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第6卷� 第12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112

城市景观规划中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的要点

张思宸
南华大学松霖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0

摘� 要：城市景观规划中，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注重融合人的需求与自然景观。要点涵盖：合理布局设施，提升

设施舒适性与实用性；细致规划道路与植物配置，强化照明设计；融合城市历史与现代文化，展现特色；全面考虑儿

童、成人及老年人等不同群体需求，实施无障碍设计；强调生态环保，采用环保材料及雨水收集系统。这些设计旨在

打造生态友好、功能完善、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风景园林，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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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城市景观规划中，风景园林的人性化设计是

提升城市空间品质、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关键环

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舒适度

和美学要求日益提高，风景园林作为城市绿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设计不仅要注重生态效应，更要融入人性化

理念。通过合理布局、细节雕琢、文化融合与生态环保

等多维度考量，旨在打造既符合自然规律，又贴近人类

生活习惯的绿色空间，为城市居民提供舒适、便捷、安

全的生活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的理论基础

1.1  人性化设计的定义与内涵
（1）人性化设计的核心理念。人性化设计是指在设

计过程中，充分融入人的需求、行为习惯、心理感受等

因素，旨在创造出更贴近人类生活、满足人类期望的产

品或环境。其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强调设计应服

务于人，尊重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需求。（2）在风景
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价值。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人性化设

计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升园林环境的舒适度、便捷

性和安全性，增强园林的吸引力与亲和力，满足市民休

闲、娱乐、健身等多元化需求。同时，人性化设计还能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可持续发展。

1.2  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的相关理论
（1）景观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强调在风景

园林设计中应注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通过合理配置植物群落、优化空间布局等手段，营

造生态友好的园林环境。这一理论为风景园林人性化设

计提供了科学依据，确保设计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

不破坏生态环境。（2）行为心理学理论。行为心理学理
论关注人的行为与心理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设计应适

应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在风景园林设计中，行为

心理学理论的应用有助于创造出更符合人类行为习惯和

心理需求的园林空间，如设置合理的流线、提供舒适的

休憩场所等。（3）人文关怀理论。人文关怀理论强调以
人为本，关注人的情感、精神需求和社会归属感。在风

景园林设计中，人文关怀理论的应用体现在对园林环境

的文化内涵、历史传承和艺术表现等方面的重视，旨在通

过园林设计传递人文关怀，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3  人性化设计在城市园林中的体现
（1）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与归属感。人性化设计在城

市园林中的体现之一，是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通过将

城市的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园林设计中，不仅能够保护城

市的文化遗产，还能激发市民对城市的热爱和归属感。

（2）尊重自然和适宜人的空间尺度。人性化设计还强调
尊重自然和适宜人的空间尺度。这要求设计师在园林设

计中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特征，合理布置景观元素，

创造出既符合自然规律又适宜人活动的空间环境。

2 城市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的意义

2.1  提升城市生活质量
（1）改善城市气候与环境。城市风景园林通过科学

合理地配置植物，可以有效调节城市微气候，如增加空

气湿度、降低温度、减少噪音污染等。茂密的绿化带和

开放空间还能作为城市的“绿肺”，吸收空气中的有害

物质，释放氧气，改善空气质量。此外，风景园林中的

水体设计，如喷泉、小溪等，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通

过蒸发作用进一步调节城市温度，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

宜居的生活环境[1]。（2）提供休闲娱乐空间。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人们越来越渴望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城市风景园林的人性化设计，通过规划多样化的休闲区

域，如草坪、步道、儿童游乐区、健身设施等，为市民

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选择。这些空间不仅满足了人们

的基本活动需求，还促进了邻里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

了社区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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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
（1）传承历史文化，体现城市特色。城市风景园林

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融入地方历史文化元素，

如古建筑复原、民俗雕塑、历史故事墙等，风景园林不

仅能够传承和弘扬城市的历史文化，还能让市民在游览

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城市的独特魅力，从而增强对城市的

归属感和自豪感。（2）融合现代元素，提升城市形象。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城市风景园林的设计也应与时俱

进，融入现代审美和设计理念。通过采用新型材料、

创新设计手法，结合现代科技（如智能照明、互动装置

等），风景园林不仅展现了城市的活力与创新精神，也

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吸引了更多游客的目光，促进

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2.3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构建生态友好的城市环境。城市风景园林的人

性化设计强调生态优先，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多

层次、多维度的生态系统。通过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

生态恢复技术和雨水管理等措施，风景园林不仅美化了

城市，还为鸟类、昆虫等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促进

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2）满足人们亲近自然
的需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愈发渴望与自然

亲密接触，寻求心灵的慰藉。城市风景园林通过打造亲

水平台、观鸟区、自然教育径等特色区域，为人们提供

了亲近自然、了解自然的窗口，满足了现代人对于健康

生活方式的追求，促进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3 城市景观规划中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的要点

3.1  合理布控风景园林内部设施
（1）道路、绿地与设施的和谐布局。风景园林的

内部布局需精心规划，确保道路、绿地与各类设施间形

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路设计不仅要满足基本的交通需

求，更要注重与周围环境的融合，通过曲线优美的路径

引导游客漫步，享受自然之美。绿地布局则需兼顾生态

功能与景观效果，运用不同种类的植物营造出四季变换

的景观层次。设施的设置应遵循简约而不简单的原则，

既满足游客休息、娱乐的需求，又不破坏园林的自然韵

味，如座椅、凉亭等应巧妙融入环境，成为园林中的点

缀。（2）提高设施的舒适性和实用性。设施的舒适性与
实用性是人性化设计的重要体现。座椅的材质、高度、

倾斜角度需经过精心考量，确保游客长时间坐卧而不感

疲劳。垃圾桶、指示牌等设施的设置需考虑人体工程学

原理，便于游客使用。同时，设施的维护管理同样重

要，确保设施干净、整洁、功能完好，为游客提供良好

的使用体验[2]。

3.2  加强细节处人性化设计
（1）景观道路的规划，满足人流需求。景观道路的

规划需根据园林的实际情况和人流预测进行合理设计。

在人流密集的区域，道路宽度应适当增加，确保游客顺

畅通行。同时，通过设置休息平台、观景台等节点，引

导游客有序游览，避免人流拥挤。道路的材质、色彩、

纹理等也需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营造出自然、舒适的步

行环境。（2）植物选择与配置，注重观赏性和存活率。
植物作为风景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择与配置直接

关系到园林的景观效果和生态功能。在选择植物时，需

考虑其适应性、观赏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通

过合理配置不同种类、高度、色彩的植物，形成层次丰

富、季相明显的景观效果。同时，注重植物的养护管

理，提高存活率，确保园林的景观效果持续稳定。（3）
照明设施的设置，提供夜间活动的安全保障。照明设施

的设置对于提升园林夜景、保障游客安全至关重要。在

主要道路、活动区域和重要景点周围设置柔和而明亮的

照明设施，为游客提供清晰的视觉引导。同时，注重照

明设施的节能性和环保性，选择高效节能的灯具和控制

方式，减少能源消耗和光污染。

3.3  注重特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1）融入城市历史和文化元素。风景园林是城市文

化的缩影。在设计过程中，应深入挖掘城市的历史和文

化资源，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元素和文化符号融入园林

设计中。通过雕塑、壁画、碑刻等形式，展现城市的历

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同时，注重园林的整体布局和建筑

风格，使其与城市的历史风貌相协调，增强游客的文化

认同感和归属感 [3]。（2）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体现时
代感。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风景园林设计也应与时俱

进，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通过运用新材料、

新工艺和智能化技术，提升园林的实用性和观赏性。同

时，注重园林的开放性和互动性，设置互动装置、智能

导览系统等，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通过现代设

计理念的运用，使风景园林成为展现城市现代化风貌的

重要窗口。

3.4  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1）儿童娱乐区、健身区等多样化设计。风景园林

应成为全年龄段游客的乐园。在设计过程中，需充分考

虑不同人群的需求。为儿童设置安全有趣的娱乐设施和

活动区域；为成年人提供健身、休闲的空间；为老年人

打造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同时，注重无障碍设计，确

保特殊人群（如残疾人、老年人）能够方便地进出和使

用园林设施。（2）无障碍设计，考虑特殊人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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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计是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设

计师需从细微处入手，关注特殊人群的需求。如设置坡

道、扶手、电梯等无障碍设施，确保轮椅使用者能够方

便地进出和使用园林；在主要道路和活动区域设置清晰

的导向标识和语音提示系统，帮助视障人士更好地导

航；在座椅、厕所等公共设施旁预留足够空间，便于肢

体残障人士的使用。

3.5  强调生态与环保
（1）使用环保材料，进行生态设计。在风景园林建

设中，应优先选择环保、可再生的材料，如竹材、再生

塑料、石材等，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破坏。

同时，采用生态设计理念，如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绿

色屋顶与墙壁、生态池塘等，提高园林的自我调节能力

与生物多样性，促进园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4]。（2）
雨水收集与利用，节能减排。雨水收集与利用是风景园

林生态设计的重要一环。通过设置雨水花园、透水铺

装、蓄水池等设施，收集并利用雨水资源，减少城市雨

水径流，缓解城市排水压力。收集的雨水可用于园林灌

溉、景观水体补水、厕所冲洗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

用，降低水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推动园林向绿色、低

碳方向发展。

4 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4.1  面临的挑战
（1）土地资源有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

资源日益紧张，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区域，可用于风景园

林建设的土地资源尤为有限。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

风景园林的人性化设计，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设计与维护成本问题。风景园林的设计与维护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高质量的设计往往伴

随着高昂的成本，而长期的维护更是需要持续的资金支

持。如何在保证设计质量的同时，有效控制成本，成为

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面临的又一难题。（3）公众参与不
足。风景园林的建设与使用直接关乎市民的切身利益，

但往往在实际操作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并不高，导致设

计成果与市民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如何增强公

众参与，确保设计更符合市民需求，是提升风景园林人

性化设计水平的关键。

4.2  应对策略
（1）合理规划土地资源。针对土地资源有限的挑

战，我们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土地资源来加以应对。一方

面，可以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废弃地等闲置空间进行

风景园林建设，提高土地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立

体绿化、屋顶花园等创新设计手法，在有限的空间内创

造更多的绿色空间。（2）引入先进技术，降低维护成
本。为了有效控制设计与维护成本，我们可以积极引入

先进技术。例如，利用智能化管理系统进行园林灌溉、

照明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通过采用耐候

性强、维护成本低的植物材料，减少长期维护成本。同

时，加强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确保设计的经济性与实

用性。（3）加强公众参与，了解市民需求。增强公众参
与是提升风景园林人性化设计水平的关键。我们可以通

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社区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

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确保设计更符合市民的实际需求。

同时，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邀请市民代表参与，让他们

直接参与到设计方案的讨论与决策中，提高设计的透明

度与民主性。

结束语

风景园林的人性化设计，在城市景观规划中占据举

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还深刻影响着

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细致入微的设计考量，我们赋予

了风景园林更多的实用价值与人文关怀。未来，我们应

继续秉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不断探索与创新，让风

景园林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市民营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环境，共同推动城市向着更加宜居、和谐、可持

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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