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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植物造景》以系统性、简洁性、实用性相结合为目标，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植物造景书籍的基础
上，结合自己十多年的教学与实践经验，在教案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而成，内容全面，简洁，图文并茂
，适于园林、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林学等领域的学生与园林工作者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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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植物个体的水平分布表现为随机型、均匀型、集群性三种类型，在园林中种植，
随机型分布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优美景观效果，但是在设计图纸表达时会很混乱，在施工放样时也较
难，需要设计师掌握很多类型植物的特征；均匀型分布在设计树阵、防护林、道路隔离带等时常见使
用，而且图纸表达秩序明显，结构严谨，图纸效果简洁美观，但设计出的植物景观如果没有色彩、形
态的对比时会很单调乏味，然而这种分布在表达一定的公共空间秩序时会非常适用；集群性分布在园
林中较多见，同一种树或几种树组成一个组合，可密集也可稀松，这个组合中前后左右彼此可调整间
距和树种，将这个组合重复种植，会表达出秩序井然、色彩斑斓、外貌多样的和谐植物景观。
 （二）种类数量 群落中，植物种类的数量是根据群落大小确定的，我们往往先确定1种或2种建群种，
然后再选择2～3种辅助性的树种，建群种是优势种中的最优者，即盖度最大（重量最大），多度也大
的植物种，建群种是群落的创造者、建设者。
建群种在个体数量上不一定占绝对优势，但决定着群落内部的结构和特殊环境条件。
 （三）植物间的相互作用 群落内，植物之间会产生种内竞争和种间竞争，种内竞争主要是由于密度
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修剪伐木等措施解决，种间竞争主要是由于生态位和化感作用等导致
的植物之间此消彼长，这在选择植物种类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到，尽量选择共生或互惠的树种。
 群落中的植物之间彼此对光、土壤养分、水分、生长空间的竞争，以及不同物种间的互惠与化感作用
的影响，在生长一定时间后，会有一些数量多、投影盖度大、生物量大、体积较大、生活能力强的物
种生长健壮，而一些在这些物种个体下生存的物种会受到影响，生长较弱、树形较差，因此，在园林
中有限的场地内种植植物，一定要熟悉所选植物的生长习性，能预测到若干年后的优势种是何种植物
，以及群落外貌。
 （四）立体层次结构 植物的立体层次结构主要指植物的群落分层现象，对于园林中植物群落来说，
其组成层次至少3层，主要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植物层或地被植物层。
 树群配置要做到群体组符合单体植物的生理生态要求，第一层的乔木应为阳性树，第二层的亚乔木应
为半阴性树，乔木之下或北面的灌木、草本为应耐阴植物，处于树群外缘的花灌木，有呈不同宽度的
自然凹凸环状配植的，但一般多呈丛状配置，自然错落；树群的天际线应富于起伏变化，从任何方向
观赏，都不能呈金字塔式造型。
 （五）演替趋势 植物群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生态系统环境或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时，群落中的树种
组成会发生变化，早期的建群种或一些树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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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园林植物造景》首先从植物在造景中最基本的作用讲起，第二是违景遵循的原则，第三是各种植物
的种植方式，第四是介绍植物与园林其他造景元素的配合。
本书以系统性、简洁性、实用性相结合为目标，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植物造景书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
十多年的教学与实践经验，在教案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而成，内容全面、简洁，图文并茂，适于园林、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林学等领域的学生与园林工作者参考之用。
本书由田旭平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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