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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自然因素的应用

周 豪

浙江绿城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当前民众的生活品质也在逐渐提高，而这些提升在现代住宅上的表现十分突

出。同时，也因为得到了中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观和与环境友好的生态社会建设理念的支持，风景园林建设也受到了

中国广大人民的广泛赞誉。风景园林建筑中，它把地貌、植被、水体融合其中，给我们创造出了一种更为舒适优美，

富有大自然韵味的建筑氛围，使人在生活上真正的达到了舒适享乐的目的，从而推动了园林建筑在依靠各种自然景观

资源的建筑设计上，更充分的表现了风景在园林建筑中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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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中国建筑传统的风景园林建筑学与现代建

筑设计都有所不同，在我国现代的建筑传统风景园林建筑

学中都是按照建筑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来设计建筑

的，但在中国的现代风景园林建筑学中首先考虑的元素是

大自然，随后是动植物，再后来才是水景，只有充分平衡

好这三个方面的元素才能使自然因素和中国现代的风景园

林建筑学合二为一。所有现代景观的设计首先都是按照自

然景观条件而加以设置，接着再以植被来装饰园林设计，

最后再用水体来表达在现代景观的设计艺术中的活力与流

动性。

1��风景园林学的定义

风景园林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在中国传统造

园技术和现代景观造园方法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科学研究

的方法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的领域。从传统的景观造园技术

到现代的风景园林科学方法，经历了从为少数人服务到为

人的生态系统服务；从单纯的美学价值导向到自然与人文

整体的价值取向；从微观向全维度的演进阶段。

2��风景园林建筑的概述

风景园林学简称景观学，涵盖了城市规划与建筑设

计、自然环境、工程施工与其他户外天然与人造境域等

方面，是一个既有传统又创新的研究领域。风景园林建

筑物，是现代风景园林学与园林工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在室外游憩空间和风景名胜区范围

内存在的，并具备实际作用或风景指导作用的建筑物。

所以，这些建筑物往往具备景观与观景两个主要作用。

风景园林中的建筑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地方景观的

特色，注意赏景与构景二者的平衡[1]。

风景园林建筑理论和现代风景园林的营造技术相辅

相成，一脉相承。风景园林住宅的设计反映着完整的景

观风貌，花园随着设计的精美而变得秀丽；而它需要有

良好的氛围支撑，融入环境才能更加融洽。这就要求风

景园林建筑必须和风景园林的设计规划融合在一起，并

充分考虑了环境、自然和景观条件，充分运用天然地貌

和环境因素，以实现建筑既符合功能要求，又和大自然

融合，起到最佳的景观效果。

园林建筑是中国园林重要组成元素并由来已久，我

国的传统园林来自于商周时代的花园和囿。园、囿中的

垣、台等，亦可谓是中国园林建筑的重要源头。而发展

至今，我国风景园林建筑的形式也日趋丰富而多样，从

最简单的堂、殿、水榭、楼、塔、阁宇等，到完全依托

自然优势与造园艺者的精神依托建筑的山厅、利用旱园

水做的船厅等建筑形式。新型建材的广泛应用，使现代

风景园林建筑更具有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并成为传统

风景园林的延续与融合。

3��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的特点

根据对当前中国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的使用现状分

析，该建筑设计已具备了综合性、艺术化、自然化、开

放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掌握园林建筑设计中应用到的生

态学、建筑学、植物学的有关专业知识，同时需要具有

一定的工程设计水平。园林建筑的设计不一定要具备

一般建筑物的艺术特征，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观赏

性，并体现了风景建设的景观特色，从而体现了风景园

林建筑设计的艺术性。而自然性也是风景建设与园林建

筑设计的主要特征所在，把自然因素和风景建设相结

合，既突显出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的基本思想，又

反映出了大自然的美学特征，此外，景观建筑对公共场

所也具有某种开放性。灵活性主要表现为当前的风景园

林建筑设计还缺乏系统的规范，建筑设计队伍必须完全

根据建筑现场的自然艺术，将建筑物完美融合，以给建

筑物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增加园林景观的可观赏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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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景园林中的自然元素

4.1  自然元素种类
大自然物质一般是指和自然界关系较为紧密的物

质，一般包含太阳、植物、空气等的一些自然生态要

素。主要反映的是生命现象和自然状态，而自然界元素

也应该分为虚体和实物，虚体一般包括风、光、声，具

体包括假山、岩石、坡地、房屋、植被、水域等。

4.2  自然元素运用原则
因地制宜，巧以因借。风景园林设计的布置与设计

必须要按照具体自然条件和采用自然因素。也就是说，

在建设活动中必须结合自然基地的条件，资源化综合利

用风、光、声等天然因素，合理利用的优势自然资源，

蹈袭合理利用的建设依据资源。在合理利用的同时，也

注重了自然因素与人工要素的结合。风景园林就是人借

助大自然，通过发展创造性思想，改变大自然而形成的

人造自然景观，又称第二大自然的产物。在一个风景园

林结构中，天然元素是最主要的构成与营建依据，但不

同的天然因素之间又是彼此关联、运动的，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人工建筑必须兼顾所有天然因素的内在联

系，并考虑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方能取得宛若天开、天

人合一的视觉效果。

5��自然因素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5.1  水体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以人的视角来看，水体使它具有难以抵抗的魅力。

而风景园林建设是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服务的一种过

程，在具体建设时就必然要融入土地和水体环节，从而

能够利用自然界水循环资源以达到补偿自然环境的目

的，而同时又随着条件的不同土地和水体本身就具有了

流动性和可塑性的特征，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又具备了很

大的适用性。同时也从水体的合理使用原则方面考虑，

具体涉及如下几方面要求：

5.1.1  进行小型水体的设计，便于给日后的施工与维
护操作带来方便，一旦在水域出现污染状况后就可以有

效减少污染治理程度，其中小水体具有的部分优点是大

水体所不具有的。

5.1.2  水体若想在风景园林建筑中进行恰当有效的运
用，则必须要坚持以自上而下的运用方式，如可以把风

景园林建筑中的喷泉设计合理运用，因为喷水池艺术一

直都是以动态美的方式存在，所以对其的建设重点也应

该在喷泉的规模上体现，尽量以小型为主，减少大喷泉

建设问题的产生，这样不但可以有效减少大型喷泉对能

源资源造成的严重消耗问题，它可以很大程度体现喷泉

造型带来的审美感受[3]。

5.1.3  按照风景园林建筑的具体需求特点，根据周围
环境和水体等条件合理进行建筑虚景的配置。虚景建筑

是中国现代建筑中比较新颖的一个建筑模式，它所主要

涉及的天然水体建筑主要有野草、流沙等，它的存在，

较好的克服了自然资源一直处在严重污染阶段的现象，

同时在对风景园林建筑中的水体运行情况加以模拟后，

也较好的体现了风景园林建筑中水体的观赏价值。

5.2  地形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一般情形下，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地理环境对

整个风景园林的形成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意义，同时

也对整个建筑设计过程中的整体、部分等都具有很大的

作用。一般建设管理人员所反复强调的，都是指建筑如

何能与自然进行有效融合，和在不同地质构造背景下的

建筑功能的平衡关系，而在现代化的城市风景园林建设

中，在考虑对地质条件的具体运用之前就需要充分考虑

到建设周围的具体条件，在这里就包括了埋入或者零点

之五埋在的加强地下。在此处以国内某城市的美术馆为

例，由于该博物馆是设置于城市风景园林区域的中央部

位，所以在为博物馆的建筑设计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考

古发现和探方形态等方面，从而把大多数建筑埋入了地

底，同时又利用其顶部位置完成了大量公园草坪的布设，

以达到风景园林绿化带与博物馆区的合理连接目的。

同时，在对风景园林的建筑设计中，建筑设计人员

也要充分考虑到地势地貌的空间布局要素，再加上对房

屋结构的内部空间横向布置等，这样对房屋体积压抑

性的降低是十分有益的，这样可以显著提高自然环境的

和谐度。此外，从观察视角出发，自然地貌也能够成为

一个重要视觉要素，使建筑物的构造特征与地貌有效融

合在一起，这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也非常重要。由此可

知，在实施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必须假设地貌的尺度

已经严重超过了实际建设的尺度范围，所以建设目标的

达成就必须以自然环境为重要基础，从而使天然地貌与

实际建设形态二者建立了一个更加密切的关系。而我们

在此处以大漠背景下的风景园林建设为例，其关键内容

就是通过对自然环境下的山东体育学院建筑进行仿真，

并由此使风景园林的建设过程与大漠环境产生了一个強

烈的对比，也便于建筑地形和色调上的高度协调。

5.3  植物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植被是风景园林建筑的主要成分承担着巨大的功

能，同时植被也有着数量众多的特征，所以在季节的不

同交替时，植物的生长特征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如外部形态，由此可知，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植物

景观的有效应用不但可以促使其具有较强的自然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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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很大程度保持其的动态性的。同时风景园林建筑设

计工作者在开展一个建筑设计项目中，必须要在建筑的

内部和外围均布置植物景观，这不仅可以给景观工作者

创造充分的视觉享受，而且可以让他们的精神获得完全

方面的释放，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

现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植物进行了一定合理化的设

置，使植物间产生一定深度的层次感，从而有利于促进

在风景园林建设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同时，在进行风景园林的建筑设计时，设计人员还

应将植物合理应用到建筑布局中，根据以往传统的设计

原则可知，它所强调的是在保持自然环境的完好现状的

大背景下，尽量不要损害原始植被，因为这样在风景园

林建设中的绿化质量将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在进行较

现代的风景型园林建筑的设计中，在对自然植被资源的

加以运用上一定要适当进行合理配置，与该地区的自然

环境条件相匹配。在风景园林建筑上将特色比较浓郁的

树木、草坪适当运用，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风景园

林建筑本身的生硬感觉，而且可以给我们传递一个顽强

的生存动力，充分体现了城市建设的良好环境观[4]。

此外，在进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中，还必须着重注

意的一项课题便是有效协调建筑和景观二者之间存在的

问题，由于植被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特点，所以它对生态

平衡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同时植被也能够通过光合作

用来对建筑内部的环境因素做出调节，以此达到合理降

低燃料大量耗费的最终目的。在这里以某省的生态垂直

园林建筑设计为例，设计人员对花卉植物进行了科学合

理的设计配置，除在园林底层栽培了数量丰富的冷水花

属植物和蕨类植物外，在中间部分栽培了八仙花和景天

属花卉外，最后的植物则栽培了松柏属花卉。采用这样

科学的设计配置，不仅可以完全适应季节、环境对风景

园林设计的观赏性需求，而且可以取得优异的保水性和

蓄热性能效益。

6��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山石的合理规划

6.1  山石在风景园林中的布置
景石在风景园林中的选择和塑造，都应该贯彻“源

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原则。精心进行景石的选取和

山石景物的造型，从而创造山石的自然，并反映出石头

的自然价值和个性的特点。在对风景园林建造的置石艺

术，以及对山市自然景观的雕塑创作实践过程中，为了

保证山市的自然性，强调了整个景点的结构，以保持山

市的天然特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好联系。

6.2  山石景观的分类
风景与园林景观的建筑设计中，对山石景观的设计

主要包括：天然景观型山石景观、艺术形态型山石景

观、意象型山石景观，以及抽象型山石景观。风景园林

研究天然地貌中山石自然景观的构成，应按照岩性和地

貌的变化，做出景物结构，让观者体会大自然的美丽；

对天然山石景色加以归纳和整理，并运用夸张和变形的

艺术手法对山石自然景观进行加工处理，以体现山石自

然景观的艺术性；以抽象的意境展开山石景物的整体结

构，从而引起观众的深刻思考；并采用抽象的美术表现

手法，对山水造型加以抽象表现与营造，体现风景区园

林景观建筑的内在意义。

结束语：风景园林的建筑具备了观景与点景的双重

作用，一方面是给人类创造观赏景色的好地方，同时其

自身又可以作为一个景观主体，融于整个风景园林景观

中作为被人观赏的客体。建筑设计时既要考虑到场地环

境条件对它的作用环境，也要考虑到对它的反作用的环

境，所以一定要设计有尺度，合理考虑设计的格局、空

间、形态和材料等。合理的建设必须与大自然相和谐，

重视地貌、水体和植被等因素，降低土方用量，减少对

现有生态格局的影响，作为景观环境中的有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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