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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自然因素的应用

冯志阳*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海淀� 100084

摘� 要：园林艺术是我国自古以来传承至今的艺术之一，园林艺术优点在于能把社会和自然良好的结合起来，自

然和社会结合的艺术一直是人们力求的最高艺术形态，因此，园林设计中一直讲究自然因素，在设计中自然因素是设

计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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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 �利用植物增加风景园林建筑的层次感，增加不同的植物具有不同的形态，并给人不同的美感，如小草给人柔

和之美，象征着绿意盎然；梧桐给人优雅之美，象征着古色古香等。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过程中，若能按照植物高低

形态不同、季节变化不同、色香气味不同等特征，对植物进行合理搭配，不仅能增加园林建筑层次美，亦能在每个季

节都欣赏到不同的植物形态，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享受，这种层次美、动态美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园林建筑单调性，

降低了园林建筑给人带来的生硬感，拉近了人与建筑、自然间的关系。

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加入植物园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建筑物混凝土结构的冷色调，增加了园林建筑的暖色

调，可以使人们的身心在绿意盎然、朝气蓬勃的环境中得到放松，有效发挥了风景园林建筑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利用植物配置园林景观建筑布局

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过程中，由于追求“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这就要求在设计过程中务必保持生态环境的完

整性以及植物的原生态，园林建筑设计要将自然的随意性与人为“雕琢性”灵活地结合在一起，以确保风景园林建筑

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因此，在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植物的自然属性，通过有效利用植物，合理布局

园林景观建筑，具体表现如下：

（�）在风景园林建筑布局设计过程中，在园林建筑外部设置走廊或是观赏台，并搭配种植相关植物，若当走廊或

是观赏台处于建筑上部时，可以搭配设计花圃，形成特殊形状，供人们俯视观看，构建独特的建筑景观，在起到美化

环境的同时，又保护了自然植被；

（�）风景园林建筑色彩一般属于冷色系，如青灰色等，给人以冷淡感，通过园林建筑的合理布局，将植物作为布

局中的重要因素，作为柔和性因素，能和园林建筑搭配在一起，起到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冲淡

建筑物给人的冷淡感，起到放松身心、愉悦心情的作用；

（�）草地、花卉、灌木、高大乔木等植被色彩丰富，层次感强，随着季节变化能展现出不同植物的风姿，既能向

人们传达出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亦能丰富园林建筑的空间布局，为人们营造良好的风景园林环境。

2��水体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水是生命之源，具有灵性美，将其应用于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不仅能增添园林建筑的生命活力，亦能更近一步

拉近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增加园林建筑的柔性美。水体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利用水体赋予风景园林建筑文化魅力

无论是“一江春水”、“小桥流水”还是“碧水东流”，我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都赋予水体较为丰富的文化内

涵，而在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快速的如今社会中，水体景观也往往是人们凝神静气、恢复心情的重要选择，并赋予其

特殊的文化意义。因此，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水体打造与建筑相匹配的水文景观，营造良好的空

间氛围，充分展现水体的文化内涵魅力以及灵性美，如书中常描绘的“三五座白塔，五六座拱桥，涓涓细流中是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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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草、肥美的鳜鱼，远处是枯藤老树，上方是一轮红日”。这样一个建筑与水体和谐搭配的景观空间，营造出无尽

的古诗韵味，既体现了建筑与水体的和谐统一，亦丰富了园林景观的文化内涵，赋予建筑物灵性之美，彰显了文化魅

力，还满足了人们对自然韵味的追求。

�����水体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利用

水体的灵性美使其成为风景园林建筑的重要装饰性因素，对园林建筑设计具有重要作用。“江南好，风景旧曾

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首诗充分展现了我国江南风景如画的水乡之美。在江南水

乡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的过程中，无一不把水体作为园林建筑设计的载体，装饰了无与伦比的江南水乡之美，并通过将

水体与风景园林建筑的充分融合，借助碧波荡漾、微波粼粼的水面彰显出风景园林建筑的灵性之美，如秦淮河畔、周

庄、绍兴乃至闻名世界的威尼斯水城都是建筑与水体交相辉映的重要风景景观，不仅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观赏，亦增添

了城市魅力，推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水体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涓涓细流处会让人觉得心情舒畅，奔腾江流处会让人觉

得激情澎湃，波澜壮阔处会让人觉得胸怀浩瀚等。因此，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要紧抓人与水间的紧密关

系，通过设计水榭、塔亭、拱桥等增加人与水接触的空间范围，以带给人良好的视觉体验。

3��地形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地形既是建筑的基础，也是影响建筑质量的因素，在设计过程中，一定要对其特性展开深入的研究，以此为基础

制定合理的设计方案。

�����环境因素与外貌

针对环境角度分析，地形是连接环境因素和外貌的重要手段，其不仅可以反映出该区域的美学特性，还可以合理

划分空间结构，凸显各区域的功能性，提升风景园林的价值。所以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为有效凸显设计要素，提

升观赏效果，就要结合地形的具体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将地形作为建筑的核心内容，并有效结合主线设计要点对各景

观要素进行控制，使平缓地形区域得到有效的协调与统一，崎岖地形区域得到合理的分割，做到凹凸地形合理有效的

利用到位，从而做到我们的风景园林在建筑设计中更加美轮美奂。

�����环境形态及排列顺序

在选择和分析风景园林建筑地址时，要对区域内的地形情况展开准确评估，特别针对地形平坦程度，均匀性，均要

运用科学有效的方式准确计算，从而提高风景园林建设的效果和质量。另外在设计过程中，还要以地形结构为基础，有

效判断园林的建筑结构和方位，基于此，便可加强风景园林同环境间的协调性，从不同方面彰显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

�����视觉依据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目的是：坚持以人为主，打造满足人们需求的文化景观，充分展现其设计的美学价值。在园址

效果凸显过程中，除了将风景园林同周边的建筑有效融合，以此加强设计的自然特性外，还要确保地形尺度的适当

性。若地形尺度在设计时，发现其超过景观建筑结构，就要将地形作为背景，强化其余建筑结构间的衔接效果；如若

地形尺度与建筑结构持平，则可以充分利用地形地貌特征，来凸显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的整体效果和特色。

4��光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应用

在进行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光与影在其中有极其丰富的艺术性。光与广大民众生活联系较密切，且光具有反射

的特点，使光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能让人在心理和视觉上得到有效满足，让人在心灵上产生一种慰籍感。光能把

建筑物的影子映射在地面上，在无形中会给建筑物带来一种活力。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光的应

用，通过把光与建筑设计充分融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产生一种独特的建筑美。在西方

建筑物中使用彩色玻璃窗设计，就是对光使用的一种典型案例，当光线照射到玻璃上后就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

5��山石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山石在风景园林中的布置

景石在风景园林中的布置营造，应该遵循“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原则。认真景石选材和山石景观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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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山石的意境，体现石材自身自然个性的优点。在对风景园林建筑设计进行置石和山石景观艺术创作中，保证山石

的自然性，注意整体景区构造，以及环境协调关系。根据风景园林的不同建筑要求和景区的不同特征，对山石景观进

行不同的艺术构造。

�����山石景观的分析

在风景园林景观建筑设计中，对山石景观构造分为：自然地貌式山石景观、艺术造型式山石景观、意境式山石景

观和抽象式山石景观。风景园林自然地貌山石景观的构造，应根据岩性和地质构造不同，进行景观构造，使观众感受

自然的美好；对自然山石景观进行概括和重组，通过夸张和变形等艺术手段对山石景观进行处理，体现山石景观的艺

术性；用抽象的意境进行山石景观的构造，引发观者的联想；运用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山水造型进行抽象处理和构

造，，表现风景区园林景观建筑设计的内在意境。

�����进行山石构造的方法

（�）提高对景观园林学的应用：置石与山石景观是园林重要的构造组成部分，体现风景园林学的艺术理论，借鉴

成功的风景园林景观，发挥山石构造在园林景观建筑中的作用，融入园林环境；

（�）建设现代化山石园林景观体系：对风景园林景观山石的构造，建立置石和山石景观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实现

风景园林山石景观的艺术创作；

（�）创新风景园林山石构造的方式：对风景园林景观的置石和山石景观艺术创造形式，进行创新，丰富山石景观

构造的内容。

结语

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若想充分体现点景和观景的功能，不仅要将地形、植物和水体应用其中，还要在应用过程

中，根据风景园林建筑的需求，对它们给予合理的配置与规划，以减少对现有生态格局的影响，促进地形、植物和水

体更好的成为风景园林建筑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李岚�解析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自然因素的应用>-@�现代装饰�理论����������

>�@王辉�浅析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应考虑的几个自然因素>-@�城市建筑��������������

>�@马玉桩�自然因素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现代园艺������������

>�@高宗翔�地形、植物、水体在风景园林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科技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