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

环境、资源、安全

色彩景观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赖红旭

（浙江花之韵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6）

摘要：风景园林设计是当前社会发展所需的基础性工程项目，使城市环境及空气质量得到改善。
基于风景园林设计工程对民生经济发展的影响，近些年，我国已经陆续出台一系列硬性法律规范，目
的是实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在风景园林设计阶段，植物造景及艺术手法的应用备受关注，可
以强化植物造景的实际效用，充分体现出我国风景园林建设水平在不断提高。色彩景观中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底蕴，而对色彩景观的起源、发展历程和色彩规律进行研究，对其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运用具有重
要意义。在色彩景观的设计过程中，可以运用色彩的特殊性将其融入风景园林设计中，不同的景观可以
运用不同的色彩组合，以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营造出各不相同的视知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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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人们生

活条件的改善，对风景园林绿化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对现代的风景园林设计者而言，要具备前沿

的发展目光关注植物造景以及艺术手法的应用，

打造出兼具美观、生态及艺术的园林效果，有效

缓解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促进我国

园林事业的蓬勃发展。色彩景观是风景园林设计

中的一个重点，有着独特之处，蕴含着丰富的传

统文化。同时传统色彩景观的应用也是现代风景

园林设计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的一个重要的方

式。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的色彩不仅体现了城

市的风貌和整体形象，同时还包含其在不断发展

过程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以及居民对城市的

心理认同等。在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城市景观

设计不仅要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城市发展要

求，还需具备强烈的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色

彩，打破千篇一律、趋于雷同的城市色彩景观规

划与设计形式。通过对较为成功的城市色彩景观

的规划与设计案例进行分析，借鉴和参考较为成

功的部分，结合城市特点和区域特性进行创新，

可打造更为完美的城市色彩景观。从不同的维度

出发，有创造性地在色彩应用中引入具有时代、

民族、地域特色属性的元素，赋予色彩以全新的

定义和内涵。在为城市色彩景观的设计提供更多

可能的同时，也为城市良好形象的塑造和现代化

发展打下基础。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的色彩不

仅体现城市的风貌和整体形象，同时还包含其在

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积累、居民对

城市的心理认同等。

1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特点
1.1 整体性
风景园林景观设计需要遵循整体性，所谓

整体性便是从鸟瞰角度观察，整体合一，没有突

兀。从内部关联来看，需要充分对接城市规划以

及国家鼓励的海绵城市理念，能够通过树木、花

草、砂石、水系、泥炭藓等构建一个完整的水处

理系统，让整个园林拥有充足的水分[1]。

1.2 生态性
生态健康，人才能健康，生态性是确保小

区功能发挥的关键。小区绿化按照国家规定，一

般绿化需要保持在30%，若是园林城市需要保持

在35%及以上。有的小区以见缝插针的方式尽可

能增加绿化面积，专门在儿童活动区、休闲区、

老年健身区、水景区、步道等空间融入草坪、朴

树、银杏、樱花林、石榴花等植物，姹紫嫣红、

生机盎然，不同区域不同植物组合，孤植、丛

植、列植等不一而足，塑造出美好的生态环境[2]。

2 风景园林设计现状
2.1 设计理念落后
现阶段，社会和时代正在不断发展，原有

的设计理念已经难以满足新时代的要求，远远落

后于现代建设。在设计过程中，部分设计人员缺

乏先进的设计理念，大多仍运用传统的工艺和材

料，甚至会直接借鉴或抄袭他人的设计风格和内

容，并没有独立思考，设计师设计理念和思维的

陈旧会影响城市风景园林最终呈现的效果。目

前，一些城市风景园林景观会给人大同小异的感

觉，原因就在于设计方式的无限套用，在设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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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落后的情况下，设计单位和设计师并没有从自

身找原因，而是直接选择便捷的借鉴道路，导致

城市风景园林最终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情况[3]。

2.2 植物配植不合理
在风景园林的设计过程中，植物造景也十分

重要，植物可以缓解居民压力和视觉上的疲劳，

稳定居民情绪，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还具有净化

空气、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对小范围内的气候进行调节。在植物配植的实际

工作中，设计师缺乏对植物的相关认知，不顾空

间层次的协调感和各种植物的颜色搭配，而是增

加种植密度，忽略乔木、灌木和草花的合理组

合。在这样的情况下，植物生长会受到限制，而

土壤养分有限，对土壤养分的竞争会导致一些植

物死亡。

2.3 缺少文化品位
园林绿化造景需要符合当地文化特点，能

够体现当地的文化。部分的园林造景设计较为简

单，只为达到绿化目的，而忽视当地文化品位和

文化内涵的体现。另外，还有小部分设计追求新

颖，以至于忽视文化展示，选择的植物或者造景

与当地文化不和谐。

3 风景园林设计优化

3.1 完善管理制度
如果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就无法约束工

人的行为，也就无法做好管理工作。园林绿化工

程是风景园林建设的关键，由于这项工程的施工

范围较大，需要多个部门同时施工，现场人数较

多，管理起来比较困难。因此，管理人员要制定

完善的管理制度，按照制度进行园林绿化工程管

理。在制定管理制度时，管理人员要从多个方面

进行考虑，要明确绿化工程的建设流程，并且统

一管理所有的绿化项目，这样既能保证管理的效

率，也能保证绿化工程的质量。相关领导可以将

管理标准纳入制度体系，并且采用奖惩制度来激

励管理人员，确保管理人员及时高效地完成工作

任务。

3.2 创造和谐的生态景观
植物造景设计时不仅要兼顾实际使用功能，

而且要体现园林景观自身的生态应用价值、美学

观赏价值以及经济观赏价值等。植物类别选择时

需结合实际情况，综合上述因素加以选择，如果

园林绿化景观或者造景选择植物较为单一，或者

选择同类、同色植物，则无法满足上述要求，需

使用多种、多色植物加以混合造景。另外，植物

的栽种密度、错落位置对植物的生长速度也会

产生一定影响。那么在造景设计时需要结合植

株的生长习惯、形态以及养护要求等原则加以

选择，这样才能构造出符合透视形态变化、光

线折射变化等不同视觉享受的园林景观。除此

之外，还需注意园林景观绿化植物造景时可采

用循序式、借鉴自然式、规则式及混合式造景 

技术[4]。

3.3 优化施工设计图纸的分析
生态风景工程主要施工技术中离不开对设计

图纸的细致分析，施工人员应该围绕设计图纸做

好深入分析，这样才能使施工更有方向性。很多

施工人员没有对数据进行有效分析，盲目施工，

给整个工程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整个工程建设过

程中，设计是整个工程施工中最基础的部分，生

态风景园林设计需要将绿色环保理念有机融合，

实际施工方法基本选择景观处理中都做好精准的

设计，这样才能保障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照图纸

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3.4 增强工人的专业能力
绿化工程与其他工程不同，在建设时，工

人应具有较强的种植能力，因为绿化工程建设期

间会涉及大量的种植工作，工人种植的质量会影

响绿化工程的质量。在正式开工之前，管理人员

不仅要考察工人的种植技术，还要让工人掌握每

种植物的生长习性。在种植期间，管理人员要实

时监管种植的过程，如果发现工人的种植方法不

正确，就要及时纠正。植物的种类较多，有花

卉、树木等，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种植方式。为

了保证植物种植的质量，企业需要聘请不同的种

植工人，在聘用工人时，不仅要检查工人的种植

技术，还要检查工人的证件，确保所有工人都持

证上岗。在绿化工程开始之前，管理人员要结合

工程的内容，对工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不仅

要增强工人的技术以及专业能力，还要让工人学

习怎样防治病虫害。由于绿化工程的建设时间较

长，在建设时，病虫害会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

因此工作人员要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以此来保

证植物生长的质量，从而保证绿化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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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色彩景观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4.1 遵循美学原理
有效的植物造景的艺术手法能够将植物美感

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利用植物色彩、高矮的不
同营造出五彩缤纷的富有层次的园林效果。设计
阶段要对植物特性及季节色彩予以充分的考虑，
突出植物造景的层次性，以多样性的色彩将园林
景观的亮点突显出来，打造出四季有景、四季有
花且观赏性较强的园林景观[5]。

4.2 水景与光影色彩
在景观设计专项水景设计中，光影与色彩的

运用有着显著的提升效果。水在住宅区整体环境
中的点缀，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与感知。水景的
引入是对水在设计中的重新定义，水景中光影的
变化给环境带来独特的色彩变化。蓝天和白云一
齐映入水中，倒影中附近的植物都映射出鲜明的
色彩，浅浅水底中的贝壳也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为单调的水面带来质感与活跃。从形式美的角度
来说，如果景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韵律，那水的
反射和折射加上光影变化会加强这种韵律感，让
空间更富层次感。

4.3 植物色彩
植物的叶色和轮廓线共同表现植物的造型

美感。在植物配置的设计手法上，一些色叶树可
以与开花乔灌木、常绿植物等搭配。如此一来，
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将紫色系的植物丛植
于浅色建筑前，或者以绿色的针叶树种为背景，
丛植草花与绿色树种都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
用。另外，以彩叶植物如银杏、樱花等进行片
植，每到金秋时节，意境迥然，产生别样的美
感。植物的花色万紫千红，由于植物不同的季节
会产生不同的景观效果，所以，要深入了解植物
各个不同季节的花色。在住宅区设计中，多采
用花坛的形式，利用植物组合造景的手法，配
植优美的花境，使其在不同的季节呈现不同的
颜色。植物造景，不仅可以形成可观赏的自然
景观，同时也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人们远离
城市的喧哗，褪去一天的疲惫，有拥抱大自然 
的感觉。

4.4 雕塑色彩
雕塑既是一种造型艺术，也是一种环境空

间艺术。雕塑因其自身的艺术特性和文化角色往
往被应用在景观设计中，形成视觉的焦点。合理
运用雕塑小品，不仅可以美化人们的生活环境，

同时也加强了艺术氛围，给人们的生活带去审美
性和乐趣。优秀的雕塑不仅是一种装饰，而且它

具有一种内涵、一种象征，甚至一种精神。在景

观设计场所中，雕塑是一个重要标志，在风景园

林中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有特色、有精神、有美

感的雕塑，往往能提升整体感和艺术性，成为住

宅小区整体规划设计中的点睛之笔。这样的“点

睛之笔”应该与住宅小区的整体风格及整体色调

相协调，对整个园林起到烘托的作用。雕塑的颜

色在色彩设计方面，可以将内容与表现形式相统

一，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近几年城市建设中，色彩规

划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色彩是一个园林景观得

以直接展现的直观因素，也是景观所呈现的城市

文化品位、审美风格以及城市地域特色的关键元

素。随着近年来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园林

设计越发受到重视。首先，相关人员应将城市色

彩景观的规划与设计作为重要的目标，考虑城市

形象建设和城市发展问题，以创新、综合、前瞻

性的眼光对景观色彩进行分析，协调好地方传统

和全球一体化、环境保护和商业利益、新城区建

设和旧城区保护之间的关系，结合人们的审美需

求和城市底蕴，制定具有科学性、可行性、规范性

的色彩景观设计规划方案。其次，还需要注重优秀

规划与设计人才的培养，全面提升其业务能力和综

合水平，使其能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结合相关

的标准和要求，高效完成色彩景观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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