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

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2024� 第6卷�第14期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创新元素与表现手法

余日涧
浙江南方园林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挑战。本文旨

在深入探讨现代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创新元素及其表现手法，以期为相关实践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参考和指导。

关键词：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创新元素；表现手法

引言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涉及建

筑学、园艺学、美学等多个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

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模式已经难以

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因此，如何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

中融入创新元素并运用恰当的表现手法，成为当前行业

面临的重要课题。

1��创新元素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1.1  生态理念的创新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

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理念在风景园林

设计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设计师在构思和规划风景

园林时，不仅要追求景观的美观性，更要注重其生态功

能，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理念的创新在于

对传统设计观念的颠覆和超越。过去，风景园林设计往

往注重形式美和功能性，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如今，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不断加

深，设计师开始将生态理念融入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例

如，雨水花园的设计就是生态理念创新的一个典型体

现。通过合理规划地形和植被，雨水花园能够收集、净

化并再利用雨水，既解决了城市排水问题，又节约了水

资源。同时，绿色屋顶的设计也是生态理念的重要实

践。绿色屋顶不仅能够吸收雨水、减少径流，还能降低

城市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这些创新的设计手法不

仅提升了风景园林的生态环境质量，还为人们提供了更

加舒适、健康的休闲空间[1]。生态理念的创新使得风景园

林设计不再局限于美观和功能性，而是更加注重生态平

衡和可持续发展。这既是设计师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

护，也是对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

1.2  技术手段的创新
在现代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对风景园林设计领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设计师们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创新

空间。传统的设计方法和工具正逐渐被先进的技术手段

所取代或融合，使得风景园林设计更加精准、高效和智

能化。首先，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为风景园
林设计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GIS技术，设计师可以
获取精确的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等地理信息数据，

从而更加准确地分析场地的自然条件和潜在问题。这些

数据不仅为设计师提供了有力的设计依据，还有助于他

们在规划阶段就充分考虑到生态保护、雨水利用等关键

因素。其次，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兴起为风景
园林设计带来了全新的视角。通过BIM技术，设计师可
以构建三维的数字化模型，实现设计方案的可视化和模

拟。这不仅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加直观地展示和沟通设计

理念，还可以在项目实施前发现潜在的问题和冲突，从

而优化设计方案，降低建设成本。此外，物联网和传感

器技术的发展也为风景园林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

部署各种传感器，园林管理者可以实时监测土壤湿度、

空气质量、植物生长状况等关键指标，从而实现对园林

的智能化管理[2]。

1.3  文化元素的创新
每个城市都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其中记载着无数

的故事和传统，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

风景园林设计中，巧妙融入这些文化元素，可以为景观

注入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游客在欣赏

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气息和历史脉络。

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和粘贴，更

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现代解读。设计师需要从当

地的历史、民俗、艺术等多个方面提取文化符号，然后

运用现代设计手法进行再创作和融合，形成既传统又现

代的景观效果。以杭州的西湖为例，这个美丽的风景区

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风光完美融合的典范。西湖的园

林设计中巧妙地融入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元素，为这片湖

光山色赋予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西湖周边的雷峰塔、

断桥、苏堤等景观，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象

征。设计师在规划布局时，充分考虑到杭州作为江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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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地理特点和人文风情，将这些历史文化元素巧妙地

融入自然景观中。比如，断桥上的雪景与雷峰塔的夕阳

相映成趣，营造出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让游客仿

佛置身于古人的诗词之中。同时，西湖周边的建筑风格

也体现了杭州的传统特色。古朴的亭台楼阁、精美的石

桥小径，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

卷。这种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不仅提升了西湖景区的

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也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更加深入

地感受到杭州的文化氛围和历史底蕴。在风景园林设计

中，通过文化元素的创新，风景园林设计可以更好地传

承和弘扬当地的历史文化，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和历史的厚重。

1.4  交互性设计的创新
近年来，交互性设计在风景园林领域逐渐崭露头

角，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

往往侧重于景观的呈现和观赏，而交互性设计则更强调

景观与人的互动，将游客从被动的观赏者转变为积极的

参与者，为游览过程增添更多趣味和活力。交互性设计

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关注游客的需求和体验。通过

设置各种互动装置、智能导览系统等创新手段，设计师

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充满惊喜和探索的空间。例如，一些

现代园林中设置了触摸式互动屏幕，游客可以通过触摸

屏幕了解园林的历史文化、植物种类等信息；还有的园

林设计了音乐互动装置，游客可以通过踩踏、拍打等动

作触发不同的音乐和声效，让游览过程更加生动有趣。

这些交互性设计的创新应用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和乐

趣，还增强了游客与景观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游客不再

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可以主动参与到景观的创造和体

验中，与景观建立起更加紧密的情感纽带。同时，交互

性设计也为风景园林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挑战。

设计师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将最新的科技手段和设计

理念融入到景观中，为游客带来更加独特和难忘的游览

体验。交互性设计的创新是风景园林设计发展的重要方

向之一。通过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和创新手段的应用，

我们可以为游客打造更加生动、有趣、富有参与感的景

观空间，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科技的

魅力和设计的巧思。

2��表现手法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运用

2.1  空间布局的表现手法
空间布局，作为风景园林设计的核心骨架，承载着

整个景观的空间结构和视觉效果。它如同绘画中的构

图，音乐中的旋律，为园林赋予了独特的韵律和生命

力。设计师在构思空间布局时，不仅要考虑到地形、植

被、水体等自然要素，还要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创造出

富有层次感和韵律感的景观空间。其中，对比、重复、

对称、非对称等构图原则是空间布局中常用的表现手

法。通过对比不同元素的大小、形状、色彩等特征，可

以形成鲜明的空间感和视觉冲击力；重复某一元素或组

合，则能够强化空间的统一性和节奏感；对称布局往往

给人一种稳重、庄严的感觉，适用于一些纪念性或庄重

的场所；而非对称布局则更加灵活多变，能够创造出轻

松、自然的景观氛围[3]。除了这些基本的构图原则外，中

国传统园林手法也为空间布局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借景

和框景就是其中的代表。借景是将远处的自然景色巧妙

地引入园内，与园内的景观相互呼应，从而扩大景观的

深度和广度；框景则是利用门窗、洞口等框架元素，将

某一处景观框选出来，形成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引导游

客的视线和游览路线。这些表现手法的运用，需要设计

师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们需要根据

场地的实际情况和设计主题，灵活运用各种手法，创造

出既符合功能需求又具有艺术美感的景观空间。

2.2  植物配置的表现手法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作为一种生动的、多变的

元素，其配置方式对于整体景观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设计师通过巧妙地选择和配置植物，可以营造出

丰富多彩、季相分明的植物景观，为游客带来愉悦的视

觉享受和情感体验。首先，植物的色彩对比和季相变化

是植物配置中的重要表现手法。不同植物在不同季节会

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形态，设计师可以利用这些特点，

通过巧妙的配置，创造出四季有景可观的景观效果。例

如，在春季，可以配置开花的乔木和灌木，形成一片花

的海洋；在秋季，则可以配置观叶植物，如银杏、枫树

等，营造出层林尽染的秋日胜景。其次，群植和孤植是

植物配置中常用的两种手法。群植是将多种植物按照一

定的规律和韵律进行组合配置，强调植物的群体美和整

体效果。这种手法适用于营造开阔的草坪、花坛等景观

空间。而孤植则是将某一株或几株形态优美、观赏价值

高的植物单独种植，以突出其个体美和形态特点。这种

手法适用于营造重点景观或焦点景观[4]。此外，植物的空

间分隔和引导作用也是植物配置中的重要表现手法。通过

巧妙地选择和配置植物，设计师可以将整个景观空间划分

为不同的区域和层次，形成丰富的空间感和层次感。同

时，植物还可以引导游客的视线和游览路线，使游客在

游览过程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视觉体验和情感体验。

2.3  水景设计的表现手法
水景，作为风景园林中的灵魂元素，其灵动性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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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为整个景观注入了活力。设计师通过巧妙地运用静

止水面、流动水面、跌水、喷泉等多样化的水景元素，

能够创造出令人陶醉的水景景观，使游客在欣赏中感受

到水的多种形态和韵律。静止水面，如湖泊、池塘，它

们像镜子一样反射着周围的景色，形成美丽的倒影，增

加了景观的深度和层次感。流动水面，如小溪、河流，

它们的水流轻轻流淌，发出悦耳的水声，带给人宁静而

舒适的感觉。跌水则通过水流的跌落和溅起的水花，形

成动态的水景效果，充满活力和动感。而喷泉则以其壮

观的水柱和变化多端的水形，成为视觉的焦点，吸引着

游客的目光。除了单一形式的水景设计，现实中有许多

综合运用的例子。以某城市公园的水景设计为例，设计

师巧妙地结合了静止水面和喷泉两种形式。在公园的中

央，设计了一个大型的人工湖，湖水清澈，平静如镜，

倒映着周围的绿树和建筑。而在湖的中央，则设置了一

座壮观的喷泉。喷泉的水柱随着音乐的节奏而舞动，忽

高忽低，忽快忽慢，形成了一幅幅动人的水景画面。在

夜晚，喷泉的灯光更是将整个湖面映照得五彩斑斓，营

造出浪漫而神秘的氛围。这个例子中，设计师通过巧妙

地结合静止水面和喷泉两种水景形式，以及音乐和灯光

的运用，创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水景景观。它不仅为

游客提供了视觉上的享受，还通过水声和灯光的变化，

触动了游客的听觉和感觉，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获得了

更加丰富的体验和感受。

2.4  光影设计的表现手法
光影设计，作为风景园林设计中的一大亮点，为现

代景观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巧妙地操控自然光和

人工光，设计师能够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光影效果，

极大地丰富了景观的层次感和视觉冲击力。一个杰出的

例子就是法国巴黎凡尔赛宫花园的夜景照明设计。凡尔

赛宫花园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园林之一，其宏伟的规

模和精致的细节一直为世人所称颂。近年来，为了提升

游客的夜间游览体验，花园的管理者委托专业的光影设

计师对花园进行了全面的光影改造。设计师们在保留花

园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了各种现代光影技

术。他们通过安装在地面的隐蔽灯光，将树木、喷泉、

雕塑等景观元素巧妙地照亮，营造出一种神秘而浪漫的

氛围。同时，他们还利用高科技的投影设备，在建筑物

的墙面上投射出各种与花园历史和文化相关的图案和动

画，使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凡尔赛宫花

园深厚的历史底蕴。每当夜幕降临，凡尔赛宫花园就仿

佛变成了一个光影的仙境[5]。五彩斑斓的灯光与花园中的

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画面。游

客们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无不被

这精妙绝伦的光影设计所震撼和吸引。这个光影设计的

成功实施，不仅提升了凡尔赛宫花园的夜间游览品质，

也使其成为了巴黎乃至全球的一大旅游亮点。无数游客

慕名而来，只为一睹这光影与园林完美结合的杰作。这

也充分证明了光影设计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巨大潜力和

应用价值。

结语

创新元素与表现手法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对于提升景观品质和满足人们审美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变

化，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因

此，设计师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并深入挖

掘地域文化特色，以推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行业的持续

创新与发展。同时，还需要注重与游客的互动和参与性

设计，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获得更丰富的体验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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