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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园林的特征及构建原则综述 

杨 清 ， 许再富 ， 易国南 ， 苏光荣 

(1．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勐腊 666303； 2．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林业局， 云南景洪 666102) 

摘 要：生态园林具观赏性 、改善环境的生态效应性和生态结构的合理性等三个方面的内涵。生态园林的构建应坚 

持以“生态平衡”为主导，遵从“生态位”和“互惠共生”原则 ，尽量保护原有森林植被和自然地形地貌，按植物生态环 

境要求进行合理配置。人工设施必须充分考虑人居条件与绿色环境的和谐、历史民俗文化风情与现代城市相协调， 

营造出多种植物种类混交和结构层次丰富的仿天然植物群落的生态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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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园林建设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 

措施之一，在国内外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展。生态 

园林强调发挥生态、社会、美化等综合功能，注重生 

态效益，维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1 生态园林的概念与科学内涵 

生态园林是以人 、社会与 自然的和谐为核心 ，用 

生态学原理研究植物个体和群落与环境(包括自然 

环境和社会环境，互惠共生、生态位、物种多样性、竞 

争，化学互感作用等)的关系，同时研究以植物群落 

的发展、组成、特性及其相互作用，扬其共生，避其相 

克，形成有规律的人工生态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 

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 

在一个群落中，种群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 

宜的季相色彩，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能够充分利用 

阳光、空气、土地空间、养分、水分等，构成一个和谐 

有序、稳定的群落。“生态园林”的指导思想是“生态 

平衡”。 

人们大多注重于生态园林的观赏性和生态功能 

的研究，而对生态园林本身的生态学特征关注不够， 

还没有提出较具体的生态园林建设原则和目标。我 

们认为，生态园林应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具有园 

林的观赏性，依靠科学的配置，建立人工植物群落， 

创造景观，美化环境，提高游览观赏价值，提高社会 

公益效益，提高保健休养功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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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文化、休憩、游览等生存发展的环境。在可能 

的条件下，生产各类园林产品；二是具有改善环境的 

生态效应性，充分利用绿色植物，通过植物的光合、 

蒸腾、吸收和吸附作用，调节小气候，吸收有毒有害 

物质，衰减噪音，防风降尘，维护生态平衡；三是具有 

生态结构的合理性，它应具有合理的时间结构、空间 

结构和营养结构，与周围环境一起组成和谐的统一 

体 。 

2 生态园林的特征 

2．1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城市生态园林构建水平的一个重 

要标志[“引。在一个群落中，物种多样性不仅反映了 

群落中物种的丰富程度或均匀度，也反映了群落的 

动态特点与稳定性水平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与 

群落的相互关系。在一个稳定群落中，各种群对群落 

的时空、资源利用，都趋向于互补而不是直接竞争， 

系统愈复杂也就愈稳定 引。多个种组成的植物群落， 

要比单一种的群落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具有 

更大的稳定性。而城市中由于人为干扰和随机因素 

多，环境变化快速多样，较高的物种多样性，能使园 

林植物群落相对于环境及其变化有更好的适应调整 

能力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是景观多样化和功能多 

样化的基础。 

2．2 公共性 

生态园林的建设要求在整个城市地域上，包括 

城区、郊 区、近郊 区、远郊 区形成一个以绿化植物为 

主体的生态系统，发挥生态环境的良性效益，向全体 

居民提供生产、生活需要的绿化使用价值，它的最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2· 杨清等：生态园林的特征及构建原则综述 

产品不同于一般类似水电需计量的对抗性消费品， 

是绿化的成点、成线、成面、成片、成带的绿化园林主 

体。它所产生的净化空气、光合作用、调节气候、降温 

保湿、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避灾、美化环境、休 

憩旅游、保护文物等综合功能，都属于非对抗性的， 

因为绿地或绿化带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具有同时提供 

使用价值的功能，在供应一个人使用的同时，还能供 

应其他许多人使用，而且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场 

所，大家共同使用，获得同样的使用价值，满足同样 

的生存、享用等需求。 

2．3 调节性 (协调性) 

生态园林从微观的角度研究那些能起到调节城 

市生态环境作用的绿色植物群落，发挥生态园林构 

建的多种功能和综合效益，如利用植物净化城市大 

气、改善小气候，防尘、防风、减弱噪音，缓解城市热 

岛效应，保护土壤、水系，保护自然景观；通过绿色植 

物为居民创造安静、舒适、优美、有益健康的环境；使 

绿色植物显示季相变化，把建筑衬托得更美观；使生 

态景观、建筑景观、文化景观既统一又富于变化。 

2．4 无界性 

生态园林从客观上打破了城市传统园林构建的 

狭隘小圈子、小范围的概念，在范围上远远超过公 

园、名胜风景区、自然保护区的传统观念，它涉及到 

社会单位绿化、城市郊区森林、农田林网、桑园茶园 

和果园等所有能起到调节城市生态环境 的绿色植物 

群落，实行城市大环境一体化绿化建设，实现绿化改 

善和提高生态环境的战略目标，形成“点、线、面、网、 

片”的生态园林体系，逐步走向国土治理，使之“大地 

园林化”，把生态园林建设成为人类大环境系统工程 

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体系。 

2．5 综合性 

现代生态园林要求利用城市绿地多功能特点， 

实现整体综合功能的优化完备性。在局部上要考虑 

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内部园林要素的作 

用，使之相辅相成；同时，强调园林植物群落结构功 

能的一致性，要求在城市园林植物群落设计中根据 
一 定空间或一定环境的具体功能目标要求，设计相 

应的群落结构，以满足实现特定功能的需要。在传统 

“点”“线”“面”布置形式 的基础上 ，重点突出所调节 

城市地理气候特色的生态环境的公园 (斑块 )和生 

态“廊道”，“廊道”包括交通干道及自然河流、湖泊， 

其主要功能包括运输和物流、能量及信息，环境保护 

和美学价值[4]。因此，城市生态园林的建设可加强防 

护林带、道路绿化带及河流绿化带的建设，形成众多 

的绿色廊道，连接其他绿化点、面，形成绿化网络，创 

造一种动态稳定的绿地系统结构。从城市生态角度 

看，城市生态园林是城市生态系统中一个自然调节 

器的子系统 ，对整个系统具有反馈调节作用，其活 

动又能满足人们的文化艺术享受 ，故又具文化属 

性 。 

3 生态园林的构建原则 

3．1 坚持以“生态平衡”为主导，合理布局园林绿地 

系统 

生态平衡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含意是 

指处于顶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的结 

构与功能相互适应 与协调 ，能量 的输人和输出之间 

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体效益最佳。植物群落是生 

态园林的主体结构，也是生态园林发挥其生态作用 

的基础，通过合理地调节和改变城市园林中植物群 

落的组成、结构与分布格局，就能形成结构与功能相 

统一的良性生态系统“生态园林”。在生态园林的建 

设中，强调绿地系统的结构、布局形式与自然地形地 

貌和河湖水系的协调以及与城市功能分区的关系， 

着眼于整个城市生态环境 ，合理布局，使城市绿地不 

仅围绕在城市四周，而且把自然引人城市之中，以维 

护城市的生态平衡。在追求生态美、人文美、自然美、 

个性美的前提下，要对植物进行合理布局，做到因地 

制宜，因需选种 ，因势赋形 ，在植 物品种、色泽配置 

上，必须有内涵和外展的差别。我国许多城市的园林 

建设已正在逐步走向生态化、自然化，如杭州、苏州、 

桂林、石河子、南京等。南京市在将森林生态系统引 

人城市、改善城市环境、丰富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3．2 遵从“生态位”原则，搞好植物配置 

生态位概念是指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 

作用以及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地位，反映了物种与 

物种之间、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不同光生态类 

型、水分生态类型和土壤生态类型的植物，进行因地 

制宜的配置与因势利导 的科学经营。生态位原则 ，直 

接关系到园林绿地系统景观审美价值的高低和综合 

功能的发挥，关系到植物可否正常生长、发育、繁衍、 

定居和生态园林的兴衰与成败。 

在生态园林构建中，应充分考虑物种的生态位 

特征，合理选配植物种类，避免种问直接竞争，形成 

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种群稳定的复层群落结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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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种间互相补充，充分利用环境资源，形成优美的景 

观。在特定的城市生态环境条件下，应将抗污吸污、 

抗旱耐寒，耐贫瘠、抗病虫害、耐粗放管理等作为植 

物选择的标准。在绿化建设中，可以利用不同物种在 

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的分异进行配置，形成为 
一 种高大而多层的结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综 

合保存(一)区就是这样建设的，各种树木大小皆俱， 

高矮搭配，构成三到四个树层。第一树层高度一般都 

在 20m以上，它们的树冠高高举出成为凌驾于下面 

林冠层之上的巨树，如红豆、高山榕、小叶榕、菩提 

树、榄树等。第二树层由15～20m高的大树构成，树 

冠郁闭，是构成林冠(森林天蓬)的主要层，有厚壳 

桂、龙眼、水石梓、木瓜榕等。第三树层高5~10m，由 

中、小乔木构成，树木密度大，有白颜树、鱼尾葵、无 

忧花等。在幼树灌木层之下为通常疏密不等的草本 

层，有赦桐、大叶仙茅、板兰、莓叶、海芋、山姜、老虎 

须、巢蕨、肾蕨、鹿角蕨、文殊兰、千年健、龟背竹、广 

东万年青、越南万年青等。层外植物有黄藤、瓜子金、 

蜈蚣藤、爬树龙、南蛇藤、扁担藤等。上层乔木树种树 

干直立高大、根深叶茂，可吸收群落上层较强的直射 

光和较深层土壤中的矿质养分，具有古木参天的效 

果，尤其小叶榕、高山榕可利用众多下垂的气根造成 

独木成林及绞杀现象的景观。中层乔木鱼尾葵叶形 

婆娑，果序长垂奇特，无忧花树干和枝端在 1～5月 

开满金黄色的花朵，争奇斗艳。此层的树种都比较耐 

荫，种子更新能力强，可以形成一个很稳定的层次。 

下层植物只吸收林下较弱的散射光和较浅层土中的 

矿质养分，较好地利用林下的荫生环境；地被层中的 

大叶仙茅、板兰、莓叶、海芋、山姜、老虎须都是叶形 

巨大，姿态各异，具热带植物特色；林下的板兰、文殊 

兰、蜘蛛兰在这些荫湿的地被中花满枝头，装点春 

色；层间植物黄藤、瓜子金、蜈蚣藤、爬树龙、麒麟叶、 

锁链掌、南蛇藤、扁担藤等，有的紧贴树干，缘树而 

上，有的附生在高空枝桠上，飘然下垂。几类植物乔 

灌错落有致，绿色浓郁，组成了一个清凉世界。在个 

体大小、根系深浅、养分需求和物候期方面有效差异 

较大，按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分异进行配置，既 

可避免种间竞争，又可充分利用光和养分等环境资 

源，保证了群落和景观的稳定性。 

3．3 以乡土植物、天然植物群落为主，形成多种植 

物混交、种类丰富的结构层次 

现代科技、“工业文明”和城市化台风把大量野 

生动植物驱赶至深山老林、荒丘野岭，或消失得不见 

踪迹。请回被赶走的物种，已成为城市园林建设中现 

代审美情趣的潮流。每个地区的植物种类因长期进 

化生存已经很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大力发展这些 

乡土植物种，本身就发挥了乡土优势。在生态园林建 

设中应突出与当地相适应的生态园林景观，形成乔 

木大树，灌木、藤本、草本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园林绿 

地。相对于纯草地来说，立体绿地省工，便于管理，经 

济效果好。可选用的品种很多，如榕树、云树、大叶藤 

黄、树菠萝、樟树多种、第伦桃、普文楠、毛紫薇、杜 

英、粉花山扁豆、铁力木、灯台树、山桂花、滇南红厚 

壳、黄肉楠、无忧花、蝴蝶果、观光木、红花油茶、假苹 

婆、铁冬青、仪花、海南红豆、幌伞枫、凤凰木、桃花心 

木、木棉、红花紫荆、多花羊蹄甲、版纳羊蹄甲、乌桕、 

浆果乌桕、大叶紫薇、刺桐、劲直刺桐、线叶蒲桃、倒 

披针叶蒲桃、黄檀多种、人面子、无患子、糖胶树、鱼 

尾葵、蒲葵多种、灌木假连翘、野牡丹、多花野牡丹、 

九里香、玉叶金花多种、龙船花多种、小叶驳骨丹、山 

指甲、福建茶以及草本植物假俭草、两耳草、地毯草 

等。然而近期一些城市绿化，追求外来种类，如大王 

椰子、南洋杉、黄金榕等铺天盖地。大王椰子、南洋杉 

等是优良的风景树种，在庭园、广场种少量能起到点 

缀作用，艺术效果很好。但是，大量种植则遮荫差，生 

态效益少，价高绿荫差，难管理，特别不适合作为行 

道树。此外，一些城郊公路以尾叶桉、马占相思等清 

一 色速生树种，这些树种寿命有限，应采用本地优良 

阔叶树进行景观改造，尽量做到一路一树，观叶、观 

花、观果的乔、灌、草种类合理搭配，使成为丰富艳丽 

的生态林带。在被引进的野生植物中，除本地自然植 

被中的优势种、建群种外，还可引进珍稀濒危植物。 

在园林中若能标以植物名称和保护价值，更可起到 

宣传乡土植物和进行科普教育的作用。特别是热带、 

亚热带地区，盛夏期长，气候炎热，阳光强烈，行人都 

需要一个阴凉的环境遮避太阳。在园林绿化建设中 

一

定要注意乔木、灌木与草本植物相结合的原则，大 

面积推广种植以乔木、灌木、草本多层森林植被的立 

体绿地，增加空间绿量，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立体植 

被，常绿美化，改善了城市小气候，有荫蔽、减尘、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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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净化空气等效果，提高了绿地系统的功能。 

3．4 遵从“互惠共生”原理，合理的时空结构 

互惠共生是指两个物种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 

彼此相互依存，双方获利。如地衣即是藻与菌的结合 

体，豆科、兰科、杜鹃花科、龙胆科中的不少植物与真 

菌共生；一些植物种的分泌物对另一些植物的生长 

发育是有利的，如黑接骨木对云杉根的分布有利，皂 

荚、白蜡与七里香等在一起生长时，互相都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但也必须注意一些植物的分泌物不利于 

其他植物的生长，如胡桃和苹果、松树与云杉、白桦 

与松树等都不宜种在一起。互惠共生的原则要求以 

物种多样性为基础，构成各种合理的群落结构和不 

同的群落外貌，突出体现生态园林的形态特征。其 

中，时间结构要求各种植物特殊发育节律有关的时 

间成层现象；水平结构要求以不同地段内有差异的 

地形和无机生境镶嵌为基础，形成园林的五彩缤纷 

的图案。空间结构指乔灌草相结合，在群落的垂直方 

向上形成植株高矮不同、错落有致的空间层次，增加 

视觉美学效果。在构建过程中，需从自然植被提取信 

息，加以模拟，建立仿气候顶极的人工植物群落。 

3．5 遵循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原则 

现代城市生态园林以人类的福利为根本，追求 

实现人、园林植物及其景观、城市环境三者间的和谐 

共存，使城市居民、人工设施、历史民俗文化风情与 

绿色环境等各个方面达到最理想的配置。 

3．5．1 人与绿色环境的和谐。生态美的核心是和 

谐——物种种间的和谐 、生物与生境的和谐、人与 自 

然的和谐 。人是城市环境 中的主体及核心，城市生态 

园林构建景观能够满足城市居民一些生理上或心理 

上的需求，如通过在园林绿地空间中的观赏、游玩、 

休息、健身等活动而获得的放松和调整等，同时人的 

活动对园林绿地空间的维护和发展也会造成各种不 

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现代生态园林建设中，既要满 

足各种人类活动对园林空间的可及性 ，又要考虑绿 

色环境的自我维护能力，使人们都愿意进入园林绿 

地空间开展各类有益的活动，又能与绿色环境和谐 

共处。 

3．5．2 人工设施与绿色环境的和谐。 建筑及其他 

城市设施是城市景观的特点，雕塑、园林小品等人工 

设施也是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园林建设中力 

求使这些人工设施与园林绿地融为一体，一方面要 

保持绿色环境的自然特点，满足人类对 自然的心理 

需求。另一方面应考虑借助人工设施的建设，完善园 

林空间的功能属性，使城市的绿色环境具有现代生 

活气息和时代特征。 

3．5．3 历史民俗文化风情与现代城市绿色环境的 

和谐。现代城市生态园林既要继承历史传统文化， 

又要满足城市居民现代生活的需要，因此如何结合 

城市的历史背景及民俗文化风情，形成具有特定历 

史文化氛围的现代城市绿色环境，实现两者间的和 

谐，也是发展现代城市生态园林必须解决的问题。在 

生态园林中，若有碑文、摩崖石刻、小型古建筑、文人 

骚客的墨宝丹青、微缩人文景观和古代将相高僧手 

植的名花古树，则更能体现天人合一之美，也可发挥 

生态园林的综合功能作用。 

人类渴望自然，城市呼唤绿色，园林绿化发展就 

应该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和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人 

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强调把关心人、尊重人的宗 

旨具体体现在城市园林的创造中，满足人们的休闲、 

游憩和观赏的需要，使园林、城市、人三者之间相互 

依存、融为一体。总之，生态园林是以丰富的植物为 

主要材料、模拟再现自然植物群落、提倡自然景观的 

创造，形成城市生态系统的自然调节能力，改善城市 

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大 

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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