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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9_8D_E5_9B_AD_E6_c57_644826.htm 植物，是园林要素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能满足园林的空间构成、艺术构图

需要，为人们提供遮荫、降暑、防灾等功能需求，更是生态

系统的初级生产者，是大多数生物种类的栖息地，是园林景

观的生命象征。 植物造景，是在70年代后期有关专家和决策

部门针对当时园林建设中建筑物、假山、喷泉等非生态体类

的硬质景观较多的现象再次提出的生态园林建设方向，即要

以植物材料为主体进行园林景观建设。植物造景的提出，对

生态园林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诸方面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从概念的提出到现在，植物造

景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乡土植物的驯化及大量引种使得

造园植物不断丰富，植物配置理论的发展使得植物不再只是

建筑的附属物、硬质景观的软化剂，而是开始独立成为空间

及景观画面的主要构成要素。植物保护及树木养护技术的发

展使植物景观效果更加稳定持久，园林绿化也从二维绿量（

绿化覆盖）转向三维绿量（绿色量）的研究。但植物造景中

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有的甚至已成为植物造景发展的阻碍，

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期能促进植物造景事业的

发展。 1、植物造景概念来源：考试大 传统的植物造景定义

为：“利用乔木、灌木、藤木、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并发

挥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幅美丽动

人的画面，供人们观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植物景观的视

觉效应，其植物造景定义中的“景观”一词也主要是针对视



觉景观而言的。随着生态园林建设的深入和发展以及景观生

态学、全球生态学等多学科的引入，植物景观的内涵也随着

景观的概念范围不断扩展，传统的植物造景概念、内涵等已

不能适应生态时代的需求。植物造景不再仅仅是利用植物来

营造视觉艺术效果的景观，它还包含着生态上的景观、文化

上的景观甚至更深更广的含义。我们应该看到，植物造景概

念的提出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植物造景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

在概念提出的那个时代，而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尤其是随生态园林的不断发展而发展，这才是适合时代需求

的植物造景，持续发展的植物造景。 2、绿量与景观质量来

源：考试大 绿量，是在生态园林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

概念，它不仅指所有生长中植物茎叶所占据的空间体积，广

义上还包括一切有利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因素，即绿色环。当

前植物造景中的绿量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极端： （1）大草坪

泛滥目前的植物造景，特别是城市广场绿化中，无处不是千

篇一律的大草坪绿化模式，以求得“开敞景观”、“热带风

光”等效果，其弊端众人皆知。究其原因，除了流行风气外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设计者缺少对绿量的重视。倘若

我们在设计中将绿量及其产生的生态、社会等多种效益纳入

综合考虑中，相信一味追求单一的视觉效果的大草坪流行模

式将会得到制止。在这一点上，英国风景师早已提出的“没

有量就没有美”的做法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乔木 灌木 

草坪（地被）模式的滥用乔木 灌木 草坪（地被）的植物搭配

模式来源于我们对自然植物群落的学习，是一种理想的生态

效益得以最大限度发挥的模式，然而却常被人们误认为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导致不分绿地性质、面积大小、环



境负荷而一味滥用。园林建设讲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植

物造景同样如此。只有因地制宜、因园制宜，结合绿地使用

性质、面积大小、环境条件等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建设的

绿量才与景观质量成正比。一味地将自然植物群落中的乔木 

灌木 草坪（地被）的结构搭配，不综合考虑园地大小、土壤

贫瘠程度、交通安全、视觉安全等而滥用，其结果往往是造

成大量植物死亡（超过植物承受的环境负荷力），甚至成为

病虫滋生、犯罪猖獗的地方（因植物阻碍视线而使得场地不

能得到周围游人的监视）。如果说大草坪的流行是缺少对绿

量重视的极端，乔木 灌木 草坪（地被）的模式则是在缺乏对

绿量含义真正理解的情况下片面、过分地强调绿化量值的极

端。 3、形式与功能来源：www.examda.com 园林绿化讲究形

式与功能的统一，植物造景作为园林绿化的一部分，理应遵

循这一道理。然而，在现实绿化中常见到有人一味地追求绿

地率，追求绿化视觉效果。将分枝低，体量大的雪松种在狭

窄的街道上；将本已狭小的活动场地改建成草坪；将承载力

高的林地树木砍掉，换成承载力低的草坪⋯⋯，凡此种种，

无不是植物造景中形式与功能的冲突，其结果常常是好看不

中用，其原因是缺少对植物造景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思考。 4

、科学性与艺术性 植物造景不同于山石、水体、建筑景观的

构建，其区别于其他要素的根本特征是它的生命特征，这也

是它的魅力所在。植物造景是在植物能健康、持续生长的条

件下进行的。病态的植物，失去生命活力的植物的景观只能

是残枝败柳、枯木废桩，是无法达到理想景观效果的。 科学

的植物造景除了满足植物的生理生态、场地功能、视觉景观

等需求外，还必须对植物造景的效果进行预见。植物景观是



活体景观，随植物生长而发展变化的景观，对植物栽植施工

后的景观变化及养护管理的考虑，是植物造景的特色。然而

在现实问题中却常存在设计、施工、养护脱节甚至矛盾的问

题。而在景观效果预见中常常将生长条件很好的植物作为理

想的效果标准，而对植物能否达到预期的体量、季相变化、

生长速度却缺少深入细致，结合植物栽植场地、小气候、干

扰等多因素的考虑。比较明显的是在城市植物造景中，大多

数树木的生长体积、生长率都低于同等条件下自然界中的树

木，而这一点却没所得到设计师们的重视。 5、植物景观群

落百考试题论坛 （1）多样性与稳定性问题植物的多样性与

群落的稳定性是源于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理解，在自然植物群

落中，植物群落的稳定性是由从小到显微结构的生命，大到

巨大的森林树木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结果，植物群

落的稳定性是随种类的增加而增强。而在城市环境中这一群

种类中的大多数种将很难生存。因此，城市中的植物类群之

间的那种在自然环境中存在的相互制约、相互协作的关系也

很难存在。 （2）种单株与种群体的问题（个体与群体）时

下的植物造景中植物配置模式大多采用“自然式”、“三株

一丛、五株一群”的零星点缀方式，这是源于传统的自然山

水园的种植设计手法。事实上，将植物以群体集中的方式进

行种植，其在绿量上的景观累加效应，同种个体的相互协作

效应及环境效益都大大优于单株及零星的种植方式。从生物

个体发育来看，大多数生物总是以群体的方式生存下来的，

植物要形成一定的种植规模，其个体才能稳定地生存下来，

单株的种类常因环境的竞争而被淘汰。这一道理在宝钢绿化

建设中也已得到证实。 6、乡土植物与外来植物 适地适树是



植物造景中植物选择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倡大力

发展乡土树种，适当引进外来树种。然而，随着栽培及引种

技术的发展，在国内苗圃市场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各地

相继引进了一批适合本地生长的造景植物种类。所以，在丰

富本地造景植物种类及植物景观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以

下问题： （1）地方特色保护植物是体现地方特色的要素之

一，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土质、水质

上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它是地方环境特色的有机组成部

分之一。同时，不同的地方植物常常还是该地区民族传统和

文化的体现，大量地引种外来植物易对地方文化特色造成巨

大冲击。 （2）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界中生物间的相互竞

争，优胜劣汰的关系无处不在，我们早已明知在世界上盲目

引种动物的危害（如澳大利亚野兔引种事件），但却缺乏对

盲目引种植物危害的了解。外来引种植物造成本地植物种类

的消亡，生态结构单一化等问题早已在国外进入了治理与恢

复阶段。“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不能先引进后治理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 另外，对稀有植物、保护植物的引种

保护也应适可而止，因其对地方特色及物种多样性的冲击影

响不可估量，全国上下盛行的“银杏风”即可例证。处处种

银杏，谈何保护，谈何稀有，保护并不等于泛滥。 7、建议

及对策 7.1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 （1）对概念理解的偏一，

缺乏对结合实地情况的考虑。特别是对植物造景及绿量的考

虑认识或片面地追求视觉效果或片面地强调环境效益，对概

念的理解缺少新时代所赋予的新要求、新内涵，仅仅停留在

概念提出的那个年代的水平上。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

网站(100test.com) （2）对生态理论的生搬硬套，特别是对植



物生态理论的不结合实地情况的滥用，缺少对城市植物群落

的客观、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理解。主观地认为种类越多、

群落越稳定，单株植物比群体植物更易生长良好。 （3）缺

少横向的植物造景地域性问题的考虑，引种上片面追求绿化

效果，而对生物安全、地方特色等因素缺少全面考虑，造成

了某种植物的泛滥。 （4）缺少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设计

思想，要么片面追求绿量效益，而对绿地的使用功能、性质

、人的需求等缺少全面均衡的考虑。 7.2建议及对策来源

：www.examda.com （1）扩展植物造景、绿量等相关概念的

内涵，以便能适应新时代植物造景的需求。除引进景观生态

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外，国外的环境园艺、地域植物学、

野生动植物栖息园、恢复生态学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2）将绿量与绿地类型相结合，列入植物造景的考核指标。

绿量是生态园林建设的重要内容，除了狭义的指绿色植物外

，还包括广义的社会、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环境内涵。 

（3）加强对城市植物群落的研究，特别是群落内部植物个体

的关系，群落与城市环境负荷的关系，揭示城市植物群落与

自然植物群落的异同。 （4）加强对外来植物种，特别是具

有入侵性质植物种的检疫、检测，避免其对本地植物群落、

生态结构的破坏。对类似杂草的、有很强生命力的、具入侵

性质的种类进行清除，对侵染地植被进行保护、恢复。 （5

）规划、健全苗圃市场，避免苗木种类单一化和引种盲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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