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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艺术设计市场和教育在内地已经喧嚣热闹了多年，时代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本着认真负责的
态度，沉淀出理性的专业梳理。
面对一届届跨入这个行业的学生，给出较为全面系统的答案，本系列教材就是针对环境艺术专业的学
生而编著的。
　　编著这套与课程相对应的系列教材是时代的要求、是发展的机遇，也是对本学科走向更为全面、
系统的挑战。
　　它是时代的要求。
随着经济建设全面快速的发展，环境艺术设计在市场实践中一直是设计领域的活跃分子，创造着新的
经济增长点，提供着众多的就业机会，广大从业人员、自学者、学生亟待一套集理论分析与实践操作
相统一的，可读性强、针对性强的教材。
　　它是发展的机遇。
大学教育走向全面的开放，从精英教育向平民教育的转变使得更为广阔的生源进到大学，学生更渴求
有一套适合自身发展、深入浅出并且与本专业的课程能一一对应的系列教材。
　　它也是面向学科的挑战。
环境艺术设计的教学与建筑、规划等不同的是它更具备整体性、时代性和交叉性，需要不断地总结与
探索。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学科发展要求走向更为系统、稳定的阶段，这套教材的出版，对这一要求无疑
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因此，本套系列教材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同时针对教材市场的各种需求，具备以下的共性特点
：　　1.注重体现教学的方法和理念，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并且体现一定
的教学程序，使之能作为教学备课和评估的重要依据。
从培养学生能力的角度分为理论类、方法类、技能类三个部分，细致地讲解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各个层
面的教学内容。
　　2. 紧扣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内容，充分发挥作者在此领域的专长与学识。
在写作体例上，一方面清楚细致地讲解每一个知识点、运用范围及传承与衔接；另一方面又展示教学
的内容，学生的领受进度。
形成严谨、缜密而又深入浅出、生动的文本资料，成为在教材图书市场上与学科发展紧密结合、与教
学进度紧密结合的范例，成为覆盖面广、参考价值高的第一手专业工具书与参考书。
　　3. 每一本书都与设置的课程相对应，分工细腻、专业性强，体现了编著者较高的学识与修养。
插图精美、说明图例丰富、信息量大，博采众家之长而又高效精干。
　　最后，我们期待着这套凝结着众多专业教师和专业人士丰富教学经验与专业操守的教材能带给读
者专业上的帮助。
也感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体同仁为本套图书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预祝本套教材取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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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观园艺造景设计》涉及景观植物的基本知识和景观植物设计的基础理论。
在内容的设定上主要针对高校教学目标设计的教学内容，选择深入的理论基础教学内容和精练的结构
模式，推行有目标的教学方式。
 第一章景观植物的概况，介绍景观植物的相关概念、发展历史、发展趋势、景观植物分类、生态作用
、南北方植物的特点等基础理论； 第二章景观植物的形态特征及其种植的特点，讲述景观树木、藤蔓
植物和景观花卉、草坪和地被植物、水体植物和景观竹的形态特征及其种植的特点； 第三章景观植物
设计，讲述景观植物的美学功能，景观植物的形状、色彩、质感、层次，景观植物体现的地域文化、
人文特点，景观植物的意境创造和景观植物在景观中不同位置的运用特点； 第四章景观植物的设计方
法和步骤，重点讲解景观植物的设计定位分析、基本程序、图解的方法、设计的表现方法、设计的方
法等。
本教程侧重于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设计方法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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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南北方景观植物的区别　　一、南北方气候差异　　中国国土辽阔、气候多样。
气温年差、日差都较大，冬夏极端气温的差距更大，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
带几种不同的气候带。
其中亚热带、暖温带、温带约占70．5％，并拥有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高寒区。
　　南部的雷州半岛、海南省、台湾省和云南南部各地，全年无冬，四季高温多雨；长江和黄河中下
游地区，四季分明；北部的黑龙江等地区，冬季严寒多雪；广大西北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燥，东
冷夏热，气温变化显著；西南部的高山峡谷地区，依海拔高度的上升，呈现出从湿热到高寒的多种不
同气候。
　　此外，中国还有高山气候、高原气候、盆地气候、森林气候、草原气候和荒漠气候等多种具体气
候。
降水分布也很不均匀，主要表现年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在季节分配上，冬季降水少，夏季降水多，且年际变化很大。
冬夏风向更替十分明显，冬季的冷空气来自高纬度大陆区，多为偏北风，寒冷干燥；夏季的风主要来
自海洋，多为偏南风，湿润温暖。
　　植物种类的选择是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景观中的主要材料是植物，植物种类选择恰当
，则效果发挥得好，如果选择失误，植物生长不良，或者需要多次变更植物种类，景观面貌就会得不
到有效展示，既浪费时间又造成经济损失。
在充分考虑造景的美观效果的同时，我们应遵循的原则有：　　基本切合当地的自然、地理规律，乔
灌草相结合，以乡土植物为主，外来植物为辅的原则。
乡土植物对当地的土壤、气候适应性强，有地方性特色，应作为主要的景观植物种类。
　　选择抗逆性强的植物。
抗逆性强是指抗病虫害、耐瘠薄及对当地环境适应性强的植物。
　　二、北方景观植物的种类及其特征　　（一）北方地区的气候特点　　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是温带
大陆性气候，局部地区是高原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主要凶离海洋远，海洋上的湿润气流难以到达，终年受大陆气团控制。
气候的基本特征：①冬季寒冷，夏季温热。
气温年较差大，气温日较差亦大，舂温高于秋温。
②降水量少，而且季节分配不均，集中在夏季。
降水的年际变化火。
　　高原气候是存海拔高、地面广、起伏平缓的高原面上形成的气候。
我国北方高原气候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地区，特点为：　　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空气、
水汽、尘埃等随之减少，太阳直接辐射增强，紫外线辐射增强尤为明显；但有效辐射也增大。
在有积雪的高原面上，反射率增大，地面吸收辐射减少，故净辐射比同纬度平原小；气温低，日较差
大，年较差小；降水在湿润气流的迎风面上增多，在高原内部和背风面大大减少；风力大。
　还有如下特点：　　低压缺氧——大气压随高度而变化，组成大气的各种气体的分压，亦随高度而
变化，即随高度增加而递减。
氧气分压也是如此。
高原地区大气压降低，大气中的含氧量和氧分压也随之降低。
　　寒冷干燥——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逐渐下降，一般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约1℃，有的地
区甚至每升高150米可下降1℃。
高原大部分地区空气稀薄、干燥少云，白天地面接收大量的太阳辐射能量，近地面层的气温上升迅速
，晚上地面散热极快，地面气温急剧下降。
因此，高原一天当中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之差很大，有时一日之内，历尽寒暑，白天烈日当空，有
时气温高达20℃～30℃，而晚上及清晨气温有时可降至0℃以下，这亦是高原气候的一大特点。
　　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高原空气稀薄清洁，尘埃和水蒸气含量少，大气透明度比平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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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阳辐射透过率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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