木规格。行内的株

距与行距的大小也应视树木的种类和所需要的郁闭度而定。-般而言，

大乔木的株行距为 5~8m;中、小乔木为 3~5m;大灌木为 2~3m;小灌

木为 1~2m;绿篱的种植株距一般为 30~ 50cm,行距也为 30~ 50cm。

(3)列植多应用于硬质铺地及上下管线较多的地段，所以在树种

选择和景观营造时，要考察当地的具体情况。

列植应用最多的是公路、铁路及城市街道行道树及绿篱、林带和

水边种植等，道路-般都有中轴线，最适宜采取列植的配置方式，通

常为单行或双行，多用一种树木组成，也有间植搭配。在必要时亦可

植多行，且按一定方式排列。

（四）丛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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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丛植的特性

由 2~20 株同种类或相似的树种较紧密地种植在-起，使其林冠

线彼此密接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外轮廓线，这种配置方式称丛植，是

城市绿地内植物作为主要景观布置时常见的形式。丛植在植物选择时

必须符合多样统一-的原则，所选树种要相同或相似，但树的形态、

姿势及配置的方式要多变化，不能对植、列植或形成规则式树林。丛

植时对树木的大小、姿态都有一定的要求，要体现出对比与统一。树

丛通常由 2~9 株乔木组成，如果加人灌木，总数最多可以到 15 株。

树丛的组合，- -方面应该当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来考虑，要考虑群体

美，但另-方面，组成树丛的每一株个体树木，也都要能在统- -的构

图之中表现其个体美。树丛可以分为单纯树丛及混交树丛两类。

2.丛植的景观营造

树丛作主景时可以配置在大草坪视点中心上、水边、河湾或土丘

土岗上。作为主景或焦点，四周要有较为开阔的观赏空间和通透的视

线，使主景突出;可作为透景框的画景;可以布置在岛屿上作为水景的

焦点。在中国古典的山水园林中，树丛与岩石组合，可以设置在白粉

墙前方，走廊或房屋的角隅，组成一定的画题;可以作为路叉的屏障，

又兼起对景的作用;可以作为弯曲道路的屏障。除作主景外，树丛还

可以作假山、雕塑、建筑物或其他园林设施的配景，如用作小路分支

的标志或遮蔽小路的前景，可取得峰回路转的又一景 观效果，可形

成不同的空间分隔。同时，树丛还能作背景，如用雪松或其他常绿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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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植作背景，前面配置桃花等早春观花树木或花境均有很好的景观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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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群植

1.群植的特性

由 20~30 株以至数百株的乔、灌木成群配置称为群植，形成的

群体称为树群。树群分为单纯树群和混交树群两种。单纯树群由- -

种树 木组成，可以应用宿根花卉作为地被植物。混交树群是树群的

主要形式。混交树群分为乔木层、亚乔木层、大灌木层、小灌木层及

多年生草本五个部分，其中每-层都要显露植物观赏特征突出的部分。

乔木层选用的树种，树冠的姿态要特别丰富，使整个树群的天际线富

于变化，亚乔木层选用的树种，最好开花繁茂，或者具有美丽的叶色，

灌木应以花木为主，草本植物应以多年生野生花卉为主，树群下的土

面不能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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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植的景观营

造树群主要体现为群体美，树群也像孤植树和树丛一样，是构图

上的主景之一，因此树群应布置在有足够距离的开阔场地上,如靠近

林缘的大草坪上、宽广的林中空地、水中的小岛屿上、宽广水面的水

滨、小山的山坡上、土丘上等。

树群主要立面的前方，至少在树群高度的 4 倍，树宽度的 1. 5

倍距离上留出空地，以便游人欣赏。树群规模不宜太大，在构图上要

四面空旷，组成树群的每株树木，在群体的外貌上，都起到一定作用，

树群的组合方式，最好采用郁闭式，成层的结合。树群内通常不允许

游人进入，因而不利于作庇荫休憩之用，但是树群的北面，树冠开展

的林缘部分，仍然可供庇萌休憩之用。

树群在园林中也可做背景。两组树群还可起到框景的作用，树群

不但有形成景观的艺术效果，还有改善环境的效果。在群植时树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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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线轮廓以及色相、季相效果更应注意树木间种类间的生态习性关

系，才能保持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性。

（六）林植

凡成片、成块大量栽植乔灌木，构成林地和森林景观的称为林植，

也称树林。多出现于自然风景区、大型自然公园、工矿场区的防护带、

城市外围的绿化带等。在配置时除防护带应以防护功能为主外，一般

要特别注意 群体的生态关系以及养护上的要求。在自然风景游览区

中进行林植时应以营造风景林为主，应注意林冠线的变化、疏林与密

林的变化、林中树木的选择与揩配，群体内及群体与环境间的关系以

及按照园林休憩游览的要求留有一-定大小的林间空地。林植分为密

林和疏林两种。

1.密林

密林是指水平郁阳度为 0，7~1.0 的风景林，土壤湿度很大，地

被植物含水量商。组织柔软脆羽，经不起踩踏，容易弄脏衣物，不便

游人活动。可分为单纯密林和混交密林。

（1）单纯密林。单纯密林是由一个树种组成，简洁、壮观，但

缺乏垂直郁团景观和季相交替景观。水平郁闭度最好为 0.7~0.8。在

需要的情况下，可尽量利用起伏地形和不同树的疏密相问造林，增加

亚直郁闭最观英和丰富的手相变化。风景林的外缘适当配置些树群树

从和孤植树。林下可选用耐阴植物，其垂直结构一般为 3~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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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交密林。混交密林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植物群落。由多

种树木采取块状、带状或点状混交的方式形成的密林，所以季相变化

比较丰富。在造景设计时应注意:

①不同部位密林成层结构处理不同。林缘部分垂直成层结构要突

出，适当地段安排 2 层结构，以将游人视线引入林层内，形成幽深景

观，并设计营造林高 3 倍以上的观赏视距。为诱导游人，主干路及小

溪旁可配置自然式的花灌木带，形成林荫花径。自然小路旁，植物水

平郁闭度要大，垂直郁闭度要小，最好 2/3 以上地段不栽高于视线的

灌木，以便透视深林中的景观。

②不均匀分布密林的水平郁闭度。根据具体需要，控制水平郁闭

度。同时要留出大小不同的林中空地。

③密林的混交方式不同。大面积的可采用片状混交，小面积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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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点状混交，同时要注意常绿与落叶、乔木林与灌木林的配合比例，

以及植物对生态因子的要求。一般不用带状混交。

④混交密林的设计布局。标准定型设计的面积为 25mX20m 至

25mX40m。绘出每株树的定植点，注明地被植物并绘出植物编号表

及编写说明书。设计图纸总平面图比例为 1:500~1:1000，并绘出规

划范围、道路、设施及标准定型设计编号。定型设计图比例为 1 :

100~1 : 250。

2.疏林

常与草地相结合，故又称草地疏林。林下草坪应选择含水量少，

组织坚韧耐践踏，不污染衣服，最好冬季不枯黄，尽可能让游人在草

坪上活动，所以- -般不修建园路。但是作为观赏用的嵌花草地疏林，

就应该有路可通，不能让游人在草地上行走，为了能使林下花卉生长

良好，乔木的树冠应疏透-些，不宜过分郁闭。疏林的郁闭度为 0.4~0.6，

疏林中的树种常绿树与落叶树搭配要合适。树木的种植要三五成群，

疏密相间，有断有续，错落有致，从而达到构图生动活泼。疏林按游

人密度的不同，可设计成三种形式:

(1)草地疏林。草地疏林是园林中应用最多的一种形式。树林株

行距应为 10~ 20m,不小于成年树树冠直径，其间也可设林中空地。

树种选择要求以落叶树为主，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树冠应开展，

树荫要疏朗，生长要强健，花和叶的色彩要丰富，树枝线条要曲折多

变，树干美观，所用草种应含水量少，组织坚固、耐旱，如禾本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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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牙根等。

(2)花地疏林。此种疏林要求乔木间距大些，以利于林下花卉植

物生长，花卉可单- -品种，也可多品种进行混交配置。花地疏林内道

路结合具体情况应设计为自然式，以便游人进人游览。道路密度以

10%~15%为宜，沿路可设坐椅、石凳或花架、休憩亭等，道路交叉

口可设置花丛。

(3)疏林广场。在游人密度大，又需要进人疏林活动的情况下设

置。林下全部为铺装广场。

（七）花境

花境源于欧洲园林，既表现了植物个体的自然美，又展示了植物

自然组合的群落美。花境是模拟自然界中林地边缘地带多种野生花卉

交错生长的状态，运用艺术手法设计的一种花卉应用形式。

1.花镜类型

从设计形式上分， 花境主要有三类:

(1)单面观赏花境。这是传统的花境形式，多临近道路设置。花

境常以建筑物、矮墙、树丛、绿篱等为背景，前面为低矮的边缘植物，

整体上前低后高，供一面观赏。

(2)双面观赏花境。此花境没有背景，多设置在草坪上或树或树

丛间及道路中央植物种植是中间高两侧低，供双面观赏。

(3)对应式花境。在园路的两侧、草坪中央或建筑物周围设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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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两个花境个花境呈左右二列式。在设计上统一考虑， 作为一

组景观，多采用拟对称的手法，以求有节奏和变化。

2.花境的应用

花境是园林中从规则式构图到自然式构图的一种过渡和半自然

式的带状种植形式。花境不仅增加了园林景观，还有分割空间和组织

游览路线的作用。可设置在公园、风景区、街心绿地、家庭花园、林

荫路旁。它是一种带状布置形式，适合周边设置，能创造出较大的空

间或充分利用园林绿地中的带状地段，创造出优美的景观效果。花境

是一种自然式的种植形式，所以适合用在园林中建筑、道路、绿篱等

人工构筑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起到由人工到自然的过渡作用。花境可

以软化建筑的硬线条，同时它丰富的色彩和季相变化可以活化单调的

绿篱、绿墙及大面积草坪景观，起到很好的美化装饰效果。

3.花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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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境在设计形式上是沿着长轴方向演进的带状连续构图，带状两

边是平行或近于平行的直线或曲线。其基本构图单位是一组花丛，每

组花丛通常由 5~10 种花卉组成，一种花卉集中裁植，平面上看是多

种花卉的块状混植，立面上看高低错落，状如林缘野生花卉交错生长

的自然景观。植物材料以耐寒的可在当地越冬的宿根花卉为主，间有

一些灌木、耐寒的球根花卉或少量的一二年生草本花卉。 花境设计

包括种植床设计、背景设计、边缘设计及种植设计。

(1)种植床设计。花境的种植床是带状的。一般来 说单面观赏花

境的前边缘线为直线或曲线，后边缘线多采用直线。双面观赏花境的

边缘线基本平行，可以是直线，也可以是曲线，对应式花境要求长轴

沿南北方向延伸，这样对应的两个花境光照均匀，生长势相近，达到

均衡的观赏效果。

(2)背景设计。背景是花境的组成部分之一。 单面观赏花境需要

背景，按设计需要，可与花境有一定距离也可不留距离。花境的背景

依设置场所的需要而设定，理想的背景是绿色的树墙或高篱。建筑物

的墙基及各种栅栏也可作背景，以绿色或白色为宜。

(3)边缘设计。花境的边缘不仅确定了花境的种植范围，也便于

前面的草坪修剪和园路清扫工作。高床边缘可用自然的石块、砖块、

碎瓦、木条等垒砌而成。

(4)种植设计。种植设计是花境设计的关键。全面了解植物的生

态习性并正确选择适宜的植物材料是种植设计成功的根本保证。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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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选择适合当地露地越冬、不需要特殊管理的宿根花卉为宜，兼

顾一些小灌木及球根、一二年生花卉。

（八）花坛

1.花坛的类型

(1)按坛面花纹图案分类。可分为花丛花坛、模纹花坛、造型花

坛、造景花坛。

花丛花坛:主要由观花草本花卉组成，表现化盛开时群体的色彩

美。这种花坛在布置时不要求花卉种类繁多，而要求图案简洁鲜明，

对比度强。常用植物材料有一串红、地肤、三色堇、美女樱、孔雀草、

万寿菊、小菊、鸡冠花等。

模纹花坛:主要由低矮的观叶植物和观花植物组成，表现植物群

体组成的复杂的图案美。主要包括毛毡花坛、浮雕花坛和时钟花坛等。

毛毡花坛是由各种植物组成一定 的装饰图案，花坛的表面被修剪平

整如地毯。浮雕花坛的表面是根据图案的要求，将植物修剪成凸出和

凹陷的式样，整体具有浮雕的效果。时钟花坛即图案是时钟纹样，上

面装有可转动的时针。模纹花坛常用的植物材料有五色草、彩叶草、

香雪球、四季海棠等。

造型花坛:以动物、人物或实物等形象作为花坛的构图中心，通

过骨架和各种植物材料组装成的花坛。

造景花坛:以自然景观作为构图中心，通过人工骨架、植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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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设备组装成山、水、亭、桥等小型山水园或农家小院等景观的

花坛。

(2)按空间位置分类。可分为平面花坛、斜面花坛、立体花坛。

平面花坛:花坛表面与地面平行，主要观赏花坛的平面效果，其

中包括沉床花坛和稍高出地面的花坛。花丛花坛多为平面花坛。

斜面花坛:花坛设置在斜坡或阶地上，也可搭成架子摆放各种花

卉，形成一个以斜面为主要的观赏面。一般模纹花坛、文字花坛、肖

像花坛多用斜面花坛。

立体花坛:花坛向空间展伸，可以四面观赏，常见的造型花坛、

造景花坛是立体花坛。

(3)按花坛的组合分类。有单个花坛、带状花坛、花坛群等。

(4)按种植形式分类。可分为永久花坛和临时花坛。

2.花坛的应用

花坛主要表现花卉群体的 色彩美，以及由花卉群体所构成的图

案美。花坛是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美化和装饰环境，尤其能

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同时还有标志宣传和组织交通等作用。

3.花坛的设计

花坛的设计首 先应在风格、体量、形状诸方面与周围环境相协

调，其次才是花坛自身的特色。花坛在环境中可作为主景，也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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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景。形式与色彩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在设计上也有广泛的选择性。花

坛的体量、大小也应与花坛设置的广场、出入口及周围建筑的高度成

比例，一般为广场面积的 1/5~1/3。花坛的外部轮廓也应与建筑边

线、相邻的路边和广场的形状协调-致。色彩应与所在环境有所区别，

既起到醒目和装饰作用，又与环境协调，融于环境之中，形成整体美。

（九）绿篱

1.绿篱的类型

根据整形修剪的程度不同，分为规则式绿篱和自然式绿篱。规则

式绿篱是指经过长期不断的修剪，而形成的具有一定规则几何形体的

绿篱;自然式绿篱是仅对绿篱的顶部适量修剪，其下部枝叶则保持自

然生长。

根据高度的不同，又可分为矮绿篱、中绿篱、高绿篱、绿墙(树

墙)四种。矮绿篱的高度在 50cm 以下，中绿篱的高度为 50~ 120cm;

高绿篱的高度为 120~ 160cm，只允许通过人的视线;绿墙是一类特

殊形式的绿篱，一般由 乔木经修剪而成，高度在 160cm 以上，一

般要高于眼高。根据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要求不同，可分为常绿篱、

落叶篱、彩叶篱、刺篱、编篱、花篱、果篱、蔓篱八种类型。

2.绿篱的植物选择

选择绿篱植物所应 具备的条件:萌蘖性、再生性强，耐修剪。上

下枝叶茂密，并长久保存。抗病害、尘埃、煤烟等。常绿且具有较为



26 / 27

稳定的季相美感。叶小而密，花小而密，果小而多，繁殖、移植容易。

生长速度不宜过快。抗逆性强，病虫害少。

绿篱的作用

在园林中应用绿篱时，需要考虑绿篱与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合理

搭配，考虑到绿篱在整个景观中所起的作用。

(1)作为装饰性图案，直接构成园林景观。园林中经常用规则式

的绿篱构成一定的花纹图案，或是用几种色彩不同的绿篱组成一定的

色带,突出整体的美。

(2)作为背景植物衬托主景。园林中多用常绿篱作为某些花坛、

花境、雕塑、喷泉及其他园林小品的背景，以烘托出一种特定的气氛。

(3)作为构成夹景的理想材料。园林中常在一条较长的直线尽端

布置对景，以构成夹景效果。绿墙以它高大、整齐的特点，最适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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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布置两侧，以引导游人向远端眺望，去欣赏远处的景点。

(4)用绿墙构成透景效果。透景是园林中常用的一种造景方式，

它多用于以高大的乔木构成的密林中，其中特意开辟出一条透景线，

以使对景能相互透视。

(5)突出水池或建筑物的外轮廓线。园林中有些水池或建筑群具

有丰富的外轮廓线，可用绿篱沿线配置，强调线条的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