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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花境设计、施工与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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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花境设计所包含的要素进行阐述，主要包括花境的骨架设计、焦点设计、平面设计和立面设计。花境

的施工过程，包含骨架植物的种植、焦点的设定和花境模块植物的种植。花境的养护包括肥水管理及病虫害防

治、花境植物的补栽及更换、花境植物修剪整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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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园林景观的提档升级，园林花境的概念在国内外不断演化，从英国最早描述花境组成式［１２］，花

境从草本花卉种植组成，到乔、灌、草多植物种类种植组成，再到现如今的多样化材料、多种表现形式等［３］。

国内多个学者也对花境的概念进行多角度描述，孙筱翔认为“花境是园林中从规则式构图到自然式构图的

一种过渡的半自然式的种植形式”［４］，接着有吴涤新［５］、刘燕［６］、董丽［７］、王美仙［８］等学者对花境的概念进

行阐述。花境是模拟自然界中林地边缘地带多种野生花卉交错生长状态，经过艺术设计，以开花园林植物

为主，或辅以少量非植物材料，以平面上的斑块混交，立面上高低错落的方式种植或布展于带状园林地段

而形成的花卉景观［４９］。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由于花境的色彩自然和谐、层次丰富、季相变化明显且易于养护等，在我国城市

绿地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年来，上海上房园艺公司、上海辰山植物园、浙江大学、北京植物园等单

位率先就花境的应用、植物材料的选择与推广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上海等地也开始尝试应用一些专类

花境，如观赏草花境等。目前，我国的花境设计和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花境景观的持续性不强、需要

比较高的养护成本、花境类型不丰富等，尤其在收费公园内，花境的应用大多还是为了迎合旅游而设计种

植的单季节花境。另外，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但能直接应用到园林花境的植物种类少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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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１０］，多数花境植物都是从国外引进而来，其对本土环境的适应性差，往往是在苗圃地表现非常好，一旦

进入园林绿地的花境之中，无法充分展现其应有的景观特性。本文结合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对花境的设

计、施工及养护管理进行阐述，旨在促进园林花境的良性发展。

１　花境设计

１．１　骨架设计

花境的骨架是模块化花境交点处的突出处理，以植物为主，骨架植物在高度、形状、颜色、景观等要素

上有别于周边的模块植物，也可以是非植物材料，在景观上起着景观延展和补充作用。在一些单季节花境

和以一二年生花卉为主的花境设计时，往往不需要骨架设计，若想维持景观的持续性，需要高频率地更换

植物。而在城市园林绿地中，更多地使用简约型混合园林花境设计，它可以一次种植多年保持景观，尤其

在长江流域，对花境的景观要求都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景，而对于花境模块植物而言，能保持四季景观的花

卉植物不多。因此，就选用小灌木、小乔木或观赏草类等植物，点缀于花境模块的交叉点处，称做骨架花

材，如小叶女贞、红花
!

木球、龟甲冬青、大叶黄杨、法国冬青球、茶花、紫荆、梅花、垂丝海棠、红枫、南天竹、

月季等。骨架花材可单一重复，也可根据季相变化选择有差异的，然后再在骨架花材之间，按设计要求分

出花卉的种植模块。在长江流域的秋冬季节，多数花卉植物进入凋零期，甚至有些草本花卉的模块上完全

看不出花卉植物的模样，而此时的骨架花材的设置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留花境的原始风貌或整体轮廓，尤

其是有些骨架花材本身就是常绿植物，如小叶女贞、冬青、大叶黄杨，有的甚至有果实，如法国冬青、南天

竹、火棘等，将花境的景观在时空上进行了延续，补充了冬季景观的匮乏（图１）。

图１　花境骨架设计模式

１．２　焦点设计

花境焦点是花境视觉的落脚点，也是为审美疲劳而设的有别于其它模块的景观设置，在主题花境中，

焦点还可起到画龙点睛、突出主题的作用。没有焦点的花境把所有的植物元素都均衡排布，这样会显得杂

乱无章，缺少趣味，焦点的设置可以让人们观赏花境景观时，眼光最终能聚集到焦点部位。设置焦点时应

选择在花境最显眼的位置，在均衡对称式花境和岛式花境中，焦点可以设置在中央的部位，醒目而突出；在

自然式花境中，焦点应设置在花境的重心位置。花境中的焦点可以是植物，也可以是精致、有趣的雕塑和

喷泉等园林小品，焦点植物的外形一般有别于模块植物，要么株型美丽，要么体量较大，要么具有特殊的观

赏效果。为了突出焦点效果，通常采取孤植的形式，营造出和谐灵动的景观［１１１２］。

在风景区的道路两侧，花境是由多个花境单元彼此链接而成，在任意两个花境单元之间，可以设计出

造型和公园主题相近的休息座椅（座椅后背的高度要高出花境高度），既是景观的链接，也能起到焦点的作

用；另外，根据场地（如物业管理较好的住宅小区），花境单元之间也可设置成茶亭等，更具生活化。

１．３　花境的平面、立面设计

花境的平面设计是采用不同植物模块化混植，各个模块花丛的大小及形状无定式，或按一定规律组

合，各个花丛可重复出现。模块花丛进行有序或无序摆放的同时，还要根据植物花期、花色、叶色、花序形

状等差异，创造季相变化，结合少量花灌木的应用，或者结合骨架花材的设计，在长江流域，可使花境达到

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观效果。

花境的体量不宜太大，也可因地制宜设计多个可重复的花境单元，每个单元一般是３ｍ×２０ｍ至５ｍ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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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从而形成植物布置的韵律和节奏
［９］。

关于花境植物的选择，不同时期的学者都有所阐述。个别单季节花境或专类园花境外，多数花境都是

由宿根花卉、球根花卉、花灌木及少量一二年生花卉点缀而成，植物材料的选择在适地适花的基础上，对植

物花期、花色、花序、花型、叶型、叶色、质地、株型、高矮等主要观赏要素进行组合配置，使花境达到高低错

落、季相分明、色彩艳丽、群落稳定的效果［１１１４］。另外，除华南地区常绿植物较丰富外，长三角及其以北地

区，多数植物具有非常明显的季节性，为了增加花境的景观持续性和饱满度，在同一个模块内种植物候可

以互补的两种或三种植物，如大吴风草和石蒜，二月兰和多种草本花卉植物等。而在景观上却有时空上的

补充，关于花境植物混栽的问题，还需要有大量的试验进行多案例的验证（图２）。

图２　花境平面案例图

花境的立面设计是通过地形地势的变化、植物的株形株高等要素来实现。植床中部或内部应稍隆起，

形成５～１０°的坡度以利于排水。单面观赏花境的背景设计应视实际场地中的具体物体而定，如建筑物、

围墙、栅栏、篱笆和树丛、树墙、绿篱等，植物配置由低到高，形成面向道路的斜面［１５１７］。双面（宽４～６ｍ）

观赏花境中间植物最高，两边逐渐降低，形成人字形的中间脊。

２　花境的施工

２．１　骨架植物的种植和焦点的设定

骨架花材大多选用小乔木、小灌木或观赏草类等植物，点缀于花境模块的交叉点处，而花境模块的设

定，往往也是以骨架花材和焦点为坐标进行种植。因此，按照平面设计图进行放线之后，首先根据骨架植

物的大小挖好种植穴，再在种植穴底部填入半圆形优良的壤土，放入苗木，填土至穴高的１／３时，轻轻向上

提苗，使根系舒展，然后继续填土，最后踩实。乔灌木在栽植前后都要适当修剪，即可防止新栽苗木的水分

流失，也可保证骨架花材的造型。

焦点如果是造型特异的植物，它的种植可以和骨架植物一起进行；如果是雕塑或喷泉小品，应该在放

线之前进行施工；而对于可移动的小品，可以在放线时将其定位，再在植物种植好后放入花境中。小品的

设置一定要稳，防止风雨侵袭造成倾斜，从而影响景观。如果焦点是建筑体，还要做适当的地基稳固工作。

２．２　花境模块植物的种植

模块植物大多以球宿根花卉及一二年生草本花卉为主，球根花卉大多是裸根苗的形式，宿根花卉和一

二年生花卉大多为盆栽形式。根据平面设计图及放线的圈定位置，根据植物的生长速度及年生长量，确定

其大致的株行距，再根据模块的形状，合理种植相应的植物种类。模块植物定植的密度应该以一个生长季

节能长满整个模块地、远看没有明显的裸露地为准。种植过密，会造成疯长而凌乱；而种植过稀，其横向上

的斑块之美就变成了斑秃而影响整个花境的景观。

３　花境的养护管理

３．１　肥水及病虫害

多数园林花境包含的植物种类较多，且多为需肥较多的球宿根花卉，同一时期，有的处于苗期，有的处

于花芽分化期，有的处于花朵盛开期，有的也可能处于休眠期，肥水的管理不太好同步，这也正是园林花境

养护难的原因所在。因此，尽可能选用固体速效性肥料，通过撒施，结合浇水的方式将肥送达到植物根部。

在长三角地区，四季气候分明，植物生长季开花主要在春秋两季，夏季有少量生长（生长量很小的多肉植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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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以不给花境施追肥；在花境植物生长旺盛的春秋两季，每２～３周需要一次追肥，追肥种类因植物所

处的物候期而异；在冬季，多数植物枯萎休眠，需要在花境表面撒施有机肥，也就是基肥。

关于园林花境病虫害的防治，更多的是预防，即环保又省时省力。但在长三角地区，园林花境的病虫

害防不胜防。因此，预防做好后，应及时监测，发现病害虫害及时处理，对于病虫害比较严重的模块植物及

时更换，防止病虫害蔓延。

３．２　补栽及更换

我国植物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育种工作的滞后，现在的园林花境用花，绝大多数的花境植物都是从

国外引进的种或品种，其对我国的土壤和气候的适应性非常有限，这也正是园林花境养护难且景观难以持

久的原因。再加上人为破损，一旦出现枯死、斑秃等现象，就需要及时补栽，先将死亡的植株或斑秃模块彻

底清除干净，然后换上品种和规格一致的新鲜的健康植株。另外，在不破坏花境主题意境的前提下，补栽

的花卉种类也可就地取材，将生长过密的地块分株下来的植株用于补栽，也是很好的选择。

３．３　修剪整理

花境植物的修剪更多地是对花境中的小乔木和灌木进行修剪，同时也包含对部分宿根花卉的田间管

理。对于小乔木和落叶灌木的修剪，大多在冬季的休眠期进行，主要是控制其生长的高度和冠幅。对于造

型树而言，修剪还是保持造型的需要；对于常绿小灌木，需要在生长期间不断进行修剪，以保持其与周边模

块植物的协调。对于后期生长过于旺盛的木本植物，如腊梅、木芙蓉等，单靠后期的修剪也难以控制其生

长量，需要在花境植物定植时进行限根处理。

对于宿根花卉的修剪，需要及时修剪掉残枝败叶，对于个别需要摘心控制株型及摘心促进二次开花或

延长花期的植物也需要及时操作，如穗花婆婆纳、蓝花鼠尾草等需要通过早期的摘心而产生更多的侧分

枝。金鸡菊和松果菊可及时修剪，摘除开过花的枯枝，到了秋季结合施肥还可再开一茬花。

花境种植完成后，需要不断记录花境植物的生物学习性、生长状况及病害虫害发生情况，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花境的设计、花境的施工、花境的养护三个环节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也可以说花境的施工与养护

是花境的又一次补充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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