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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4、生态园林产生的效益 4.1 景观效益百考试题论坛 多层

次的植物群落，扩大了绿量，提高了透视率，创造了优美的

林冠线和自然的林缘线，比零星点缀的植物个体具有更高的

观赏价值。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不同的地理位置，营造多姿

多彩的植物群落，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城市居民对绿色的渴

求，调和过多的建筑、道路、广场、桥梁等生硬的人工景观

对人产生的心理压抑。园林中的植物群落与山坡、建筑、水

体、草坪等搭配及易形成主景，山坡上的植物群落可以衬托

地形的变化，使山坡变的郁郁葱葱，创作出优美的森林景观

；建筑物旁的植物群落对建筑物起到很好的遮挡和装饰作用

，城市建筑也因掩映于充满生机的植物群落中而充满活力；

水体用水生植物、岸边植物组成的植物群落与水体本身形成

和谐的统一体，岸边植物的倒影映入水中，更增加了景观的

趣味性；以草坪为背景和基调营造的植物群落能够丰富草坪

的层次和色彩，提高草坪和植物群落的观赏价值。 4.2 生态效

益 城市绿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作用是通过园林植物的物质

循环和能量流动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来实现的。生态效益的大

小取决于绿量,而绿量的大小则取决于园林植物总叶面积的大

小。植物群落增加了单位面积上的植物层次与数量，所以单

位面积上的叶面积指数高，光合能力增强，对生态系统的作

用比单层树木大，例如乔灌草结合的群落产生的生态效益比

草坪高4倍。植物群落结构复杂，稳定性强，防风、防尘、降



低噪音、吸收有害气体也明显增强，因此，在有限的城市绿

地中建立尽可能多的植物群落，是改善城市环境，发展生态

园林的必由之路[4]. 4.3 社会效益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

网站(www．Examda。com) 生态园林的社会效益,不仅仅是开

展各项有益的社会文体活动,以吸引游客为主,更重要的是按照

生态园林绿地的观点,把园林办成人们走向自然的第一课堂,以

其独特的教育方式,启示人们应与自然和谐共处，尊重自然的

客观规律。创建知识型植物群落,激发人们探索自然的奥秘；

组建保健型植物群落,则让人们同植物和睦相处；生产型植物

群落告诉人们绿色植物是生存之本；观赏植物群落将激发人

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住宅附近成片的植物群落，

有助于消除人们的身心疲劳和精神压抑，及培养儿童、青少

年的公益观念。通过日常对自然界的荣枯（生长、开花、凋

谢、季节变换）和生命活动（鸟类、小动物等动物）的接触

，还可以促进孩子们的自觉性、创造力、想象力以及热爱生

活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人类的生活、生产离不开绿色植物, 人

类社会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的过程。生态园林应是人类模拟大自然的缩影,园林不单是游

憩场所,而应是人类得诸自然、还诸自然的一块人工植物群落

。 4.4 经济效益来源：www.examda.com 现在植物的养护管理

手段,浪费财务、时间和人力,又会污染环境。稳定的植物群落

具有自我维护和调节能力,可以将树叶转变为植物营养的原料,

变废为宝，减少不必要的养护管理工作。建立阳性与中、阴

性,深根与浅根,落叶与常绿,针叶与阔叶等混交类型的植物群

落,使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能各得其所，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生

态因子，既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又可防止病虫害,例如：松栎



混交可互相抵御松毛虫,从根本上降低了养管费用。另外,园林

植物具有多种经济价值,园林经济效益应从目前第三产业收入

向着开发园林植物自身资源转化[5]. 5、注意问题 5.1 关于植

物群落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每一种植物群落

应有一定的规模和面积、并具有一定的层次，来表现群落的

种类组成，规范群落的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保证群落的发

育和稳定状态，当群落与环境相对作用稳定时才会出现“顶

级群落”。群落中组合不是简单的乔、灌、藤本、地被的组

合，应从自然界或城市原有的，较稳定的植物群落中去寻找

生长健康、稳定的组合，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学和园林美学

原理建立适合城市生态系统的人工植物群落。 5.2 遵从“互惠

共生”原理，协调植物之间的关系 指两个物种长期共同生活

在一起,彼此相互依存,双方获利[3].如蜜环菌常作为天麻营养

物质的来源而共生，地衣就是真菌从藻类身上获得养料的共

生体；兰科植物、云杉、栎、桦木、雪松、核桃、白蜡、落

叶松、桑等植物与菌根具有共生关系；一些植物种的分泌物

对另一些植物的生长发育是有利的,如黑接骨木对云杉根的分

布有利,皂荚、白蜡等在一起生长时,互相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但另一些植物的分泌物则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不利,如胡桃和

苹果、松树与云杉、白桦与松树等都不宜种在一起；黑核桃

树下不生长草本植物；赤松林下桔梗、苍术、结缕草生长良

好，而牛膝、东风菜、苋菜、灰藜生长不好，可见在配置植

物种类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 5.3 植物配置应突出地方

特色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由于各个城市规模不同，经

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历史文脉、地域文化

差异很大，城市绿化应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结合当地的自



然资源、人文资源，融合地方文化特色。只有把握历史文脉

，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体现地方风格才能提高园林绿化的品

位。城市中空气污染、土壤理化性能差等因素不利于园林植

物的生长，在选择植 物时应以适应性较强的乡土树种为主，

大量的乡土树种不仅能较快的产生生态效益，而且能体现地

方特色。 生态园林的植物配置，离不开生态学和美学,园林本

身就是一门交叉的学科,涉及许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因此,

园林要与农业、林业、水产养殖等行业,互相依存、共同发展

。生态园林不能是绿色植物的堆积,不能是简单的返朴归真,而

是各生态群落在审美基础上的艺术配置,是园林艺术的进一步

的发展和提高。因此,我们还要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园林的精髓,

继承和发扬中国园林的艺术手法,把生态学理论与园林景观艺

术相结合,创造一个生态协调稳定、景观优美的游憩地,极大地

改善、丰富、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 相关推荐：中西园林艺

术比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