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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园是公众喜爱的游览、怖闹和健身场所，直接反映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指数，已经成为百姓日常
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公园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是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
础。
　　
　　 此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每日在公园内劳作的工作人员．从公园建设、维护、管理的角度来介绍公园
，是与以往此类书籍相比的很大
介不同，读过此书的感受．也许没有领导的高瞻远瞩，没有知名专家论述的深邃和专业，然而却是朴
实而真实的，是用日积月累的辛勤汗水换来的，相信将给读者带亲全耘的感受。

　　
本套丛书共分日册．分别是公园植物造景、公园古建修缮、公园导游讲解、公园文化活动、公园园容
管理、公园饮食文化、公园导览标识、公园古树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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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适应性强，栽培管理简便 大多数露地花卉均适应性强，除了一、二年生花卉外
，多年生花卉可一次栽植，多年观赏。
播种、分株或扦插繁殖容易，栽培养护也相对简单。
 4）景观效果明显，见效快 露地花卉生产周期短，栽植后恢复期短，一般当年或翌年即可开花，见效
快，效果明显，是现代农业生产的一大发展方向。
 （3）露地花卉在公园的景观应用 不同类型的花卉在公园中应用范围和效果不一，一，二年生花卉生
长繁茂，株形整齐，花量大，可填补多年生植物周围的小片区域或花期空白，在乔灌木和宿根花卉发
挥作用前为群落景观提供即时的色彩。
宿根花卉管理较为简便，能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各种组合搭配，表现其独特姿态和群落效果。
球根花卉尽管花期较短，但其株姿整齐、花朵娇艳、花型独特，大面积群植和片植时景象壮观，点缀
在其他花卉和灌木前随意而自然（彩图28）。
 1）花坛 花坛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栽植或摆放观赏植物以表现花卉群体美的园林形式，在公园绿地、门
区广场或大型空间中应用广泛（彩图29）。
花坛植物材料的种类选择非常丰富，常用多种草花搭配栽植，还经常应用较高的木本花卉，增强花坛
的景观层次和群体美。
 花坛常以一、二年生草本花卉为主，配置宿根花卉和球根花卉等植物材料，形成混合花坛，也可采用
单纯的草花组成模纹花坛。
按照主体花卉的观赏期，配置成春花、夏花、秋花或冬景为主的花坛，在不同季节适当更换观赏效果
差的花卉材料，花坛中选用观赏期长的植物非常重要，如非洲凤仙、四季秋海棠、彩叶草、银叶菊等
观花甚至观叶的植物，可以减少换花量。
 花坛除了常见的平面布置的花坛外，在节日或文化活动期间，常布置大型的立体花坛，以增强喜庆热
烈的气氛。
立体花坛以造型或表达主题为主，既可以是一组独立的花坛，也可以是多组共同表达同一主题。
 2）花境 花境是以多年生花卉为主组成的带状地段，采取自然式块状混交，表现花卉群体的自然景观
。
它是园林中从规则式构图到自然式构图的一种种植形式。
花境作为一种新兴的花卉应用形式，在公园绿地中广泛流行（彩图30），因其季相景观的变化、较长
的观赏期、多样的自然搭配以及相对简便节约的管理，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
 花境所用植物材料多为宿根花卉，也可增添一些球根花卉、一、二年生草花和花灌木，还有大量使用
观赏草作为花境主材，也能取得很好的观赏效果。
 花境配置在建筑物前作基础装饰，一般多采用单面观赏的形式，植株高低错落有致，可柔化建筑物的
棱角，使建筑物和地面间得到很好的衔接和过渡，同时还可以丰富环境的线条和色彩。
 在道路两侧各布置单面观赏的花境，两列花境可以完全对称，以增强道路两侧的透视感，也可以两侧
对应，但不完全对称，形成轻松优美的景观大道。
在道路中央布置两面观赏花境，在观赏的同时起到隔离带作用。
 围墙、挡土墙、绿篱等垂直立面是花境的良好背景。
最适于布置单面观赏的花境，花境可以装饰它们单调的基部，丰富其质地、颜色和景观层次。
 花境配置在大面积绿地中形成花境岛，以草坪为背景，多面观赏，可以打破绿地的单调氛围，丰富景
观层次。
 3）花带及色块 花带及色块常应用于广场、宽阔草地或道路两侧，选用色彩鲜艳的花卉栽植成自然形
或几何形，如皇帝菊、非洲凤仙、彩叶草、金鸡菊、黑心菊、鼠尾草等，生长致密，植株整齐，色彩
流畅（彩图31）。
有时也可配置一些观叶、观花的灌木，如金叶女贞、小叶女贞、黄杨、红花棰木、红叶小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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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园植物造景》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编，公园是城市的绿色客厅，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
化。
植物是绿色客厅的主角，用生命书写着公园乃至城市的历史，勾画出绚丽多彩的景观世界。
植物造景对于公园来讲无疑是构威公园景观的主体要素，不同类型的公园都有其个性的表现。
从景观构成的角度讲，公园的植物造景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即基础性配植与个性化配植。
所谓基础性配植主要指从公园整体角度，大尺度空间特别是公共环境的配植，可谓底色。
而个性化配植则是指在不同景区根据不同功能要求进行的独具匠心的配植，可以是群体的也可是单一
的，他们是在底色基础上进一步的渲染。
二者合一最后达到虽由人做宛自天成的境界，构成一幅幅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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