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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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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了芳香植物在国内外的应用历史，归纳并分析了芳香植物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形式，指出了芳
香植物在园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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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审美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使用的外部空间环境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园林植物的多样性要求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对园林植物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种质资源的
开发、新品种的培育；对园林设计则多注重空间和视觉上的审美，忽视对植物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考虑。
随着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加深，人们对园林植物功能的需求也从最初的绿化功能、美化功能上升为生态功
能和保健功能。 芳香植物除拥有观赏性外，还因其气味芬芳而具有安神镇静、洁净身心的功效和防腐、杀
菌、驱虫的特殊能力，因此，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利用。
1　芳香植物的概念界定

通常人们容易简单地将芳香植物称为香料植物，或者单纯称其为药用植物，而实际上芳香植物的内
涵比这些要广阔得多。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芳香植物的定义是：芳香植物是指其营养器官或生殖器官能分
泌和积累挥发性芳香物质，并可作为日常生活和工业用赋香原料的一类植物，多属种子植物。 芳香植物
的体内一般含有四大成分：①芳香成分（如芳樟醇、桉叶醇等）；②药用成分（如生物碱、单宁、类黄酮等）；
③营养成分（主要指营养元素、维生素等）；④色素成分（主要指其体内丰富的天然色素）。 除此之外，大部
分芳香植物还含有抗氧化物质和抗菌成分［1］ 。 花卉学教授周厚高则认为，芳香植物是指一个至全部器官
具有芳香性能的植物，其范围广泛，无论草本还是木本植物，无论观赏价值高或低，无论栽培植物还是野
生植物均涵盖其中［2］ 。

根据以上定义和描述，笔者认为可以将芳香植物定义为：芳香植物是指植物全部或一到多个器官具
有芳香性能，且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和极高的养生保健功能的植物。
2　芳香植物在国内外园林中的应用历史

人们对于芳香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最早是与它的药用特性密切相关的。 由于芳香植物的观赏性和其
特有的芳香性，早在几千年前就被人们应用于园林中。
2． 1　国外园林对芳香植物的应用史　芳香植物在西方园林中的应用是从旧约时代开始的。 大量的史
书、诗歌记载了当时的造园以及植物应用情况，其中，不乏人们对于芳香植物的热爱。 所罗门时代的庭院
爱好者们也在庭院中栽植了大量的芳香型植物，如甘松香、肉桂、菖蒲、橡胶树等［3］ 。 古埃及人对于花卉



的热爱，也使得芳香植物很早就被应用到园林中去，如：香木、蔷薇、矢车菊、金合欢、春黄菊、野生的莲
等［4］ 。 之后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埃及的传统，在花园和别墅庄园里大量使用各种芳香植物。

文艺复兴初期，庭园建设多模仿古罗马别墅样式，多数是庭园式别墅。 由于人们对芳香植物的喜爱，
出现了柑桔园、柠檬园这类芳香果园的庭园式别墅。 文艺复兴时期，芳香植物的应用主要是以松柏科的
植物为主，以形成律例及绿色雕塑，如：紫杉、石松等［5］ 。 18 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出现改变了欧洲长期
由规则式园林统治的历史，雪松、杜鹃、紫杉、茉莉等芳香植物常应用于园林中［6］ 。

西方现代园林中，人们对于芳香植物的热衷依然不减。 随着各国植物资源的丰富，欧洲和北美各国
相继建造了规模庞大的植物园，植物园内各种芳香植物专类园也深得人们的喜爱，如鸢尾园、杜鹃园等。
在规则图案的花园和花坛里往往喜欢用常绿的芳香灌木做结构性种植，再用不同颜色的植物进行填充。
简单明了的几何图案、丰富的植物色块、浓郁的芳香，有着很好的展览效果。 近些年，芳香植物还作为园
艺植物被广泛种植于园林中，布置成芳香散步道，也具有很好的景观效果和疗养效果。
2． 2　国内园林对芳香植物的应用史　中国对于芳香植物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天香传》中“香之
为用从上古矣”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证明［7］ 。 在距今五千多年的炎黄时代，人们已将芳香植物应用于日常
生活中。 中国传统的十大名花评选也证明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对于芳香植物的热爱和应用。

秦汉以前，人们对于芳香植物的应用主要以药用为主，《诗经》、《周记》、《礼记》中的记载以及大量的
传说、民俗都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也有少量的经济种植，如屈原的《桔颂》中描绘的桔树。 秦汉时期，人
们对芳香植物的应用，体现在医学、烹饪、美容、香体和园艺等方面。 特别是自西汉起，观赏园艺逐渐兴
起，私园开辟时喜欢将奇树、芳藤、名花、异草配置其间。 杨雄撰《西蜀赋》中记载了大量花木以及果树，说
明了秦汉时期人们对芳香植物的重视。

到了唐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国之间交流的密切，芳香植物的品种日趋丰富，中国商人从西方带回
了很多至今仍在广泛应用的芳香植物，如郁金香、苜蓿、胡椒、安息香等［8］ 。 同时，国内园林和园艺的发
展，使得很多芳香植物应用于园林中。 李格非撰《洛阳名园记》载入洛阳名园 19 个，描述了洛阳名园以种
牡丹、芍药为盛，但对茉莉、山茶、紫兰等芳香植物在洛阳的栽种和在原产地的培育之间的差异都有记载。

自明代以后，全国各地的观赏园林商品化生产逐渐兴旺。 花卉的栽培已形成商品化生产，全国很多
地方的花卉种植都引人瞩目，种植的芳香植物品种有：茉莉、素馨、杜鹃、水仙、兰花等。 花卉的栽培从庭
园式转向商品化，虽然规模小，但是为美化、香化人们的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现代，随着园林事业的蓬勃发展和芳香植物资源的开发，园林建设中出现了多种对芳香植物的
利用方式，如专类园、色块种植、芳香散步道等，甚至有人开始深入研究开发芳香植物在园林中的养生功
能和保健功能。
3　当前园林中芳香植物的应用形式

3． 1　用于丰富植物景观的芳香植物专类园　以芳香植物为主体，配合其他园林设计要素构建芳香植物
专类园，为游人提供观赏、食用、饮茶、美容、沐浴等服务，使之具有生产、旅游、科普教育、休闲等功能。 在
这种专类园中，主要选择地上部分具有芳香气味、姿态优美或花形美丽的芳香植物，如：芳香花卉、木兰
科、蔷薇科、松柏类、柑桔、佛手等，采用乔木、灌木、藤本、草本搭配种植的原则进行立体栽植，形成立体的
观赏效果。 这种形式多见于植物园、综合性公园等公共绿地。
3． 2　用于发挥植物保健作用的保健绿地　植物保健绿地旨在利用芳香植物挥发的香气，使其随着病人
的吸气而进入终末支器官，通过其与肺组织的接触，既有利于呼吸道病变的治疗，也有利于通过肺部的吸
收，增强药物的全身性效应。 而且，植物保健绿地还能为健康的游人提供具有高质量空气的健身活动场
地。 在这种绿地中，一般选择能挥发有益物质，对人体健康有特殊功效的植物种类，如玫瑰、紫罗兰挥发
的香味可以杀死肺炎球菌、葡萄球菌；薰衣草的气味可以缓解神经衰弱；菊花对头痛、牙痛有镇静作用；栀
子花香对肝胆疾病有较好的疗效；茉莉花能理气解郁；松柏科植物对结核病有防治作用等。 许多芳香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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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能分泌散发大量的挥发性油类，如丁香粉、柠檬油、肉桂油等，它们都是很好的杀菌素，具有很强的杀菌
作用，能达到净化空气的作用［9］ 。 这种形式多用于森林公园、疗养院、精神病院和敬老院等。
3． 3　用于发挥其他特殊功效的芳香绿地　由于人群个体的差异，芳香植物产生的效应也各不一样。 有
些植物香味发挥的特殊功能可以服务于特殊人群，如：专为盲人而建的芳香园，气味相异的各种芳香植物
可以帮助盲人识别不同的植物种类；菊花和薄荷香气可以激发儿童的智慧和灵感，使之萌动求知欲和好
奇心；水仙、柠檬和茉莉等芳香植物可以减轻大脑疲劳，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在这种园林绿地进行植物
设计时，可以根据不同人群选择相应的芳香植物种类进行配置。
3． 4　用于消暑休闲的“夜花园”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夜花园以其安宁、神秘、浪
漫而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园林形式，尤其是炎热的夏季，夜花园成为人们消暑、纳凉和赏景的好去
处。 在夜花园植物设计中，芳香植物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仅在晚上开花的种类，如月见草、待宵草
等；（2）可在晚上开花的种类，如桂花、栀子花等；（3）驱蚊逐蝇的种类，如夜来香、茉莉花等；（4）亮度强、
明度大的白色系列花和黄色系列花，如白兰等。
3． 5　用于创造园林意境美　意境美是我国园林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某些植物营造的园林意境。 在造园
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部分芳香植物具有特定的观赏寓意，形成了独特的园林植物意境美，如松柏的苍劲、
莲花的吉祥如意、腊梅的傲雪、兰花的优雅等。 在苏州留园的“闻木犀香轩”、拙政园的“远香堂”等借以桂
花、莲花的香气抒发某种意境和情绪，都是很好的例证［10］ 。
4　芳香植物在园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4． 1　问题　园林景观设计中，人们利用芳香植物造景，往往是从生态或者艺术的角度出发，注重它的生
态习性和观赏性，而忽视了它在听觉、嗅觉和意境等方面的效果。 因此，导致目前园林植物造景中存在以
下问题：
1）没有充分利用芳香植物资源，对于芳香植物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很多芳香植物都没能充分利用。
2）不能全面认识芳香植物的特性，很多芳香植物的观赏价值和养生价值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3）芳香植物应用形式过于单一，像园艺疗法、芳香疗法、森林疗法等对人们健康十分有益的应用形式

没有在园林中得到广泛应用。
4）一些芳香植物在园林中的运用比例和搭配方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改进。
5）植物景观维护存在不足，使得景观效果大打折扣，也影响到人们在环境中的舒适性。

4． 2　建议　植物作为园林设计要素之一，是极富变化的园林动景，为园林增添了无穷生机，是绿化、美
化、香化的重要材料。 尤其是芳香植物，具有多种观赏特性和香味特征，它们有姿态、有韵味、有意境，是
最具中国特色的园林植物。 我国芳香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真正在园林中优化利用的不多，大多数资
源尚处于野生状态，就是已经利用的也没有发挥它的最大优势。 因此，应大力开发芳香植物资源并加以
合理利用。

综上所述，建议从以下 3 个方面改进芳香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1）加强对野生芳香植物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引种工作，积极培育优异的香味植物新品种，为芳香植物

园林造景提供有力保障。
2）向我国优秀的古典园林艺术学习，进一步提高嗅觉、听觉感观在园林景观建设中的地位，提高人们

对芳香植物营造园林意境的认识［11］ 。
3）积极探索和实践芳香植物的应用规律和新的应用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芳香植物的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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