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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城市的园林绿化情况,能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整体风貌。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植物配置是

至关重要的内容,将直接关系着园林绿化质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对当前的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通过对

绿化植物的优化配置,不仅可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对于城市景观的改善很有帮助。本文主

要以我国陕北地区为例,对城市园林绿化植物配置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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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建设工作中,园林绿化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现代化城市居民比较关注的问题。植物配置是园林绿

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若想提升城市园林绿化质量,就必须要

提升对植物配置工作的重视程度,结合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植物进行科学配置,以提升植物的绿化效果和成

活率。为实现上述目标,要求相关园林绿化人员明确掌握各种

植物的生长特点,精心呵护,为城市绿化效果提供保障[1]。 

1 城市园林绿化植物配置的基本原则 

1.1 合理规划 

在对园林植物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自然原则,

结合园林所在地的地理环境,选择科学合理的配置方式,同

时还要重点考虑植物配置对于自然景观的影响,提升景观的

多样性。此外,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还要尽可能的凸显历史底

蕴,以此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奠定良好基础[2]。 

1.2 适宜原则 

所谓适宜原则,即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合适的植物,同

时确保其与环境相互适应。植物的生产规律需与植物的栽种

条件相符合,如地域的气候环境、光照强度、土壤湿度等等。 

1.3 生态学原理 

要尊重植物的多样性原则,在进行园林植物配置的过程

中,要注重其丰富特征,尽可能实现多种植物的相互结合。此

外,还要结合园林绿化要求,对植物花朵和叶子的颜色进行

重点考虑,同时也包括植物的高低错落,要保证其色彩丰富,

层次分明。 

2 陕北地园林绿化植物搭配现状 

第一,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在进行园林绿化的过程中,

都会选用大量的草坪进行装饰,如此千篇一律的搭配方式毫

无新意。以我国陕北地区为例,个别城市在进行园林绿化植

物选择时,经常会忽视植物色彩的搭配,因此并不能给人一

种耳目一新的感受,园林绿化效果不够理想。 

第二,地方特色不突出也是我国陕北地区园林绿化植物

配置工作中的常见问题。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

气候和人文背景,因此,在进行园林植物配置的过程中也要

结合这些因素来进行,选择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植物,才有

助于提升植物的成活率和绿化效果。但从陕北地区当前实际

发展现状来看,大多数城市在开展园林绿化工作的过程中都

会忽视上述问题,将精力放在植物给人的直观感受和园林建

筑方面,忽视了园林植物特色对于景观效果的重要影响[3]。 

3 陕北地区城市园林绿化植物配置 

3.1 居住区域园林绿化树种的配置与选择 

居住区域的绿地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够

直接的为人们提供服务。位于居住区域的绿地空间一定要具

备良好的视觉空间和通风条件,以此对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

进行改善。在居住区域中,通过建筑与绿化的协调搭配,可对

建筑的开放空间进行丰富,从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赏心悦

目的景观环境。在居住区域的绿化树种配置和选择工作中,

一般要对生态功能的形成、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和生物的多样

性进行重点考虑,在园林植物结构上,要确保草、灌、乔的合

理搭配,在景观上要做到四季分明,提升园林景观的视觉效

应。此外,还要保证植物种植形式的多样化,在道路两侧,不

仅要对遮阴良好、宽阔的树种进行种植,同时还可通过群植、

丛植等方式,打破宅群的呆板和单调之感。 

绿化植物的配置还要尽可能的远离地下管网和建筑物,

以免对建筑区间通风产生影响,为树种的健康生长提供良好

环境。树种的布置需结合绿地空间的实际尺寸来进行,以免

树木体型过于高大而占用过多的绿地空间,降低视觉景观效

应。对于花卉植物,可多用于严寒地带,在夏季通常可首选冷

色花卉,注意色彩搭配均 [4]。 

3.2 公园绿化树种的配置和选择 

正常情况下,公园的面积通常较大,且活动项目多,生态

环境复杂,因此,在对绿化树种进行选择和配置的过程中,不

仅仅要严格按照规律进行,同时还要根据公园建设的实际要

求,对传统园林中种植手法进行借鉴,同时在其中融合现代

化先进理念,以期能够充分凸显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在树种

的选择上,一般以乡土树种为主,外地生态情况稳定的树种

为辅,要对原有的苗木和树种进行合理应用。此外,还要会尽

可能选择具备较高观赏价值、抵御病虫害能力强和抗逆性较

强的树种,慎重选择带刺、带毒、易出现病虫害的树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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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为后期管理工作提供便利条件[5]。 

在对绿化树种进行配置的过程中,通常是以乔木为主,

同时还要结合实际情况与落叶树、常绿树等进行合理搭配。

乔木能够实现对环境的有效改善,具有美化环境、维护生态

的重要作用,但如果只选用乔木进行配置,则难免显得单调,

同时也无法充分的凸显树种的生态价值。而通过藤木、灌木

和乔木的有效组合,便可形成兼具结构和层次的人工植物群

落,不仅能够对园林中的绿化景观增添丰富色彩,同时也能

带给人们一种天然的美感,观赏价值较高,更加能够满足现

代人们对于园林景观的需求,具有改善环境、提升生态效益

的重要价值。 

3.3 道路护坡绿化树种的配置和选择 

在高速公路的绿化工作中,树种的配置和选择是十分重

要的工作,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在中央隔离带上对树种进行

配置,同时还是要确保配置的树种能够起到保护人身和行车

安全的作用,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要能够 大限度的减轻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植物护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边坡

土壤腐蚀的问题,完善公路设施,因此,在选择植物的过程中,

通常可优先考虑节水型植物[6]。 

高速公路地形状况复杂多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三季

有花和四季常青的目标往往是难上加难。但在选择植物时,

设计人员可优先选择带有花朵或绿色期较长的植物类型,同

时确保植物具有较长的生长期,要将其与园林景观进行有效

结合,在符合边坡要求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具备观赏价值的植

物品种,具体如金银花、紫穗奎、沙地柏等等。 

3.4 道路绿化树种的配置与选择 

在对道路绿化树种进行配置和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对

各种环境因素进行重点考虑,同时还要充分凸显道路美化和

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对适宜树种进行正确科学的选择。正

常情况下,可选择树冠庞大、落叶晚、发芽早,同时具有低污

染性和深根性的植物,能够耐寒、耐旱,抵御病虫害的能力较

强的树种。 

在我国的陕北地区,常见的道路树种包括樟子松、油松、

侧柏、云杉、河北杨、旱柳、白蜡等等。在道路的两侧,人

行道和车行道之间可对带状绿地进行设置,在树种的选择上,

除基本的行道树外,还会包括一些花灌木、地被植物等,但高

度一般都要在 70cm 以下。在高速公路的快速干道上,一般禁

止栽种乔木,以免对驾驶人员的视线产生遮挡而出现不必要

的交通事故[7]。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陕北地区,城市园林绿化树种的配

置和选择通常会受到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等条件的限制和

影响,因此,树种的配置和选择工作一定要结合城市的绿化

功能来进行,严格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立足于城市的生态

系统,实现乔木、灌木的有效结合,以突显园林景观的结构性

和层次性。此外,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还要尽可能选择耐

寒、耐旱、抗病虫害能力强的树种,经过一系列艺术加工,

提升园林植物的观赏价值,确保其生态功能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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