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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衣甘蓝在园林园艺中的应用

摘要：羽衣甘蓝，也被称为绣球花甘蓝

或绣球甘蓝，是一种美丽的多年生草本植

物。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鲜艳的球状花

序，因而备受园艺爱好者的青睐。在园林

园艺中，羽衣甘蓝应用广泛，无论是作为

景观植物还是作为切花材料，都能给园林

增添独特的色彩与魅力。基于此，本篇文

章对羽衣甘蓝在园林园艺中的应用进行

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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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衣甘蓝在园林园艺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它拥有独特的形态和美丽的叶片，
因此在园林设计、庭院装饰和城市绿化中
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一、羽衣甘蓝的植物学特征

（一）植株形态

羽衣甘蓝是一种二年生或多年生草
本植物，茎直立，株高一般在 20～40 厘米
之间。它的茎坚硬且有分枝。
（二）叶片特征

羽衣甘蓝的叶片较大，呈聚集状生长
在茎上。叶片通常为整个、波状或羽状裂
片，形状多样，可以是锯齿状、梳齿状、披
针形等。叶片的颜色也多样，包括翠绿色、
紫色等。
（三）花朵和果实

羽衣甘蓝开黄色花，花为四片瓣，形
成圆锥花序。果实为角果，内含许多种子。
（四）生长环境适应性

羽衣甘蓝在温带地区广泛分布，喜欢
阳光充足的环境，对土壤要求不严格，但
以排水良好、富含有机质的土壤为宜。
（五）生长习性

羽衣甘蓝冬季经受寒冷后可恢复生
长，耐寒性较强。它的生长期一般在春季
和秋季，在温暖地区也可全年种植。

二、羽衣甘蓝的观赏价值

（一）花序丰满多彩

羽衣甘蓝花序呈现出紧密的圆锥状
或球状，由众多小花组成。不同品种的羽
衣甘蓝花序颜色各异，有紫色、红色、白色
等，色彩鲜艳丰富。花序的紧密排列使得
整个植株呈现浓密而华丽的外观。羽衣甘
蓝的叶片形态丰满且具有分层，与花序的
色彩形成明显的对比，赋予了植株更加立
体的视觉效果。在园林设计中，可以作为
背景植物或点缀元素，增加景观的层次感
和视觉感。作为一种耐寒的植物，在寒冷
季节中仍能保持花序的丰满和色彩的鲜
艳，这使得羽衣甘蓝成为冬季园林中少数
能够提供视觉亮点的植物之一。
（二）长时间观赏期

不同品种的羽衣甘蓝花序颜色和形
状各异，它们的生长速度和观赏期长度也
会有所不同。一些品种可能具有更长的观
赏期，适合在园林中延续观赏时间。羽衣
甘蓝对光照、水分和温度等环境条件有一
定的要求。提供充足的阳光、适度的水分
和合适的温度，可以促进羽衣甘蓝的健康

生长，延长观赏期。适当的修剪和管理可
以延长羽衣甘蓝的观赏期。及时除去枯黄
的叶片和花序有助于新的花序的生成，并
延长观赏时间。
（三）圆润美观的植株形态

羽衣甘蓝具有圆润美观的植株形态，
叶片生长茂盛，呈现贴近植株圆球状或半
球状的分布格局。新鲜嫩叶的展开与成熟
叶的环绕交错，形成了植株整体上的丰满
感与层次感。羽衣甘蓝叶片通常较小且密
集，叶缘平整光滑。这种紧凑的叶片排列
使得植株整体显得更加圆润而饱满。羽衣
甘蓝的生长方式多为冠状生长，即从一个
中心点向四周呈辐射状地生长。这种生长
习性使得其植株的外形呈现圆润、均匀的
形态，更具观赏性。
（四）与其他植物的协调性

可选择与周围植物大小相协调的植
物，如果植株太小，可能会在整体景观中
显得不突出；而如果植株太大，则可能会
压倒其他植物。确保植物之间的大小比例
协调，可营造出更和谐统一的景观效果。
颜色搭配也是关键因素之一。选择具有植
株形态互补的植物，考虑它们的花色、叶
色及颜色的对比度。相似或相近的颜色组
合可以营造出柔美和谐的氛围，而对比明
显的颜色组合则可以产生更加鲜明的视
觉效果。将植物的叶片形状纳入考虑范围
也很重要。选择具有类似或互补的叶片形
状的植物，可以使整体植株形态更加协
调。例如，如果植株具有圆形叶片，可以选
择其他拥有相似形状的叶片的植物。考虑
植物在空间上的分布方式，以营造出层次
感和丰富性。将懒人烟放置在前景，再加
上中景和背景中具有不同高度和形态的
其他植物，可以创造出更丰富的景观效果。
三、羽衣甘蓝在园林园艺中的具体应用

（一）花坛和花境的亮点

将一株或多株羽衣甘蓝种植在花坛
或花境的中心位置，使其成为整个区域的
焦点。由于羽衣甘蓝的花序饱满、色彩丰
富且持久，它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为整
个花坛或花境增添独特的魅力。将羽衣甘
蓝与其他花卉或绿叶植物进行配搭组合，
可创造出各种美观的花坛或花境。可以选
择颜色相近或对比强烈的花卉进行搭配，
营造出层次感和丰富度。羽衣甘蓝的高度
适中和生长健壮特点，可以为整个花坛或
花境提供稳定和平衡的视觉效果。将多株
羽衣甘蓝紧凑地种植在一起，形成花团锦
簇的效果。这样可以突显羽衣甘蓝的花序
和颜色，营造出饱满而丰盈的视觉效果。
花团锦簇的形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设计，可以是圆形、半圆形或其他形状，
以适应不同的花坛或花境。将羽衣甘蓝
自由地布局在花坛或花境中，形成艺术
性的景观。可以利用不同高度、大小、颜色
的羽衣甘蓝，创造出鲜明的对比和流畅的
线条。通过艺术布局，可以为花坛或花境
注入一种独特的美感，使其有更高的观赏
价值。

（二）切花材料的选择

当选择羽衣甘蓝做切花材料时，最好
选择那些已经完全开放、成熟的花序。这
些花序通常会保持较长的鲜艳状态，并有
更好的耐久性，花朵散开仍然保持紧致且
没有枯萎或变色的迹象。在剪下羽衣甘蓝
花序后，立即将其放入清水中。确保切花
材料的茎部有足够的水分，以延长其保鲜
时间。可以使用清水或添加切花保鲜剂来
延缓花序的枯萎和脱水。在将羽衣甘蓝花
序放入花瓶中之前，将茎部剪短是很重要
的。使用干净锋利的花束剪或刀具，剪掉
大约 2～5厘米的茎部，可以提高对水的吸
收能力，并使切花材料更容易在花瓶中保
持直立。羽衣甘蓝可以单独作为切花材
料，通过束装或插花来展示其美丽的花
序。也可以将其与其他花卉、绿叶植物进
行配搭使用，创造出更加多样化和丰富的
切花花艺作品。切花材料需要适宜的环境
条件来延长其保鲜时间。将花瓶放置在避
免阳光直射和暴风雨的地方，并定期更换
清水，清除花朵周围的落叶和凋谢的花朵。
（三）园林配植的一部分

羽衣甘蓝可以用来构建花园或庭院
的边界。它紧凑而丰满的叶片排列可以形
成一条绿色的边界线，使整个区域更有秩
序感和定义感。可以使用单株或多株羽衣
甘蓝进行边界种植，在整个园林中营造出
有趣而有结构感的边缘效果。将羽衣甘蓝
散布在花园或庭院中的特定区域，作为点
缀和装饰物。可以在草坪、花坛或花道的
旁边种植羽衣甘蓝，以增加视觉对比和吸
引力。其鲜艳的花序和圆润美观的植株形
态，能够为园林增添一种独特的亮点和乐
趣。羽衣甘蓝在园林中还可以用作背景和
垂直种植。可以将其种植在花墙、栅栏或
垂直花坛上，创造出高度感和立体感。羽
衣甘蓝的形态和颜色与其他植物的颜色
和纹理形成对比，为整个园林提供丰富的
层次感和视觉效果。通过群植多株羽衣甘
蓝，可以形成花坛或花境的填充效果。将
多个羽衣甘蓝植株紧密地种植在一起，形
成丰满的花坛或花境区域。其花序和绿叶
的组合营造出丰富多彩的景观，为整个园
林增添活力和视觉吸引力。
（四）花园中的背景植物

由于羽衣甘蓝的茂密叶片和生长健
壮的特点，它可以提供美丽且饱满的绿色
背景，种植在花园的后部或侧部，可以为
其他花卉或景观元素提供一个绿色的画
布。这种背景可以起到凸显其他植物和花
朵的作用，使它们更加突出和引人注目。
羽衣甘蓝的形态和颜色可以与其他植物
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将其与有着红色、
黄色或紫色花朵的植物搭配种植，可以增
强鲜艳花朵的视觉冲击力。羽衣甘蓝也可
以与野生草本植物或灌木相结合，形成独
特的森林或丛林感。花园中可能存在一些
空白的区域，可以利用羽衣甘蓝填充并增
加绿色的触感。羽衣甘蓝的生长高度适
中，可以将这些空白区域补充起来。通过密

集种植或组团种植多株羽衣甘蓝，可以创造
出更加丰盈和饱满的绿色景观。
（五）绿色边界

羽衣甘蓝的叶片生长茂盛，可形成浓
密的植物屏障，提供隐私保护和区域界
定。羽衣甘蓝的叶片形态独特，颜色鲜艳，
还可以根据品种的不同呈现不同的颜色，
如紫色、绿色等。这些特点使得羽衣甘蓝
在园林中作为绿色边界植物时能够增添
层次感并进行视觉对比，增加园林的美
观。羽衣甘蓝生长迅速且适应力强，可以
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茂密的绿色边界。同
时，若需要更新或调整边界，羽衣甘蓝也
能够快速再生和重新填补。
四、羽衣甘蓝在园林园艺中的发展前景

（一）多样化的品种

当前，已经有许多不同品种的羽衣甘
蓝可供选择，包括花序颜色、叶片形状和
大小等方面的多样性。随着人们对园艺植
物的需求不断增加，未来可以预见有更多
新品种的羽衣甘蓝出现，丰富园林中的植
物选择。
（二）观赏价值的提升

羽衣甘蓝本身的观赏价值在园林园
艺中已经受到广泛认可，而随着品种的不
断繁衍和改良，其观赏价值也将进一步提
升。例如，培育更大、更醒目、更丰富色彩
的花序等特点的新品种。
（三）生态环境的应用

羽衣甘蓝具有良好的耐寒性和适应
性，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
这使它成为在城市绿化和其他园艺项目
中广泛使用的植物之一。未来，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羽衣甘蓝有望在公
园、街头、居民社区等场所中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
（四）生态景观设计

羽衣甘蓝紧凑、圆润的植株形态及丰
富多彩的花序使其成为生态景观设计中
的理想植物之一。未来，可以将羽衣甘蓝
与其他植物结合，打造更美观、更环保的
园林景观。

五、结语

总体而言，羽衣甘蓝在园林园艺中有
着多样化的应用。无论是作为观赏植物、
创意设计元素、城市绿化植物还是蔬菜，
它都能为园林景观带来独特的魅力和
生机。通过合理运用羽衣甘蓝，我们可
以打造更加美丽、环保和功能性的园艺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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