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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的融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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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的融合中环保美观、生态文明等等因素就会

被体现出来。在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整体背景下，以大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心理需求出发，对我国建筑与园林景观设计

的融合进行解析，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于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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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建筑设计也趋于协同化与标准化，怎样打造出包含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尤其是如

何对传统文化中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便能更好地对我国的建筑文化进行传承。因此，设计人员可能会需要借

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提升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融合的技术水平，并且不断创新和完善，从而创

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风格。

1 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关系分析

园林景观设计对建筑设计工作起到衬托作用

目前，我国建筑设计工作的大部分人员都过于重视建筑的实用性，从而缺乏重视建筑的艺术性。虽然建筑设计的

实用性非常强，但是建筑设计的艺术性较弱。建筑设计的艺术性不仅包括建筑美，还有包括建筑美与环境美融合成

的美。通过分析目前较为成功的建筑设计案例发现，这些案例往往能够体现当地文化特色，都具有独特的建筑设计理

念。除此之外，园林景观设计在建筑设计中起到重要作用，不仅能够净化建筑周围的空气环境，还可以调节空气对流

速度与温湿度。因此，想要设计出成功的建筑，必须保证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完美融合。另外，建筑设计人员需

要学习人文知识、地域知识、历史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灵活应用于建筑设计中[1]。

园林景观设计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

在项目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应对周边项目设计改造，对风景小品、花草树木等要素展开优化设计，全面提升设计

成效，同时避免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负面影响。设计人员要注重结合设计任务拟定完善的规划设计方案，深入研

究园林景观设计新技术、新理念，促使园林设计能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在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要将建筑设计、园林

设计理念、设计方法集中整合。通过设计提升环境舒适度，强化设计艺术特征、实用性特征[2]。

2 建筑设计和园林景观设计的融合方式

注重整体设计规划

在明确城市发展规划目标后，设计人员应该就整体规划时需要考虑功能分区和景观流线设计以及其他的流线设

计。基于环境系统调研，详细分析、规划环境建筑和园林景观效果，确保空间分配处理的科学化，满足人们的精神需

求与生活需求。需有机结合建筑设计和园林景观设计，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配套服务。

完善园林景观设计方案

在提高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融合效果上，就有必要完善园林景观设计方案。完善园林景观设计方案，能够

有效避免施工中出现问题和对整个区域规划中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园林景观设计工作中，容易出现园

林景观与建筑设计不协调的问题，园林景观设计无法满足建筑设计对于周围环境的需求，在建筑设计工作中，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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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建筑与园林景观之间的和谐性。因此，想要融合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需科学论证园林景观设计方案，确保

方案的可行性，且综合分析园林景观的功能性、建设经济性、环境生态性。据施工区域周边环境进行综合设计，从而

实现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和谐性，使园林景观设计满足城市整体规划布局的要求[3]。

强化双重设计原理

在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中要互相考虑两者之间的局限性。要注重对设计环节进行深入调查，掌握设计环境实

际现状。在建筑设计规划与园林景观项目设计融合中，要注重二者统一协调，突出设计文化内涵，对不同设计主题内

容进行研究，分析设计中蕴含的经济、文化、艺术、历史性要素，防止多重设计理念不合理堆叠，造成视觉混乱。在

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融合设计中要突出创新发展意识，在设计理念创新中做好景观风格有效定位，在融合发展中，要

注重对各项设计内容、风格集中整合，凸显城市文化内涵。在建筑设计中，设计人员要在综合判定区位现状、地理优

势、本土植物基础上，保障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规划有效结合。

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融合的人文思想

现代设计比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们向往和追求自然，所以在建筑设计中，应当体现出人文思想[4]。如何

建设满足人们生活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建筑，应当高度统一人与自然设计。文化属于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沉淀，注重文化

的具象化设计，可以有效传承文化，赋予设计灵魂。将文化底蕴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可以采用现代化园林景观设计手

法，做好优化完善工作，确保建筑和景观具备文化特色。我国园林造园手法多注重意境营造，例如雕梁画栋、亭台楼

榭，多通过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表达出人们对自然的向往[5]。

场地规划要因地制宜

在中国古代园林设计中，传统园林的游线都较之弯曲多变，与古诗中的羊肠小道有一定的相似。而今，传统园林

似乎被国内一些西方园林的融入而弱化掉了，很多公建小区，住宅小区都会因为建筑日照，建筑防火等原因区内园林

都只是种种树，种种草，就失去了传统园林的“可居，可游，可望，可行”的初心。传统园林的观赏线路充满着委婉

与含蓄的感觉，不过这也是一种独特的意境体现，因为这种设计理念可以在视觉观感上给予游览者一种空间无限的体

验感。因此在传统的园林建筑中，游览路线的规划通常至少有两条，其中一条核心运用于关联散点式建筑，让其贯通

于各个分散的空间，以更好地保证总体的持续性；另外一条便是作为游览观光运用，游览者借助此条路线可以有效地

体验园林景观带来的意境之美。上述古代园林中的游览路线规划方式是通过整体园林的建设空间与格局设计最终决定

的，而如今在建筑设计中，因为受限于空间相对有限的影响，根本不能进行路线的深入化设计，因此，最理想的设计

方式便是融合空间基础条件进行专项规划，同时在布局中尝试“先规划建筑，后行规划园林”的非传统性设计方式。

对于空间规划方式的选用，可结合传统园林建筑规划中的有机融合方式[6]。

园林景观的创建

叠山置石

在中国古代园林中，叠山置石对于整个园区或者整个总平上来说都有一定影响，布景方式的核心运作理念是怎样

运用指定体量的基地与石料打造出具有意境的景观，同时在总体场地的布控中，叠石的分布也有着指定的方式。从整

体角度来探究，叠山景观主要布置于园林水塘附近。不过，“深宅”对叠山进行有针对性的布控，人群在游览园区时

的视野往往会从水塘的观赏视线上平移到叠山景观，这也是园林设计人员打造的山水的美妙意境。

理水

通常，园林内的水分布具有显著的封闭性特征，即边界感较为直观。水在于总平面来说是有柔和化的作用，很大

的情况下会设置水塘或者游泳池，小湖泊之类的形式，当然不一样的理水类型代表在总平上有不一样的地位；还是

要根据建筑总平面上的功能布局和建筑效果图的规模、立剖面来进行调控和理水的类型所代表的涵义。在古代园林的

设计思想中，对水源的设计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水塘的设计看起来独立，但与周边建筑等景观形成了衬托观

感，既聚合又分离的多样化观赏感。

配植

园林中的植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园林整体的生机，以往的园林更为追求树木形态自身的趣味性。而有些园林中

的种植植被类型非常丰富，在池塘边缘种植着生命周期非常强劲的水竹芋，而在宅中的其他区域，主要是以雪松、乔

木等树木为主。在植被的配置上亦要注重区域性或者观赏性，有些有毒有刺的植物不应设置在人员集中的位置或者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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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配置。植物的配色上应结合建筑的立面或者城市天际线设计规划来酌情考虑设计。但在一些需要人员集散或者位

于建筑的消防扑救面类位置最好不配植乔木，不阻碍消防的救援。如建筑设计人员特意将高度较低的植被运用于遮挡

的区域，以有效形成别致的景观特色，如此布控也让室内及室外的人在观赏阶段中伴随着视线的转移体会到多样化的

景观感受。

3 结束语

如上所述，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将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进行融合

设计。尤其是在探究传统园林设计的阶段，需要明晰其设计手法的独特性，以实现对其更好地传承及发扬，从而真正

意义上的展现我国传统园林景观文化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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