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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张利洋Ǔ张丹丹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Ǔ河南Ǔ郑州Ǔ450000

摘Ȟ要：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持与增强自然生态的和谐共

生。研究通过构建生态格局、优化植物配置、创新水体设计、融入地域文化及运用智慧化技术等多维度策略，旨在打

造既满足居民休闲需求又促进生态平衡的公园景观。研究强调，生态优先、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及人性化设计是关

键原则，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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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生态环境的概念和特点

城市生态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指城市中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综合

环境体系。它不仅包括了城市区域内的自然要素，如

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还涵盖了由人类活

动构建的社会经济系统，如建筑、道路、绿地、工业布

局、人口分布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文化、政策等非物

质因素。这一概念强调了城市环境中自然与人工的紧密

融合，以及这种融合状态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城市可

持续发展乃至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影响。城市生态环境

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高度人工化：城市生
态环境是人类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自然环境被大量的

人工设施所替代或改造，如高楼大厦、道路网络、公园

绿地等，形成了独特的人工生态系统。（2）复杂性：城
市生态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

着复杂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关系，形成了

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多功能的复杂网络[1]。（3）脆弱
性：由于城市生态系统的高度人工化和复杂性，其自我

调节和恢复能力相对较弱，对外部干扰（如污染、自然

灾害等）的抵抗力较低，一旦遭受破坏，往往难以迅速

恢复。（4）开放性：城市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
统，它不断与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

信息的交换，这种开放性使得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具有

连锁反应和全球性影响。（5）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城市
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居住、工作、休闲等多种服

务功能，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健康、福祉和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维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规划和管

理的重要任务。

2��城市生态与公园景观的关系分析

2.1  城市生态系统特征
城市生态系统，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载体，其特征

远远超越了单一的自然环境范畴。这一系统融合高度复

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要素，形成独一无二的城

市景观和生态格局。城市内，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道路

网络交织如网，人口密集且流动性强，经济活动频繁，

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生态系统的高度人工化特征。城市作

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

息的交换，如进口资源、排放废物、接收和辐射能量

等，体现其开放性的本质，这种高度的人工化和开放性

也使得城市生态系统在面对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外部

干扰时显得尤为脆弱，需要更加精细的管理和维护来确

保其稳定运行。

2.2  公园景观的生态功能
公园景观，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更在生态功能上发挥着不可估量

的作用。作为城市中的“绿肺”，公园通过大量的植被

覆盖，有效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显著改

善了城市的空气质量，为居民提供了清新的呼吸环境，

公园内的水体和植被还能调节城市微气候，缓解城市热

岛效应，降低夏季高温，提升居民的生活舒适度。更重

要的是，公园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栖息地和迁徙

通道，有助于维护城市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平衡。公

园作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对于缓解生活压

力、促进身心健康、增强社区凝聚力等方面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2.3  公园景观与城市生态的相互影响
公园景观与城市生态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相互

影响关系。一方面，公园景观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建设和维护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

升城市生态服务功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公园内的植

被覆盖和水体净化能够减轻城市污染负荷，改善水质和

空气质量；公园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助于维护生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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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另一方面，城

市生态状况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公园景观的可持续发

展。城市污染、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不

仅会破坏公园内的自然环境和景观风貌，还会对公园内

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2]。

3��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原则

3.1  生态优先原则
在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中，生态优先

原则不仅是基础，更是核心指导方针。这一原则强调，

在规划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

定置于首要地位。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在选址、布局、

植被选择、水系设计等方面，都要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

的尊重和保护。通过科学规划，确保公园成为城市中的

生态绿洲，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空气

质量，还能为野生动植物提供适宜的栖息环境，促进生

物多样性的恢复与保护，生态优先原则还倡导使用环保

材料和技术，减少建设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推动公园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3.2  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在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它要求设计者将公园视为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孤立的存在。在规划过程中，需

要全面考虑公园与城市空间结构、文化特色、社会经济

状况等方面的关系，确保公园景观与城市整体风貌相协

调。通过合理布局公园内的各个功能区，如休闲娱乐

区、文化展示区、生态保育区等，形成功能明确、相互

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还要注重公园与周边环境的融

合，通过景观过渡带、视线通廊等设计手法，使公园与

城市其他区域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和谐统一的城市景观

体系。

3.3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现代公园景观规划设计的核心理

念之一。它强调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必须考虑未来

发展的需要，确保公园景观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在规划

设计中，应注重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通过采用节水

灌溉、雨水收集利用、太阳能照明等环保技术，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同时要关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通

过科学的管理和维护，促进公园景观的自我更新和持续

发展。还要注重公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通

过合理的经营模式和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公园景观的可

持续发展。

3.4  人性化原则
人性化原则在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中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它要求设计者以人的需求和感受为出发点，创

造出一个既美观又实用的公园环境。在规划设计中，

应注重游客的游览体验，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便捷的

交通流线、舒适的休息设施等设计手法，为游客提供便

捷、舒适的游览环境[3]。还要关注公园的文化内涵和教育

意义，通过设计富有特色的景观节点和文化展示区，提

升游客的文化素养和环保意识。要充分考虑特殊人群的

需求，如残疾人、老年人等，通过设置无障碍设施、提

供贴心的服务等方式，确保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公园的

美好环境。

4��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策略

4.1  生态格局构建策略
在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中，生态格局

的构建是首要任务，它直接关系到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应进行全面的生态现状评估，包括地

形地貌、土壤类型、植被分布、水文条件以及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的调查与分析，以明确公园的自然基底和生态

潜力。基于评估结果，合理规划生态保护区、生态缓冲

区、生态廊道等关键生态要素，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

生态网络体系。通过保留和恢复自然生态斑块，如湿

地、林地、草地等，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和迁徙通

道，增强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稳定性。利用生态廊道将

公园内外的生态系统连接起来，促进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动，形成开放而稳定的生态格局。在生态格局构建过程

中，还需注重景观异质性的创造，通过地形改造、植被

配置等手段，形成多样化的景观空间，提高生态系统的

复杂性和抗干扰能力。例如，可以设计不同高度的地形

变化，以模拟自然山体的形态，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视觉

体验和活动空间；在不同区域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形

成多样化的植物群落，提高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和稳

定性，还应考虑人类活动对生态格局的影响，合理规划

游憩设施、道路系统等人工要素，避免对自然环境的过

度干扰和破坏。

4.2  植物景观规划策略
植物是公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城市生

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植物景观规划中，应坚持适地适

树的原则，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

作为骨干树种，同时适当引入具有观赏价值和生态功能

的外来植物，以丰富植物种类和景观层次。通过科学配

置植物群落，形成乔、灌、草相结合的复层结构，提高

绿地的生态功能和景观效果。在植物景观规划中，还需

注重植物的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可以选取具有地方特

色或历史意义的植物品种进行种植，以展现城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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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蕴和历史传承；设置植物标识牌、科普解说系统等设

施，向游客普及植物知识，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科学

素养。还应注重植物的季相变化，通过合理配置常绿与

落叶、观花与观叶植物，形成四季有景、季季不同的植

物景观，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视觉享受和情感体验。

4.3  水体景观设计策略
水体是公园景观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它不仅具

有美化环境、调节气候的功能，还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水体景观设计中，应充分考虑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和生态保护，应进行科学合理的水系规划，根

据地形地貌和水文条件确定水体的形态、规模和布局。

在保持自然水系连通性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人工改造和

修饰，形成富有特色的水体景观。在水体景观设计中，

应注重水质的保护和治理。通过建设生态浮岛、人工湿

地等水处理设施，利用植物和微生物的净化作用去除水

体中的污染物和富营养化物质；同时加强日常管理和维

护，确保水体的清洁和卫生。应注重水体的景观效果和

文化内涵的挖掘。可以通过设置亲水平台、水上栈道等

设施增强游客与水体的互动体验；同时结合当地的文化

传统和地域特色进行景观设计如设置水景雕塑、喷泉等

艺术装置提升水体景观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

4.4  文化景观融入策略
在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中，文化景观

的融入是提升公园内涵与特色的重要手段。文化景观不

仅反映了城市的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还能

增强游客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了实现文化景观的

有效融入，需进行深入的文化调研，挖掘和整理城市的

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艺术特色等资源，明确文化主题

和表现方式[4]。在规划设计中，可以通过设置文化广场、

历史雕塑、文化墙、艺术装置等景观元素，将文化元素

巧妙地融入公园空间之中，形成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景

观节点。同时还可以结合文化活动、节庆庆典等形式，

丰富公园的文化内涵，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文化景观

的融入还需注重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避免对自然环境的

破坏和干扰，实现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4.5  智慧化技术应用策略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智慧化技术已成为推动公园

景观规划设计创新的重要力量。在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

景观规划设计中，智慧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升公

园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还能增强游客的互动体验和

参与感，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公园

内的环境参数、游客流量、设施状态等进行实时监测和

分析，为公园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引入智能导览系

统、自助服务终端等智能化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的服务体验。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区，让游客
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自由穿梭，享受科技带来的乐趣，智

慧化技术还可以应用于公园的生态监测和保护中，通过

无人机巡航、智能监测站等设备，对公园内的生物多样

性、水质状况等进行全面监测，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保护公园的生态环境。

结束语

通过对基于城市生态的公园景观规划设计研究的深

入探索，认识到，公园不仅是城市绿肺的延伸，更是文

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载体。未来的公园设计应更加注重

生态平衡与人文关怀的结合，运用智慧化手段提升管理

效率与游客体验，让公园成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窗口和居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地。

参考文献

[1]魏柳.基于城市生态公园景观规划设计研究[J].有色
金属设计,2024,51(1):84-87.DOI:10.3969/j.issn.1004-2660. 
2024.01.018.

[2]骆明星.探析环境艺术设计在现代城市景观建设中
的作用[J].艺术教育,2020(6):255-258.

[3]韦新宇.生态文明理念下的公园景观生态设计策
略及实践[J].规划师.2022,38(z1).DOI:10.3969/j.issn.1006- 
0022.2022.z1.016.

[4]高月,张帆.基于微景观生态空间的灵芝盆景室内
设计艺术[J].中国食用菌.2020,(9).DOI:10.13629/j.cnki.53- 
1054.2020.09.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