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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景观园林施工设计及绿化养护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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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观园林不仅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其设计施工应遵循科

学的原则，如生态性、适应性与美学性，确保空间的多功能性与环境的协调性。绿化养护则是保证景观长期美观与生态功能

的关键，包括合理修剪、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等技术措施。通过系统的施工设计与持续的养护管理，能够有效提升园林绿

化的质量，创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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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environ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e ecological balance. It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hould follow scientific principles, such as 

ecology, adaptability, and aesthetics, to ensure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spac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Greening 

maintenance is the key to ensuring the long-term beauty and ec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landscape, including reasonable pruning, pest 

control, water and fertilizer management and other technical measures. Through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continuous 

maintenance management, the quality of landscaping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creating a more livable urban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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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园林绿化在提升城市美学、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景观园林不仅仅是装饰性元素，它与城市的气候调节、空

气净化、环境保护等功能紧密相连。因此，景观园林的施

工设计及绿化养护工作，已成为城市管理中不可忽视的一

部分。设计与施工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园林的长期效果，而

科学地养护能确保景观的持久性和生命力。 

1 景观园林施工设计的要点 

景观园林施工设计是确保园林绿化功能和美学效果

的基础。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生态、环境、经济等多方

面的因素，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全面规划。 

1.1 景观功能与生态设计 

景观设计不单单是美化环境的手段，还是为人们规划

功能性空间的关键部分。合理的景观布局要依照周边环境

的特性，合理规划景观节点与功能区域，让不同功能的空

间彼此衔接、协调共存。在选择植物的时候，除了把美观

性列入考虑范畴，仍需结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以及景观

的主题实施精心配植。温带地区可挑选适应寒冷气候的植

物，热带地区可挑选耐高温、抗干旱的植物。植物本身所

具有的生态功能同样不可忽视。选取具备净化空气、改善

水质、减轻噪声等作用的植物，不仅能增强环境质量水平，

还可推动生物多样性的提高，增加生态恢复的能力水平。

设计师不应该过度依赖单一品种的植物，尽量选取多样化

的物种加以组合，这能增添景观的视觉层次效果，还能增

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抗逆能力。凭借科学的植物搭配以

及合理的功能分配手段，景观设计可实现美学与生态两者

之间的平衡
[1]
。 

1.2 园路与景观小品的布局 

园路作为景观设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设计要把行

走流线的合理性考虑在内，也应充分考量它跟周围景观元

素的融合契合度。园路布局需避免那种简单、机械化的设

计方式，而是要跟景观的整体风格和功能需求相契合。阔

大的主干道可设计成实现通行流畅的直线或弯道，某些小

径可以设计成迂回曲折的样子，来增加步行这件事的趣味

性。如喷泉、雕塑、休息亭等景观小品，需要根据空间大

小、用途和审美要求来恰当布置，在设计过程中，也应留

意景观小品的季节性使用需求，喷泉可充当游客消暑的地

方，而休息亭可为游客提供遮阳、休息的场地。每一处景

观小品的配置工作，均应将提升空间的功能性与美感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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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同时需顾及它使用的持续性以及长期适用性。通

过对园路及景观小品做合理布局，可切实增强园林的可达

性、舒适性和观赏性。 

1.3 水系与绿化结合的设计 

水系景观是园林设计中极为关键的元素，能有效提升

景观的视觉效果与生态价值。水系设计需兼顾自然与人文

二者的结合，应展现自然景观的流动风姿，也要跟周围环

境实现融合，营造出自然与人工相辅相成的和谐美感。水

流路径的设计极为关键，应思考水流从起始到流动直至终

点的全程，让水流形成有节奏感的动态景观效果。适宜选

择水体植物同样是提升水系景观效果的关键之举。水生植

物能为景观增添层次感，还能助力水体净化、维持生态平

衡。水质管理同样是水系设计面临的一大挑战，需要采用

科学的管理举措，维持水体的洁净与生态良好状态，防止

水质被污染。绿化与水系相组合要维持恰当的比例，保障

水体的清洁，又可使绿化景观在视觉和生态领域相得益彰，

搭配水系与绿化应着重展现自然感，减少过多的人工雕琢

操作。通过水系跟绿化的有机联合，不仅可打造出具备动

感和层次感的景观环境，还可提升生态方面的功能，让园

林环境更具宜人的特质
[2]
。 

2 景观园林施工管理的技术要点 

2.1 材料选择与运输 

在园林施工的阶段，材料选择是保障工程质量的关键

环节，尤其是植物的选择，要严格依照设计方面的要求，

保证品种、规格、健康状态与设计方案相匹配。植物是园

林景观里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生长状况会直接影响景观效

果以及生态功能，挑选植物的时候，既要考虑它们的外观

相关特性，也应留意其适应性和抗逆性。要是选择耐寒或

耐旱植物的话，需要顾及当地气候条件；要是选择观赏性

植物的话，需保证其生长状态佳、无病虫害，必须对所有

材料进行严格验收，保证所涉材料质量符合行业标准，杜

绝因材料问题干扰施工进度与后期维护工作。运输活动开

展期间，尤其是针对植物这类易受损材料，要采用恰当的

包装与运输手段，防止在搬运时造成植物受损、根系暴露

或枯萎等现象。为保证运输流程顺利实施，往往需要用到

专门的运输车辆，要让植物在运输过程中能通风且有水分

的补充，以保障植物的生命力以及健康状态。 

2.2 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 

在施工工作开展期间，严格执行施工图纸要求是实现

设计理念的基础。绿化种植与其他景观设施安装得按照设

计要求准确地实施，任何的偏差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效果。

施工人员应详细掌握设计图纸，对应施工现场的真实情形，

保障每一项工作都合乎标准。在绿化施工的进程中，土壤

处理是极其关键的环节。依据植物需求开展土壤改良，保

障土壤有良好的疏松性、排水性以及肥力，需要对植物的

种植深度和间距进行严格把控，过深或者过浅的种植深度

会影响到植物根系生长。若种植间距不恰当，就会影响植

物的生长空间，甚至有引发植物病害传播的可能。针对喷

泉、雕塑等景观小品而言，必须保证这些设施的稳固性，

防止因安装不牢固而出现倾斜、倒塌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在开展施工活动期间，需强化质量管控，开展全过程监督，

从原材料入场直至工程竣工，保证各个环节均符合设计与

施工规范。按时开展对施工质量的检查，及时察觉并纠正

偏差，保障项目在规定时间里高质量地达成完工目标
[3]
。 

2.3 安全与环保管理 

安全管理在园林施工中十分关键，施工队伍务必要严

格依照安全操作规程行事，确保施工现场人员及设备的安

全无虞。应在施工现场设置显著的安全标志，保证工人掌

握并遵守安全措施，施工当中运用的机械设备要定期做检

查，防止设备故障引发安全方面的事故。施工人员得佩戴

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如安全帽、手套、工作服之类，杜

绝出现意外造成的伤害。就环保管理而言，施工阶段产生

的废料需做严格分类处理，使施工现场整洁，维护环境的

友好性。园林施工当中会产生的建筑垃圾、废料、油漆桶

等，须按规定方式对其进行回收处理，防止对环境产生污

染。尤其是在开展施工工作的时候，若涉及大型水系建设

和植物的栽种事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杜绝水土流失

和环境污染情况出现。可采用设置围挡、加固水土保持措

施等手段，减轻施工阶段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施工的

时候，还应注意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杜绝过度用水引起

的水源浪费现象。通过提升安全和环保管理水平，而且能

保证施工顺利地开展，还能把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限度，推动园林施工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3 绿化养护技术的要点 

3.1 栽植后的定期养护 

新栽种的植物在起始阶段要精心养护一番，才会适应

新环境，实现健康茁壮地成长。尤其在花木和树木的种植

操作上，除了需保证根系稳固，需保证它们处在适宜的生

长环境中。为促进根系的良好发育及植物的整体生长服务，

新种下去的植物，尤其是春夏这两个时间段，比较容易受

气候变化的波及，所以需结合天气变化与土壤湿度状况及

时浇水。应杜绝过多积水和过于干燥的情形，因为这会干

扰根系的正常呼吸，引发植物生长质量变差。依照多样植

物的需求，应挑选恰当的肥料，同时需把控施肥的频次和

量的大小，一般情形下，若对氮肥、磷肥、钾肥进行合理

搭配，可促进植物根系健康发育和植物整体的生长，尤其

是对于花木以及树木，它们对肥料的需求量较大，要采用

施肥手段补充土壤里的营养成分
[4]
。 

定期开展修剪能去除病弱枝条、老化枝条，带动植物

的新陈代谢，还能防止过度生长造成树木和花木的负担。

针对树木的生长应该及时修剪可助力树木构建良好的树

形及树冠结构，降低风灾、病虫害出现的频率；草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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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地和栽植植物争抢水分、养分，减缓栽植植物的生长，

赶快清除杂草，保障土壤的透气性与肥力是植物健康的关

键。借助清除杂草，也可减少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因为害

虫常把杂草当作栖息地。经由恰当的耕作方式，疏松土壤

同时增加土壤里的有机质含量，可提高土壤的透气程度，

切实推动植物根系的生长与扩展。就土壤管理而言，采用

有机肥和化学肥料搭配的使用方式，可有效提升土壤的肥

力，保障植物有充足的营养补给。 

3.2 灌溉系统的管理 

在园林绿化中，灌溉系统是保障植物生长能得到所需

水分的核心设施，它在促进植物健康和优化环境美观上意

义重大。为使植物于不同季节维持良好生长状况，需按照

气候变化、植物类型和土壤湿润程度对灌溉系统的设计做

合理调整，夏天的时候气温比较高，水分消耗的步伐较快，

故而在此季节，灌溉系统需补充水量，从而让植物能得到

充分的水分补给。植物生长速率降低，水分蒸发量不大，

故而灌溉量要适度削减，避免过度灌溉造成水分浪费或损

伤植物根部。 

各类植物对水分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如草坪、花卉、

灌木和树木的植物，根系结构存在差别，对水分吸收能力

和所需水量不一样。园林设计过程中，需根据植物水分需

求差异规划灌溉系统，保障各类植物都可得到最适配的水

分补给。滴灌系统能按照不同植物的需求精确把控水流，

防止水分供给出现过多或过少的情形，有利于提升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大面积的草坪或花坛等区域适宜采用喷灌系

统，可模拟自然界的降水现象，把水量均匀地铺洒。伴随

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化的滴灌和喷灌系统等灌溉技术，

逐步成为园林绿化中的主流方式。这些技术可显著节省用

水，减少水分的散失，还能保障每个植物都有充足的水分

获取，防止水分不均匀所造成的生长问题出现。尤其在干

旱区域以及水资源紧张的地段，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对水

资源合理利用意义明显
[5]
。 

3.3 病虫害的防治 

病虫害作为影响景观绿化质量的重要因素，大多会引

起植物生长出现不良情况，影响园林景观美观以及生态功

能的发挥。园林绿化管理中，及时把病虫害防治好是一项

关键任务，病虫害对植物正常生长的破坏是存在的，会带

来一定经济损失，甚至造成生态平衡受到干扰。采用多种

手段防治病虫害十分关键，物理防治方法属于最环保的措

施范畴，采用修剪病弱枝叶、清除枯枝落叶的方式，减少

虫卵和病菌的滋生源头。利用防虫网、黏虫板等物理工具

可有效阻挡病虫害来袭，降低植物跟害虫的接触频次，针

对部分树木，应该设置树干防护网，避免昆虫爬行也是一

种普遍的物理防治手段。 

选用恰当的农药，尤其选用低毒、环保的生物农药，

可有效阻止虫害和病害的扩散。实施化学防治需严格遵循

使用规定，防止对环境以及非靶标生物产生负面效果，药

剂使用时合理的时间、浓度及喷洒方式，可提升防治成效，

减轻药物残留现象。生物防治是愈发受重视的绿色防治手

段。依靠引入天敌，诸如捕食性昆虫、寄生蜂之类，能高

效地把控害虫数量，实现生物抑制的成效。跟化学防治相

比，生物防治比较温和，同时具备可持续性。防止化学药

剂对环境进行长期污染，除了这些办法，定期查看植物生

长状况也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举措。园林绿化管理人员需

按一定周期巡视园区，马上发现病虫害的早期症状。采用

有针对性的防治方法，阻拦病虫害的蔓延，能有效降低其

对植物造成的损害程度
[6]
。 

4 结语 

景观园林的施工设计与绿化养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需要设计师、施工方、养护人员密切配合，才能确保园林

绿化的长期效果。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景观园林的设

计与养护将面临更多挑战，亟需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提

高施工精度与养护效率。通过科学的设计和合理的养护措

施，能够实现园林绿化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城市生态环境

的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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