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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凌 海
湖州新型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以人为本，注重满足人的需求和心理。通过提升幸福

感、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设计师应遵循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

生态性和文化性原则，将人性化理念融入空间布局、植物选择、设施配置和文化元素等方面。实际应用中，合理规划

功能区域、选择生态安全的植物、配置实用舒适的设施并融入地方文化元素，以打造更贴近人们生活、更具文化内涵

的风景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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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人性化理念的应用日益受到重

视。这一理念强调设计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需求、心

理和行为特点，使设计成果更加贴近人的生活。人性化

设计不仅关乎美观与实用，更在于营造一种和谐、舒适

的环境氛围，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满足。

通过遵循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生态性和文化性原

则，设计师能够将人性化理念融入设计的每个环节，为

市民创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

1��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意义

人性化理念强调设计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需

求、心理和行为特点，使设计成果更加贴近人的生活，

更加符合人的审美。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人性化理念的

应用具有重要意义。（1）人性化设计能够提升人们的幸
福感。通过考虑人的需求和行为特点，设计师能够创造

出更加舒适、便捷的环境，使人们在其中感受到愉悦和

满足。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增

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2）人性化设计有助于保护
生态环境。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人性化理念强调与自然

和谐共生，注重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规划

植被、水体等自然景观元素，设计师能够营造出既美观

又生态的环境，为市民提供健康的休闲场所。（3）人性
化设计能够促进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通过设计各种公

共空间和活动设施，人性化设计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

流和互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设计师还可以将

当地的文化元素融入设计中，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提

升城市的文化内涵。

2��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原则

2.1  功能性原则
设计并非简单地追求美观，更需切实地满足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休息、娱乐、运动，这些都是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风景园林作为城市

中的一片绿洲，自然应当承担起这些功能。在设计中，

合理的空间布局是确保功能性得以实现的关键。不同区

域根据其功能特点进行划分，如休息区、娱乐区、运动

区等，每个区域都应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设施配置，以满

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这些区域之间的过渡也要自然流

畅，确保人们在其中的活动能够顺畅无阻。设施配置也

是功能性原则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无论是座椅、照明、

还是运动设施，都需经过精心挑选和合理配置，以确保

其实用性和舒适性。这些设施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

求，更要能够提升人们的使用体验，使人们在享受风景

的也能感受到设计的用心和关怀[1]。

2.2  安全性原则
安全性原则要求设计师在规划布局时，必须首先考

虑人们的生命安全，避免任何可能带来伤害或风险的因

素。在实际操作中，安全性原则体现在设计的方方面

面。例如，在选择植物时，设计师应充分了解各种植物

的特性，避免使用带有毒性或刺激性的植物，确保游客

在观赏过程中不会因为误触或误食植物而受到伤害。对

于可能产生过敏反应的植物，也应在设计中加以考虑，

提供必要的警示和防护措施。在布置水体时，安全性原

则同样重要。设计师需要设置合理的安全防护措施，如

安装防护栏、设置警示标识等，防止人们意外落水。对

于水池、湖泊等较大面积的水体，还应考虑设置救生设

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除植物和水体的选择

与布置外，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的安全性原则还

体现在道路设计、设施配置等方面。设计师需要合理规

划道路宽度和走向，确保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顺畅通

行，避免因道路狭窄或设计不合理而导致的拥挤和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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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设施的配置也应考虑游客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

如设置足够的座椅、垃圾桶等，为游客提供便利和舒适

的环境。

2.3  舒适性原则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原则中，舒适性原

则强调设计应以人们的感官体验为出发点，致力于创造

一个使人感到舒适和放松的环境氛围。在色彩的选择

上，设计师会充分考虑色彩的心理学效应，选用能够带

给人们愉悦感和安宁感的色彩搭配，使得整个园林空间

充满生机与活力。光影效果的处理也是实现舒适性原则

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巧妙地利用自然光和人造光，营

造出温馨而宁静的光影环境，为游客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和心灵上的慰藉。景观配置的合理性也是实现舒适性原

则的关键。设计师会精心挑选各种植物、水体、雕塑等

景观元素，并按照一定的美学原则和空间布局要求进行

配置，使得整个园林空间既美观又实用[2]。这些景观元素

不仅能够美化环境，还能够提供休息、娱乐和社交等功

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2.4  生态性原则
在规划过程中，设计师需要审慎地考虑地形、气候

等自然因素，确保设计方案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地形地

貌是风景园林设计的基石，设计师应因地制宜，巧妙利

用地势变化，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景观空间。气候条件也

是影响设计效果的重要因素，设计师需充分考虑降雨、

温度、湿度等气候特征，选择适合的植被和景观元素，

确保景观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也是

生态性原则的重要体现。设计师应充分利用太阳能、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还应注重水

资源的节约利用，通过雨水收集、中水回用等方式，降

低对自然水资源的依赖。在追求美观与实用的设计师还应

时刻关注对环境的影响，努力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2.5  文化性原则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设计并非单纯的美学追求，它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表达。当设计师将当地的文化元

素巧妙地融入景观之中，不仅使设计作品更具历史底蕴

和文化内涵，更能够唤起市民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增强

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实现这一原则，设计师需要

对当地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这包括了解当地

的历史背景、传统习俗、民间艺术等，从中提炼出最具

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元素。这些元素可以体现在景观的

各个方面，如雕塑、小品、铺装等，使人们在欣赏美景

的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和洗礼。文化性原则的融入

也需要考虑到现代审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设计师需要

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使设计作品既

具有历史感，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使用习惯[3]。这

样的设计不仅能够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更能够提

升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品质。

3��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3.1  空间布局与流线设计
空间布局与流线设计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深刻体

现了人性化理念。在空间布局方面，设计师需要深入研

究并理解人们的行为特点与需求。他们不仅要考虑不同

年龄、性别和文化背景的人群，还要考虑到不同季节、

天气和时间段对人们活动的影响。例如，在公园设计

中，儿童游乐区需要充分考虑儿童的安全性和趣味性，

设置适当的游乐设施和防护措施；健身区则需要提供多

样化的运动设施，满足不同人群的锻炼需求；休闲区则

应以舒适和宁静为主，提供足够的休息空间。流线设计

同样重要。一个合理的流线设计不仅能够引导人们顺畅

地游览和休息，还能增强空间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设计

师需要通过分析人们的行走习惯、视线变化和心理感

受，合理规划道路宽度、转弯半径和景观节点的分布。

他们还需要考虑到无障碍设计，确保老年人、残疾人等

特殊人群能够方便地游览和享受风景。在具体实施中，

设计师还可以运用一些创新的手法来增强空间布局与流

线设计的人性化。例如，通过引入自然景观元素，如山

水、植被等，来营造舒适的自然环境；或者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如智能导览系统、环境监测设备等，来提升人

们的游览体验。

3.2  植物选择与配置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尤其在

植物选择与配置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植物作为构成园

林的基本元素之一，其选择与配置的合理性直接关系

到整个园林的景观效果和使用者的体验。在植物的选择

上，应充分体现人性化理念。第一，要考虑植物的观赏

性，选择那些形态优美、色彩丰富、具有季相变化的植

物，使人们在四季中都能欣赏到不同的美景。第二，要

注重植物的生态性，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

物种类，这样不仅能提高植物的成活率，还能减少后期

养护成本。第三，安全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应避免

选择有毒、有刺或易引起过敏的植物，确保人们在园林

中的安全。在植物的配置上，同样需要运用人性化理

念。配置植物时，应根据空间的大小和形状进行合理布

局，避免过于拥挤或空旷。要考虑人们的视线和活动范

围，将植物布置在合适的位置，以便人们能够更好地欣

赏和互动[4]。通过巧妙运用植物的层次和色彩搭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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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出丰富多变的景观效果，使人们在园林中感受到自

然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3.3  设施配置与细节处理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至关重要，特

别是在设施配置与细节处理方面，需要深入贯彻这一理

念。在设施配置上，实用性和舒适性是两大核心要素。

实用性意味着这些设施必须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例如，座椅的设置不仅要有足够的数量，还要考虑到其

分布的位置，确保游客在园区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休息

的地方。座椅的设计也要考虑到舒适性，采用符合人体

工程学的设计，让人们在休息时能够感受到舒适和放

松。垃圾桶的设置同样重要，它们不仅有助于保持园区

的整洁，还能引导游客养成文明游园的好习惯。除基础

设施，细节处理也是人性化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

如，无障碍设施的设置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和尊

重。无论是坡道、扶手还是残疾人卫生间，这些设施都

能让行动不便的人也能够轻松游览园区，感受到同样的

乐趣和尊重。导览标识的设置也至关重要。清晰的标识

可以帮助游客快速找到目的地，避免迷路或走错路线。

标识的设计也要考虑到美观性和实用性，既要符合园区

的整体风格，又要易于识别和阅读。

3.4  文化元素的融入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强调的

是将人的需求、情感与文化融入设计的每个环节。设计

师在构思风景园林的设计方案时，可以深入挖掘当地

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地域特色。这些宝贵的文化资

源，如同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等待被讲述和传承。而雕

塑、景墙、文化长廊等设计元素，便成为讲述这些故事

的绝佳载体。雕塑，以其立体的形态和生动的表现力，

能够直观地展现地方文化的精髓。无论是历史人物、神

话传说，还是民俗风情，都可以通过雕塑的形式，在风

景园林中得以生动再现。市民在欣赏雕塑的也能感受到

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增强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景

墙，则是一种更为灵活多变的设计元素。它既可以作为

景观的背景，也可以成为空间的分隔。在景墙的设计

中，设计师可以巧妙地融入当地的文化符号和图案，使

景墙在发挥实用功能的也成为传播地方文化的有力媒

介。文化长廊，更是一种集多种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综合

性设计[5]。它可以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也可以是一片

开阔的广场。在文化长廊的设计中，设计师可以综合运

用雕塑、绘画、文字等多种形式，将地方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市民在漫步于文化长廊的

过程中，仿佛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与文化交融。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关键，更

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未来的风景园林

设计中，应继续深化对人性化理念的理解和应用，不断

探索更加符合人们需求和心理的设计方法。注重生态平

衡和文化传承，使设计成果既美观又实用，既符合现代

审美又富有文化内涵。相信在人性化理念的指导下，能

够创造出更加宜居、宜游的风景园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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