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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植设计在国内的发展状况： 

 
• 教育上的缺失。无成熟的教学体系。虽有部分院校开设种植设计（植

物配置）课程，缺乏系统的教材。 
• 职业素质高的种植设计师缺乏。植物设计师多数既缺乏设计修养和审

美，又对植物与设计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以最基本的物种识别为例，
大多数即使农林院校毕业的植物设计师难以认识超过300种植物（加
州伯克利4000种，孙筱祥先生3000种）。更奢谈对习性的了解、设
计的应用。 

• 园艺水平低下。反映在可利用的物种稀少。野生原生物种开发严重滞
后、盲目引入外来物种。正规管理的苗圃公司数量较少。对苗木的规
格界定混乱、不规范。 

• 盲目跟风。草坪风、大树进城风、模纹色块流行、花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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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类型的特点及其对种植的要求 

如城市居民区邻里环境有以下特点： 

• 人口集中，使用频度高，尺度较小且使用者多数为步行者。这要
求设计要有较多的细节，植物的层次和种类越丰富越好。 

• 维护较为精细。这允许有较多的园艺植物，不必使用过多粗放管
理的种类。 

• 多数有地下车库，覆土厚度有限。对土壤要求过高的深根系植物
可能生长不良。 

• 建筑物密集，缺乏开阔的空间，并导致道路与建筑、道路与种植
区距离较近。这要求有较多的基础种植软化墙角，并需要较多的
中层植物增加绿量遮挡视线。 

 



 



又如道路绿化中项目具有以下特点： 

• 作为快速通过的交通空间，车辆快速通过，细节设计意义不大。过多
的细节反而影响驾驶者的驾车安全。 

• 作为隔离性的种植区，宜使用常绿为主的种植。 

• 作为行道树使用的种植形式，宜使用高大荫浓的落叶乔木，。 

• 交通汇集区域，如转弯处或者交通岛必须保证无视线遮挡。 

• 植物要求无污染，抗风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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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植设计要点与步骤 

决定方案设计中植物最终布局和物种选择分布的，应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去考量。 

• 总体布局与空间布置 

• 植物与地形的结合 

• 重要节点的观赏效果控制 

• 线性空间，主要是道路两侧的视线控制 

• 水岸设计，从天际线到色彩控制再到细部设计 

• 植物与构筑物关系的推敲 

• 不良视觉的遮挡 

• 其它 

 

 

 

 

 



3.种植设计方法讨论 
 

3.1 总体布局与空间控制。 

• 植物与地形是园林中控制空间感受最主要的要素，而在地形已确定
或者较为平坦的项目中，植物是改变空间感受最主要的设计要素。
在整体方案设计的基础上，首先是结合方案使用植物将整体环境的
空间划分完成。确定林地、树林草地、花卉种植区、开阔草坪、观
赏灌丛等等种植类型的分布。然后是根据视觉效果对其立面进行完
善。 

• 一开始就根据喜好确定植物物种的种类和数量是极端错误的。 



• 基于理性分析的格局确定优先，大部分的决定因素可能是
方案已经确定的。 

• 基于观赏和感性效果的需求决定最终的修补完善。 

 





某楼盘种植设计 

 



• 3.2 种植设计与地形的结合。居住区的地形通常较为平坦，高差不
明显，极个别案例中存在台地。因此，通常通过植物设计去强调
地形变化，即将高大植物种植在较高坡地，低矮植物种植在坡下。 

 



案例1——湖北美术学院藏龙岛校区种植规划 



 

案例2——某楼盘售楼部环境设计 



 

案例3——枫树三路绿化种植规划 



• 3.3 重要节点的设计。重要节点往往是视觉焦点，通常要处理的较为
精细。特别是立面层次的处理往往是整个社区的亮点。个人的建议是
植物的层次一定要丰富，乔木层选择常绿或挺拔的秋色叶乔木，中层
常绿植物与色叶灌木的结合，色叶灌木最好有黄色、红色或花叶的高
度和色彩对比，地被植物尽量丰富，除了色彩还应有质感的对比，及
叶片的大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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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线性空间或水岸设计。线性空间主要是指较长的道路，人行走其
间能创造出不同的空间感受才能做到步移景异。时而绿荫覆地，游人
需要通过稀疏的树干看到远处的景色；时而开阔，目光所及苍翠欲滴；
时而半边浓荫，半边开阔。 

 



 



 



 



 







 



 



 



 



 



 



 



 



 



• 3.5植物与构筑物的关系处理。构筑物如亭子、廊架、景墙等通常是
作为视觉焦点被设计的，因此为避免其过于孤立，植物往往需要作为
背景为其提供陪衬（前景、背景、点题）。另外，植物往往成为亭子
或廊架中游人欣赏和被看的对象，需要考虑亭子或廊子、观景平台等
有人逗留处的视线所及的植物层次和立面变化。 

• 恰当地处理植物形态建筑或者构筑物的关系，或藏或露或装饰，是植
物设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植物在多数情况下柔和构筑物生硬的边界，使构筑物更具美感 



 



 



 



 



作为前景，强调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与竖向构筑物配合构成虚实变化 



 



 



 



• 3.6 小区中的“佳则收之，俗则屏之”。居住区中经常有一些建筑
设计或规划中不可避免的构筑物，视觉上可能不够良好，需要遮
蔽，通常有配电房、通风井、采光井、球场、停车场等等。简单
的高篱遮蔽或者复杂丰富的植物设计根据其所处的位置而定。当
然，如果进行其本身的美化设计也可以纳入视线范围甚至使其成
为视觉焦点。 

 



4.讨论 
 

• 3.1强烈反对模纹花坛的使用。模纹花坛作为中国特殊国情的畸形产
物，有以下不合理之处： 

      模纹花坛折射出审美观落后，缺乏趣味。 

      模纹花坛的设计压抑植物的观赏价值。 

      模纹花坛先期投入高，后期维护成本高。 

      解决办法：设计师提高修养。改善和提高苗圃生产水平，增加植物驯
化引种力度。提高园艺管理水平。 

• 3.2上层和中层色叶植物缺乏，建议业内增加这些种类的培育和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