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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都市休闲农业园在建园过程中存在的大量资源浪费问题,
 

在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
 

以重庆地区

都市休闲农业园为研究对象,
 

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40个都市休闲农业园,
 

从“节约”的角度对其植物景观构建进行

研究,
 

剖析其中存在的浪费现象,
 

深度挖掘都市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景观特征,
 

探讨节约型植物景观构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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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休闲农业的兴起以1998年大足县建成的“荷花山庄”为标志.
 

进入21世纪后,
 

又有一大批具有一

定地区影响力的都市休闲农业园在重庆相继出现,
 

早期以南岸区南山、
 

沙坪坝区歌乐山表现较为突出,
 

此

外,
 

江北区、
 

渝北区、
 

北碚区、
 

巴南区、
 

九龙坡区和大渡口区的都市休闲农业近年来也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

势.
 

截至目前,
 

重庆市主城区共拥有1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3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
 

2个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和17个市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相较于北京、

 

上海等城市,
 

重庆的休闲农业仅处于起步阶段[1].
 

在走访了重庆多个都市休闲农业园后

发现,
 

多数园区存在景观资源浪费的现象,
 

以致于产生景观质量较差、
 

生产性特色不明显、
 

后期养护成本

过高等问题.
 

植物作为园区的绿色生态基础,
 

其合理布局、
 

特色化打造对提升重庆都市农业园景观质量起

着重要的作用.
 

休闲农业园植物景观以突出生产性、
 

生态性和观赏性为打造重点,
 

节约型植物景观构建应

准确把握其打造重点,
 

避免产生各种形式的浪费.
 

本研究通过对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植物景观的实地调

查,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
 

探索总结出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景观的设计策略,
 

以期为休闲农业园

节约型植物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1 相关概念的阐述

1.1 都市休闲农业

都市休闲农业是都市农业的延伸概念,
 

都市农业是指处于城市区域范围及环城经济圈内、
 

依托并服务

于城市,
 

同时结合城市资源集中的优点和乡村优质生态环境的现代农业形式[2].
 

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

首次提出了都市发达经济圈的概念,
 

2002年确定了其范围,
 

即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南岸区、
 

沙坪坝

区、
 

九龙坡区、
 

北碚区、
 

渝北区和巴南区的全部行政区域.
 

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

(2007-2020年)》(修订方案)明确提出,
 

重庆市将建立以都市区为中心的1小时经济圈,
 

带动渝东南和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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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两翼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
 

再次确立了重庆主城九区的都市经济核心影响力.
 

而都市休闲农业则是在

都市农业的基础上,
 

拓展了休闲的功能,
 

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
 

以深入挖掘农业资源优势为开发核心,
 

并

在此基础上,
 

发展娱乐休闲、
 

科普教育、
 

科技示范和文化创新等功能[3].
 

本研究所指的重庆都市休闲农业

即重庆主城八区(除渝中区外)的休闲农业.
1.2 节约型园林

节约型园林是指用最少的资源投入,
 

对自然生态环境干扰最小的绿化方式[4].
 

实践发现,
 

减少投入仅

是“节约”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场地、
 

环境和人所构成的园林系统,
 

探讨更适

合的设计方案,
 

对“节约”进行深度的实践探索.
1.3 园林植物

园林植物指乔木、
 

灌木和地被等适用于园林造景的植物材料[5],
 

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性和生长性特

征,
 

其成熟度将对整体景观空间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休闲农业园景观区别于其他园林形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所处的乡野自然环境和自身的农耕文化

属性,
 

基于节约型思想的都市休闲农业园植物景观设计应充分把握其景观本质属性[6].
 

本研究所指

的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是适应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的立地条件和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
 

具有经济性、
 

抗逆性和低养护性的植物材料.
 

结合合理节约的植物组景形式,
 

选取节约型园林植物,
 

打造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景观,
 

实现以较小的经济投入、
 

环境干扰,
 

获得持续的经济效益、
 

景观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目标.

2 调查方法与范围界定

2.1 调查方法

2.1.1 文献研究法

收集相关文献资料,
 

明确重庆都市休闲农业的研究背景,
 

为确定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
 

节约型园林、
 

园林植物的概念获得理论支撑,
 

以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与内容.
2.1.2 现场调研法

通过现场观察、
 

记录和拍照等方式,
 

获取现场资料,
 

整理并归纳出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景

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总结相应的设计策略.

图1 重庆市都市休闲农业园调研项目点

2.2 范围界定

本文讨论的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植物景观是指重

庆“都市圈”休闲农业园中的植物景观,
 

主要包含以生

产性功能为主的农作物和以景观性功能为主的常用园

林植物两大类.

3 调查对象

重庆主城区海拔多在168~400
 

m之间,
 

属亚热带

季风性湿润气候,
 

年平均温度16~18
 

℃,
 

降水多集中

在5-9月,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0%,
 

年平均湿度多在

70%~80%,
 

年日照数1
 

112.6~1
 

655.8
 

h,
 

属典型的

高湿低照地区.
 

南北走向的缙云山山脉、
 

中梁山山脉、
 

铜锣山山脉、
 

明月山山脉等四大山脉由西至东依次排

列,
 

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于此,
 

独特的自然气候特征与山

水格局为植物创造了独特的生境.
针对重庆的都市休闲农业园,

 

从建设时间、
 

地理位

置、
 

面积大小、
 

分类形式等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40个

农业园(图1)进行典型调查,
 

其中包含3个国家级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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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示范点和10个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涵盖了目前重庆主城已经出现的各类休闲农业园形式[7](表1和

图2).
 

因此,
 

该40个都市休闲农业园中的植物景观基本能反映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中的植物概况.
 

通过实

地调查,
 

从植物材料的节约性选择与植物组景的节约性设计两大方面分析,
 

探讨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的节

约型植物景观设计方法,
 

并由此归纳出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景观设计策略.
表1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调研项目

行政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地 理 位 置 建成时间/年 面积/hm2

1 爸爸的农庄 静观镇云汉大道
现暂停营业(2017年

完成一期建设)
17

2
花漾栖谷乡村休闲

农业观光体验园
静观镇大坪村5组

现暂停营业(2015年

完成一期建设)
67

北碚区 3 金果园 澄江镇缙云村20号 2002 92

4 西山坪农业公园 东阳街道西山坪村 2014 133

5 虎头山生态农业公园 歇马镇虎头村 2014 100

6 大湾花漾渔村 大湾镇太和村、
 

空塘村、
 

黄阳村
在建(2015年

完成一期建设)
733

7 天友乳业两江牧场 茨竹镇秦家村 2010 200
渝北区 8 古路·盛世花都 古路镇继光村 2015 47

9 元邦萤火虫庄园 石船镇麻柳村 2013 33

10 玉峰山百果红生态园 玉峰山旱土村、
 

玉峰山村 2012 17

11 豆豆农场 五宝镇万缘村、
 

下湾村
现暂停营业(2012年

完成一期建设)
27

12 清源农家乐 五宝镇万缘村7组 2017年 7
江北区 13 彦霖山庄 铁山坪森林公园芳菲路竹海景区 2009 3

14 滴水山庄 铁山坪森林公园滴水崖 2000 13

15 金水泊山庄 铁山坪峡峰路与觅香路交叉口 - 1

16 凤凰花海“花漫人间” 凤凰镇东北部胡南坝村、
 

杨家庙村 在建 767

17 七彩祥耘开心农场 后槽路中梁镇龙泉村100号 2011 40

沙坪坝区 18 行社生态园 大学城建新酒社史家大院13号 2016 0.33

19 歌乐山颐麓欢歌生态园

歌乐山镇歌乐村苟家湾社、
 

红庙社、
 

牵

牛洞社、
 

玄龙寺社、
 

鹅公架社、
 

大田湾

社

2016 133

20 歌乐山上天池度假村 歌乐山镇天池村 1997 20

21 花香渔村 含谷镇寨山坪村4社 2004 33

22 仙郁同鸟语花香生态园 含谷镇寨山坪村2社 2010年起建 33

九龙坡区 23 西池农庄 陶家镇文峰村 2009 8

24 西岛山庄 西彭镇三府村四社88号 2014 80

25 耘佳庄园 金凤镇白鹤村1社 2008 7

26 听风塘生态农庄 大渡口区跳磴镇金鳌山 在建 7

27 康然山庄 大渡口区跳磴镇石盘村7社 2009 9

大渡口区 28 盘果山庄 大渡口区跳磴镇石盘村 2016 3

29 南海地球村 跳蹬镇小南海村2社、
 

3社 2016 153

30 九久生态农庄
跳蹬镇红胜村西小路与334县道交叉

口北100
 

m
建设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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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行政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地 理 位 置 建成时间/年 面积/hm2

31 花中溪生态农业园 南山街道放牛村老房子组31号
建设中

(2014起建)
1

32 吴小平葡萄园 迎龙镇北斗村 1999 13

南岸区 33 茗藤庄园 南岸区长生桥镇南山村沙包组 2016 33

34 川皓生态园
广福路刘家沟巴南区南泉街道光国村

大屋基社
2014 10

35 果庄苑农家乐 南岸区长生桥桃花店村果庄社 现暂停营业 3

36 花木世界 界石镇武新村下坝组80号
建设中

(2009年起建)
333

37 荷韵生态园 鱼洞街道干湾村 2013 80

巴南区 38 葡源舍农家草堂 南彭街道鸳鸯村四社
建设中

(2012年起建)
8

39 熊猫宝贝·亲子庄园 圣灯山旅游风景区 2017年 33

40 五洲生态园 跳石镇陈家乡梁岗村 2010 68

图中数字为“出现的次数/占调研总数的比例”.
图2 40个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的分类统计

4 结果与分析

4.1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植物选择的节约性调查

通过实地调研,
 

统计出在所调研的40个农业园内共出现乔木类、
 

灌木类、
 

藤本植物类、
 

竹类、
 

地被

类、
 

花卉类、
 

湿生植物类、
 

园林苗木类、
 

果树类、
 

蔬菜作物类、
 

粮油作物类和粮食作物类共12个类型

262种植物,
 

筛选出各类植物出现频率最高的前5种,
 

共50种植物,
 

从生产经济性、
 

对重庆气候环境的

适应性和植物养护投入3个方面归纳出其节约性与不节约性特征,
 

其中节约型植物有37种,
 

约占筛选

数据总量的74%(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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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植物构成统计表

植物构成类型 植物类型 植物名称 节
 

约
 

性
 

特
 

征 频率/次

黄葛树 乡土型 27
香樟 乡土型 15

1乔木(3/5) 桂花 耐阴、
 

耐贫瘠、
 

喜湿润、
 

忌涝 14
天竺桂 有排水、

 

庇荫、
 

防寒的生长要求 12
小叶榕 乡土型 11
三角梅 喜温暖湿润、

 

喜光、
 

不耐寒 13
杜鹃 喜半阴、

 

忌热忌寒 11
2灌木(1/5) 苏铁 喜温暖湿润、

 

忌寒、
 

耐半阴、
 

耐旱 11
红檵木 耐旱、

 

耐寒、
 

耐修剪、
 

耐贫瘠 9
金叶女贞 节水抗旱 8

3竹类(1/1) 竹 低养护 16
吊兰 节水抗旱、

 

低养护、
 

节地 6
薜荔 节水抗旱、

 

低养护、
 

节地 3
4藤本植物(5/5) 葛藤 野生、

 

节地 3
落葵薯 野生、

 

节地 2
油麻藤 乡土型、

 

节水抗旱、
 

低养护、
 

节地 2
观赏/展览型植物 空心莲子草 野生 15

狗尾巴草 野生 14
5地被(4/5) 飞蓬 野生 14

结缕草 养护成本高 11
麦冬 耐阴、

 

低养护 9
波斯菊 一年生/多年生;

 

喜光、
 

耐贫瘠、
 

忌涝、
 

忌高温、
 

忌寒 6

向日葵
一年生;

 

耐寒、
 

不同生长期对水分要求不同、
 

对土壤、
 

光照适应性强。
5

6花卉(2/5) 石竹 多年生;
 

耐寒、
 

耐旱、
 

忌热、
 

好肥、
 

忌水湿 3

马鞭草
多年生;

 

喜光照、
 

喜肥、
 

喜湿润、
 

忌涝、
 

忌旱、
 

对土壤

要求不严
2

一串红 一年生;
 

喜温暖、
 

忌寒、
 

耐半阴、
 

忌高温、
 

忌积水 2
睡莲 喜光、

 

对土质要求不高 4
再力花 喜暖、

 

忌寒、
 

忌旱 3
7湿生植物(0/5) 旱伞草 喜暖、

 

喜阴湿、
 

忌寒、
 

对土壤适应性好 3
芦竹 喜暖、

 

喜湿、
 

忌寒 2
水葫芦 有害草 2
樱花 生产型 6
桂花2 生产型 5

8园林苗木(5/5) 红枫 生产型 4
三角梅2 生产型 3

山茶 生产型 3
葡萄 生产型 17
桃 生产型 14

生产/体验型植物 9果类(5/5) 李 生产型 12
枇杷 生产型 11
柑橘 生产型 11
南瓜 生产型 9
丝瓜 生产型 7

10蔬菜作物(5/5) 荷花 生产型 6
豇豆 生产型 4

白萝卜 生产型 3

11
 

油料作物(2/2) 油菜 生产型 3
向日葵 生产型 1

12粮食作物(2/2) 水稻 生产型 3
玉米 生产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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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中植物组景形式的节约性调查

通过实地调研,
 

统计出在所调研的40个农业园内出现4种节约型植物组景,
 

3种不节约型植物组

景.
 

节约型植物组景主要从4个方面体现:
 

第一,
 

保护、
 

利用生态基础较好的原生植被,
 

实现生态和降

低造景成本的双重节约;
 

第二,
 

选择具有经济性特征的植物进行规模化种植,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第三,
 

选择具有节约性特征的植物材料进行拟自然群落的复合式组景,
 

利于涵水固土,
 

构建稳定的生态群落,
 

实现降低养护成本和生态的双重节约;
 

第四,
 

选择藤蔓植物进行廊架、
 

坡面、
 

堡坎等的立体绿化打造,
 

提高竖向空间景观利用率,
 

在实现用地节约的同时降低养护成本且提高生态效益.
 

不节约型植物组景则

主要从3个方面体现:
 

第一,
 

使用一、
 

二年生草本花卉、
 

热带棕榈科植物等抗逆性差、
 

高养护型植物,
 

虽

能带来一定的景观新鲜度,
 

但后期养护成本较高;
 

第二,
 

使用造型式植物组景,
 

后期需要持续修剪,
 

养

护成本较高;
 

第三,
 

追求速成景观,
 

盲目进行大树移植、
 

滥用大草坪等植物造景手法,
 

大树移植一旦栽

植成活,
 

便能迅速实现“绿化”的目的,
 

但过程耗时耗材耗力,
 

风险较大[8].
 

而不和时宜的大草坪手法,
 

将降低空间利用率,
 

相较于同等面积的乔灌草搭配式植物组团,
 

其后期管护过程中对人工和水资源的消

耗更高,
 

生态效益却更低[9-10](表3).
表3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植物景观组景形式节约性调查

组景类型 组景特点 典型植物配置模式与主要植物种类

保护、
 

利用生态基底较好的原生植被生

林
原生混交林———马尾松+构树+刺桐(原生混交林)

选择具有经济性特征的植物进行规模

化种植组景
草本植物———油菜花田、

 

蔬菜地

木本植物———经果林

水生植物———荷花池

节约型植物组景
选择具有节约性特征的植物进行复合

式组景

陆地植物———黄葛树(乡土型)+天竺桂+红叶李+
毛叶丁香(节水抗旱型)+芒草+结缕草

湿地植物———落羽杉+肾蕨(耐阴型)+扁竹根(低养

护型)

进行廊架、
 

坡面、
 

堡坎等立体绿化式组

景

藤蔓植物———葫芦瓜(生产型)+蛇瓜(生产型)/爬山

虎(节水抗旱、
 

低养护)/三角梅

不节约型植物组景 大量使用抗逆性差、
 

高养护型的植物 一年生草本花海景观:
 

孔雀草+一串红+太阳花

棕榈科植物:
 

蒲葵

使用特殊造型、
 

规则造型植物组景 造型紫薇、
 

几何型灌木

追求速成景观 大树移植/大草坪

5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景观设计策略

5.1 优先选择节约型植物造景,
 

实现植物选材的节约

休闲农业园节约型植物景观营造可以从节约型植物选材上实现,
 

主要从3个方面体现植物选材的节

约:
 

第一,
 

选择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且兼具一定观赏性的农作物,
 

既能够直接创收,
 

又具有农业园的

植物特色,
 

打造出区别于其他园林形式的植物风貌,
 

实现景观风貌的可持续性,
 

如樱桃树、
 

桂花树、
 

桃

树、
 

李树、
 

葡萄、
 

羽衣甘蓝、
 

彩色生菜、
 

佛手瓜、
 

油菜、
 

向日葵、
 

水稻、
 

玉米等.
 

第二,
 

选择具有一定抗逆

性的植物,
 

包括对本地具有高度生态适应性的乡土植物[11],
 

对重庆高湿底照的气候具有高度生长适应

力的节水抗旱型植物和耐阴型植物,
 

既能提高休闲农业园内植物的多样性,
 

增强生态稳定性,
 

又能节约

景观投入[12-13],
 

如黄葛树、
 

香樟、
 

小叶榕、
 

水杉、
 

枫杨、
 

金叶女贞、
 

毛叶丁香、
 

小梾木常春藤、
 

常绿油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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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和肾蕨等.
 

第三,
 

选择可以进行粗放式管理的低养护型植物,
 

节省景观维护成本,
 

如棕竹、
 

竹类、
 

麦冬

和扁竹根等.

5.2 保护原生林地,
 

通过复合式植物组景融合乡野大环境,
 

实现植物景观维护成本的节约和生态节约

自然生态环境是休闲农业园的重要资源[6],
 

在建设过程中如何保留并增强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就成了非

常重要的环节,
 

对原生优势植物群落进行保护,
 

新增的植物景观在原有基础上顺势而为,
 

多使用乔灌草相

结合复合式植物组景形式,
 

模拟自然植物群落进行景观营造,
 

促进景观、
 

生态双融合,
 

降低管护成本,
 

增强

植物生态稳定性,
 

减少植物景观养护的持续性投入.
5.3 结合休闲与农业两大主题,

 

使农作物种植景观化,
 

环境植物生产化,
 

创造直接经济价值并突出景观休

闲价值

休闲农业的美学本质是对农耕文化的欣赏,
 

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景观形式便是农作物生产景观.
 

选择农

作物进行植物景观打造时,
 

可从3个方面进行筛选:
 

第一,
 

结合市场价格和市场需求量,
 

该农作物是否可

通过鲜销、
 

加工销售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第二,
 

该农作物是否具有独特造型、
 

肌理、
 

色彩、
 

嗅觉等突出的景

观观赏特性;
 

第三,
 

该农作物是否适宜设计播种、
 

采摘、
 

加工体验等参与性农事休闲活动(表4).
表4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农作物品种建议及季相特征

序号 作物名称
春

3 4 5

夏

6 7 8

秋

9 10 11

冬

12 1 2

可批量鲜

销或加工

景观观赏

性突出

便于设计播种、
 

采摘、
 

加工

体验等休闲活动农作物
作物分类

1 桃 + + √ √ √ * * * 水果类作物

2 李 + √ √ * * *
3 柑橘 √ √ √ * * *
4 樱桃 + + √ √ * * *
5 枇杷 √ √ * * *
6 猕猴桃 √ √ √ * *
7 果桑 √ √ √ * *
8 草莓 √ √ * *
9 蓝莓 √ √ √ * *
10 葡萄 √ √ * *
11 甘蔗 ↓ ↓ ↓ ↓ ↓ ↓ ↓ * *
12 四季豆 ↓ ↓ * * 蔬菜类作物

13 羽衣甘蓝 ↓ ↓ * * *
14 黄花菜 ↓ ↓ ↓ ↓ * * *
15 薄荷 ↓ * *
16 彩色生菜 ↓ ↓ ↓ ↓ ↓ ↓ ↓ * * *
17 彩色苋菜 ↓ ↓ ↓ * * *
18 彩色菠菜 ↓ ↓ * * *
19 水果番茄 ↓ ↓ ↓ ↓ ↓ * * *
20 水果黄瓜 ↓ ↓ ↓ * *
21 秋葵 ↓ ↓ ↓ ↓ ↓ *
22 南瓜 ↓ ↓ ↓ * * *
23 葫芦 ↓ * * *
24 蛇瓜 ↓ ↓ * * *
25 荷花 ↓ ↓ ↓ ↓ * *
26 茭白 ↓ ↓ *
27 向日葵 + + + +/↓ * * * 粮油类作物

28 油菜 + ↓ + + * * *
29 水稻 ↓ ↓ ↓ ↓ * * 粮食类作物

30 玉米 ↓ ↓ ↓ ↓ ↓ * *

  注:
 

+表示开花,
 

√结果,
 

↓采收,
 

*具有该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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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进行生产化种植外,
 

也可用农作物进行环境景观打造.
 

相较于传统园林植物,
 

选择具有突出景观观

赏性,
 

能够开花、
 

结果、
 

株型优美、
 

色彩变化丰富的农作物造景,
 

既符合农业园的生产性特征,
 

带来直接经

济效益,
 

又具有更高的成活率和即时景观效果[14],
 

结合植物季相设计,
 

打造具有持续性的农业园植物景

观.
 

针对调研过程中出现的部分不节约的植物景观形式,
 

可利用桃、
 

李等果树可替代鱼尾葵等棕榈科植物

作为行道树,
 

可利用羽衣甘蓝、
 

彩叶生菜等观赏蔬菜代替一串红、
 

波斯菊等一、
 

二年生草本花卉做花境植

物,
 

可利用葫芦、
 

蛇瓜等藤蔓蔬菜植物,
 

结合廊架打造瓜果廊,
 

增加景观趣味性,
 

也可利用荷花、
 

茭白代替

水葫芦等打造湿地植物景观.
5.4 把握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山地特征,

 

重视山地竖向植物景观层次,
 

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实现生态节

约和土地资源节约

宏观层面,
 

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地形空间类型丰富,
 

可利用土地资源稀缺,
 

设计时,
 

应对山地地形空

间进行整体考虑,
 

对应不同的立地条件合理布局植物空间,
 

进行针对性设计.
 

坡地生产片区宜通过降低坡

度、
 

坡改梯等农业工程措施,
 

减少水土流失,
 

控制径流污染[15].
 

植物与其他各景观要素结合设计,
 

实现景

观融合,
 

从生态节约与土地资源节约的角度,
 

控制舒朗流畅的山体天际线,
 

创造丰富的植物景观空间(图

3).
 

微观层面,
 

重视园区的立体绿化,
 

其中以坡面绿化最为突出,
 

在调查的40个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中,
 

所有园区都出现了边坡这一景观形式.
 

因此,
 

通过植被结合安全防护性与生态性的坡面景观处理显得尤为

重要,
 

选择抗逆性强且低养护的节约型植物,
 

通过立体绿化增加园区绿化总量,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内实现

最大的生态效益.

图3 山地植物种植竖向布局示意图

6 结 语

在以往的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建设活动过程中,
 

对于植物景观的营造有许多的尝试,
 

由于对都市休闲

农业园植物景观特性认识的不足,
 

造成植物景观构建过程中存在诸多浪费的现象.
 

根据调查和统计结果,
 

目前的重庆都市休闲农业园植物景观在构建过程中都进行了一定节约性植物造景尝试,
 

但仍出现了许多不

节约的植物景观.
 

在新的建设过程中,
 

可优先选择乡土植物和抗逆型植物、
 

低养护型植物等具有一定节约

性特征的植物,
 

通过生态融合,
 

把握农业与休闲两大基本特征,
 

重视竖向植物空间结构等节约型植物组景

形式,
 

构建节约型植物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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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leisure
 

agriculture
 

garden,
 

as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leisure
 

agricultur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here
 

is
 

a
 

lot
 

of
 

waste
 

of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ation-oriented
 

society,
 

this
 

paper
 

takes
 

Chongqing
 

urban
 

leisure
 

agriculture
 

gard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s
 

40
 

representative
 

cases,
 

research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nt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ving”,
 

analyzes
 

the
 

existing
 

waste
 

phenomenon,
 

excav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eisure
 

agriculture
 

park,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the
 

plant
 

landscape
 

design
 

of
 

ur-
ban

 

leisure
 

agricultur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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