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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是园林景观造景的主要素材，是唯一具生命力特征的园林要素，能使园林空间体现生命的活力和
富于四时的变化。
园林绿化能否达到实用、经济、美观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园林植物的选择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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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景观设计的内
涵也在不断扩展，对植物的应用日益广泛，要求日益科学、严格，也日益受到大众的重视和喜爱。
园林植物景观的营造已成为现代园林的标志之一。
因此，在园林设计师的眼中，植物不仅仅是简单的林木、花草，而是生态、艺术和文化的联合体，是
园林设计的基础与核心。
正如英国造园家克劳斯顿（BrianClouston）所说："园林设计归根到底是植物的设计⋯⋯其他的内容只
能在一个有植物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园林植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
有高逾百米的巨大乔木，也有矮至几公分的草坪、地被植物；有直立的，也有攀缘的和匍匐的。
树型各异，叶、花、果也是色彩丰富、绚丽多姿。
同时，园林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还呈现出鲜明的季相特色和兴衰变化。
因此，很多设计者，尤其是初学者常感到无从下手。
《园林植物造景》作为园林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如何较全面系统地让学生掌握园林植物造景设计知
识，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园林植物的应用能力，提高园林人才培养质量，是目前园林专业教学中亟待解
决的问题。
《园林植物造景》依据园林行业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常规技
术为基础，关键技术为重点，先进技术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管用"为度，坚持职业能
力培养为主线，体现与时俱进的原则。
教材内容涉及园林植物的造景功能、观赏特点以及景观风格与类型、园林植物景观评价原则和方法等
方面的基本理论；同时讲述运用调查分析、图像分析、功能分析、系统分析等手段进行场地的研究分
析、设计构想与设计表达的方法；培养学生具备能够针对不同的植物种类特点完成植物景观基本类型
的设计，能开展不同环境植物景观应用功能分析并进行合理的植物景观类型搭配，组成完美的植物景
观空间的能力。
因此，如何根据不同场所特点科学合理而又富有诗情画意地塑造园林植物景观是《园林植物造景》的
核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生态园林的不断发展，植物景观设计已发展成为涉及土壤学、气象学、
植物生理学、花卉学、树木学、植物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园林规划设计、植物保护学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等多领域的交叉性学科。
园林植物造景设计也成为一门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大众创造出生态、美观、经济、舒适的生存环境，推动植物景观设计向着可持
续发展的方向前进，是园林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因此,《园林植物造景》在编写过程中，吸纳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引用了相关专业图书的某些图例
，对其相关编著者，在此特致以衷心感谢！
《园林植物造景》由八所高校园林专业主讲教师合作编写完成,具体的编写分工是:王永志编写了第二
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及相关实训指导；王春梅编写了第五章第四节及相关实训指导；曲
瑞芳编写了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及相关实训指导；李璐编写了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第
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实例一及相关实训指导；李福龙编写了第三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三节部
分内容；吴艳华编写了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常见园林植物观赏特性及园林用途表（华北部分内容
）、园林绿化功能树种选择表及相关实训指导，并负责书稿第二、三、四章的审校；周际编写了第三
章第一节及相关实训指导；彭小燕编写了第六章第四节实例三，第一、二章实训指导，常见园林植物
观赏特性及园林用途表（华南部分内容），并负责书稿第一、五、六、七章的审校；张媛媛负责全书
图片编辑整理，以及书稿审校；熊运海老师负责全书统稿和组织，并完成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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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
，第七章第三节的编写工作。
由于园林植物造景涉及诸多学科和领域，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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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模块式结构编写，各章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主要包括绪论、园林植物景观素材及其观赏
特性、园林植物景观风格与类型、园林植物造景基本程序、园林植物造景形式与方法、小环境园林植
物组景与实践、园林植物造景评价七章内容，并附有常见园林植物一览表及城市园林绿化常用树种选
择供检索。
教材从实际应用出发，以植物景观类型为单元，用经典的园林植物造景实例，展示不同风格与特点的
园林植物景观设计思路、方法与实践。
采用大量插图和操作示例，充分吸收国内外优秀研究成果，较全面地揭示了园林植物造景的基本原理
和时代特征。
教材采用彩色印刷，图片精美，效果直观、实用。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园林、园艺以及环境艺术等专业教材，还可作为成人教育教材或园林景观规划
设计师培训教材，以及高等院校风景园林及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人员和
科技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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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绪论[学习目标]1.理解植物造景的实质内涵，掌握植物造景的基本特点。
2.认识植物造景功能，明确植物造景的应用范围。
3.了解我国园林植物造景现状，把握其发展趋势。
第一节 园林植物造景的基本含义及特征一、园林植物造景的基本含义园林植物造景即运用乔木、灌木
、藤本植物以及草本植物等素材，通过艺术手法，结合考虑环境条件的作用，充分发挥植物本身的形
体、线条、色彩等方面的美感，创造出与周围环境相适宜、相协调，并表达一定意境或具有一定功能
的艺术空间的活动。
园林植物造景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造景，要考虑植物种类的选择与组合，
平面和立面的构图、色彩、季相以及园林意境；另一方面是植物与其他要素如山石、水体、建筑、园
路之间的搭配。
园林植物造景是一门融科学与艺术于一体的应用型学科。
一方面，它创造现实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它又反映意识形态，表达强烈的情感，满足人们精神方
面的需要。
因此，要创作完美的植物景观，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两方面的高度统一，既要满足植物与环境在
生态适应上的统一，又要通过艺术构图原理体现出植物个体与群体的形式美，以及人们在欣赏时所产
生的意境美，这是植物造景的一条基本原则。
因此，园林植物造景不仅是利用植物来营造视觉艺术效果的景观，它还包含生态上的景观、文化上的
景观。
二、园林植物造景的基本特征园林植物造景是在园林造景艺术指导下的运作设计，其材料是围绕绿色
植物展开的，有其独特的特征。
第一，以植物为主的造景和以建筑为主的传统造景正好相反，更具经济美观特色。
第二，植物景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有效地净化园林空间和水源，防止水土流失。
第三，植物景观具有特殊的园林艺术美，一样能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
植物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植物其外形不同，使植物呈现丰富多样的色彩、形体及质地差异；植物在
不同的生长时期具有差异极大的时序变化，呈现不同的外观形貌。
如植物在叶色变化上有春色叶、秋色叶的季相变化；在不同的立地条件下植物有形体的变化，与风、
雨、雪、雾等自然因素结合成奇特景象，呈现出生动性。
第四，植物景观具有完整独立的可欣赏性。
优型树、独赏树以及_二些观赏树群、树林等可像园林景观、景点一样，成为园林主景，而且在植物
生长过程中，还呈现光景常新的动态景观变化。
第五，植物景观是以植物为主，存在生长期长，景观的设计效果难以一时形成，但也易于控制和改造
的特点。
第六，植物景观最能体现园林有益身心健康的功能，是现代园林强调生态环境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造
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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