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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河南省第二届(信阳)园林花境大赛为例,对参赛作品从设计立意、总体布局、配置模式、表
现手法、造景要素、长效可持续花境展示、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花境小品构筑物体量与数

量,材料与环境的契合,植物材料偏平面化等问题。 从花境苗源、花境建设实施概况,花境竞赛与城

市花境建设特点等方面对郑州市、安阳市的花境建设进行分析总结,倡导花境可持续性和文化性,
探索中国特色的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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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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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玉,等:河南省园林花境竞赛及城市花境建设探析

　 　 随着城市园林更新品质的提升,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日渐迫切,2021 年 5 月的“两会”中,首次

将“城市更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做政

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提升城市活力和文化展示公共空间”。 长

三角地区对花境的建设较早,上海、杭州、无锡等地

举办职工花境技能大赛和园林花境竞赛,促进园林

绿化行业职工技能水平的提高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建设了大量花境案例和花境竞赛活动,花境师应

运而生。 河南省作为中部地区,花境建设起步较晚,
自 2021 年以来,河南省风景园林学会、建设厅等部

门在郑州市和信阳市举办了两次园林花境竞赛,各
地市陆续开展花境建设,郑州、安阳等地市率先对城

市园林绿地进行更新改造,建设多处花境,不断提升

城市品质。

1 花境建设的作用及意义

花境是模拟自然界中林地、水际等边缘地带多

种野生花卉交错生长的状态,运用艺术手法设计的

一种花卉应用形式,具有群落结构稳定、观赏期持

久、立面层次丰富、季相变化明显、色彩自然和谐、管
养成本低的特点。

通过花境建设、相互观摩、交流学习,提升了花

境设计、施工和养护水平,通过新品种的引种、驯化

和应用,促进花境植物的多样化、新优化、色彩化和

生态化。 花境的高品质营造,使城市焕发活力,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花境竞赛能激发技术人员学习的积极性,通过

挖掘本土文化,探索河南花境设计、营建和创新发

展,增强园林文化自信和职工凝聚力,推动园林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引领中部地区园林花境建设。

2 信阳园林花境竞赛概述

信阳花境园林大赛作品分布于信阳市南湾湖景

区,位于茗阳阁西部的滨河绿地内,于 2022 年 9 月

建成,参赛作品 63 件,每个参赛作品面积约 120 m2。
各地市参赛单位通过深挖本地历史人文、风俗民情,
展出内涵丰富、主题突出、题材新颖的花境作品,体
现了“花境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参赛花境需要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

的紧密沟通和无缝联合,从设计之初、定位、放线、施
工和管理,进行“一体”化管理,设计师、花境师全程

跟踪,是成功花境作品的保证。

2. 1 花境建设特色

花境参赛作品百花齐放,从不同角度反映各地

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各具风貌,配置形式丰富,
布局自然,手法多变,造景要素突出,并不断追求创

新,体现了新材料、新方法和新工艺的应用。
2. 1. 1 主题突出、底蕴深厚

花境作品均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内涵丰富,
主题突出。

1)安阳市两处作品分别以红色的“安”和“阳”
字小品作为花境视线焦点,突出甲骨文化。 “安”字

花境以滑县粮仓、太行山石板岩自然风光、悠悠洹河

等为创作题材;“阳”字花境内以丰富的乔灌草建造

“花问”“花语”“花趣”,体现“殷商花音”。
2)广源园林公司的“诗境花音———宁谧花园”

提炼诗经文化内容,选取诗经“关雎” “芣苢” 等诗

词,体现黄河流域劳动人民的场景,整个花境为开放

式、岛屿式和稳定混色长效花境。
3)焦作市《蝶隐秘镜》以博爱县独有的特色黄

槽斑竹为元素,以李商隐的《锦瑟》为灵感,提炼彩

蝶、相思等元素,通过竹簧幽境,浪漫场景,营造步移

景异的画境、诗境和意境。
4)义马市《古驿新华》提取特色煤矿、工业元素

融入花境,通过矿车、煤晶石、锈钢板小品,结合花草

元素,体现能源城市转型为生态城市的新局面、新
发展。
2. 1. 2 配置模式丰富

花境配置形式丰富,不仅有路缘花境,也出现了

岛屿式、水生花境、专类主题花卉花境(开封菊花)、
台地花境等,不仅注重平面布局,而且立面层次丰

富,呈现单面观赏、双面观赏、多面观赏的混合式花

境形式。
1)多数作品具备路缘花境和岛屿式花境特征。
2)多处作品出现水生花境和湿生花境。 信阳

市的“南湾桃行”利用南湾湖特色,通过雨水净化、
灯光、音响打造水岸花境,体现南湾湖世外桃源景

观;南阳的《遇见·共生》作品通过湿生花岛、田园

花岛、药用花草等五境,营造水系蜿蜒景观,通过水

岸美人蕉、金叶石菖蒲等水生、湿生植物形成湿地

花境。
3)首次出现专类花卉主题花境。 开封的《继往

开来》菊花主题花境[1] ,铁塔小品为魂,各种塔菊、
悬崖菊等造型菊为骨架,配置下层地被小菊、大菊和

宿根地被金光菊等,展现“中国菊花名城”风采。
4)固始的台地花境,特色鲜明,多层台地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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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层次丰富。 罗山展区《灵山飞瀑·花满园》利

用高差,叠山理水,打造飞泉流瀑、灵山美景,以水岸

再力花、莎草、菖蒲等湿地花卉与陆地花卉、观赏草

结合,呈现山林般的自然朴实景象。
2. 1. 3 布局自然、手法多样

大多数作品以自然式园路分隔多个观赏空间的

自然式布局出现,以园路、旱溪等蜿蜒布置,汲取古

今中外优秀元素融合,通过多元化、多样化手法,呈
现不同的效果。

1)兰考的作品泡桐园,以自然开放模式为主,
以园路为游线,以现代感的紫色铁艺迎宾门、灵巧轻

盈的铁艺泡桐花和具有互动装置古筝作为营造主

线,以蓝紫色荷兰菊、鼠尾草、紫娇花、醉鱼草组成温

馨的蓝色系列,体现兰考浓郁的泡桐文化。
2)漯河市《花拥沙澧·幸福螺湾》,设计柔美曲

线演绎河流,深浅砾石为路径,寓意沙澧两河穿城而

过,河中绿岛岸汀,自由分布,以白色铁艺螺做点景,
整个作品线条柔美舒畅,开朗明快,充满野趣生态。
2. 1. 4 造景要素突出

造景要素突出,底蕴深厚。
1)信阳天梯区花境以火山岩、矿石作为花境主

题,围绕 1 500 年的矿石文化作主题,以矿石为视觉

中心,四周花卉辅助,形成独特的场所精神,展示悠

久的石矿文化。
2)固始的台地式花境,以当地特有的自然石

材、白色方格铁艺、锈钢板小品、城墙等硬景,结合地

形营建层次丰富的空间,配合博雪万年青、狐尾天门

冬等花草点缀,形成特色鲜明的花境,体现浓郁的藩

国文化。
2. 1. 5 长效可持续花境展示

 

《殷商花音》 《诗境花音·宁谧花园》等花境作

品为典型的长效可持续花境,可作为河南省中部地

区长效花境示范园。 以 50 多个小乔木、花灌木、宿
根花卉为主,常青树种比例大于 30%,常青树种有蓝

冰柏、蓝剑柏、辉煌女贞和云杉等,花灌木有石榴、金
玉满堂、醉鱼草、穗花牡荆和金叶莸等,形成骨架饱

满、姿态丰盈、色彩典雅、自然融合的群落式、可持续

长效花境,体现河南桧、石榴和月季等乡土植物特色。
2. 1. 6 创新发展

花境需要不断创新实践来推动发展,创新是发

展的动力,科技的置入提升了花境品质。 本次花境

竞赛从新材料、新工艺方面体现了创新发展。
1)智慧园林

郑州人民公园的花境中设计“智慧树”小品,通

过智慧喷灌控制多个区域,增加雾森系统,营造出浪

漫仙境;信阳南湾湖景区的花境利用水净化循环和

智慧花园系统,将净化园区雨水和监测土壤水分用

于景观水、雾森与浇灌系统。
2)互动装置增加游园趣味性和体验感

兰考县的花境通过游客触动古筝,音乐自动响

起,引发人们的欢声笑语,收到良好效果。
3)新材料应用

信阳南湾湖景区花境铺设蓝色玻璃石新材料,
结合水景、灯光、雾森和音响,营造南湾湖世外桃源

般的梦幻景象。
2. 2 存在问题及思考

成功的花境作品需要精心的构思设计、精心的

施工工艺,还需要具备大容器苗优质植物的供应和

花境师的跟踪服务,这些都是成功花境的必备环节。
花境作品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1)小品构筑物偏多。 部分作品中的硬质小品

占据整个作品的 60% ~ 80%的体量,未体现以植物

为主题的自然风貌和花境特点,由于凸显出了小品

的构筑体量,在整个地块中显得非常唐突,对周边地

块的花境也有所影响;部分参赛花境选取醒目的中

国红构筑小品,部分作品选用过多不锈钢小品,在花

境与花境地块的相互衔接中非常不协调。
2)材料与环境不契合。 部分花境作品选用一

些体量和形式不适当的构架和材料。 如镜面不锈钢

材质的小品,反射出变形景物,给人不舒服的视觉体

验;部分花境的湖蓝色园路或旱溪硬景材料颜色不

协调,建议采用柔和的浅蓝色调。
3)植物材料偏重平面化,立体骨架树种少或缺

失,植物层次不饱满[2] ,景观层次不丰富,注重花展

当时效果,未兼顾四季景观。
4)部分参赛作品施工晚,植物未得到充分缓

苗,效果差,参展评比时未体现最佳状态。
5)部分展区 1 ~ 2 年生花卉比例较大,以节日花

展的形式布置,偏离了花境设计原则,不符合花境设

计应以多年生草本花卉为主,配以花灌木及少量 1 ~
2 年生花卉、观赏草这一基本要求。 从展区整体效

果分析,花境的植物配置水平有待提高。 植物配置

设计也是园林设计最难的部分,因为植物是有生命

的,生存生长受环境的温度、光照、水分等条件的制

约,并且植物的高度、色彩等外观特征随时间变化也

在改变。 植物景观具有动态特点,要求设计师具有

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对色彩搭配、空间结构的营造具

有较高的造诣,才能完成完美的植物配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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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花境建设探析

　 　 高质量的花境容器苗是建设花境的关键,河南

省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花境基地辐射中原地区,加之

长三角地区优秀苗木的供应,为建设中部地区花境

提供了充分的苗木资源,近年来在河南省各地的城

市更新活动中陆续可以见到花境的身姿。
3. 1 花境苗源

高质量的容器苗和充足的苗木基地是花境建设

的保障。 郑州市和荥阳市周边有多个成熟的花木培

育基地,部分基地已转型为花境植物材料的引种和

培育基地,通过引种驯化的植物,培育能够适应中部

地区生境的大规格容器苗,为河南省及周边城市花

境建设提供充足的花境容器苗,奠定了花境推广和

建设的基础。
花境植物材料以江浙一带的精品化、新优化材

料为引领,浙江虹越花木基地培育的植物品种最丰

富,最前沿,其丰富的材料通过物流选配到达河南

省,少量的江浙花木苗可作为花境的亮点材料支撑,
在河南省基地内稍作培育即可作为花境材料使用;
郑州市周边以培育花境容器苗为主的苗木基地非常

多,运输方便快捷,能够满足周边城市的应用;安阳

市园林科研所引种栽培了 50 多个宿根花卉和观赏

草,超过 3. 3 hm2 的培育基地,为安阳市园林花境建

设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3. 2 花境建设实施概况

随着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3] ,河南省各

地持续加强高品质景观建设,花境建设陆续在城市

绿地亮相。 郑州市 CBD 中心道路和公园绿地节点

相继建设了花境,其鲜艳靓丽的花木、飘逸的观赏

草、砂石,组成了公园城市中温暖的一角,提升了园

林绿地品质,丰富了城市景观。 安阳市自 2021 年开

展花境景点建设和竞赛评比,通过两年建设,在人民

公园、易园、人民大道、中华路等重要节点建设了 30
多处花境,引进中华木绣球、花叶假连翘、亮晶女贞、
蓝叶金光菊等 50 多个新优花木品种,丰富了园林植

物多样性,促进了公园绿地、道路节点花境的应用,
提升了道路的迎宾景观,满足了人们出门“有景可

赏、有花可看”的美好愿望。
3. 3 花境竞赛与城市花境建设特点分析

花境竞赛和城市花境建设,两者在设计原则、植
物选择和植物配置上基本相同,但在细节上有所

不同。
参赛花境有以下特点:
1)参赛地块较密集,周边环境可借景观元素少;
2)花境设计时为了突出设计主题,景观小品的

比例稍大;
3)展期时段开花的品种比例高,植物栽植密度

大,效果佳。
城市园林绿地花境的设计、布置则不同与参赛

花境。
1)注重考虑花境景观的长效、生态和可持续,

景观小品是点缀;
2)花境要求四季皆有景可赏,注重植物效果与

季节之间的衔接,体现季相变化;
3)主体色调与周围环境的色彩协调,整体与局

部的关系协调统一;
4)栽植密度比竞赛作品小,可借鉴荒野种植法

和饥饿种植法等,留下植物生长空间,便于管理。

4 结　 语

花境这一西方产物,来到中国后,通过对花境的

理解和当地文化的植入,不断沉淀、积累,不断探索

中国式花境建设道路,提炼中国式花境的范式,创新

发展,逐渐走上中国式花境建设道路。 花境建设需

要不断梳理适应各地生境的可持续花境模型库,品
种表和配置模式,完善可持续的花境植物配置平面

图库和立面图库,实施花境建设导则和行业标准,只
有走中国式花境道路[4] ,才是花境建设的方向。

要加强中部地区花境的示范展示和科普教育,
开展花境专类园建设,开发花境模型库。 倡导花境

可持续性和文化性,走中国气派,中国气质、中国特

色的花境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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