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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设计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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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城市环境提升而言，风景园林设计非常重要，它可为人们提供舒适美观的生活环境，促进人们生活

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对风景园林设计必须重视，着力将人性化设计理念与要求渗透至风景园林设计

过程中，加强风景园林与人的互动，提高风景园林的作用和价值。风景园林设计不仅仅是提升环境景观，还可以提高

人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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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使得人们对风景园林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景园林设计

行业实现了现代化发展。风景园林是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创举，体现了人们对休闲生活的人文性追求。人性

化设计是风景园林设计的核心理念，基于该理念的风景园林设计会实现景观园林建设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

文章立足于风景园林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就人性化理念的风景景观园林设计问题进行探究。

1��人性化设计应用于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性

人性化的风景园林设计，即通过景观设计的形式要素，如植物配植、色彩、铺装、装饰材料等的变化，引发人们

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让人们在城市中感受自然、陶冶情操。同时，景观设计的人性化也体现在关注社会中的

弱势群体上，如关注残疾人、老人、妇女以及儿童等，景观设计要尽量为他们打造一个能与正常人一样享受新时代文

明成果的空间，如在街旁绿地的休息座椅增设老年助力踏板及扶手，将尊老爱老的美德体现在设计细节中；在儿童活

动场地，设计具有独特功能和儿童喜爱的活动场地，让儿童受到教育并健康成长；或是在设计中，融入景观的服务性

功能，使人性化的特点具备情感及生命，拉近城市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通过城市景观的视觉冲

击带给居民暖心感受，体现城市对人文关怀的重视。

2��人性化设计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2.1  多样性原则

风景园林设计的多样性，则是考虑城市居民的需求，丰富风景园林的服务功能。结合区位条件，具体了解城市局

部区域的人口密度、人流量等方面的信息，尽量使城市风景园靠近居民的活动区域，形成公共社交空间，方便人们进

行游览、休憩和娱乐。在人口密度、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风景园林景观服务半径较小，会增加其承受的负担，影响其

服务功能。服务半径的不合理设计，还会在布局区域形成“盲点”，进而影响风景园林的服务功能，难以满足城市居

民的需求。因此，应根据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差异性，进行风景园林多样化设计，满足社区范围内居民的日常休闲、

娱乐、社交的需求，从而提升风景园林对人们的吸引力。

2.2  人性化原则

城市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最初目的是为人们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支持，充分改善人们的实际生活，满足不同群

体的居住需要[1]。由此见得，人性化原则是城市风景园林绿化设计的第一原则。为了能够达到理想的风景园林设计效

果，在进行园林建设之前需要充分了解不同群体对园林绿化景观的需要，根据群体的需要来进行园林绿化景观布局，

以求通过合理的风景园林绿化景观布局为人们打造出舒适的生活环境。另外，城市风景园林在设计的时候还需要统筹

考虑城市和环境的关系，使得风景园林的设计和布局能够充分彰显自然的魅力，拉近人们实际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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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应。

2.3  可持续性原则

风景园林设计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对场地进行细致规划，不仅仅需要考虑整个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创意性及趣味

性，而且应该从时间发展的轴线上，根据景观植物的生长特性、不同年龄层人群活动的行为规律等，有意识地预留植

物的生长空间，对园林景观的近、远期发展要有清晰明确的规划，既要方便人们现阶段的使用，也要为后期的城市发

展预留适当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弹性空间，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2.4  时代性的原则

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积极有效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能够更好地推进城市建设发展。

由此可以发现，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出密切的联系，二者互相推进，互相成就。为此，基于人

性化设计理念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要将历史性和时代性充分融合在一起，通过园林景观设计来达到传承文化、展示时

代风貌的目的。

3��人性化设计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3.1  应用多样风景园林设计方法

展开风景园林设计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风景园林设计为人们创造适宜的室外活动环境，因此必须重视对于多样化

的需求进行综合考虑，应用多样化的风景园林设计方法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充分达到既定的设计目标[2]。例如，

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室外活动需求，在风景园林中规划儿童活动区域、成人活动区域及老年人活动区域三个不同的

园林区域，明确三个功能区之间的界限，分别展开差异化园林造景、投放不同的活动材料、建设不同的基础设施、使

用不同的设计方法，从而进一步完善风景园林的空间结构，确保各个年龄段群体均能够在风景园林景观中拥有良好的

活动体验，充分落实人性化设计的理念与要求。此外，在展开设计的过程之中，需要保证风景园林活动区域远离危险

区域，充分保障人们能够在园林中进行安全活动。

3.2  以人为本的景观细节设计

在人性化设计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微观设计的重视，细节设计更能够体现整体设计的人性化水平[3]。例如，对夜

景灯光进行设计时，需要保证灯光对道路的覆盖满足人眼视觉的可视物范围，同时需保证人眼可视物的舒适性与防炫

光等，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色温、不同高度的光源；在园路设计中，应该设计保证人们快速通行的便捷路径，

同时需要体现道路的美感，满足游人漫步游憩、移步异景的观景需求；设计景观水景时，也应该合理控制水深，设置

好防护措施，以防发生意外等，每一个细节设计均需要为使用者考虑。

3.3  提高空间环境丰富度

风景园林设计需要利用好城市内有限的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地进行空间规划。例如，结合地区的历史文化，对

于具有历史沉淀、文化价值的建筑，应进行保护性扩建、改建。通过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保护，充分彰显公园风景园

林的特色，同时可以减少资金投入。在靠近江、河、湖的区域建设综合公园，打造水上项目，将水面与风景园林搭配

起来，对于增加公园景色和改善城市气候有着积极的影响。社区公园的风景园林布局，应更多考虑城市居民的行为习

惯、心理需求，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4]，为社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专类公

园的设计与建设重点是如何紧抓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吸引公众参与，最大限度地发挥专类园应有的作用，

实现专类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因此，专类公园建设一方面需要靠近人口密度、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另一

方面要选择地价较低的城市边缘地带。

3.4  风景景观园林的个性化设计

在生活水平的提升下人们的审美偏好更加多元，基于人性化理念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也需要考虑人们的这种多元

化需要，实现对景观园林的个性化设计。在进行景观园林设计之前，相关人员需要广泛征集当地民众对景观园林设计

的看法和意见，在综合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来进行景观园林的设计，增强景观园林设计的地域色彩[5]。比如西安园林在

设计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挖掘民俗民风的内容，将民俗民风的内容渗透到园林小品色彩和造型设计中，使得地区园林景

观设计凸显出了西安地域特色。

3.5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美的人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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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目标，其核心理念便是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之美[6]。例如，在海绵城市的设计中有效应用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提倡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在旱季可缓解

水资源的不足，汛期则可以提高场地的排蓄能力，协调了城市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道路设计中，选择生态性能

较好的铺装材料，如草皮砖等，或使用环路网设计方法，减少路面面积，实现对间隔绿化带的合理应用，并在道路设

计过程中预留相应空间，填充草坪，以进一步增强美感，展现人性化设计与环境的自然和谐美。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风景园林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风景景观园林的建设不仅能

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而且还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景观园林设计

的重要作用，需要将人性化设计思想充分融入到风景园林设计规划中，按照人性化理念要求来进行风景景观园林的设

计，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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