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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园林花卉学论文篇一

2.1乡土景观的保留与更新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乡土景观逐
渐被城市建设的浪潮所吞没。对于城市内部或者城市边缘那
些有幸被保留下来、尚未开发的乡土环境，我们首先应该采
取尊重的态度，对乡土景观进行保留与更新，使其在适应城
市氛围和现代功能需求的同时，保留乡土格局与乡土韵味，
传承当地的历史文脉。其具体手法如下.

2.2功能置换与更新利用乡土景观中的自然要素，例如地形、
水体、动植物等，在保存的基础上，以不损坏其基本功能和
生态环境为前提，进行合理的改造利用，并通过引入新的使
用功能，使其满足现代城市园林观赏、游憩、科普、教育等
多种需要.

2.3乡土景观的重塑与创新在进行城市园林建设时，对于基地
上现存的乡土景观，可以采取保存改造和更新的方法.

但是更多情况下，城市建设早己将基地上的乡土景观移除，
那么此时，对于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乡土景观，设计可
以采用以下三种表达手法.

2.4重塑与再现对于乡土景观中的.自然要素，例如水体形态、
山水格局、植被与动物资源，可以根据基地现状，在规划设
计中进行原样重塑与再现。例如遵照当地的风水格局进行景



观小品、建筑群落的布局种植乡土植物，重塑乡野景观风貌
等。同时，乡土景观中的生产和生活景观，也可以进行原样
重塑。例如以乡上建筑为原型的茶室、凉亭，乡上生活器物
和场景的模拟重塑等.

2.5比拟与象征艺术的规则之一是把违背规则作为重要的规则
延续下来。人们通过对己有规则的突破，达到创新的目的，
从而使艺术取得不断的进步与发展。将这个原则运用乡土景
观营造中也是同样适用的。即对乡土景观的保留和延续，不
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和复制层面，而是把乡上景观中的某
些基本形式、特征保存下来，加以强化或简化处理，在将某
些元素改变的同时保留其特征，使人们仍然能够意识到原型
的存在，从而营造视觉和文化上的认同。例如，将乡土材料
运用到城市园林中，创造具有现代功能与外形的景观小品。
再如，将精神信仰中的某些吉祥符号抽象提炼，运用到地刻、
雕塑或建筑细部当中，创造具有精神内涵的景观.

2.6智慧与技术的传承创新乡土智慧与乡上经验是人们适应环
境而生活的直接结果，它们最易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改变。它们属于当地的平常百姓，是平凡、普通、琐碎甚至
不引人注意的景观。它们不像其他类型的文化经验，从一开
始就有许多相关记载，对于许多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关于
乡上记忆的传递只能靠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因此，除了物
质层面的保留与传承，乡土精神景观的传承与发展也十分重
要。在现代城市园林建设中，我们应合理运用乡土景观中包
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以及适应环境、规避灾害的智
慧积极传承当地淳朴的风上民情和精神信仰，继承并创新乡
土生产与生活的技艺。利用这些祖辈的智慧为现代人创造良
好的生活环境.

3乡土景观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层面上的运用

3.1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作用与特色



城市绿地系统是指由城市中各种类型和规模的绿化用地组成
的整体。根据规范，城市绿地共包括五类，分别为公园绿地、
附属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其他绿地。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是对各种城市绿地进行定性、定位、定量的统筹安排，
形成具有合理结构的绿地空间系统，以实现绿地所具有的生
态保护、游憩休闲和社会文化等功能的活动.

3.2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作用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性质、发展目标、用地布局等规
定，科学制定各类城市绿地的发展指标，合理安排城市各类
园林绿地建设和市域大环境绿化的空间布局，达到保护和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绿地格局划分与景观资源分
配。绿地格局划分即按照点、线、面的合理布局方式进行城
市各类绿地的结构整合，从而实现绿地的合理连通与优化布
局。景观资源分配即将城市中各类文化资源、产业资源、生
态资源，以规划特色为中心，以规划结构为框架进行合理分
配与布局，从而形成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绿地景观.

3.3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特色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特色能准确反映整体的、综合的、延续
的城市形象，在规划中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它应在城市风貌
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确立，即在明确城市山水骨架结构的基础
之上，追求城市自然风貌特色、历史人文特色、资源特色、
产业特色等在城市绿地中的深层内涵和景观亮点，进而强化
城市风貌特色，增强城市的可识别性，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笔者认为，城市绿地系统特色定位的优劣取决于是否能
够强化城市总规或城市风貌规划中关于城市山水格局的总体
形象特点。

4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绿地建设也呈现出快速发展
的势头，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的生
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
如“过度开发，生态失衡”“，千城一面，失去特色”“，
盲目崇洋，文脉流失”等。从景观设计角度研究乡土景观在
城市园林中的运用时，突破了乡土景观元素的限制，转而寻
求同类乡土景观共通的本质特性，研究其本质特性在城市园
林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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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花卉学论文篇二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脚步的不断加快，城市园林景观作为城
市建设的重要部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园林植物的
应用直接关系到城市园林景观质量的高低，因此，园林植物
的选择将创造出色彩纷呈、适应于周围环境的城市园林景观。
实现最佳的生态效益显得尤为重要。地被植物不仅具有丰富
的品种和色彩，还具有很强的`生态效益。比如美化环境、能
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减少噪音污染等，对维护生态平衡也有
着显著功能，其建设成本低，也很好地节约了城市绿化成本。
地被植物日益显著的优势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加
强地被植物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成为当下人们研究
的重要话题。

2地被植物的景观功能

2.1营造美景



城市园林景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城市增添生机与活力，
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而地被植物品种的多样性以及色彩的丰
富性，能营造出色彩纷呈的植物景观，不同的色彩、种类形
式经过合理的设计及搭配就可以形成各种五彩斑斓的景观，
让城市的各个园林景观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不同的季节给
人们带来不同的惊喜，陶冶人们的情操。

2.2丰富景观层次

城市园林中少不了杂草滋生，而地被植物的应用可以覆盖地
表面消除杂草，使城市园林的结构布局更加分明，丰富景观
层次，突出主体景观。在提高园林绿化率的同时还能改善生
态环境，给人们营造出更丰富的景观。

2.3柔化硬质景观

对于如何协调各种建筑工程上留下的实质性问题与园林整体
景观效果，可以通过引起地被植物来起到过渡作用，使建筑
物和景观之间不再过分僵化，缺乏活力。比如在建筑物道路、
楼梯或者角落位置，都可以设计地被植物使之形成一个统一
协调的有机整体，使整个景观更加自然。

园林花卉学论文篇三

各类花卉资源在郑州市园林绿地中的应用概况

1应用现状

调查发现，在郑州市现有绿地中作为地被花卉大量应用的种
类只有红花酢浆草、白车轴草2种，占地被花卉总量的50%以
上；少量应用的有鸢尾、葱兰、萱草、麦冬、美人蕉、菊花、
玉簪、芍药等；而马蔺、常夏石竹、金鸡菊、二月兰、地黄、
紫茉莉、虞美人、半枝莲、阔叶半枝莲、蓍草、蜀葵、花叶
芦竹、射干、荷包牡丹、宿根天人菊、丛生福禄考、金叶过



路黄、八宝景天、松塔景天、紫露草、大丽花、蛇莓、薄荷、
紫花地丁、佛甲草、狼尾草、芒草、细叶苔草、吉祥草等只
是在个别绿地中零星应用；五色苋、金鱼草、雏菊、羽衣甘
蓝、金盏菊、翠菊、鸡冠花、彩叶草、地肤、香雪球、一串
红、万寿菊、孔雀草、美女樱、大花三色堇、百日草等多作
为节日花坛应用。由调查结果可知，郑州市常见的地被花卉
种类非常匮乏且缺乏地方特色；在新建的绿地中也在尝试应
用一些新的花卉种类（品种），但多数表现一般，甚至有些
已被淘汰，如常夏石竹、丛生福禄考等。而能很好体现地方
特色，丰富城市园林景观的野生花卉只能在极个别的绿地中
偶尔见到，且种类非常少，只有二月兰、紫花地丁、蛇莓、
地黄、薄荷等几种。

2适宜郑州市开发利用的野生花卉

结合郑州气象条件，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筛选出15种[3-5]
分布广、适应性强、抗性强、繁殖容易、观赏价值高且未在
郑州园林绿地中应用的野生花卉，以期推广利用，丰富郑州
市的园林景观（表1、图1）。

郑州市野生花卉在城市园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存在问题

（1）对野生花卉的认识存在误区。野生花卉的`突出特点就是
“野”，故许多人将野生花卉和杂草等同，认为其观赏价值
不高，在城市园林中应用太“土”不能体现都市特点而弃之
不用。如婆婆纳，在郑州园林中普遍作为杂草剔除，但其冬
季低矮致密的绿色植株正好弥补北方园林冬季绿量不足的遗
憾，如能合理应用将是良好的地被植物。

（2）对野生花卉的栽培技术研究不够。目前应用较多的花卉
多数观赏价值高、繁育系数大、栽培管理容易、技术成熟，
而大多数野生花卉无论是在繁育还是在栽培管理等方面，还



没有成熟的技术，种苗紧缺，没有现成的用于绿化的大量野
生花卉种苗，造成野生花卉应用较少的现状。如在郑州绿地
中曾应用的地黄，因种苗紧缺，种植密度过大，地表大量裸
露致使观赏价值不高。

（3）对野生花卉的应用研究不足。部分野生花卉经过恰当配
置，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园林绿化美化效果。但因缺乏对野生
花卉在植物配置方面的研究，很多野生花卉资源没有被很好
地利用，即使利用，也没有达到其最佳的美化效果。以已经
在郑州零星应用的二月兰为例，观赏价值非常高：早春可观
花且花期长达2个月之久，夏秋冬可观叶且覆地效果好。但
在5—6月茎叶枯黄、地表裸露，如能在植物配置方面多研究，
在其观赏价值低的时期其他植物开花就可提高观赏价值，实
现四季有景了。

2对策

首先，对郑州市野生花卉资源进行调查，对各种可以利用的
野生花卉资源进行归类统计，在进行园林绿化时，合理利用
野生花卉资源。其次，加强对野生花卉栽培技术的研究，提
高野生花卉资源的利用水平，确保所利用野生花卉资源的园
林绿化效果[6]。其实，有些野生花卉如二月兰、牵牛花类、
紫花地丁、红蓼等，不仅花朵鲜艳，且自播能力很强，栽培
管理技术要求也不高，一次种植可多年观赏，可直接在园林
中应用。再次，加强对野生花卉的应用研究，充分了解不同
野生花卉的习性，在进行园林应用时，进行合理配置，实现
四季有景[7]，使郑州市的野生花卉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展现
其最佳的园林美化效果。（本文作者：马晓、张俊叶、陈刚
单位：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工程系、郑州师范学院生
命科学系）

园林花卉学论文篇四

园林花卉包含的植被种类众多，不同的植被种类在景观设计



中具有不同效果的应用，通过合理应用园林花卉有助于实现
植被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展现设计者的设计理念，提升城市
景观的设计品味，因此在具体的城市景观设计中要懂得合理
应用园林花卉设计手法。

一、景观设计应用园林花卉的原则

随着城市环境要求的日益提高，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园林花卉
的应用比例越来越高，通过合理的应用园林花卉对于提升城
市品位具有积极地作用。科学应用园林花卉必须要掌握园林
花卉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原则：首先要了解花卉的寿命。
在园林花卉设计中，关键在于花卉，花卉是具有生命的，如
果不能掌握花卉的生长周期那么就难以体现出美学价值。不
同的花卉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因此需要在景观设计中根据
不同的功能选择不同的花卉种类；其次要了解花卉的特性。
花卉特性包括植被的大小、质感以及色彩等等，不同的花卉
特性在景观设计上具有不同的效果，例如月季在不同的景观
设计上就有不同的效果，因此需要结合设计理念科学的选择
相应的花卉植被；最后要侧重均衡与稳定原则。在园林花卉
应用上要侧重对花卉关系的平衡与稳定上。不同的花卉则空
间上会表现的不一致，因此需要侧重空间完整性，体现出景
观的统一性。例如在景观设计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植被对建筑
形体进行重塑。

二、园林花卉在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不同的花卉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不同，因此在实践中需
要根据景观设计原则选择相应的花卉：

1、不同尺度花卉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以人的视线高度作为分类依据，可以将花卉植被分为低
于30cm、30-150cm以及高于150cm的植被：低于30cm的花
卉属于地被植物，一般接近地面，虽然此种花卉不会给景观



造成直观的效果，但是其往往起到连接的作用，实现空间的
统一。例如在城市公园内通过种植沿阶草可以实现林下空间
与台阶的连接，淡化了边界，起到了较少热辐射和扬尘的作
用，当然选择此种花卉时需要考虑到开花特性，以此达到美
化的作用；30cm-150cm的花卉一般是平均于人的视线高度，
因此其一般起到阻隔的作用，其主要是应用到花园的栏杆、
篱笆等设计中。以篱笆景观设计为例，由于篱笆属于阻隔作
用，因此在选择花卉时需要考虑到生长周期，一般应该选择
生命周期长、生长速度较快的花卉，这样可以迅速成为篱笆
的植被，当然在花卉的选择上还要具有枝叶繁茂、耐修剪的
特点。

2、不同颜色花卉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花卉色彩能够给人带来视觉冲击，并且在景观设计中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但是不同的颜色在景观设计中起着不同的效
果，冷暖色的花卉能够衬托出欢快、热烈的氛围，因此其适
合在欢快的节日景观设计中应用。例如在城市中心广场上，
一般在国庆期间都会通过摆放菊花的方式衬托出节日的喜庆
氛围。同时花径也是景观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单面
花径路面较窄，如果要使其具有一定遮荫性，可虬选择一些
技t开张、花繁叶茂的花灌木种类，若仅仅为了美观．不需要
选到庇荫的效果，可咀选择一些冠幅较小、花团锦簇的植物
品种。例如日本的.晚樱在盛开的时节花色迷人。而双面花径
需要根据景观设计的目的进行选择合适的植物，例如如果不
考虑庇荫因素的话，可以选择杜鹃等花卉，当然如果考虑荫
蔽可以选择海棠、紫薇等花卉，在配置时t要考虑这些植物的
开花期．并使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保证它们除花期以外还
可以有其它的部位可以欣赏。

3、强调花卉的文化内涵

我国有悠悠50的历史文化，在时代变迁中，历代文人为花卉
注入了精神属性，使花卉也带有一种文化情结。花卉表达的



意义或廉洁、或富贵、或优雅，比如牡丹带有富贵之气、绿
竹带有清廉之意、梅花带有坚强之意。文人将梅兰竹菊比喻成
“四君子”，这就是人们对花卉赋予的精神属性。这些拟人
化特征使得花卉也成了文化的代表。在构筑园林景观的意境
时，可以积极借鉴这些花卉的人文内涵，将其作为园林景观
设计的最佳补充。

4、花卉在景观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空间尺度是景观设计的重要因素，花卉的应用对景观空间尺
度的影响非常大，根据人的视角角度景观空间尺度可以分为
触空间、特近空间以及近空间等。一般触空间与人的距离比
较近，因此花卉的香气等是景观的设计的关键，以此一般选
具有淡香的花卉植被，同时还要侧重花卉的整体效果。远空
间则要强调花卉的层次感和整体感。一般远空间的距离
为1-10km，因此在城市景观设计中不常见。本文主要是分析
触空间。触空间一般距离小，人们只能对其细部景观产生印
象，所以植物一般采取孤植和丛植的配置形式，综合使用对
立和关联的关系。若是观赏部位是枝、干、根为主的，一般
选择垂柳的纸条、小叶榕的气生根、括桐的青色树皮。。如
果植物是以观赏花和果实为主的，则要考虑人的尺度，尽量
低丁人的身高，可咀考虑选择花灌木．如杜鹃、云南黄素馨、
南大竹等。

三、结束语

园林花卉的应用在景观设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对
花卉植物等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类型及特点的分析探讨，进
一步了解了园林花卉的设计及施工方式，同时强调了园林设
计过程中应遵循的适用性原则、美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
也提出对景观布置要素的选择和确定，并加强景观设计者的
专业素质培养，保证景观建设工程质量和环境、美化效益，
切实做到景观制作的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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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花卉学论文篇五

地被植物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首先要因地制宜，要了解
覆盖地面的需求以及所选地被植物的特性。根据当地的气候
特点、土壤类型、ph值，地形等特点，以及地被植物生长的各
种要求进行合理选择，还要考虑到园林中的群落关系，进行
合理搭配使之互利共生，充分遵循科学性原则，以达到更好
的效果，盲目选择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3.2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原则就是指选择的地被植物要符合城市园林景观的特
征，比如对于公园绿地，就要考虑是草坪、林带还是花坛中
的地被植物；根据不同的景观选择一致性的地被植物；对于
街边绿地，就应考虑到交通安全而选择低矮、整齐的地被植
物，修剪成符合城市特点的形象；对于风景游览绿地，就要
依据地形特点选择能体现当地特色的地被植物；而对于医院
绿地，就应先考虑使人感到舒服的、有益身心健康的地被植
物。

3.3艺术性原则

城市园林综合了多种艺术，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在地
被植物设计上要符合一定的搭配原则，比如要保证城市园林
景观层次结构分明、主次得当，避免杂乱无章、层次不清；
色彩上要协调一致，遵循色彩学基本原理，根据植物的主次



搭配不同的色系，加强冷暖色调的对比性，使园林景观优美
和谐。

3.4地域性原则

城市园林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符合地域性原则，
要根据不同地域的土壤、气候、季节特点，合理地规划和配
置地被植物，尽量选择本地稳定性高的地被植物，营造具有
地域特色的城市园林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