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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5_BB_BA_E7_c57_644894.htm 景观是人化的自然，

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完善的城市绿地景观营构，

既要考虑其生态习性，又要熟悉它的观赏性；既要了解植物

自身的质地、美感、色泽及绿化效果，又要注意植物种类间

的组合群体美与四周环境协调，以及其所处地理环境条件。

城市绿地不同植物配置形式，能构成多样化的园林观赏空间

，造成不同的景观效果，为城市景观增色添辉。选择合理的

植物，是绿地景观营构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形成城市绿地

风格，创造不同意境的主要因素。 城市生态环境是一个综合

的多元的动态因素，它与城市的地理位置、城市结构及城市

物流与能流相联系；城市土壤构成因素复杂，已改变了其自

然性能；城市建筑密集，高层建筑增多，光照、水分状况复

杂，热岛效应又十分突出。因此，在绿地景观营构时，不仅

要注意植物的自然生态特性，更要考虑城市的特殊生态条件

，才能保证植物生长茂盛，达到预期的景观效果。 1、建设

生态园林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当前各

国现代园林发展的趋势是向着自然化、森林化、人文化方向

发展，而园林设计的中心就是人在自然中生活，自然更贴近

人。认识到植物生态环境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这样以研究人类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及动态平衡为出发点的

生态园林设计思想便开始逐步形成并迅速扩张。生态园林主

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如互惠共生、化学互感、生态位、物

种多样性和竞争等作用）为指导而建设的绿地系统。在此系



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

个群落中，种群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

彩，具不同生态特征的植物能各得其所，从而可以充分利用

阳光、空气、养分和水分土地空间等环境资源，彼此之间形

成一种和谐有序、稳定的关系，进而塑造一个人类、动物、

植物和谐共生、互动的生态环境。随着城市园林建设的迅速

发展，植物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作用人们有了进一步认识。建

设生态园林是园林发展的必然方向，即在园林建设当中，模

仿自然生态景观，通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既美丽又具有降尘

、降噪、放出氧气等多种生态功能的园林景观。一些具体的

做法，如在园林中减少小品、道路、广场等，以植物造景为

主，增加群落景观在园林中的应用.建设生态园林以植物造景

为主，木本植物为骨干的生物群，由乔木、灌木、草本、低

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所在地区的气候、土壤条件综合

而成的微观人工植物群落，又包括植物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网

络，涵盖了宏观城市系统，发挥了吸碳吐氧、调节温度与湿

度、消噪除尘、杀菌保健、吸收有害气体、防风固沙、水土

保持、发挥绿地水循环、防震避灾等生态功能。生态园林建

设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导下，人类与生物的接近程度将成

为绿地衡量标准的重要尺度，以植物造景为主，利用不同物

种在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的差异来配置植物，建立多

种类型、多种功能、丰富多样的景观，最终形成乔灌草结合

、层次丰富、配置合理的复合植物生态群落，达到生态美与

艺术美的和谐统一。 2、应用生态美学理论指导城市园林建

设来源：www.100test.com 生态园林美学，是研究以人为本的

现代城市生态风景园林多维空间艺术景观造型的审美特征和



审美规律的一门多边科学。中国风景园林是多维空间的艺术

造型，有史以来就始终坚持在以讴歌自然、推崇自然美为特

征的美学思想体系下求发展，以期达到“虽由人作”却“宛

如天成”之审美、游览、环保效果。强调艺术美与自然美，

形式美与内容美之辩证统一，以艺术为手段，以展示自然美

为目的；以形式美为框架，以内容美为核心，力求体现不是

自然却胜似自然的生态效益和人文景观。强调动静结合，静

中寓动，动中求静，静态景物中有动感，动态事物里蕴藉着

无限清幽纯朴的静谧之趣。强调远与近、大与小、明与暗、

露与藏的对比，烘托、借衬，更注重疏与密、高与低、俯与

仰的搭配，尤重林冠线的变化和色彩调配。强调以植物组景

为主，并追求色相与季相变化，特别注意追求形象美、层次

美、风韵美。强调景物之间的相互借衬与烘托，并注重外景

的亲和、融合、呼应、渗透。在实践工作中，应充分发扬光

大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美学观点，加以继承创新和发展

。 3、增加绿量 绿量是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的基础。增加绿量

，是城市绿地景观营构中必须考虑的生态学问题.如何用较少

的绿地，增加更多的绿量，答案肯定是要选择光合效率高，

适应性强，枝繁叶茂，叶面积指数高的植物。城市绿地需要

一定的草坪开阔空间，但如果大量布局草坪，则显绿量不足

，竖向空间层次不够丰富，生态效益也相对降低。要克服广

场化倾向，减少草坪花坛。同时，使绿化向立体化扩展，形

成地面、墙面、屋顶多层次、多景观的绿化景观体系。要特

别重视推行利用不同物种在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的差

异来配置植物，最终形成乔灌草结合、层次丰富、配置合理

的复合植物生态群落，创造丰富的植物人工群落。群落是城



市绿地的基本结构单元，直接决定着绿地的结构和功能。达

到相对稳定的绿地覆盖，提高绿地的空间利用率，以最大限

度地增加绿量，使有限的城市绿地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和景

观效益。 4、景观的生态设计来源：考试大 城市绿地景观的

规划设计要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风格多样，量力而

行”。结合和保护传统文化，保留城市自然环境、人文资源

、民俗风情，改善城市人文环境，创造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风

格和城市个性。能否体现城市地方特色是绿地规划是否成功

的关键，地方特色越强，留给游客的印象就越深刻，地方特

色主要表现在对地方的原材料、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的整合

运用上。绿化配置应优先选择乡土树种，保持有地方特色的

植被，按照生态、景观、游憩的要求，细化绿地的功能分区

。建设绿化景观大道、主题公园、生态居住小区等城市不同

形式绿地景观，体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大程度地满足居民

对绿地的需求，保证城市绿地系统的开发，让市民亲近绿地

，保障资源共享和社会公平。 5、社会性、艺术性、生态性

的和谐统一来源：考试大 生态功能、文化艺术功能和使用功

能是现代景观追求的三个目标。植物景观是一个综合的整体

，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必须满足社会的功能，

也要符合自然的规律，遵循生态原则，同时还属于艺术的范

畴，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就存在缺陷，即有合理的使用功

能、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高质量的艺术水准的植物

景观。 要特别强调人性化。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的一切都

是围绕着人的需求而进行建设、变化的，不断趋于文明和理

性的社会越。来越关注人的需求和健康，植物造景要适合居

民的需求，也必须不断地向更为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植物造景



和人的需求完美结合是植物造景的最高境界。人们进入绿地

是为了休闲、运动和交流，因此，园林绿化所创造的环境氛

围要充满生活气息，做到景为人用，富有人情味。 21世纪是

注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绿

化的综合效益即生态效益，这就推动植物造景朝着更为生态

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强调以绿为主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

发挥，主要由树木、花草的种植来实现，因此，以绿为主是

城市绿化的着眼点。良好的植物景观往往作为园林小品、甚

至铺装、坐凳的独特背景，通过色彩、质感等方面的对比突

出园林小品以及铺装、坐凳所处的特定空间，起到点景的作

用。 通过巧妙地充分利用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质地进

行构图，并通过植物的季相及生命周期的变化，构成一幅活

的动态构图，来表现植物造景的艺术化。它是园林空间的弹

性部分，极富变化的动景，丰富了城市植物景观的色彩和层

次，增添了城市的生机和野趣。 相关推荐：现行城市规划管

理体制的缺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