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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社会，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愈加完善，整体绿化

质量也有明显提升。但是受外在因素影响，以往的景观施

工技术已无法满足当代社会人们的实际需求。对此，相关

单位应对自身景观施工技术加以优化、创新，并不断提升

自身的施工水平。施工单位景观施工技术的日益完善与规

范化建设工作的有效落实，可显著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效率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发展。

一、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相关概述

园林绿化工程具有一定的生命性特征，需要使用到相

应的花卉、植物、草皮、树木等，这样能够达到一定的美

观效果。同时可以改善空气的质量、有效地净化噪音、尘

土等，为城市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 [1]。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中植物的生长具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建设园林绿化

工程需要遵循植物的生长特点，结合当地的气候环境、温

度环境选择对应的植物种类，保证植物的存活率。根据植

物的生长对园林进行合理的搭配，保证园林绿化的美观性。

结合植物以及其后的综合分析，提高整个园林工程的观赏

效果。除此之外，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的原则还要做到因地

制宜，不同的气候环境土壤环境要采取相应的施工技术与

施工材料。保证园林绿化工程实用性以及可行性的提高，

避免各种施工问题的发生。

二、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技术及管理要点

1. 加强土壤类型的选择

土壤是植物生长的重要因素，每种植物对土壤类型的

要求也不同。在进行绿化工程之前，应详细分析土壤的成

分，以确保土壤的有机含量。土壤的选择取决于植物的生

长特性和土壤的需求。改善土壤性质，及时消除土壤中的

细菌，能确保绿色植物的生存。此外，应根据土壤条件进

行施肥，并事先准备适当的排水设施，以确保整个绿化设

计项目的建设 [2]。使用标准化的管理系统，提供可持续绿化

建设的概念，增强城市园林建设的标准化土地管理，提高

绿化工程的质量。并为后续美化的进行提供了方便。

2. 植物栽培管理的要点

植物在耕耘及播种之后，还及时进行维护，园林植物

的成活率便不能得到更好的保证。因此，园林绿化工程管

理人员要聘请一名专业的园林绿化维护人员，能够熟练对

绿色植物的松土、施肥及浇水等相关作业的人员，严格按

照植物的生长习性，规划化的进行绿化工程的维护工作，

确保绿色材料的成活机率，使整个园林的生态环境得到更

好的保护。

3. 定点放线

定点放线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该

施工技术的有效应用，能保证园林绿化施工效果，有助于

提升城市园林的整体观赏性 [3]。为保证定点放线施工技术的

应用效果，相关工作人员在施工前应细致研读园林绿化施

工图纸。工作人员进行定点放线时，应明确定点位置、定

点方向，定点可采取方格网法，旨在实现准确定位，定点

放线完成后要进行验点，检验合格后有序开展后续施工工

作。色块、色带与绿篱等利用方格网法开展定点放线处理，

用白灰线进行标记。开展大树放线时，保证大树形体大小与

位置所在地保持一致。对行道树进行定点时，可将道路中线

或路牙作为重要依据；运用孤植方法种植时，树穴中心位置

应运用木桩作为标志，将规格、树种等均标记在木桩上。

4. 选择合理的种植时间

为了保证苗木的成活率，使其能够健康的生长，还要

结合苗木的种类选择对应的种植时间，尽量提高苗木地成

活效率 [4]。在选择苗木种植时间的时候，需要结合苗木的

特点和生长习惯，对种植流程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同时，

植被种植应该加强对各类苗木生长特点的了解，选择最佳

的苗木种类，这样能够保证园林工程的全面建设，提高植

物的成活效率。

5. 植物造景技术应用要点

植物的艺术性是园林设计与建设的重点，在园林建设

期间，要注重造景技术应用的力度，利用多元化的植物，

结合城市建设的特点，既要展现植物的艺术性，同时又要

彰显整个城市建设的合理化。通过植物的合理搭配，使植

物更具现代城市建设的气息。不但使人们的感观得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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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满足，同时又赋予了植物鲜活灵动的特点。

三、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技术及管理措施

1. 加大植物的合理搭配的力度

在园林绿化植物选择完成之后，要加强植物合理搭配

的力度，设计人员要从园林美学的角度，利用建筑及空间

结构的科学搭配，使植物的特征与园林的空间特点进行有

效的融合，确保整个园林绿化景观的美感 [5]。充分利用不

同植物在不同季节所呈现的形态及颜色，带给观赏者不同

季节的体验。在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期间，相关设计人员要

合理的选择多种植物的类型，确保色彩多样化的特点，通

过合理的布局搭配，保证整个园林绿化工程的美感。例如：

可以利用几何图形及点线结合的方式，合理的对整个园林

绿化的布局进行规划，使景观的美感能够更好地展现。

2. 规范工程的施工管理

在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现场应设置相应的建筑垃

圾堆放处，如果施工企业对于施工现场的规范化管理不到

位，则会导致垃圾的逐渐增多，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从

而产生环境的污染。另外，还会对整个园林植物的生长造

成不良的威胁。因此，施工企业为了保证城市园林绿化景

观的建设，就需要严格规范施工管理措施 [6]。对施工过程中

的建筑垃圾进行集中的处理。另外，在施工中还要加强其

他施工管理措施的应用，尤其是植被和材料的领用，要建

立严格的规范制度，确保各种材料的合理应用，做到资源

的优化配置。

3. 改善施工质量控制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施工图是设计景观项目的精

神。确保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的主要条件是严格运用工程图

纸施工。园林项目的建设管理非常重要，将影响园林公司

的长期发展。为了使园林绿化公司更具有竞争力，有必要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管理方式，加强对员工的专业培

训，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提高员工的热情和稳定性，

解决公司内部的技术问题，并为希望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的人员提供改进措施。

4. 加强园林绿化施工队伍建设

首先要积极引进先进的施工技术以及具有技术经验的

管理人员，对整个工程进行严格把控，并且提供相应的指

导，保证整体的施工效果 [7]。其次，注重施工人员的专业能

力培养，确保工程可以按照施工计划和规范的标准要求严

格的施工。最后，施工人员也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在

施工的过程中要肩负起相应的责任，树立良好的责任意识，

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造成工程的质量缺陷，从而给园林绿

化工程的施工带来不良的影响。只有不断提高施工队伍的

整体水平，才可以加强园林绿化整体的建设效果，为城市

园林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 加强施工部门与设计部门的交流

在设计环节，施工方、设计方应加强沟通与交流，确

保园林施工图纸能将园林特色真正呈现出来。在交接图纸

期间，设计人员应对园林绿化施工图纸进行细致的讲解，

使施工团队全面了解相关园林绿化景观施工方案 [8]。上述

工作的有效落实，能帮助施工团队深入理解园林施工图纸，

进而保证施工质量。另外，施工团队应尽量提升自身专业

素质、理解能力，根据园林绿化景观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

合理调整施工方案。

四、结束语

在城市园林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工程能够顺

利的施工，就需要加强相应的管理措施，确保植被的良好

生长以及工程的建设水平。作为施工人员则要不断提高自

身的专业能力以及综合素养，按照相应的规划设计图进行

施工，保证整个工程的整体施工效率，加强对细节的优化。

促进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全面实施，为我国城市的稳定发

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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