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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大量研究表明，绿色植物对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

有净化作用，即绿色植物具有滞尘能力。园林植物的滞
尘能力体现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是通过树冠对风速的
降低，从而使较大颗粒的粉尘降落；第二是通过树冠枝
叶对粉尘的吸附能力来减少空气中的悬浮颗粒[6]。试验
中，6种园林植物对TSP净化率为扁桃＞大花紫薇＞小
叶榕＞洋紫荆＞人面子＞小叶榄仁，由于试验在玻璃温
室中进行，风速的影响可忽略不计，那么他们对TSP的
净化能力主要通过枝叶的吸附作用来体现。扁桃的TSP
净化能力远大于小叶榄仁，且单位面积的TSP吸附量也
大于小叶榄仁等，这可能与扁桃树冠大叶密、叶表较粗
糙，而小叶榄仁树冠层次分明、叶面较光滑有关。而从
单位面积TSP的吸附量来看，大花紫薇的单位面积吸附
量不高，净化率却高；人面子的单位面积吸附量高，净
化率却低，这可能受他们暴露在空气中的叶面积影响。

潘文等[7]研究表明，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净化能力
与植物叶片的生物学特征及微形态结构密切相关；骆永
明等[8]研究显示植物叶片表面被毛情况、粗糙程度、气
孔密度等形态结构对不同植物吸附大气污染物的能力影
响较大。6种园林植物对SO2净化率为扁桃＞小叶榕＞
人面子＞大花紫薇＞洋紫荆＞小叶榄仁，其单位面积对
SO2的吸附量为扁桃＞小叶榕＞人面子＞洋紫荆＞大花
紫薇＞小叶榄仁可以看出，除大花紫薇和洋紫荆外，其
他植物的SO2净化能力与其单位面积吸附能力强弱相一
致，表明叶表面积对植株SO2的净化能力影响较小，由
此可以推测植株对SO2的净化能力主要应取决于叶片
的生物学特征及微形态结构，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

贾明云等[9]研究结果表明，植物对大气中PM2.5和
SO2的净化过程主要由叶片表面的吸附作用控制；而植
物叶片的吸收转化影响着其对NOx的净化。通过扫描电
镜观察叶片微形态结构发现，叶面密被绒毛、表皮沟状
组织对植物吸附PM2.5和SO2有利，而气孔密度和大小影
响着NOx的转化和吸收。植物体内核酸、蛋白质等的合
成都离不开N元素，N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活动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它也是植物在生理活动过程中需求量最大的元
素之一，植株为保障正常代谢需获取大量N元素[10]。研

究结果显示，在对NO2的净化率方面，小叶榕＞扁桃＞洋
紫荆＞大花紫薇＞小叶榄仁＞人面子，在单位面积对NO2

的吸附量方面，小叶榕＞洋紫荆＞扁桃＞大花紫薇＞人面
子＞小叶榄仁，表明6种园林植物对NO2的净化能力与单
位面积的吸附能力基本一致，但也存在微小变动，这微
小变动可能由叶片暴露在空气中的面积引起，扁桃叶密
而洋紫荆叶较稀疏，所以扁桃树的NO2的净化率虽强，
但其单位面积的吸附量却低于洋紫荆。

综上所述，就南宁市这6种园林植物对大气污染物
的综合净化能力分析来看，扁桃、小叶榕对SO2、NO2以
及总悬浮微粒的净化能力都比较靠前，可以推荐作为南
宁市治理大气污染物的园林植物。同时，在总悬浮微粒
污染较重的区域还可以推荐种植大花紫薇，人面子可以
推荐种植在SO2污染较重区域，而洋紫荆可以推荐种植
在NO2污染较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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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设计在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

□  王鹏洋

[摘   要]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提出，政府在实施规划方案的过程中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考虑。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已进入
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于2020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迈向了新的台阶。但是，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对
风景园林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城市风景园林中的设计原则和概念进行阐述，以平顶山市叶县诸多公园为例分析城市风景
园林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探讨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

[关键词] 风景园林设计；城市建设；解决措施

近几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生活
水平随之提高。在当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逐渐多样化
的同时，人们对于美好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城市
园林建设中，风景园林设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改
善环境质量，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升风景园林设计水
平十分必要。

1  风景园林设计的概念和原则
1.1  风景园林设计的概念
风景园林设计包括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其中自

然要素主要指大自然风光，例如山脉、丘陵、沙漠、湖
泊等；人工要素主要指景观小品、文化遗址、文物古迹
等。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风景园林的组成要素详细地
予以了解。在当今城市风景园林设计中，设计理念主要
是为城市建设服务，而忽略了人的需求，故风景园林设
计应结合自然，考虑人在园林中的行为特征，根据不同
的景观功能设计出不同的方案，使之与环境、人们居住
生活相协调，体现风景园林的价值。

1.2  风景园林设计的原则
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时，为了确保实现设计目标，

达到设计效果，作为风景园林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应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1.2.1  把不同功能分区和整体视觉效果相结合

城市的风景园林建设既可以展示城市的形象，也可
以体现城市的内在文化。为了让风景园林设计拥有一定
的文化内涵和实际功能，故在设计过程中，要把设计所
达到的整体视觉效果与不同功能分区结合起来，从而实
现整体风格协调统一。

1.2.2  植物造景和景观建筑小品设计风格应与

周边景观协调一致

由于专业分工不同，加上设计过程中配合不当，导
致目前很多风景园林设计师在设计景观时与现有的建筑
设计没有达到和谐统一，整体看起来不协调[1]。在进行
植物设计时，一方面应考虑环境因素及气候条件对植物
生长的影响，遵守适地适树的原则，保证选用的植物能
够适应环境，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应考虑植物的形态，
从而达到与周边景观协调一致。

1.2.3  风景园林设计要充分挖掘本土文化特色

当今，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一些国外
的设计思潮会对我国的风景园林设计产生影响，一些设
计师们在设计过程中，没有挖掘地方特色，盲目跟随国
外的设计风格，导致园林景观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因
此，风景园林设计要和地方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彰显文
化气息，在本土打造出既具有文化脉络又科学、合理、
美观的园林。只有这样，景观园林建设才能深得人心。

2  风景园林设计存在的不足
2.1  风景园林设计千篇一律，缺乏自身特色
风景园林合理的设计可以提升城市的面貌和人们

的生活环境质量。然而，在实际的风景园林设计规划当
中，存在着设计千篇一律、缺乏自身特色等问题[2]。绿地
在城市用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打造森林城市的重要依
据，如果没有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对稀缺的城市用地而
言，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设计过程中，若没有实地考
察，详细了解当地人的需求，仅根据设计师主观想法，最
终只能导致风景园林设计效果不佳，且对当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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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破坏。
2.2 风景园林设计缺乏科学性，过于创新而忽视施

工难度
由于当代设计风格多种多样，一些设计师不考虑现

实因素，一味地追求整体平面表达及设计形式等，从而
忽略了施工的重要性和难度。有些风景园林设计者在设
计的过程中追求创新及大胆的突破，虽然与传统园林风
格有所不同，但是设计出来的图纸在现实施工过程中遇
到了许多困难，甚至根本无法做到图纸中的设计要求。
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归因于设计者在规划设计时缺少经
验及设计尺度，在设计理念上过于追求创新而没有考虑
现实施工难度。

2.3  植物配置上的问题
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

内容，植物可以减轻居民压力、缓解视觉疲劳、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还具有净化空间、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
善区域小气候等作用。在植物配置上，由于风景园林设
计者缺乏对植物的认知，会在树木花草设计过程中加大
种植密度，没有考虑空间层次感、林缘线和林冠线的设
计，忽略乔灌草合理搭配的原则，这种情况会加大植物
生长压力，在植物生长过程中，会因为土地养分的争抢
导致部分植物死亡[3]。

3  场地概况及风景园林设计分析
3.1  区域概况
叶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隶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管

辖，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合大多数植物生存，其境
内主要有三处绿地公园，分别是叶县河滨公园、叶县绿
地公园和叶县法治文化公园。

3.2  场地概况及风景园林设计分析
叶县河滨公园位于叶县东护城河畔东，占地面积

5858m2，绿化率为36%，公园东边为集市区，人流量较
大，南北侧均为商业及居住区，南侧为护城河，风景园
林设计极其简单，采用规则式手法。主出入口设置七个
红叶石楠盆景，形成半开敞空间，从出入口进入后，便
是开敞空间，中间除了一个雕塑和亭子之外没有其他景
观小品，两边是廊亭，供周边居民休息娱乐。植物搭配
单一无序，几年前由于受到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公园
内大乔木全部种植松柏，到了夜晚给人不适的感受。在
常规园林设计手法中，松柏乔木多出现于寺庙园林或者
陵园等地，在城市公园里全部种植松柏乔木是一个错误
的选择，周边居民怨言日益增多。叶县政府意识到这个
问题后立即整改，选用了一些观叶树种，例如香樟、栾

树等乔木。在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方面，仅仅有一个老年
门球场地，吸引老年群体前来娱乐健身。总而言之，河
滨公园的风景园林设计没有考虑周边居民的娱乐需求。

叶县绿地公园位于叶县商业街与昆阳大道交叉口西
南侧，总用地面积7290m2，绿化率68%，场地四周均为
商业区，人流量大。风景园林设计采用规则式手法，中
轴线贯穿整个公园，主入口为一个半圆形小广场，一侧
为叶县文化景墙，从景墙进入，是一个宽8m的开阔通
道，通道北侧为健身区，设置有娱乐设施器材，深受儿
童及老年人喜爱；西侧为绿化区，灌木主要以黄杨、齿
叶冬青、红花檵木、南天竹为主，乔木以龙爪槐、荷花
木兰等为主，地被草以地锦草为主。在功能分区方面，
分为儿童娱乐区、绿化植物区两个区域，公园正中间有
一个高15m的雕塑，从远处观望格外醒目。该公园风景
园林设计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功能分区不完善，缺少老
年活动区域及青少年活动场地；二是植物种植不成体
系，乔灌草没有合理搭配，缺少花卉植物，在春季和夏
季整体公园色彩单调；三是娱乐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
健身器材已经破损老化，不能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

叶县法治文化公园位于叶县中心城区偏南，占地面
积约18万m2，绿化率71%。交通方便，人流量大，公园
北部为叶县中医院，东部及南部为居住区，西部为商业
区，风景园林设计采用混合式设计手法，公园整体地势
较为平坦，北部有一个直径约50m的大坑。公园分为老
年健身区、青少年活动区、植物绿化区三个功能分区。
该公园设置了主园路、次园路、支路三个道路等级，虽
然道路等级比较明确，但是主园路的畅通性不足，存在
“断头路”现象。公园主出入口设置了一个圆形模纹花
坛，用于分散人流，以枝叶细小、株丛紧密、耐修剪的
观叶植物黄杨、海桐为主。老年活动区位于公园中部偏
南，由灌木结合小乔木分隔的绿道形成，老年人在其中
进行唱戏、下棋等活动。公园中部为空旷场地，形成集
多种功能的娱乐广场，满足不同年龄结构的人群在其中
活动。在公园中部及西北部为青少年活动区，主要设置
羽毛球场、篮球场等，每到双休日吸引大量青少年在此
活动。该公园植物种类丰富多样，例如乔木采用刺柏、
龙柏、栾树等树木，灌木采用丝兰、红叶石楠、卫矛等
植物，虽然植物种类偏多，但是植物搭配不合理，植物
空间层次不够分明，灌木种植混乱无序。

4  风景园林设计的解决措施 
4.1  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针对风景园林设计千篇一律、缺乏自身特色的问

题，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当地城市的文化特色。注重地
方文化特色以避免景观园林设计的盲目跟风现象，同时
还可以对外展示城市文化，增强自身城市建设的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豪感，从而激发城市化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4.2  风景园林设计和施工相结合
针对设计存在不科学性，过于创新而忽视施工难度

的问题，在设计中要科学理性地设计，既要创新，也要
考虑施工中的难易程度。在风景园林的设计过程中，应
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对地形条件及居民生活状况进行充
分的了解；在进行设计时，设计师的脑海里要具有设计
尺度，并且和施工相结合，根据相关设计规范进行合理
设计。

4.3  对植物进行合理搭配
针对植物配置上的问题，在植物选择时要充分地考

虑植物的习性及外在形态，还要考虑到园林设计的整体
风格、空间结构特征、地形地貌特点等因素作为标准。
植物的生长有其自身的习性，在进行植物平面设计及立
面设计时，要考虑植物的形态特征。每种植物的形态都
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把植物的差异性特征有效整合起

来，可以很好地避免不同植物的形态及生长习性劣势，
起到扬长避短的作用，达到整体和谐的效果。根据植物
形态特征，进行植物林缘线和林冠线的设计，科学地配
置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从而达到植物和周围环境相融
合，达到视觉上的美感，为居民营造舒适放松的氛围。

5  结语
风景园林设计是城市园林建设的重要部分，设计的

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形象。作
为城市风景园林设计人员，要时刻遵守设计原则，根据实
际情况及地方特色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相信随着风
景园林设计人员的不断努力，我国的风景园林设计事业
蒸蒸日上，将为我国城市的发展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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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提升绿色生态空间

自然元素在儿童友好型城市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区中规划充足的绿化空间，供儿童接触自然，可以
培养儿童对生态相关学科的理解，培养他们的环境保护
意识。绿化空间可以是宅间绿地也可以是宅旁绿地或草
坪，优先选用乡土植物，栽植无毒、无刺的观花或观果
类植物，抑或叶片形态丰富的植物，通过乔木、灌木、
草本花卉配置打造若干个绿植空间。如用黄杨木修剪成
绿篱的迷宫花园，使儿童穿梭其中，探索花园的出口；开

阔的阳光草坪为孩子们提供嬉戏、晒太阳的场地；科普
花园让儿童参与雨水管理、植物科普中；在社区街道引
入树池、花坛，提升观赏性和趣味性，装点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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