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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述了生态景观林改造项目的建设思路,就树种的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最终的生态景观林预期的呈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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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景观林并不算少见,基本每个城市都会根据城市特点隔离一片区

域用于生态景观林的建设。但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例如设计、建设以及

后期维护等环节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导致这一地区的景观林的树木逐渐消

失,林中的植被种类也逐渐稀少,继而影响了生态景观林的美观程度。再加

上 些城市的生态景观林在选址与树种的选择方面有所欠缺,林中的物种

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构建生态平衡圈的条件,导致整个生态景观林的可持续

性并不强,自然也没有起到对应的改善环境、美化城市的作用。再加上有

色树叶的树种远远不如非有色树叶的树种在生态景观林中的占有比例,生

态景观林的价值偏低,失去了建设生态景观林的根本意义。 

1 生态景观林改造项目的建设思路 

1.1以自然规律作为改造项目进行的基本原则 

进行生态景观林改造需要遵循自然演替规律,将自然变化的规律充分

掌握后才能确定 终的生态景观林的树种。可以考虑在生态景观林所在区

域的山腰大量种植一些木本经济作物,这样能够对后续构建混合森林群落

起到一定作用。设计人员应该学会利用合适的自然条件,结合区域特点构

建更为完善的群落结果,以充分发挥出生态景观林的价值。 

1.2适当改变 

生态景观林由于占地面积较大,因此有着多个出入口,可以在其中的

一些主要的出入口处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需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为参观

浏览的游客提供方便,利于长廊或是其他能够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休息

建筑。设计人员要学会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人工造景,这样才能将自然景

观与建筑融为一体,既能起到设施对应的功能,同时也能起到提升生态景

观林美观度的作用。 

生态景观林由于需要承担景观游览任务,因此应该多多建设一些人

行道,尤其是在一些较为陡峭的路面更应该修建一些为了方便爬山的道

路。为了保证美观度可以在道路的两旁种一些花草,让游览景观的游客能

够有一个良好的心情。 

1.3合理搭配 

生态景观林的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建设前需要一个长远

且完善的建设计划给予支持。在树种的选择方面应该多多种一些具有慢生

长特点的树木,而不是为了想要快速实现景观建立效果而全部种快速生长

的树种,两种树种的比例合理搭配才能体现出生物互补的结构感,因此设

计人员需要对二者比例进行严格控制。在一些夏季温度奇高的地区,选择

的树种应该以树冠巨大为主要特点的树种,例如香樟树或是楠木树,山腰

中的木本经济作物与灌木共存,达到相互协调平衡的效果,在四季交替的

循环中生态景观林的美感能够被充分体现,天际线与植物的多样性特点相

互呼应,真正表现出了生态景观林的独特之美。 

1.4效益结合 

某些地区的生态景观林林层由于自身特点使得其单一性特点较为突

出,你若是通过种植不同的木本作物,例如核桃、油茶以及香椿等,这些作

物的种植使得原本并不复杂的林层逐渐变得复杂,这样反而提升了生态景

观林的整体美观程度,解决了物种单一的问题,极大的改善了生态景观林

结构。同时这些木本作物有着一定的经济价值,这样在表现出生态景观林

美感的同时也创造了较高的经济价值,使得景观效益与生态价值有效结合

起来,充分发挥了生态景观林的作用。 

2 树种的选择 

2.1合理选择 

选择本地树种是在建设生态景观林时的首要选择,当地的树种不仅适

应当地气候环境特点的优势较为突出,同时对于当地多发的一些病虫害也

有一定的抵抗力,成活率更高。另外在树种充足的情况下对于生长条件并

没有太高的要求,给树种移植与栽培过程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有效的提高

了移植效率。 

4.2深层支护技术 

在应用深层支护技术之前,需要高度重视坡面倾斜度和固壁效果,本

工程通过高精度导向仪进行测量,对坡面的倾斜度进行校正,保证深层支

护技术能够顺利开展。通过水泥浆液固壁,水泥性价比比较高,且固壁效果

比较好,有利于提升边坡强度,达到水利工程边坡开挖对结构强度的要求。

并采用高密度水泥,对边坡涂抹加固,进一步提升探测锚索孔道的密度,避

免下锚时,因整体扭转不均匀,导致锚索受到破坏。 

4.3悬臂挡土桩施工技术 

将木质桩、钢质桩或者混凝土桩打入地下,形成边坡施工防护墙,此种

支护施工技术比较方便,适用于松软地基边坡支护中,可保证支护效果。悬

臂挡土桩的高度控制在6~9m,如果超过此高度,可采用扶壁式挡土墙,其核

心是钢筋工程,对钢筋施工部位、断料尺寸、规格数量等严格控制,以保证

施工质量。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分析了水利工程中的边坡开挖支护施

工,分析结果表明,边坡开挖和支护是水利工程施工的重点相比,对水利工

程施工质量及使用性能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在具体施工中,必须结合土质

水文条件进行全面勘查,按照勘查结果选择与之相适的开挖技术和支护技

术,保证总体质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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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择优选择。选择树种时无论是树叶颜色、花的颜色还是果实的

颜色都应该进行一定的设计,应选择花期与色期同时较为鲜艳的树种,例

如花石榴或是栾树等。这些树不仅开花时树叶的颜色较为鲜艳,同时其果

实也较为饱满,例如银杏树、无患子或是金钱松,这些树种的叶子能够在秋

天变色,层层叠叠有着独特的美感；第二是增色技术。以杭州地区为例,

杭州的夏天较长同时秋天较短,整体呈现湿润性气候的特点,因此树叶在

特定季节改变的树种并不适合在这一地区种植。在种植变色树种时应充分

考虑地区气候特点,另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化肥或是人工喷水都能

达到增色的目的；第三是配置方法。对于林内郁闭度居中的地区,可以考

虑移栽野蔷薇,也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中性特点的树种,例如紫荆或是连翘

等。郁闭度稍高的林区,可以选择具有较强耐阴性的灌木,像是毛杜鹃或是

珊瑚树等,找到适合地区特点的生态景观林配置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出生

态景观林的景观优势。 

2.2景观生态林树种的配置 

在配置生态景观林中的树种时应该以因地制宜以及树种保护作为基

本准则,这样才能达到优化生态的目标以 大程度的改善景观,获得更高

的生态景观林价值。从空间结构的角度来说,应该以乔木做为整个生态景

观林的中心,同时在其中配置一定数量的灌木,互相协调后使得整个结构

层次具有疏密不同的特点,其中再加上不同颜色、不同特点的树叶与树形

作为点 ,在提升林冠色彩丰富度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一些景观新鲜感,

以免出现审美疲劳。还应对生态景观林中的道路与溪流等进行合理设计,

提升这些元素与生态景观林的配合程度,并对其中的林带形状进行深入优

化以保证能够体现出整个生态景观林的物种丰富度与景观多样性。为了保

持景观的自然美观性,可以设置一些具有常绿特征的灌木。立体构图方面

应该注意树冠的形状对整个结构的影响,注重树叶色彩的变化,使草木层、

地被层以及灌木层等自然的汇集在生态景观林使得其拥有具有多层次组

合特点的结构,另外需要对裸露在外的地表与岩石周围添加一些速生藤蔓,

使得这些裸露的地方能够被美化,以免破坏整体的美观程度。 

2.3重视景观 

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出入口或是公共区域)多多种植一些本地花

木能够达到提升生态景观林一体性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留有足够的空间避

免空间被大量占用影响区域的实际作用。以科学化的设计理念将游览道路

的周围设置一些花木,让游客能够在路上也能欣赏到美景,改变以往的生

态景观林物种单一的特征。 

3 预期效果 

将原本的单一植被生态景观林变为具有复杂特点的森林生态群落结

果路, 大程度的发挥出了生态景观林的生态作用,提升了森林景观的美

观程度。这种生态景观林在具有美观特点的同时也能够起到增加区域经济

效益的作用,游客的观赏性得到了增强,从而达到了景观与经济互相协调

的生态景观林建设目标。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设生态景观林时重点要对树种进行选择,同时要根

据区域特点种植一定数量的木本经济作物,在增强生态景观效益的同时

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并能通过优化森林结构达到提升结构稳定性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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