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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丰富资源下的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内容包括：园林植物与植物景观规划设计，中国园林植物资
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中国城市园林绿化与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纵览，西方植物景观设计历程、案例与
手法借鉴，中国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发展探索。
《丰富资源下的园林植物景观设计》适合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研究及设计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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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风景园林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与浙江省花卉协会咨
询专家、浙江省植物学会园林植物分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及其教学与研究。
主持完成各级科研及设计项目4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2部。
　　陈波，男，副教授，1978年3月生，汉族，四川省自贡市人。
浙江理工大学风景园林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省植物学会园林植物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花卉产业重点
科技创新团队成员。
长期从事城乡生态绿地规划设计、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主持、参与各级科研及设计项目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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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风景园林系主任。
国际木犀属植物品种国际登录中心执行委员、浙江省植物学会常务理事和园林植物分会会长。
长期从事植物资源和园林植物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完成科研项目20余项，获得省、市级科技奖励8项，
发表学术论文25篇，出版著作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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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园林植物与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第一节 园林植物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与功能一、园林植物
的涵义二、园林植物的地位三、园林植物的功能第二节 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及其发展一、园林植物
景观的概念与特性二、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及其发展第二章 中国园林植物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第一节
中国园林植物资源及其分布一、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二、中国园林植物的分布情况第二节 中国园林植
物资源对世界园林的贡献一、西方国家引种中国园林植物资源史实二、中国园林植物对世界园林的贡
献第三节 中国园林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一、开发利用成就二、问题与不足三、充分利用园林植物资
源进行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的对策第三章 中国城市园林绿化与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纵览第一节 中国传统
园林种植设计回顾一、先秦至汉园林种植设计二、魏晋南北朝园林种植设计三、唐宋园林种植设计四
、元明清园林种植设计五、近现代对传统园林种植设计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节 中国传统园林种植设计特
色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传统园林种植设计艺术的民族特色二、传统园林种植设计艺术的对外交流第
三节 中国当代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现状一、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交织的思想文化背景二、中国当代
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第四节 中国各地城市园林绿化和同林植物景观分析一、哈尔
滨二、北京三、杭州四、武汉五、广州六、深圳第五节 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外来植物质乡土植物一、外
来植物及其危害防范措施二、乡土植物的优势及其与外来植物的互补性第四章 西方植物景观设计历程
、案例与手法借鉴第一节 西方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历程与现状一、西方古典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发展历程
二、西方现代植物景观设计思想的转变及其风格发展第二节 西方现代植物景观设计特点及典型案例剖
析一、自然的精神二、地域特色三、植物材料的多样性四、指示环境特性五、展现生命的动态美第三
节 西方园林常用植物景观设计手法与借鉴一、整形植物二、植物凉亭和绿廊三、花结坛、刺绣花坛和
盛花花坛四、植物迷宫五、花境六、野花园七、观赏草的配置第五章 中国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发展
探索第一节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势一、自然观念的演变二、自然观对植物景观发展的推动
作用第二节 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的发展方向一、自然要素与植物景观的关系二、园林植物景观设计的方
向第三节 探索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与时俱进的园林植物景观规划设计一、继承和发展传统
园林种植设计的途径二、面向未来，勇于创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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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国时期，辟建湖滨公园和中山公园，整修一些主要的风景点，开始在西湖山区植树造林，风景
园林面貌稍有改善。
但遭受日本侵略后的风景名胜和西湖山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至解放时，西湖诸山的5/6是童山秃岭，多数风景点荒凉败落。
　　（2）新中国成立后的园林绿化状况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西湖园林绿地建设从此开始了新
的一页。
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①1949～1965年，起步复苏阶段　　这一阶段贯彻“为生产
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普遍绿化，重点提高”的原则，以疏浚西湖、消灭荒山，整修风
景名胜、绿化城市为重点，实施一系列重大的园林建设工程，使杭州的园林绿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至1965年，西湖的平均水深达到1.8米；整修、改建风景名胜点和纪念性公园40多处，面积达到66.5公
顷（不含已改建为公园的风景点），比1949年增加了37%；新建、扩建公园20处，面积达到162.13公顷
，比1949年增加了38倍；植树造林3812.7万株，有行道树的道路总长达258.93千米；新建、扩建花圃、
苗圃12处，面积达130.76公顷，比1949年增加了20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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