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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林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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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的赏心悦目离不开严格科学的园林管理，这是园林之所以譬为美的
艺术的重要因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园林管理、每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典
园林都会像消逝的楼兰文明那样，今天我们根本无法享用那些幽致名胜、参
天古树、芭蕉夜雨、清漪锦汇的人间仙境。

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园林因此需要我们精心呵护，需要我们在园林绿化的
规划、建设和管理上进行切实有效、具有生态化环境意识的科学化管理，以
保证园林植物生长繁茂，让人驰驰想象，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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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园林管理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理解 园林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在所属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风景名胜资源调查和评价；

申报审定风景名胜区；
组织编制和审批风景名胜区规划；
制定管理法规和实施办法；
监督和检查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要建立健全植树绿化、封山育林、护林防火和防治病虫害的规章制度，落实各项管
理责任制，按照规划要求进行抚育管理，严加保护古树名木、水体资源、原始地貌
动物栖息环境、文物古迹、革命遗迹、遗址和其他人文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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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园林管理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理解 园林管理就是指园林的养护管理和设施管理，包括适时松土、施肥、修剪和防治病
虫害，以及亭、廊、花、架、喷泉、假山、石桌、石凳、围栏、围墙、园林道路、
雕塑、雕刻及其他景观建筑和园林服务设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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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标志。传统观念上的“依山临水而居”，山、水、城融为一体的

山水城市与山水文化思想，同时更包含了人们在建设城市过程中

，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维护自然延续，还

是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掠夺自然，其结果必然会反映出

城市自然形态和城市文化品味的优劣，因此园林绿化管理必须关

系到城市园林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园林管理中最基本要求，是每

个以园林为事业的人必须具备的职业意识。

（1）园林管理是国林绿化质量的生

命和灵魂；

（2）园林管理要措施到位，具备以

预防为主的意识；

（3）要视技术信息和及时反债、消

化意见；

（4）抓住重点，加强管理，强化质

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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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配置韵律美的日常维护

作为四大造园要素之一的植物，植物配置就是利用植物材料

结合园林中的其他素材，按照园林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立地条

件，采用不同的构图形式，组成不同的园林空间，创造各式

园林景观以满足人们观赏游的需要。园林当中的植物配置要

根据园林布局、土壤气候的特点，要根据植物的种类姿态、

色香高低的特点，这样才能形成近在咫尺、秀色可餐的造园

佳妙，领略面面有情、处处生景的造园韵律。

英国造园家B. Clauston提出：

“园林设计归根结底是植物材料

的设计，其目的就是改善人类的

生态环境，其他内容只能在一个

有事物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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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的生长变化与园林美

（1）植物的生长变化与园林生态

（2）园林美和日常生活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因材致用

日常园林维护既是保护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当

代人审美和实用的需要，具有许多求精的巧妙

艺术，植物配置因此需要专门的分析，以实现

其科学的韵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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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植物的生长变化与园林美

（1）植物的生长变化与园林生态

（2）园林美和日常生活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因材致用

日常园林维护既是保护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当

代人审美和实用的需要，具有许多求精的巧妙

艺术，植物配置因此需要专门的分析，以实现

其科学的韵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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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城市绿地为人们留下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遐想空间。

 二是为城市提供“绿肺”，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同日时降低噪声，为

人们提供优化生活的良好环境和园艺产品。

 三是为城市居民提供娱乐场所，

 四是营造“离土不离乡”的文化环境，使传统历史资源得到很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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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园林城市 都市园林主义



内 容 结 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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