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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孔庆琳

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促使园林工程建设体系逐渐完善。实际中，园林景观应用的色彩直接影响人们的

视觉体验，因此对园林景观的设计，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设计师深入了解植物的自然色彩变化特点，让植物景观

美感得到充分的体现，符合人们的审美追求。文章对植物色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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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居民对生活环境

的要求越来越高，园林景观是美化城市和生活环境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我国居民艺术品位和审美水平逐步提高，对园林景

观设计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了使园林景观设计契合

人们的审美需求，在园林景观设计时用植物色彩向人们

呈现视觉上的美感，合理的搭配和设计，不仅可表达设

计者的设计理念，而且能够呈现出一种艺术的美感，使

园林景观设计水平得到提高。因此，为了提高植物色彩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价值，需要对植物色彩的搭配

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要明确植物景观的主题基调

在植物景观设计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具体设计的

主题。如，在植物景观设计的过程中，已经明确要以绿

色作为主题，或者是以暖色作为色彩的基调，那么其他

的景观设计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来组织和开展。色彩的

应用必须要衬托主题，让主题的特点更加鲜明和突出。

而通过预先设计主题或者是基调，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设

计工作人员正确开展相应的设计和创作工作，对植物进

行合理的配置时，其中的一种主题色彩应当重复出现，

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展现出景观所具有的独特性[1]。

将“美”视为植物造景的出发点与归属点

虽然绿植在自然界中生长有着天然、粗野、自由的

美感，但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提高“美”的层次，凸显

绿植的美化功能，满足人们观赏、品鉴、娱乐等需求。

植物造景作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需将“美”视为设

计运用的关键，通过设计充分彰显绿植配置后的艺术效

果，除保障美学构图合理外，还需根据植物生长客观规

律把绿植高效搭配看做设计关键，其目的是帮助景致快

速形成并能演替，增强园林景观美的表现力。为了做到

这一点，在园林景观设计中需充分利用植物群落造景，

根据植物的姿态、颜色、质感合理搭配，依据园林景观

布局，在引导、分隔、休闲等空间灵活改变，用障景、

借景等设计手法构建封闭、半开放、开放空间，在移步

异景中展现植物景观不同的美态，春季生机勃勃、秋季

落叶翻飞、夏季繁花浪漫、冬季银装素裹，继而做到四

季有景且四季美不胜收。“美”的理解主观性较强，在

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造景能带给人们启发，打造遐想空

间，赋予景致意境美，加强景观共鸣，继而提高园林景

观中植物造景设计运用的有效性。

生态性原则

园林景观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环境并打造优质生

态空间，在此基础上起到吸收噪声、过滤空气、固沙防

风、涵养水源等作用。植物造景设计运用需遵循生态

性原则，结合造景地的实际情况选择绿植，发挥绿植抗

性强的优势，本土绿植为首选，以增强造景丰富性为指

向，合理引入外地绿植，避免非本地绿植破坏生态环境

的稳定性，还可达到防控病虫害的目的。因为植物造景

受益主体是当地居民，所以要根据当地生态保护切实要

求灵活选用绿植。例如，工业区可以净化二氧化硫为出

发点选种白皮松、臭椿、醡浆草等绿植，氯气污染较为

严重区域可利用皂荚、紫叶李、紫藤等绿植设计造景，

土壤盐碱化的区域可种植榆树、合欢等耐盐碱绿植。生

态化原则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还体现在增强植物造

景美化、净化等功能的可持续性上，植物造景不能追求

“昙花一现”，频繁改变景致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还会

降低园林景观的整体性与和谐性，这就需要用长远眼光

解决植物造景设计运用难题，要保障造景可长期在景观

中发挥作用，如区域划分、净化空气及美化环境等[2]。

节奏与韵律原则

色彩节奏是指一个或几个颜色呈聚散或反复连续地

出现，呈现一种有规律的重复美感。这种配置手法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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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绿化设计中应用广泛，一般常见于规则式街道绿地、

园路或河道堤岸上的带状绿化，多以2个及2个以上颜色

的树种或植物交替反复出现，且呈规律、秩序的变化来

呈现表达。

色彩韵律是指色彩节奏的深化表达，这种设计手法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应用在大面积的绿地中，多以带

状或者条状模纹绿化体现，讲究图案或线条的连续性动

态构图；也可呈点面状色块的重复构图，形成独特园林

景观色彩韵律美。

体现植物色彩的象征意味

在园林景观工程的设计过程中，意境的塑造可以让

人们产生丰富的感受。植物色彩本身能够传递出具体的

信息，表达出独特的意境，如松柏的常青在一定程度

上象征坚毅果敢的品质，而枫叶颜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象征坚强不屈的生活和人生态度。因此，在景观工程

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环境的需

求，适当使用不同的色彩，凸显出整个园林工程的主

题，体现出相应的效果，呈现出具体的景观意境[3]。

完善植物造景设计体系

首先，新时代植物造景设计需调动当地居民的主观

能动性，例如在园林景观植物造景设计项目开发之初，

可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予以公示。其目

的是引导居民献计献策，在植物造景设计中提出各抒己

见，为相关设计方案创新优化助力，同时还可拉进民众

与植物造景的距离，清晰园林景观设计的难度与意义，

不仅可透过景致洞悉人文本质，还可加入到保护绿植的

队伍中，为植物景观寿命延长、功能强化给予支持;其

次，园林景观设计部门需与其他职能部门消除植物造景

设计运用联动壁垒，可整合社会资源完成设计任务，使

植物造景设计方案可高效推行;最后，注重环保监督，定

量、定性说明园林景观中植物造景环保能效，通过监督

及时调整植物造景设计方案。从第三方着眼提高设计质

量，为植物造景在园林景观设计应用中发展助力，有效

追加植物造景设计的综合效益[4]。

水体方面的应用

水色是调和各类景观要素色彩的底色，有透明的黄

白色、淡淡的黄绿色、清澈的天蓝色、浑厚的土黄色，

以及深蓝色、暗绿色等，可将天空及周边景物倒影在

水中，无形中增加了色彩的面积。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

时，要注意整体色彩的构图和谐统一。

水体的应用主要有自然式与规则式2种形式。自然

式水体，如沼泽地、溪流或者池塘，植物应该紧邻水

体，色彩基调是绿色，花则以小型且色调柔和的为主。

如苏州狮子园，以绿色的高大乔木为背景，树冠绵延而

柔美，既有生机又显雅致，黄褐色景石古朴自然，中间

调的拱桥与屋舍相连，各色景观要素倒影在清晰透彻的

水中，映衬蓝天，与蓝绿色水体浑然天成，营造出安逸

闲散的浪漫氛围。如果是规则式水体，那么可以引用色

彩丰富、引人注目的植物景观来装饰水体。如肯辛顿花

园，内设一矩形水体，周围丛植艳丽花朵，颜色绚烂引

人注目，清新亮丽、跳动的色彩迎合舞动的喷泉，整个

画面给人青春、跃动的感觉。

色彩设计

在园林花境设计前期，可以基于植物色彩出发，依

照园林所处环境、气候等条件，选择相应的植物，满足

绿化景观整体的观赏性。在了解不同的植物品种后，需

要根据品种的色彩及习性进行设计。这种设计方式如同

画家一般，根据植物的色彩进行搭配，提升园林花境的

观赏性。在不同的植物上进行色彩的添加，运用光线完

成植物色彩的变换。基于观赏草的特殊性，可以在植物

蓬松的状态下，完成其设计与布置。特别是植物在生

长期，会有不同的观赏特性，在夏末秋初表现极为突

出，也是其观赏的绝妙时期。在冬天，一些植物的色泽

会变成褐色，可以利用雪、冰等特有的点缀，完成园林

花境的塑造。丰富的植物种类让花境在小范围内具有了

生物多样性，群落和谐稳定，植物生长环境良好，既有

植物的个体美，又有植物的群体美。花境色彩丰富，四

季呈现不同季相，立面高低错落，可一面观赏，也可多

面观赏[5]。

植物色彩与周围环境相呼应，丰富背景

以植物丰富多彩的颜色来做园林景观中的背景，衬

托出其他主要景观设计的主体位置，使整个空间效果更

加立体和突出。例如可以用绿色的植物作为景观中的背

景，攀满整面墙来烘托出寂静幽深的意境，然后以色彩

丰富的植物或花朵来作为点缀，就像在一张白色的纸张

上作画一样，提升景观的层次感，赋予其生命力，使植

物的色彩、造型和整个园林景观的结构形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

营造良好的自然气息

如今社会的发展，让人们对于自然越来越重视和渴

望，通过营造独特的、自然的植物景观体系，能够更好

地展现出宁静淡雅、生机勃勃的特点，这是在如今植

物景观设计中主流的内容。对此，要求在具体植物景观

设计的过程中，摒弃复杂而繁琐的设计方式，让整体植

物景观的配置更加独特而鲜明，始终坚守自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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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自然的道理，让每一种颜色都能够应用到合理的地

方，营造具有自然气息的植物景观氛围，呈现出相应的

效果[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要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结合场地实际及设计要求，遵循色彩美学原

则，科学运用色彩搭配，统筹园林景观要素色彩设计布

局，方可有效提升园林景观整体设计效果，满足人们对

园林景观的审美要求和精神需求，给人们提供更舒适的

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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