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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的融合探讨

赵宇洲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园林景观建筑是供人们休憩、观赏的建筑物，它与一般建筑工程不同，以亭、楼、厅堂等建筑物为主，

既要保证建筑的整体质量，又要满足园林景观的艺术特征，使建筑与植物、水景等有机结合，形成相应的风格，确保

园林的观赏性和整体效益。本文通过对园林景观中建筑设计的特点及特征、园林建筑的功能、设计技巧及设计理念等

方面的探讨，阐述了建筑设计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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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背景下，建筑设计水平

得到明显提升，在保证建筑物实用性与安全性的基础上，

加强建筑物的美观性与时尚性，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城市规

划设计，而且为建筑业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园林

景观设计也是城市规划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风民俗等，

将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进行有效融合，既是建筑设计

与园林景观设计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城市化进程发

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当前我国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融

合技术尚不成熟，因此需要各个城市加大建筑设计与园林

景观设计的人、财、物力的投入，创新融合理念与技术，

提高二者的融合速度与效果。

建筑设计主要侧重于建筑物自身带有的实用性以及

建筑完成的质量情况;而景观设计可以辅助建筑设计赋予

建筑的美感，二者具有相对性，但又具有统一性，因此

需要建筑设计人员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朝

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首先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的融

合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建筑行业朝着绿色方向发展;同时

也为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其次，

两者的结合也有助于我国建筑环境得到改善，充分体现

了绿色建筑的基本理念与人文理念。除此之外，园林景

观设计与建筑设计融合助力了美丽中国的构建，对于提

升生态环境品质也有很大帮助。立体绿化的发展同样建

立在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融合基础之上，极大提升

了空中绿化率基础，可以有效消除城市热岛效应，清新

城市空气，减噪减污染。因此，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

计融合可以给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

园林景观设计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内容

在项目设计阶段，技术人员要做好周边项目设计改

造，对风景小品、花草树木等要素展开优化设计，全面

提升设计成效，同时避免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较大负面

影响。设计人员要注重结合设计任务拟定完善的规划设

计方案，深入研究园林景观设计新技术、新理念，促使

园林设计能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在景观设计中，设计人

员要将建筑设计、园林设计理念、设计方法集中整合。

通过设计提升环境舒适度，强化设计艺术特征、实用性

特征。

建筑设计需要园林景观设计来衬托

与园林景观设计不同，建筑设计以实用性为主，是

空间的艺术设计，是人类经济、科技、艺术发展的重要

产物。建筑设计的美不仅仅来来自其外观，还来自其与

环境的完美融合，成功的建筑设计是一种具有独特地方

特色的建筑理念，能够充分表达地方历史文化和地域民

族特征。但是，园林景观设计在建筑设计中也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净化空气、调节气流、调节温湿度

等，因此成功的建筑设计需要与园林景观完美融合，这

是人文思想和地域特色的产物。例如，苏州园林中有很

多江南水乡的符号，这是一种特有的符号印记，体现了

独具地域特征和人文思想的园林风格[2]。

园林景观设计需要建筑设计来表达

园林景观设计要素一般分为自然景观要素和人工景

观要素两种，其中自然景观要素包括花草树木、山丘河流

等，人工景观要素包括艺术小品、文物古迹、建构筑物

等，通过将这些景观要素系统地组织起来，并结合风水，

将其打造成完整、和谐的景观体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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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必然少不了建筑设计，例如亭台楼阁、回廊等建筑，将

建筑设计巧妙地融入于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不仅可以提

高园林景观设计的艺术性，还可以增强园林景观设计的实

用性，提升园林景观设计的综合价值。

选址

选址应根据周围环境和视野范围，营造出某种与自

然和谐的典型景观效果的园林艺术形式。所以建筑的选

址是否合适，与景区面积的多少和公园风景的优美与

否密切相关。从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开始，然后做一个

实地调查，挑出几个合适点。中国古代的寺院在选址上

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它必安排在山间最高爽的地方，有

良好的水源，无烈风寒日，具坐拥与顾盼山足之胜，隐

而不露，遥看近无，寺前则豁然开朗，妙趣横溢。如坐

落在苏州拙政园西部的与谁同坐轩，亭子平面呈扇形，

整座亭子立面也呈扇状，掩映在绿树丛中，犹如唐伯虎

的册页扇画面，显得古朴典雅，亭内的陈设布置，如窗

洞、美人靠、桌椅、宫灯等均作扇形，与整个亭子交相

辉映，相得益彰，此亭隔水面对“别有洞天”圆洞门的

入口处，在水面180°的视角范围内，水池对岸曲曲折折，

高高低低的波形廊犹如漂浮在水面上，亭的两侧实墙上

开了两个颇似古代陶器状的洞门，以便通行，一个门对

着“倒影楼”，一个门对着“卅六鸳鸯馆”，这在平面

上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对应美学关系及观赏的视界范围，

而其背面墙上的空窗，正好成了山坡上笠亭的框景，显

示出此亭在选址上的别具匠心。

主体结构设计

从园林景观建筑的整体结构看，混凝土和钢筋混凝

土仍占很大比例，施工作业需采用现浇混凝土或混凝土

构件，设计人员需对施工过程进行具体设计。现浇混凝

土设计的关键在于混凝土配比。工作人员应事先了解混

凝土配合比设计依据，包括有关文件、资料等，并遵循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原则，包括施工和易性、强度和耐久

性等，避免影响施工技术应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分四

个阶段进行。设计人员应根据混凝土本身的原料组成，

在满足强度和施工等要求后，初步计算其配合比，确定

单位水泥用量、水用量和粉煤灰用量，检测是否符合规

范要求。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性能检测，及时发现配合

比设计中存在的隐患，最终得出结果，并进行相应的调

整。另外，在混凝土构件设计时，设计人员需要将景观

建筑分为梁柱、楼梯等不同项目，计算混凝土构件的尺

寸和数量等，并通过编号来保证构件的有效性。

推动融合设计理念

要注重整合生态发展理念，在设计中积极融入绿色

建筑发展理念。注重遵从循环应用、绿化设计、资源配

置、光线整合等要素，提升建筑设计成效。在融合设

计阶段，要在满足建筑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展开艺术设

计，在各项设计措施灵活应用基础上进行建筑规划，这

样能实现自然要素与建筑要素和谐统一[3]。在设计中，

要注重对建筑结构整体规划要求进行研究，补充丰富的

园林景观内容。综合建筑定位要求以及风格特征，对景

观设计比例进行控制。集中整合现有资源，强化各项资

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根本上提升景观设计成效。此外，

还要达到建筑项目结构规划要求，做好软景面积规划设

计。全面提升硬质景观、软景绿化面积的科学规范化，

实现二者有效融合。在各类绿化植物选取中，要以地理

环境特征为基础，选取更多功能性、观赏性突出的本土

植物。这样能有效控制项目经济成本，保障景观植物生

长成活率，全面提升建筑结构美观度，保障建筑结构规

划与园林景观有效结合。在景观设计中，要注重对建筑

结构分布现状合理分析。重点提升景观设计层次性、立

体性，综合。

交通景观布局和建筑设计的融合

园林景观设计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交通景观布局的

设计。古人所言“曲径通幽处”就是在这项工作上得以体

现。城市化建设的当下，交通要道遍布在建筑物的周边是

常态，对居民日常出行有着很大的影响。例如，建筑设计

人员首先必须坚持人车分流的设计原则。如，在针对宅前

路的设计上，可以采取“游园路”的方式展开设计。简单

来说，主要就是采取自由弯曲形态的道路，在道路两侧分

布设计乔木或者景观小品等，以此来让道路两侧的景观与

建筑物之间形成一种照应。其次，在针对交通景观布局设

计上，设计人员可以利用植物群落，再采取小尺度精细布

局的方法将道路两旁的景观进一步凸显出来。交通景观

布局和建筑设计的融合实际上也是对景观视觉效果上的满

足，更是对城市美化建设的完善。

注重生态平衡融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如果设计方法

不合理、设计工艺不规范就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

坏，近年来，随着我国绿色环保、低碳节能发展战略

目标的提出，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



129

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性，在此背景下，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要想实现更

好的融合与发展，就必须坚持生态环保的设计原则，尽

可能采用绿色、无公害的建筑材料，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工艺设计，将自然风景巧妙融入建筑设计或园林景观设

计中，在提升城市规划设计质量的同时，加大自然生态

环境保护力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园林建筑因所处地域不同，气候不同，因具有不同

的特点。园林建筑既要重视其个性，也要兼顾地方特

色，而同一地方的园林建筑，也不能强求一致，各地的

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都使园林景观变化万千。如何

形成特色，在于设计者之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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