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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设计在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赵婷婷

河北俊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 050000

风景园林在城市中发挥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城市中其他的项目所不可替代的，随着生态建

设的不断推行，风景园林的在城市中的地位也在逐渐地提升。现阶段，我国各个城市中都在积极地进行风景园林的建

设，通过风景园林来提升城市的美观性，打造城市名片。但是在当前的风景园林设计工作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风景园林的重要作用会被严重的限制。文章对风景园林设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并且提出了几点相关性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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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风景园林设计必须要充分对

接城市规划，能够在充分了解水文、土质、周围环境、

当地文化特点的前提下展开综合设计，让风景园林成为

城市的有机组成，既能让其为城市生态提供助力，也能

够成为城市人文建设代表，为市民走进自然、接触自然

提供方便。*

1 风景园林设计的概念

风景园林设计包括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其中自然

要素主要指大自然风光，例如山脉、丘陵、沙漠、湖泊

等；人工要素主要指景观小品、文化遗址、文物古迹

等。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风景园林的组成要素详细地

予以了解。在当今城市风景园林设计中，设计理念主要

是为城市建设服务，而忽略了人的需求，故风景园林设

计应结合自然，考虑人在园林中的行为特征，根据不同

的景观功能设计出不同的方案，使之与环境、人们居住

生活相协调，体现风景园林的价值[1]。

2 当前城市建设风景园林设计中的问题

弱化绿地

伴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小区的功能的也

开始出现叠加，很多小区把设施改为地下设施。这样做

有的是恰当之举，有的是限于空间有限。但是，把集中

绿地弱化，改为停车场、休闲娱乐场所、游泳池。小区

绿地变成了不合时宜的大型盆景，从长远的角度看对生

态发展、环境绿化是不利的。

风景园林场地设计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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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当前的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许多的设计人员

存在盲目性，在场地的设计工作中，没有充分的参考当地

的地形环境，把自己的设计理念强加在设计方案中，对风

景园林的场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场地的变化非常大。

这种风景园林场地的设计方式会产生大量的场地整理费

用，不利于风景园林建设经济性。同时，这种场地的大幅

度变动，会对原有的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当地的环境会

受到影响，风景园林的作用大打折扣。

植物配置上的问题

植物造景在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内

容，植物可以减轻居民压力、缓解视觉疲劳、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还具有净化空间、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

善区域小气候等作用。在植物配置上，由于风景园林设

计者缺乏对植物的认知，会在树木花草设计过程中加大

种植密度，没有考虑空间层次感、林缘线和林冠线的设

计，忽略乔灌草合理搭配的原则，这种情况会加大植物

生长压力，在植物生长过程中，会因为土地养分的争抢

导致部分植物死亡[2]。

过于创新和创新不足

过于创新指的是一些造型远超人们审美，让人理解

不了，或者一些功能过于前卫，暂时还是用不上，这必

然造成浪费。创新不足则是没有考虑到社会群众审美以

及对景观园林的造型、功能等需求，导致功能不足、审

美不够，这也必然影响景观园林利用效果。

当地文化特色融入不足

对于广东而言，必须要在景观园林当中体现岭南景

色，同时也要有国际流行元素。而现阶段一些景观园林

设计当中，一味追求现代，向西方文化靠拢，岭南特色

不浓郁，这目前乃至于未来倡导的文化自信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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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建设中风景园林设计对策

积极地丰富景观设计手法

聘用经验丰富的设计人员，这是保证景观园林涉及

质量的前提。一般良好的景观设计首先要明确分区，分

区要以基本功能来进行区分，例如生态区、休息区、

文化区、康养区、儿童区、抗震避灾区等。功能分区确

定后，来对应设计软硬景，软景包括水、花、草、树、

木、土，硬景包括石头、建筑、设施。例如自然生态

区，这里包括水、水生植物、水旁亭榭、水上桥梁等。

并能够针对性地选择材料，如湖泊边缘安全栏材质、桥

梁材质，这些都完成后，详细考虑如何融入夹景、借

景、对景、框景、抑景等来美化景色。诚然，也可以融

入渗透和延伸，引导和指示，能够让游人身处其中却不

会迷失方向。以功能分区来展开设计，可以有效避免设

计手法单一，能够达到一功能区一景的目的。

合理地进行风景园林地形设计

地形设计是风景园林设计中的重点内容，在风景园

林地形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充分的对城市的需求进行分

析，保证地形尽量地平整，也可以通过地形的变化，给

人们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觉感受，但是凹凸的程度不能过

大，避免产生突兀的感觉。道路两侧的地形必须要低于

道路，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雨季时，土地中的淤泥流入

到道路中，影响到住宅小区的交通。要对地形进行合理

的利用，比如如果在住宅小区内部有一个很大的坑洼，

可以利用这个大坑建设一个人工湖，有效的提升风景园

林的美观性，同时，这种设计的方式还能降低风景园林

的建设费用，缓解市政压力[3]。

对植物进行合理搭配

针对植物配置上的问题，在植物选择时要充分地考

虑植物的习性及外在形态，还要考虑到园林设计的整体

风格、空间结构特征、地形地貌特点等因素作为标准。

植物的生长有其自身的习性，在进行植物平面设计及立

面设计时，要考虑植物的形态特征。每种植物的形态都

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把植物的差异性特征有效整合起

来，可以很好地避免不同植物的形态及生长习性劣势，

起到扬长避短的作用，达到整体和谐的效果。根据植物

形态特征，进行植物林缘线和林冠线的设计，科学地配

置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从而达到植物和周围环境相融

合，达到视觉上的美感，为居民营造舒适放松的氛围。

自然生态修复设计

在后续建设过程中，随着我国自有发展体系的加

快，工业领域会对我国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就城

市分布而言，生态领域受工业影响，部分植物及生态群

落产生不可逆转现象。此外，工业在发展流程中，为了

扩大规模，也会无节制开采土地资源。在开采完毕后，

并未有效修复土壤，导致土壤后续生长力度不足，无法

完成生态系统的有效循环。例如，在矿山生产中，其废

水、废气等未经有效处理便进行排放，严重影响周围环

境及整个生态系统。随着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

增强，在园林设计中，必须融合生态修复理念，以保证

园林具备极高观赏价值，可以对生态系统起到良好的修

复效果。此外，在对污染较为严重的土壤进行修复中，

也可使用科学手段全面分解污染物，全力使土壤恢复至

最初效果。

积极融入本地文化特色

例如将岭南园林具有的纤秀、灵动、神秘等元素转

移进来。纤秀主要是竹子，灵动则是山水，神秘指的是

溶洞等具有一定传说的自然景观。同时，可以适当融入

西方园林设计的几何式、轴线式、对称图案式手法。其

中可以结合中国园林的对景、借景、抑景等，这样便可

以形成中西结合的园林设计结构。

风景园林设计和施工相结合

针对设计存在不科学性，过于创新而忽视施工难度

的问题，在设计中要科学理性地设计，既要创新，也要

考虑施工中的难易程度。在风景园林的设计过程中，应

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对地形条件及居民生活状况进行充

分的了解；在进行设计时，设计师的脑海里要具有设计

尺度，并且和施工相结合，根据相关设计规范进行合理

设计[4]。

4 风景园林设计的发展方向

发展节能环保型

风景园林的发展，在节能、降耗、环保方面，不能

简单地从历年管理经验出发，而必须贯穿于风景园林的

整个生命周期，科学可持续地发展。在公园、风景区，

将卫生间的水龙头换成节水感应龙头，尽量使用燃气锅

炉、电瓶车船、太阳能照明、节能灯泡、太阳能热水器

淋浴，尽量少建建筑物、增建游览设施，人员来往不

多、楼层不高、面积不大的办公楼没有必要设电梯或设

置两台以上电梯[5]。

坚持可持续发展

应引进多方参与制度，好的设计应该是可以在使用中

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经过充分论证的设计，并非完

美无缺或无可辩驳不可更改，应该留有选择余地。设计在

实施和维护中，亦难免有忽视或不当之处，或者需要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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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改，在实施中还能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效果[6]。

公众则能有效地对领导者和设计者这两个主体进行制约，

形成合理的公众参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模式。

发展功能综合型

设计项目综合性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单一项目

具备综合功能，也就是一项景观设计作品在具备休闲娱乐

等常规功能外，还要具备商业活动、集会、社区交流甚至

城市雨洪管理、净化污染土地等多种功能；另一方面表现

在风景园林设计与其它市政项目更为密切的配合。

结束语：

景观园林设计作为城市建设当中的重要组成，因为

具有明显的生态调节、城市美化、抗震减灾、群众聚

集、休闲休憩等作用，所以需要在功能基础上去设计对

应的景观小品，务求软硬景搭配，实现各个功能区呼

应，保证设计具有整体性。其中精细化设计着眼于地质

水文数据采集分析、植物群落设计、生态元素处理、地

方文化融入等。总而言之，园林设计诚于心，心之所到

无往不利，一定会塑造出园林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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