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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快速发展,人们各方面的生活质量可以说得到了显著性的升高。在此其中,科学合理的风景

园林建设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为此,怎样建设优质的风景园林项目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是绿色空间面积及质量改

善研究的主要内容。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对于改善城市环境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促进自然社会和谐环境的形成。风井

园林植被栽培技术与养护工艺对于现代园林艺术而言是非常关键的构成内容,对于现代化城市环境的护理发挥着重大的作

用。当前,相关单位及工作人员在风景园林建设过程当中为能够取得最大化的社会经济效益,要不断的强化植被栽培技术和养

护工艺的把握,这样才能够确保风景园林绿色空间面积与园林质量的科学系统性规划,从而达到改善城市环境的目的。接下来,

本论文围绕风景园林植被栽培技术分析及养护工艺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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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景园林植被栽培技术概述 

1.1 立足区域特点运用栽培技术 

为能够促使绿色植被的存活率得到显著性的提高,工程

作业人员在绿色植被栽培作业当中要按照风景园林工程中

园林环境对水和土壤的湿度进行科学合理性的有效掌控,在

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作业人员要做好本地环境的系统性分

析,在此基本前提下做好植被栽培计划的制定,这样才能够

保证植物栽培更好地适应园林环境的有效生长。 

1.2 依据功能原理应用栽培技术 

风景园林植被栽培作业当中,作业人员要按照工程项目

各方面功能来开展相关工作,通常情况下,作业人员在园林

景观布局作业当中一定要不断的强化植物的耐污染性能,除

此之外,作业人员要按照本地的实际需求建设相对应的风景

园林项目。 

1.3 依据艺术原则应用植被栽培技术 

风景园林植被栽培作业当中,相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循

各方面的美学基本准则,这样才能够促使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这一过程当中,作业人员要对

各类植物的对比度、布局等进行系统性的合理调整,同时按

照绿色植物的颜色、亮度等进行植被栽培区域的科学划分,

这样才能够建设出更加美观的风景园林。 

1.4 注重植物多样性 

风景园林植被栽培作业当中,必须在确保植物的存活率

基础上,尽可能的提高植被的多样性,在此过程当中,一定要

将花与绿色植被的有机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得风景园林植被

栽培美观性、观赏性得到显著性的提高。 

1.5 注意层次感 

风景园林植物栽培作业当中,作业人员要不断强化对植

物层次感的合理性搭配,在此基础上,作业人员要综合花木

层次和色彩方面的科学性搭配,注重层次感设计,这样才能

够使得风景园林具有更高的可观赏价值。风景园林植被栽培

作业中,要作业人员强化各类植物高度和颜色等方面的科学

性掌控,可把树木以高低的顺序进行排列,同时对各类树木、

花草进行穿插种植,这样在促使园林色彩更加丰富的同时,

提高风景园林的美感。 

1.6 凸显季节性 

风景园林植被栽培设计中,作业人员要保证各类别植被

的栽培彰显出四个季节变化,这样才能够促使风景园林的可

观赏价值得到明显地提高,对此,作业人员要按照四季的特

点来做好绿色植被的合理性配置,这样才能够保证风景园林

的季节性,促使人们真切的感受到四季的不同变幻,总而言

之,风景园林植被栽培技术与养护工艺方面要我们的工作人

员遵循一年四季的不同变化来凸显出当地的季节性。 

1.7 苗木种植技术 

风景园林植被工程建设的主要工作是植物的种植与管

理,在这一基本前提下,相关作业人员及单位要采取苗木的

种植技术,这样才能够促使植被的布局更加合理,使得植物

的成活率得到有效地保障。风景园林植被种植过程当中,工

程施工企业要通过采取放定线的方式对苗木栽植的整齐性

进行合理性的掌控,这样才能够使得园林植被栽培更加美

观。除此之外,为更好地保证植被的存活率,要注意做好种植

穴的合理性开挖,按照移植植被的根系发展情况和所带土球

的具体规格来进行植被日常的养护工作。植被移植栽培过程

当中,一定要做好植物的修剪工作,将那些病枯枝彻底去除

掉,从而起到预防病虫害的目的。除此之外,植被移植作业当

中要对本地的自然生态氛围、植物种类做好针对性的保护,

避免由于生物的入侵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2 风景园林植被养护工艺措施 

为能够使得风景园林质量和工程效益得到不断的提高,

作业人员在日常工作当中要不断的强化对风景园林植被的

日常养护力度,接下来,本论文针对风景园林植被栽培养护

工艺措施开展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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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施肥养护 

为能够使得风景园林植被得到健康有序的生长,工程参

与的作业人员在日常工程项目处理作业当中要不断的强化

对园林植被的日常养护处理。通常状况下,园林植被栽培养

护一般可划分为：土壤施肥和根外施肥两种。其中,土壤施

肥是指把肥料下放至植物的根系周边的土壤当中,这样有利

于植物对各方面养分 大限度上的充分吸收,从而促使植被

在 短时间内健康成长。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可以了解到：

针对碧桃、迎春等植物,植被施肥作业当中,需要把施肥的深

度掌控在 5～10cm,切忌不可深度太大。针对阔叶乔木等植

物一定要做好合理的加深处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外

施肥是把肥料融入到水等液体当中,通过喷洒作业让植物的

气孔等构成元素对肥料进行很好的吸收。 

2.2 修剪整形 

风景园林植被移植作业当中,为促使绿色植物的存活率

得到不断地提高,需作业人员做好合理性的修剪处理,这样

才能够将营养的消耗面积进行不断的缩减。此外,为能够使

得风景园林植被的可观赏价值得到提高,需工程作业人员做

好对枝条的修剪和平整处理,同时要定期将病枝修剪掉。 

2.3 加强病虫害防治工作 

风景园林植被栽培和养护作业当中,为能够提高园林

植被的存活率、保证园林植被的质量,工作人员要认真做好

园林植被的病虫害的日常防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病虫害防治措施通常可包含：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

防治以及化学防治四种类型。这里所说的农业防治指的是

工程施工企业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作业当中,要挑选抗病

性较高的一些绿色植被类别来进行相关操作,同时对出现

枯病植物进行定期的修剪,这样才能够将病虫害的发生可

能性控制在 低的状态。物理防治作业过程当中一定借助

频振式杀虫灯具进行操作,进而实现了对于害虫的诱杀。生

物防治需要工程作业人员在园林当中引入各种不同的病虫

害的防护,这样才能够促使园林植被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

化学防治利用的一些无公害、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来做好病

虫害的日常防治工作。 

2.4 做好绿化施工和养护管理统一 

风景园林工程施工作业当中要做好组织管理和栽培技

术的合理性应用,对工程施工工期和设计内容要进行综合性

的把握。园林栽培技术技术内容一定要将工程的整体布局完

整的展现出来,把设计内容转变为 佳的设计成效,必须要

做到对工程施工的严格性监管,其监管工作的重点在于设计

理念的 优化,要知道,工程设计理念不只是设计师思想的

体现,要综合工程的施工环境。一项优秀的园林工程可以说

是工程施工和后期养护高度统一的结果。针对风景园林工程

植被栽培技术和养护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可以说是确保生态

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可以更好地推动社会

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并且是推动城市绿化建设和全球经济生

态环境共同发展强有力的推动力量。 

3 结束语 

为能够促使我国风景园林工程得到更好地发展,使得风

景园林工程实现 大化的社会经济效益,工程参与工作人员

要不断地强化园林植被栽培与养护力度,认真做好风景园林

植被栽培和养护工作。接下来,本论文围绕风景园林植被栽

培技术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同时针对施肥养护、强化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的养护工艺开展系统性的论述。本人认为：伴随

着各方面养护措施的具体落实,我国风景园林建设势必会得

到长期有序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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