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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城市时代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以雾霾天气、水资源污染等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重点关注。风景园林作为一项生态工程,其能够优化城市环境,美化城市形象,是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的一种有效路径。然而在城

市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对生态城市建设造成了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城市风景园林现

状,然后对风景园林的规划与设计策略进行了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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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家与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城市

生态环境建设,这就为城市风景园林工程创造了新的发展机

遇。然而事实上,因为受到来自于不同方面的影响,城市风景

园林工程规划与设计工作存在着一定局限性,比如设计缺少

新意,盲目的模仿发达国家规划与设计方法,或是胡乱的融

入我国传统性园林方式,根本没有什么特色,更不用说传统

文化的体现了,许多城市风景园林都是大同小异。基于此,

分析城市时代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策略,同时对未来发展

方向进行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1 城市化时代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面临的问题 

1.1 设计工作人员素质低 

关于城市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工作,基本是由设计师负

责,所以施工前设计师必须要编制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从

风景园林方面分析,其涉猎了生物学、设计学以及环境学等不

同领域的知识,由此对设计师有着严格要求。然而事实上,有

的设计师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比较低,若是在工作之中没有

严格遵循设计基本原则,那么就可能会造成设计方案与现实

需要背道而驰,从而严重影响风景园林建设效果。 

1.2 城市绿地资源少 

基于城市化时代环境下,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尤为重要。然

而有的城市因为过于追求经济的发展,而没有编制科学、有效

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案,以致于城市空间被大量的住宅区与

商业区所占据,绿化带和绿地资源少,进一步压缩了城市风景

园林的建设空间[1]。与此同时,绿地、绿化带的分布又不是很

均匀,限制了其生态作用与价值的开发。 

1.3 风景园林设计缺少新意 

从本质上分析,城市风景园林拥有生态性功能、观赏性

功能,有的风景园林还代表着城市的形象,所以极具审美价

值。然而纵观我国城市风景园林现状,许多风景园林的设计都

是大同小异,缺少创新性,并没有将地方特色、人文特点、传

统文化呈现出来,这也使得风景园林的价值大打折扣[2]。基于

此,作为城市风景园林设计师,一定要突出个人能动性,设计

出极具魅力与特色的园林景观。 

1.4 生物多样性不足 

大多风景园林设计师因为缺乏创新性,在设计时仅仅侧

重于生态功能性,从而就造成了植物选择呈现单调性,基本

是以常绿高树苗木作为主体,而且灌木、乔木结构也十分的

单一,从而就造成风景园林生物多样性存在着不足,从而对

风景园林价值造成负面影响。 

2 城市化时代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策略 

2.1 选择高素质、高能力的设计师 

风景园林的规划与设计效果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形象,也

决定着风景园林自身的价值,所以就要选择高素质、高能力

的设计师。第一,设计师必须要拥有深厚的实践设计经验,

根据各种需要编制科学的设计方案。第二,设计师必须拥有

综合性且扎实的理论知识,从风景园林布局、植物搭配以及

特色等各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三,设计师必须拥有创新理念与

创新意识,风景园林是城市形象的一种代表,所以需要与城市

文化、特色相融,为风景园林打造独特、深厚的审美价值[3]。 

2.2 深度开发绿化空间 

新时代下,城市的绿化带和绿地空间比较少,这对城市

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优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基于此,为了能够

达成城市风景园林规划目标,就需要深度开发土地资源,然

后展开科学性规划,最大程度上创造绿化空间,从而为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带来更多的绿地资源[4]。比如现有的城市风景

园林,以此作为基础重新进行科学布局、优化,促进各个绿化

带之间的衔接与贯通,深化风景园林的生态性。还有可以于

城市住宅区、商业区间,综合分析实际情况新建风景园林,

进一步拓展绿化程度,从而为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空间。 

2.3 追求风景园林设计的新颖性 

目前,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工作最为突出的两种现象

就是模仿痕迹十分严重、传统文化要素的缺失。其一是由设

计师所引发的,其二是设计理念、创新意识的匮乏。纵观我

国许多城市风景园林发现,它们都呈现出了浓重的西方色彩,

追求于“形”的塑造,反而忽略了传统文化关注的“意境”,

从而不具备审美内涵。基于此,作为城市风景园林设计师,

一定要深挖创造性,促进设计与我国传统文化要素的深度融

合,构建“诗意化”的城市风景园林,讲究自然,人工雕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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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多,同时也要充分汲取我国古典园林经验与价值,营造出

一种“古典”风情,为城市居民创造出一种和谐、自然、生

态的生活环境。 

2.4 借用“木”元素 

树木自身就蕴含着自然性、生命性,这也是城市风景园

林的核心元素之一。所以作为风景园林设计师必须要积极使

用“木”元素,侧重于不同类型植物的科学搭配,充分体现出

风景园林生物的多样性[5]。而针对“木”元素的使用,必须

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使用,比如城市风景园林的路

标、标语牌以及座椅等应该使用“木”元素,这样不仅能够

充分体现出生态环保理念,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成本。 

3 城市化时代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未来发展方向 

生态平衡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其含意是指处于顶

极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此时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相互适

应与协调,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之间达到相对平衡,系统的整

体效益最佳。在生态园林的建设中,强调绿地系统的结构和

布局形式与自然地形地貌和河海湖泊水系的协调以及城市

功能分区的关系,着眼于整个城市生态环境,合理布局,使城

市绿地不仅围绕在城市四周,而且把自然引入城市之中,以

维护城市的生态平衡。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从生态因素方面对水的处理一般集

中在水质的清洁、地表水循环、雨水收集、人工湿地系统处

理污水、水的动态流动以及水资源的节约利用等方面。在风

景园林设计中充分利用湿地中大型植物及其基质的自然净

化能力净化污水,并在此过程中促进大型动植物生长,增加

绿化面积和野生动物栖息地,有利于良性生态环境的建设。

从城市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方面分析,未来发展趋势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 

3.1 集约化发展 

为了能够深化城市风景园林自身的生态效益,推进城市

生态化建设进程,就必须把所有绿化带一一打通,借助于过

渡带将各个绿化区域进行衔接,从而形成一道环环相通的绿

色风景线,不仅可以表现出生态性,还有利于生成城市生态

文化,加快生态城市建设步伐。 

3.2 可持续发展 

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时需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关

于材料、设施应该选择低碳、低能耗以及可循环的,选用新

型材料、施工工艺,同时在进行施工时要将生态、绿色的环

保理念贯穿各个环节之中,进一步深化城市风景园林自身生

态价值,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3 多元化发展 

风景园林涉猎的领域比较多,比如绿湖带、森林、立体

式绿化等等。所以,在城市化时代背景下,城市风景园林的规

划与设计工作,需要设计师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根据客观条件、实际要求编制科学、多样的设计方案,

使得城市风景园林工程的类型更为丰富,充分彰显出风景园

林的多元化特色,进一步深化风景园林自身的价值,为广大

城市居民营造一个绿色、生态、自然的生活环境。 

4 结束语 

随着公众生态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

生态学的理念将日益深入人心,并不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同时对生态学理论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深入和对设

计手法的探索与拓展也必将更进一步。工程技术的支持、多

学科、各专业的合作是未来生态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

经济的发展,生态城市建设成为了一项重点工程,而风景园

林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工

作尤为重要。基于此,在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过程之中,

需要从设计师选择、城市绿地资源开发、引用“木”元素等

方面着手,同时还要促进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工作朝集约

化、可持续与多元化方向发展,从而建设一个绿色、生态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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