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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景观提升工程中乔灌木种植密度配置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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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蔚林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城市绿地景观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化配置对于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品质具有显著的作用。

文中立足于乔灌木种植密度在提升城市绿地景观功能中的作用和策略，通过实地测量，数理统计，理论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绿

地中乔灌木种植密度的合理配置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乔灌木种植密度对绿地景观功能，尤其是生态，美观性，以及历史文化

价值有重要影响。在绿地设计中合理调配种植密度，可以在优化城市环境、提升绿地景观美学品质的同时，保障其生态价值。

乔灌木种植密度配置不仅需要考虑其与土壤、光照等自然环境因子的关系，也需要根据乔灌木的生物学特性和功能性进行综

合考量。此外，研究还发现，乔灌木种植密度配置策略在不同城市绿地类型中的应用效果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

要根据绿地类型进行灵活调配和管理。该研究为城市绿地乔灌木种植密度的合理配置，以及绿地景观提升策略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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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nsity Allocation Strategy of Trees and Shrubs Planting in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Improvemen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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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ole and 

strategies of tree and shrub planting density in enhancing the landscape fun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s. Through field measurements,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ree and shrub planting density in urban 

green spaces is explored.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planting density of trees and shrub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andscape 

function of green spaces, especially on ecology, aesthetic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Reasonably adjusting planting density in 

green space design can optimize the urban environment, enhance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green space landscape, and ensure its 

ecological value. The planting density configuration of trees and shrubs not only needs to consider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oil and light, but also needs to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ality of trees and shrubs.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planting density allocation strategy of 

trees and shrubs var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green spaces. Therefore, in practical operation, flexibl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green space.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lanting density of trees and shrubs in urban green spaces, as well as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green landscape. 

Keywords: urban green space landscape; planting density of trees and shrubs;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reenbelt type 

 

引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市生态环境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城市绿地景观的合理规划与配置成为提升城市环境

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城市绿地不仅是城

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能显著改善城市的微气候，

增添城市的美观性，以及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福祉。

在这一背景下，乔灌木作为城市绿地景观的主要组成元素，

其种植密度的科学配置显得尤为重要。过往研究多聚焦于

城市绿地的整体设计和功能分析，而对于乔灌木的种植密

度配置及其细节优化处理的探讨相对较少。乔灌木种植密

度直接关系到绿地的生态效益、美观性和文化价值的展现，

不同的密度配置对绿地的生态平衡、视觉效果及使用功能

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探索乔灌木在城市绿地中的合

理种植密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地的使用价值和美学

品质，同时也是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将通过实地测量、数理统计和理论分析等综合方法，

对乔灌木种植密度的合理配置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对不

同城市绿地类型的案例分析，提出合理的乔灌木种植密度

配置策略。研究目标旨在为城市规划者和景观设计师提供

科学的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以期优化城市绿地设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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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市生态和居民生活环境的整体提升。 

1 城市绿地景观的重要性与功能 

1.1 城市绿地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环

境质量的影响深远且广泛
[1]
。城市绿地通过调节空气质量、

优化气候环境、减少噪声污染等方式，显著提升城市环境

质量。植物的光合作用可有效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

提高空气质量。植被的蒸腾作用对城市微气候产生调节效

应，降低城市热岛效应，通过阴凉效果降低地面温度，改

善城市热环境。绿地还能够吸尘、降噪，其叶面和枝条能

够有效地捕捉空气中的悬浮颗粒，减少大气污染。通过这

一系列功能，城市绿地在保持生态平衡、提供良好景观以

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这些功能使得城市绿地成为城市居民生活舒适性的保证，

并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整体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绿地的规

划与维护是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之一。绿地的

合理布局与科学维护不仅改善生活环境，还增强了城市生

态系统的整体效能。 

1.2 城市绿地与居民生活品质 

城市绿地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城市绿地不仅提供

了一个休闲放松的场所，还为居民的社交活动和身体锻炼

创造了条件。研究发现，良好的绿地景观可以有效缓解城

市喧嚣带来的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身心健康。绿地作为

城市的“绿肺”，通过调节空气质量和微气候，提供清新

的呼吸环境，进而改善生活舒适度。绿地中丰富的植被和

多样的生物种类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有助

于增强人与自然的沟通。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视觉与感官

的愉悦已成为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城市绿地通过其

美观的景观设计，在无形中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为居

民提供了归属感和自豪感。这种综合性的生活品质提升作

用，使得城市绿地成为改善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 

1.3 绿地景观的生态美学及文化价值 

城市绿地景观的生态美学及文化价值在城市环境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绿地景观不仅通过植物配置和自

然形态提升视觉美感，增进市民的心理健康，还能通过丰

富的生态系统提供栖息地、保育生物多样性。文化价值方

面，绿地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历史印

记与文化传承。其设计和维护过程中融入的地域文化元素，

有助于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城市的文化特性。通过对绿地

的合理规划和管理，城市不仅能够提升其外在的美观度，

还有助于实现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协调统一。 

2 乔灌木种植密度的基本概念与影响因素 

2.1 乔灌木种植密度定义及其重要性 

乔灌木种植密度是指在一定面积的绿地中所栽植的

乔木与灌木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种植密度的适宜配置是

城市绿地景观设计中的关键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绿地的

功能与美观性。合理的种植密度能够有效提升绿地的生态

功能，例如增加绿地的生物多样性和增强其空气净化能力。

种植密度的适宜配置可以通过不同植物的组合及层次变

化，改善景观的视觉效果，营造出富有层次感和美感的空

间。种植密度的调配需充分考虑到城市绿地的历史文化价

值，以确保植物配置与所在环境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乔灌

木种植密度的合理配置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视觉上的和谐美

观，更承担着优化生态效益和维护文化内涵的多重任务
[2]
。

关注并研究乔灌木种植密度，对于推动城市绿地景观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城市绿地建设中，探索种植密

度的多样化配置策略，能够在有效发挥生态功能的同时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 

2.2 影响乔灌木种植密度的自然环境因子 

乔灌木种植密度的配置在城市绿地景观中扮演至关

重要的角色，而自然环境因子的影响不可忽视。光照是影

响乔灌木生长和种植密度的关键因子，因为光合作用直接

影响植物健康和生长速度。土壤质量包括土壤的营养成分、

质地及排水性能等，它决定了乔灌木能否在特定区域内生

存和繁茂。降水量和湿度对乔灌木的生长及密度配置影响

显著，因为干旱或过湿环境会影响植物的根系发育，进而

影响密度设计。温度影响植物生长周期及其抗寒或抗热能

力，从而在密度配置时应考虑不同乔灌木对温度的适应性。

风力等气候条件也对乔灌木的生长形成压力，合理配置密

度可以减轻其负面影响。自然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决定了

乔灌木种植密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确保其在绿地景观中

的功能实现与长久维持
[3]
。 

2.3 乔灌木的生物学特性与功能性 

乔灌木的生物学特性与功能性是影响种植密度的重

要因素。乔灌木具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根系特征及冠幅，

这些特性决定了其对空间、资源的需求以及与周围植物的

相互作用。某些乔木拥有较大的冠幅和深广的根系，适宜

较稀的种植密度，以避免资源竞争。而灌木通常拥有效率

较高的地面覆盖能力和较短的生长期，允许较密的配置以

实现快速绿化。功能性方面，乔灌木在提供遮阴、吸收污

染物、降低噪音以及增强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需要调配适当的密度以达到相应的功能目标。在进行配置

时，应综合考虑这些生物学特性与功能性需求。 

3 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3.1 实地测量与数据收集 

在城市绿地景观的研究中，实地测量是获取第一手数

据的关键步骤。对乔灌木种植密度进行实地测量，需要选

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绿地区域。每个选定区域内，应明确

区域范围，并按照规划设计的网格或者随机采样的方法设

定测量点。在每个测量点上，记录每平方米的乔灌木数量、

种类以及高度、冠幅等生长指标。应对周围环境条件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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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强度、土壤湿度、土壤类型进行同步记录。这些数据的

获取，将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数据收集的过程中，需要

保持一致的标准和流程，以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使用电子设备如 GPS 定位仪和数码测距仪可以提高测量

效率和精度。数据的记录方式应便于后期处理，通常采用

数字化工具和软件进行记录和保存。通过系统化的实地测

量和数据收集，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和数据基础，有

助于揭示乔灌木种植密度与城市绿地景观功能之间的复

杂关系。 

3.2 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 

在城市绿地景观提升工程中，乔灌木种植密度的合理

配置对绿地的生态功能及美观性有着重要影响。为准确分

析其效果，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成为不可或缺的步骤。采用

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实地测量所得的数据进行整理，以了解

数据的基本分布特征，如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等指标，

这为后续分析提供基础。通过相关性分析探讨种植密度与

各环境因子间的关系，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利用回归分析

模型可以深入剖析这些影响因素对植被生长及景观功能

的作用机制，判定优化配置策略的有效性。运用聚类分析

可以分类不同类型绿地，帮助识别最优的种植密度配置方

案。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与

精确指引，确保获得可靠且具实践价值的研究结论。 

3.3 理论分析的步骤与技巧 

在理论分析步骤中，需明确分析目标和研究假设，以

确保分析过程的方向性和针对性。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作

为指导，确保分析过程具备科学性和系统性。依托于已获

取的实地测量数据和统计结果，运用相关理论模型进行数

据的解释和论证，展现乔灌木种植密度对绿地景观功能的

具体影响。通过对关键变量的深入剖析，识别和界定不同

种植密度配置下的优劣势。最终综合分析结果，为绿地景

观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助力决策制定。 

4 乔灌木种植密度对绿地景观功能的影响 

4.1 生态功能的强化 

乔灌木种植密度在城市绿地生态功能提升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合理配置种植密度能够显著增强绿地的生态效

益。乔灌木通过其广泛的根系和地上部分有效地改善土壤

结构，增强土壤保持能力，减少水土流失。适宜的种植密

度有助于提高土壤的渗透性和水分保持能力，增强土壤微

生物的多样性和活性，从而促进土壤中的养分循环与更新。

乔灌木的叶片具有较强的空气净化能力，能够有效地吸收

空气中的有害物质，释放氧气，提升空气质量。合理的种

植密度还可以调节绿地的温湿度环境，通过提供适宜的荫

蔽和湿润度，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并为动植物提供良好的

栖息地。种植密度的优化不仅影响其个体生长环境，也在

群体水平上通过种间和种内的相互作用，形成稳定而可持

续的生态系统。科学合理地规划乔灌木的种植密度，对于

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的强化具有重要意义。 

4.2 美观性的提升 

乔灌木种植密度在城市绿地景观的美观性提升中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合理的种植密度能有效改善绿地的

层次感、空间感与色彩协调性。在高密度种植中，乔灌木

通过丰富的叶片和枝干交错形成了密集的视觉效果，能使

绿地显得更加繁茂，进而提升环境的视觉冲击力。而在低

密度种植情况下，乔灌木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使得园区

景观在视觉观赏上更加开阔
[4]
。这种配置能够与草地、花

卉以及其他园艺元素相互协调，从而形成独特的景观艺术

效果。不同种类乔灌木的组合搭配也能提供多样化的色调

变化，四季景观变化丰富，极大地满足视觉上的多重享受。

在景观设计中，通过科学调配种植密度，能够在突出绿地

观赏价值的营造舒适宜人的空间氛围，为市民提供更好的

视觉享受和心理舒适感。在具体的绿地应用中，应结合现

场条件与景观设计理念对种植密度做出优化配置。 

4.3 历史文化价值的维护 

乔灌木种植密度在城市绿地景观中对于历史文化价

值的维护具有重要作用。合理配置种植密度可以创造出具

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景观环境，从而增强城市绿地与

其周边历史文化元素的互动。适当的植被稀疏度可突出历

史建筑与景观的视觉关系，增加文化景观的层次感。不同

密度的乔灌木种植能够对历史文化活动空间形成天然屏

障和背景，使得这些活动得以在一个既私密又开放的环境

中展开。种植密度的精心设计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 

5 合理配置乔灌木种植密度的策略 

5.1 自然环境因素的考量 

自然环境因素在乔灌木种植密度的配置中扮演关键

角色。土壤质量直接影响乔灌木的生长速度和健康状况，

在种植前需评估土壤的 pH 值、养分含量及排水能力，以

保障植物的最佳生长条件。光照条件则决定了光合作用的

效率，促进生态功能的实现。在设计种植方案时，应充分

考虑光照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避免密度过高导致的阳光竞

争。水资源可影响植物的生长活力，对种植密度有显著影

响。在配置乔灌木时，应确保水资源的均衡分配，以维持

植物的长势。气候条件如温度和湿度也需要被纳入考虑范

围，以适配不同植物的耐受限度。地形特点影响植物的栽

植模式，通常需要通过地形分析调整种植密度，使植物更

充分地利用地形特点。合理配置乔灌木种植密度时，自然

环境因素的周密考量和综合分析是实现绿地景观功能优

化的基础，为城市绿地的生态和美学价值提升提供了坚实

的环境支持。 

5.2 生物学特性与功能性的综合分析 

乔灌木的生物学特性与功能性对种植密度的配置策

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不同种类乔灌木在生长习性、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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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效率、根系分布以及对土壤养分需求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这些特性直接影响其种植密度的合理确定。例如，生

长速度较快的树种需要保持较大的间距，以避免竞争过度

导致植株健康受损，而生长缓慢、耐贫瘠土壤的灌木则可

以适当提高种植密度以增强群落效应。在功能性方面，一些

乔灌木具有改善空气质量、降温增湿的生态功能，而另一些

则以观赏性为主或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不同功能需求

下需因地制宜调整密度，以协调植物间竞争与功能发挥的平

衡。如生态功能较为突出时，应保障植株间的良好通风透光

条件，以促进光合作用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观赏性要求较

高时，则需兼顾密度与景观美感的协调。综合考虑乔灌木的

生物学特性与功能性，可以为种植方案制定提供更加科学合

理的依据，有效提升城市绿地景观的整体质量与价值。 

5.3 种植密度的调配技巧与方法 

种植密度的调配涉及多方面的权衡与技术运用。应结

合土壤肥力、光照条件等自然因子，进行科学计算，确保

乔灌木的良好生长。根据乔灌木生长习性的不同，调整种

植间距以最大化地利用空间。需平衡生态效益和景观视觉

效果，通过定期修剪和养护，持续优化植被结构，增强绿

地的整体功能性和美观性。有效的调配策略能提升绿地的

生态承载能力与景观品质。 

6 乔灌木种植密度配置策略的实际应用与效果 

6.1 不同类型绿地的种植密度应用 

在不同类型绿地中，乔灌木的种植密度应用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性。城市公园作为人们休闲的重要场所，对美观

性和生态功能的要求较高。在该类型绿地中，乔灌木的种

植密度通常设置为适中，既能够保证良好的观赏效果，又

不至于造成植物间的竞争过于激烈。应选用生长较快、枝

叶繁茂的品种，以求在短期内形成理想的景观效果。 

而在城市绿化带和道路旁绿地，考虑到安全和通行的

需求，乔灌木种植密度则需相对降低，以确保视线通透和

交通安全。该区域应强调乔灌木的遮阴和防风等生态功能，

选用较低矮的品种有助于减少对交通的干扰，依赖这些植

物形成良好的绿色屏障
[5]
。 

湿地公园则呈现出不同的施植策略，考虑到湿地的生

态特性，乔灌木密度应适当提高，以促进水分的保持与土

壤的稳定。在此背景下，合理规模的乔灌木有助于维护湿

地生态系统，提升其生物多样性。 

不同类型绿地的种植密度应用因地制宜，需结合具体

环境与功能需求进行优化配置，以确保生态效益与景观效

果的双重提升。 

6.2 策略实施的效果评估 

策略实施的效果评估在城市绿地景观提升中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不同类型城市绿地的详细调查，可

以观察到乔灌木种植密度优化后，生态功能、美观性和文

化价值都有显著提升。生态方面，合理的种植密度促进了

绿地内物种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增强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美观性体现上，绿地景观层次更为丰富，视角过渡更加自

然，提高了绿地的视觉吸引力和舒适度。文化价值的评估

发现，种植密度的优化助力于历史文化元素的展现和保护，

提升了绿地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历史传承感。种植密度策略

的有效实施不仅强化了城市绿地多重功能，在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和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效果

评估为未来城市绿地的设计提供了实用的参考和指导。 

6.3 场景案例分析 

在绿地景观提升工程中，对公园、社区以及校园绿地

三种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公园绿地中乔灌木种植密度

的调整有效增强了生态屏障功能，并提升了游客的视觉体

验。社区绿地通过合理密度配置，不仅改善了居民的休憩

环境，还促进了邻里交往。校园绿地则侧重历史文化价值

的体现，通过密度调配，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景观，为师生

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和审美资源。每个案例均展示了种植密

度策略在实际中的有效性。 

7 结论与实践建议 

7.1 研究总结与主要发现 

围绕城市绿地景观提升工程中的乔灌木种植密度配

置策略展开，从理论分析、实地测量和数理统计等多角度

进行系统探讨。通过对乔灌木种植密度的深入研究，发现

其在提升城市绿地功能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研究表明，合

理配置乔灌木种植密度能有效增强绿地的生态功能，促进

空气净化、水土保持及生物多样性，在审美上增进绿地对

居民的视觉吸引力。密度配置对历史文化价值的维护也发

挥重要作用，通过适当的种植密度设计，可以反映城市的

文化和历史特色。这赋予绿地更深层次的意义，不仅成为

生态绿地，还成为城市文明的载体。影响乔灌木种植密度

的关键因素包括自然环境条件如光照、土壤，及乔灌木本

身的生物学特性与功能性。强调了根据绿地类型灵活调整

种植策略的重要性，并通过详细数据分析验证了不同绿地

类型下策略实施的效果。结论表明，合理的乔灌木种植密

度配置是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增进景观美学价值以及丰富

城市文化内涵的有效途径，为城市规划者和景观设计师提

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7.2 对策略实施的建议 

在实施乔灌木种植密度配置策略时，需要明确不同类

型城市绿地的具体需求和特点，以便制定针对性策略。在

园林、街道绿化、社区公园等不同类型绿地中，种植密度

应与各自的生态目标、视觉效果和文化内涵保持一致。为

确保生态功能的实现，必须综合考虑日照、土壤质量、风

力等自然环境因素，结合乔灌木的耐受性和适应性进行合

理布局，以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 

实践中，应对植物的生长周期及空间需求进行动态管

理，持续监测并调整种植密度，以应对植物生长过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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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空间竞争和资源利用不均衡的挑战。科学选取具有较

高美学价值和文化象征性的乔灌木种类，与城市历史和文

化背景相融合，增强绿地的文化辨识度。 

策略实施时，还需重视公众参与及教育，增加当地居

民对乔灌木种植密度调整的认知与接受度，推动社区参与

绿地管理与维护。这不仅促进了绿地与居民的互动关系，

也有助于培育一种责任分享机制。 

在实施过程中，应构建灵活的管理体系，允许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实验示范和效评估，积累实

践经验，为今后类似项目提供参考。因地制宜地采用新技

术如远程监测和信息系统辅助决策，将进一步提高绿地管

理的效率和效果。 

8 结束语 

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文章强调了乔灌木种植密度在

城市绿地景观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合理的配置策

略。乔灌木种植密度不仅影响绿地的生态、美观及历史文

化价值，而且与土壤、光照和乔灌木自身的生物特性和功

能性密切相关。尽管乔灌木种植密度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但在绿地设计中加以适当调配，能够优化城市环境

并提升绿地景观的美学品质。然而，乔灌木种植密度的配

置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研究发现，乔灌木种植密度配

置策略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绿地中的应用效果存在着差异。

因此，实际操作中需根据绿地类型进行灵活调配和管理，

乔灌木种植密度的配置需要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下

进行。有待进一步研究善于掌握和应用这一策略，以便更

好地提升城市绿地景观的质量。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

一种合理的乔灌木种植密度配置策略，希望能为城市绿地

景观提升的实践提供指导和启示。虽然所得结果尚待在实

际项目中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但这一配置策略无疑为优化

城市绿地景观设计、提升绿地功能性和美学价值提供了一

个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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