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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主题花园营建过程中的要素多样性、生境复杂性等难题，结合上海植物园北区改扩建工程实践，开

展基于多种生境营造目标的主题花园营造策略和营造技术研究。本文选取5类主题花园作为研究对象，从

一线工作者的角度分析了花园特点、建设理念、地形塑造、植物配置等营造技术，以期为长三角地区主

题花园的营造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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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of element diversity and habitat complex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me 
garden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project of the North District 
of Shanghai Botanical Garden,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con-
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eme gardens based on multiple habitat creation goals. This research se-
lected five types of theme garde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analyzed the gardening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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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garden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concepts, terrain shaping, and plant configu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ont-line worker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me garde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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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公园作为提升城市宜居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绿色空间，具有生态调节、社会服务、经

济带动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之一[1]。在公园城市从理念向实践迈进

的时代背景下，公园中的主题花园也从传统的简单植物装饰向着集植物景观、动植物多样性、生态修复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复合生态花境快速发展[2]。与常见的小型花园相比，公园中的主题花园营造工程量

巨大且复杂多样，不仅涉及原有植物的保留、地形改造、土壤改良、植物景观提升、水系贯通等，还要兼

顾主题植物展示、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等功能需求，对营造策略和营造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国外的公园花园注重观赏性与生态功能的结合，通过特殊植物配置，为昆虫、动物等营造

生存环境，提高花园的生物多样性。例如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将蜜源植物和宿主植物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种

植，吸引传粉昆虫与鸟类形成闭合生态链[3]。新加坡提出“亲生物花园城市”理念，通过在公园花境中

配置吸引鸟类、蜜蜂的植物，营造适于动物觅食和生存的环境，丰富花园的生物多样性[4]。在国内，公

园花境也越来越重视生态功能的提升，例如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博园宕口花园融入“城市修

补”的营造理念，采用海绵城市、生态修复技术，将水体、地形等自然因子与花卉植物有机结合，打造了

生态型公园花境[5]。上海市长宁区的社区花园，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配置了数十种乡土植

物，为小型动物和鸟类构建了栖息和繁衍空间，营造了包含多种动植物群落的社区生态花园[6]。以上案

例是近几年国内外花园营造理念的转变与营造技术的升级，但对于具有多种生境条件、多重营造目标的

大型主题花园的营造技术报道较少。 

2. 研究概况 

上海植物园北区改扩建工程位于徐汇区，占地面积 22.4 公顷，园区定位为综合性植物园，着重收集

和展示能适应本地区生境条件的植物类型。根据总体规划，园区设计有 10 余个不同主题的花园或温室。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球宿根花园、岩生植物园、观赏草园、鸢尾园和苔藓园 5 个主题花园作为研究对

象，以多类植物生境营造为核心理念，从原有乔木保留利用、地形处理、植物选择与配置等方面开展主

题花园营造技术研究。 

3. 主题花园营造目标及策略 

根据工程总体规划，植物园北区设计有 10 余个不同主题的花园和温室，每一个主题花园都由多类乔、

灌木，搭配数十种至数百种花卉植物构成主题突出的花园植物景观(表 1)。因此，在景观营造过程中需要

充分考虑场地现状和各类植物的生长习性，包括各类植物的形态、生长习性、生态位特征等，科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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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类型和数量，避免直接竞争，形成结构合理、种群稳定的复层植物群落，保证群落的观赏效果以及

稳定性，也为公园内鸟类、昆虫、两栖动物等提供庇护条件。此外，从展示地方特色的角度出发，适量选

用乡土植物品种，打造地域特色景观的同时，促进群落稳定、降低后期管养强度，实现美学、生态、经济

价值的统一。 
 

Table 1. Theme garden creation goals and plant configuration 
表 1. 主题花园营造目标和植物配置 

花园类型 营造目标 植物类型 

球宿根园 
结合场地原有乔木景观，设置多种微地

形，配置不同株高、株型、花色、花期的

球宿根花卉，打造缤纷花谷景观 

安库杜鹃、紫鹃球、毛鹃球等杜鹃品种，“约旦”、

“紫青姬”、“黄金枫”等枫树品种，高、低茶梅，菱

叶绣线菊、金线柏、亮金女贞、树状月季，“乌托邦”

等山菅兰品种，小丑火棘、圆锥绣球等 50 科 290 种 

岩生植物园 通过岩石堆砌和地形塑造，配置矮生乔灌

木与岩生植物，打造自然山体景观 

丛生黄连木、罗汉松、青龙枫、红翅槭、紫荆、穗花牡

荆、斜飘乌桕、构骨、亮金女贞、盘龙枣等 40 科 200
种植物 

观赏草园 

利用场地原有大树及新栽植乔木营造独立

空间，模块式种植多类型观赏草，形成多

种植物群落，为鸟类、小型动物提供庇护

场所 

“东方”、“丽人”、“大布尼”、“矮株”、“紫

光”等狼尾草品种，“卡拉多纳”、“蓝山”、“顶点

粉”等鼠尾草品种，矮蒲苇、粉穗蒲苇、花叶蒲苇、金

纹蒲苇、柳叶马鞭草、桑托斯马鞭草等 20 科 80 种 

鸢尾园 
以原有香樟等乔木为背景，以鸢尾、花菖

蒲展示为主，搭配玉蝉花、睡莲等水生植

物，打造水岸带植物景观 

“路易丝安娜”、“西伯利亚”、“德国鸢尾”等鸢尾

品种，“花菖蒲”、“黄菖蒲”、“银边石菖蒲”等菖

蒲品种，矮蒲苇、密花千屈菜、醉鱼草、花叶芦竹、花

叶玉蝉花等 20 科 60 种 

苔藓园 
利用岛屿四周原有大乔木，补植中小型乔

灌木形成林荫，搭配景石、喷雾等，形成

多层次立体森林景观 

白发藓、大灰藓、水晶藓等苔藓，黑松、羽毛枫、日本

红枫、鸡爪槭、丛生紫薇、扶芳藤、玉禅花、大吴风

草、银纹沿阶草、白花醉鱼草、蕨类等 30 科 110 种 

4. 主体花园营造技术 

4.1. 球宿根园 

球宿根园位于植物园北区中部，规划为栈桥环绕、花团锦簇的花卉展示区，通过多种微地形营造和

原有保留乔木作为背景，为各类球根和宿根花卉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和展示空间。在地形营造方面，通

过土方堆筑、修筑小型园路来构建花谷、花溪、花岛、花桥等主要场景的种植空间，营造构造多样化的

微地形，使得各类植物群落空间层次更加分明，使游客从园内小径、栈桥上部均可以获得理想的观赏效

果。同时，为满足玉簪等阴生植物景观营造需求，在栈桥下部及附近增加中小型乔木和灌木，为阴生植

物提供上层遮阴环境。 
在植物配置方面，充分考虑各类宿根花卉的生物学特性，利用宿根植物品种多、季节性强的特点，

构造具有观赏性和时序性的球宿根植物群落，构造三季有花的植物景观。此外，也可选择具有即时景观

效果的宿根花卉品种，集中大面积展示，营造季节性的植物景观。 

4.2. 岩生植物园 

岩生植物园占地近 1800 平方米，以岩生植物和岩石构筑物为主体，模拟高山岩生植物生境，打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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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植物景观。在岩生植物园营造过程中，地形的塑造和种植床的设置是核心。首先，结合原有地势的起

伏变化与道路走向，因地制宜的塑造山坡、谷底、平地等地形，结合地形确定植物种植床的布局。具体

来说，主路作为园区的交通骨架，其走向直接影响种植床的空间分布——沿主路形成视线引导型种植带，

在支路旁设置点状观赏种植床，在隐蔽小径周边设置秘境式种植单元。其次，为了更好地模拟自然生境，

种植床内可散置少量山石，与整体环境协调，为植物创造更丰富的小生境。 
在植物配置方面，该园选用经典岩石植物，包括松科、柏科、景天科、百合科、石蒜科等 60 科 200

多种植物。中、上层植物选择丛生黄连木、红枫、构骨、佘山胡颓子、胶东卫矛、斜飘乌桕等，下层植物

选择金边欧洲冬青、厚叶石斑木、流苏、荷兰鼠刺、杜鹃属等。此外，还配置了一些适合悬崖峭壁及石缝

中生长的、观赏价值高，容易突出岩石景观的野生花卉品种。 

4.3. 苔藓园 

苔藓园选址在景观与园路链接的小岛上，岛周和岛内保留有多棵香樟林、乌桕、黄栌、紫花槭等乔

木，为小岛营造了遮阴环境，配合设置喷雾设施，调节空气湿度，营造适宜苔藓生长的阴湿小环境。苔

藓园内部模拟自然山野地形，利用原有香樟的林下空间结构，营造穿越园内的蜿蜒小道，打造出原始森

林的意境。 
在植物配置方面，园内的苔藓有白发藓、大灰藓、水晶藓等种类，上木主要有羽毛枫、日本红枫、黑

松、佘山胡颓子、天门冬等，下木主要有银纹沿阶草、白花醉鱼草、多花筋骨草、大吴风草等，草本植物

搭配了凤尾蕨、鳞毛蕨、肾蕨、鸟巢蕨等喜荫植物。通过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植物搭配，结合微地形、

岩石构筑物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立体植物景观空间。 

4.4. 鸢尾园 

鸢尾园位于园区东北角，是以水生植物观赏为核心的主题花园，此处保留了园区原有的香樟群落，

配以新栽植的垂柳，结合水系改造打造成为水生植物观赏岛。为突出主题，观赏岛四周以展示品种鸢尾

和花菖蒲为主，并根据水深搭配不同株高的草本花卉和灌木，例如花叶玉蝉花、红盖鳞毛蕨、蓝花梭鱼

草、矮蒲苇、密花千屈菜、山桃草、贯众、醉鱼草、品种睡莲等。植物配置时，要充分考虑鸢尾属植物与

其它植物、不同鸢尾品种之间、不同类群之间株高、株型、花期、花色的多维互补，例如在坡度较小的边

滩区域配置植株低矮的鸢尾品种，在季节性水淹处搭配植株高大的鸢尾品种，并加大种植密度，营造茂

密的水生植物环境，在构建多样化水生植物景观的同时，为鱼类、水鸟、两栖动物等提供庇护场所。 

4.5. 观赏草园 

观赏草园位于北区西侧，园区为略带起伏的缓坡地形，场地延展到中心水体，与水体边缘水生植物

相互衔接。观赏草园的植物群落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与低维护为核心理念，通过模拟自然荒野的植物群

落结构，构建兼具生物多样性、景观美学价值与生态服务功能的“荒野草原”景观。 
在空间营造方面，基于园区整体设计，将原有香樟、落羽杉，以及新栽植的三角枫、羊角槭等乔木

构造了一个相对闭合的独立空间。植物配置方面，在大树围合的独立空间连片种植花叶蒲苇、晨光芒、

各类狼尾草等观赏草，并搭配少量宿根草本花卉。植物群落构造以小面积、多品种混合的小型植物群落

为主，且各群落之间不设置明确的界限，为各类植物的自然演替预留空间，逐步形成“荒野草原”的自

然景观效果。 
整个花园可分为多个植物群落类型：乔木群落、林下草本群落、林缘草本群落、水岸草本群落等，

每个群落均有不同的植物类别和配置方式，而有些适应性较强的草本植物则遍布整个园区，成为连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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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线索。密集的草本群落吸引了蝴蝶、昆虫、鸟类、两栖类动物等在此安家落户，为园区的野生动物

提供了一处隐秘的栖息和觅食的场所，实现了“生态花园”的建设目标。 

5. 总结与讨论 

主题花园作为上海植物园北区的核心植物景观，凭借丰富的景观类型与庞大的植物种类数量，构建

起了独特的生态与美学空间。从具有多种地形的高山岩石、原始森林地被苔藓、水岸带植物到荒野草原

景观，景观类型变化巨大，各类景观包含的植物种类从几十种至数百种不等，这就要求要将多生境营造

理念贯穿于主题花园营造全过程。与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近自然生境营造理念不同的是，上海植物园主题

花园的营造有着特殊的考量与要求。近自然生境营造强调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追求生态的原生性与野性

美，注重生态群落的自我演替与自然调节，而上海植物园作为综合性植物园，其主题花园营造需与多元

化的目标定位相契合，包括植物展示、精致园艺、科普展览、自然教育、居民游憩等[7]。此外，园区原

有乔木、水体等资源承载着植物园的历史记忆与生态基底，需合理保留和利用，使其成为主题花园的特

色组成部分。这些多元化目标与资源保留利用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近自然生境营造理念和方法的直

接应用形成了限制。 
上海植物园北区主题花园营造实践，突破了传统近自然生境营造理论的局限，探索了多功能导向与

近自然生境相协同的营造新模式，为城市主题花园营造理念和营造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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