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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

的不断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

现在空气污染，城市热岛效应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

面逐步暴露出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提

倡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颁布了多项促进生态园林发展

的政策。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中明确提出生态

园林建设目标和要求，各地区城市逐渐增加园林绿化建

设投资。城市生态园林设计当中，植物的配置是生态功

能得以发挥的核心步骤。合理的植物配置既要兼顾不同

植物生长习性和环境适应性，又要综合区域生态条件、

景观特性和文化内涵等因素统筹规划。但目前部分园林

设计在植物配置方面仍存在着过分强调视觉效果而忽略

生态功能等问题。所以，对植物配置方法及原则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讨论，对城市园林植物群落生态功能进行优

化，对于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城市生态园林的概念与内涵

城市生态园林就是将生态学原理与园林设计技术有

机地结合起来，建设城市环境下生态功能，景观价值与

社会效益兼备的绿色空间体系。它的核心是把自然生态

系统的作用和城市园林绿化需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

而达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诸多目

的。城市生态园林设计重视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使用，

重视建立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生态网络 [1]。城市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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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具体实践出发，通过合理调配植物，优化生物多样

性和建设多层次绿色空间来促进空气净化和降温增湿、

水源涵养及其他生态功能在满足城市居民美学欣赏，休

闲娱乐及文化表达需求的前提下。并强调要因地制宜地

充分考虑各区域气候条件、地理特征及文化背景等因素，

运用乡土植物及可持续设计理念建设低维护高效益绿化

系统。这样，城市生态园林既可以减轻城市化对环境的

压力，又可以给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更加健康、舒适、富

有文化内涵的居住环境，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

图1　某城市生态园林图

二、城市生态园林植物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作为城市生态园林植物配置中至关重要的

因素，它直接决定着植物生长环境以及配置效果。气候

因素例如温度、降水量和日照时间，是决定植物选择的

关键因素。不同的植物对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的适应

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

该区域的气候特性。如热带地区宜栽培耐高温高湿热带

植物、寒冷地区需要选用抗寒性较强的耐寒植物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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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兼顾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

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市生态园林设计已经逐渐变成了城市生态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植物在园林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有观赏价值，而且担负着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和涵养水源等诸多生态功能。科学合理地

进行植物配置不仅能够促进城市绿地生态效益的发挥，而且能够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所以，对于城市生态园林

设计植物配置进行研究有着现实的意义与理论价值，文章就此展开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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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类型又是一个重要自然因素，各种植物对土壤的酸碱

度、养分及透气性等要求各不相同，在配置时需与合适

的土壤条件相匹配，同时采取改良措施，提高贫瘠土壤

的肥力或者排水能力来保证植物健康成长。水资源条件

对植物群落生态稳定性有直接影响，尤其是干旱地区需

要对耐旱植物进行合理筛选或者借助于雨水花园来实现

水资源利用优化 [2]。地形地貌在植物配置中同样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平地、坡地或者水岸等不同地形都需设

计出针对性强的植物配置，从而提升整体景观层次感和

生态功能。通过对自然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对适应性较

强的植物种类进行科学筛选和优化配置，能够在减少养

护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植物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建立一

个稳定高效的城市生态园林体系。

2.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对城市生态园林设计植物配置具有重要影

响，它直接影响绿化效果能否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城市

发展。城市功能定位决定着园林绿化设计走向，而不同

地区功能需求对于植物配置也有不同要求。比如居住区

绿地需着重给住户提供一个舒适休闲的环境，宜于选用

遮荫性和观赏价值较好的植物等；但商业区绿地需通过

植物搭配来提升景观吸引力，创造怡人的购物交往氛围。

居民文化背景和审美偏好对植物选择和配置亦有显着影

响。在有文化积淀的城市中，历史与地方特色植物种类

都能融合其中，比如反映传统文化的梅、兰、竹、菊等；

而且在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为了突出时尚感，比

较适宜使用形状独特或者色彩亮丽的植物。随着生态环

保意识不断增强，对低碳环保植物配置模式的要求越来

越高，促使在设计中多使用乡土植物和节水植物来减少

维护成本。另外人口密度、城市空间资源分布等因素都

会对植物种类、布局等产生影响 [3]。高密度区域需重视

垂直绿化和空间节约型的植物配置，低密度区域较适宜

多层次生态群落建设。

3.规划因素

规划因素作为城市生态园林中植物配置的一个重要

考虑因素，对绿地整体功能和景观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就植物配置而言，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至关重要，需

结合城市整体规划，统筹好绿地和建筑、道路、水系各

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系统化生态网络 [4]。植物群

落层次结构设计非常关键，通过乔木、灌木以及地被植

物之间的合理组合，既能够加强视觉层次感又能够强化

生态功能，例如遮阳降温、净化空气以及涵养水源等。

生态廊道设计又是规划的核心内容，城市内部生态斑块

通过持续绿色廊道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保持生物

多样性，增强生态稳定性。另外，在规划中还需要考虑

到植物配置是否可持续，优先采用低维护和适应性较强

的乡土植物进行配置，以免由于植物选择不恰当造成维

护成本过高或者环境失衡。经过周密的规划与设计，植

物配置能够创造出富有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又能满足

生态需求，给城市居民带来更加高质量的居住环境 [5]。

三、植物配置的主要方法与技术

1.植物多样性优化配置

在城市生态园林设计过程中，植物多样性的最佳配

置是提高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重点策略，其目的在于

通过植物种类的丰富性与科学搭配来建设一个功能完备，

生态稳固的植物群落。优化配置需充分考虑地区生态特

点及植物种类适应性，优先考虑乡土植物。这类植物由

于对本地环境适应时间长、抗逆性强、低维护成本等特

点，也较好地保持了地区生物多样性。配置时，需重视

不同植物间生态互补性，并通过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

合理搭配形成具有丰富垂直层次植被结构，既增加了绿

地景观美感又提高了植物群落稳定性和生态功能。在配

置上也需要结合季节性的变化，在花期、果期和叶色上

选用不同植物，以创造出四季如春，色彩斑斓的景观效

果 [6]。与此同时，植物多样性的优化还有利于吸引鸟类，

昆虫等更多野生动物栖息，从而进一步提高生态系统复

杂性与稳定性。具体设计中宜考虑功能需求并在雨水花

园和生态缓冲区内纳入植物配置来强化雨水管理和空气

净化的生态服务功能。城市生态园林通过对植物多样性

的优化配置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也给居民带来了更加

丰富的生态体验与自然环境。

2.植物群落结构设计

植物群落结构设计作为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核心部

分，它通过科学空间布局与层次分布来建设生态功能完

善、视觉效果美观的植被系统。合理的垂直分层设计构

成了群落结构的基础，这包括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的

组合。乔木作为一种高层结构在群落中起着遮荫及气候

调节的作用，因此选择当地适应性较好，寿命较长的树

种就显得十分重要。灌木是一种中间层次的结构，不仅

可以作为景观的过渡层，还在防止风沙、固定土壤和作

为生态屏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被植物组成的

底层结构在提高群落覆盖率的同时也有效地降低水土流

失及杂草侵扰。水平配置时，植物要与疏密有致设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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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结合，采用孤植，丛植与群植相结合的手法，达到

空间有机搭配，提高群落生态效益与观赏性。群落结构

设计还要兼顾植物对光照的需求和生长习性等因素，以

保证不同等级植物之间能共生互补并避免过密种植造成

竞争效应。在设计中往往将生态廊道与生态斑块布局相

结合，让植物群落在城市生态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以

增加地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稳定性。通过对植物群落

结构进行优化，园林设计在满足生态与功能需求的同

时，也能给城市居民带来更怡人的生活环境与多样化

景观体验 [7]。

3.季节性与观赏性设计

季节性及观赏性设计是城市生态园林中增加绿地景

观效果及吸引力的重要步骤，它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

搭配来展示四季变化所带来的特殊魅力。设计时需充分

考虑到不同植物花期、果期、叶色及形态变化等因素，

以保证春夏秋冬四季均能出现亮点植物。春天可以选择

樱花、桃花、海棠等开花集中的树种，制造浓郁的春意

气氛；夏季以荷花和紫薇为主要耐高温植物，表现出葱

绿鲜绿；秋季可配置银杏，红枫等色叶类植物，给园林

增加了层次分明的温馨色彩；冬天则选择梅花和腊梅这

些耐寒植物来营造生机盎然的冬景。植物观赏性设计也

需要关注群落色彩搭配问题，以同色系协调搭配或者对

比色大胆应用来提升景观视觉冲击力。形态的多样性也

很重要，乔木的挺拔、灌木的温柔与地被植物之低矮相

互映衬，构成了空间层次感的丰富性。另外，还应该与

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如在传统文化厚重的地区栽植象

征意义凸显的植物来抒发文化情怀。通过季节性及观赏

性设计使园林在生态功能方面既有持续性又给公众带来

四季常新美学体验及精神享受。

结束语

在城市生态园林设计中，植物配置不仅仅是为了提

升视觉效果，更是实现生态功能与人居环境改善的关键。

通过合理的植物配置，可以有效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缓解热岛效应、净化空气、增强生物多样性，并为居民

提供更健康、舒适的生活空间。植物群落的多样性、层

次性与季节性设计，不仅满足了生态功能的需求，也丰

富了城市景观的表现力，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

价值。然而，植物配置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科学的设计理

念，还需要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求和城市发展相

结合，做到因地制宜、合理搭配。未来，随着绿色低碳

理念的深入推进，城市生态园林的植物配置将继续向着

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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