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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打造宜居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现代人对居住条件的要求,生态景观成为城市景观设计的

关键点,也成为社会热议的重点话题。从生态景观的作用来讲,其可以作为城市生态建设的一部分,起到装饰城市、改善城市自

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作用,实现城市中自然与人文的合理融合。为此,将生态景观作为一个媒介,使城市景观设计更加合理,为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创造科学的契机。本文对城市景观设计中生态景观设计手法进行了具体的探究,以便充分发挥出生态景观

的效益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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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起,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危机爆发,对

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逐渐得到全球的重视,可持续发展

也成为城市景观设计的基础理念。近年来,随着设计水平的

提升,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随之更新,在设计中重点关注自

然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生态一词大量的出现在城市设

计中,并实现了生态与景观之间的融合,开启了生态设计时

代。因此,为了生态设计价值的有效实现,应保障生态景观设

计合理的应用于城市景观设计中。 

1 城市景观设计中生态景观设计原则 

1.1 总体规划 

城市景观设计中对于生态景观设计有着明确的定位,主

要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展开生态景观设计,以基本着陆点为设

计关键点,将生态景观纳入到城市公共空间系统中,保障整

个系统的和谐与合理。也就是说,生态景观设计中不仅要考

虑其自身特性,也要综合城市中其它景观进行考虑,必须在

保障城市结构合理基础上展开设计,设计的出发点为城市整

体结构布局科学,对城市未来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在满足这

些条件基础上,考虑将生态景观融入到城市景观设计的各个

环节中[1]。此外,为了充分体现生态景观的价值,设计人员需

要考虑生态景观设计细节与城市整体结构的协调性,利用其

中特殊的设计风格、设计细节吸引民众。 

1.2 突出地域特色 

城市在建设与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态

系统,在生态景观设计中为了避免景观单一、结构简单等问

题,应从城市现有生态系统条件出发,在生态景观设计中突

出城市优势与特色,并保障与城市已有景观的协调发展。其

中在生态景观中,城市的特色与优势也将成为景观的特点,

实现生态景观回归自然。因此,在设计中基于因地制宜的原

则,合理选择设计结构、设计材料,例如,在陕西的生态景观

中,陕西地区在历史的舞台上发生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

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地,在生态景观设计中可以直接

将这些历史元素突出在景观中,从而实现地域特色与景观设

计的完美融合[2]。 

1.3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城市景观设计的根本性原则,无论是城市景

观设计还是生态景观的应用 基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

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以人为本原则要求生态景观设计

以市民的生活习惯与心理特点为设计的出发点,提升设计的

人性化水平,满足民众的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层次人群

对于生态景观设计的期待是不同的,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

需要在生态景观设计中体现出不同层次民众的心理特征,这

需要在设计前对民众的生活需求与心理特征有所了解[3]。 

1.4 景观共享 

为了给予民众更好的景观享受,设计人员结合生态景观

的特色,突出其清新、优美等特点,充分凸显生态景观设计的

价值与作用,使城市得到更好的装饰。因此,需要遵循景观共

享的原则,而不是将城市划分成界限分明的条条框框,将每

个区域定性为某景观的专用区域,应实现景观与自然融合、

与城市人文融合,让自然传递的清新与优雅感染城市中的每

一个市民。 

2 城市景观设计中生态景观设计手法 

2.1 保留与再利用 

对设计场地原有材料以及元素的保留是生态景观设计

的重要手法,也是其生态性的突出体现。这种手法产生于上

世纪工业时代,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工业废弃地,设

计师选择尊重现状,将其中保留下来的元素与材料进行了艺

术加工。在上个世纪,美国的城市景观设计广泛的采用这种

方法,充分的尊重城市历史与当地的原有特征,实现了对材

料与设计元素的再利用,其中杜伊斯堡北部风景园则是 为

突出的代表[4]。近年来,在中国的城市景观设计中,保留与再

利用的设计方法也有了更为突出的体现,例如,在陕西西安

某重型机械厂改造中,将原本的工业遗址改造成居民区,设

计师对厂区资源进行了重新规划与定位,了解了社区需要以

及经济发展方向,保留了大部分工业遗产用于居民区的绿化

系统、道路系统中,体现出该居民居的工业化特色。由此可

以看出,对原有艺术元素的保留与再利用,能够减少景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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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建筑材料的应用,并使原有的设施有了新的功能与生命,

减少了景观建造中材料运输、生产与加工等多个环节耗费的

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并且尽可能的保留了原有生态环境,

充分突出了生态设计的特点。 

2.2 变废为宝 

生态景观设计中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贯穿于设计的始

终,倡导尽可能使用可再生材料,保障景观中的材料能够

大程度发挥其潜力与价值。例如,在 2000 年德国汉诺威世界

博览会上,日本利用再生纸与纸板进行场馆建造,使世界提

升了对可再生材料的重视,并不断研发可再生材料。近年来,

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逐渐在生态景观设计中实现水资源的

循环利用。例如,在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将专门用来雨水收集

的系统装置安装在地块内部,收集自然降雨用于广场的绿植

灌溉、水景、卫生洁具冲洗中,使自然降水得到了充分的利

用[5]。在我国变废为宝的生态设计手法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陕西西安这座工业化城市中,冶金业一直是城市经

济的支柱性产业,但每年产生的大量冶金渣成为了固体废弃

物,严重污染着城市的环境,有心的设计人员将这些冶金渣

重新加工与处理,应用于城市地标、地物建设中,使废弃物得

到了重新利用。在这些设计作品中可以看出,设计人员从促

进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目前现有材料的再

生利用,大大降低了材料加工、生产等环节造成的资源、能

源消耗,突出了生态设计的价值。 

2.3 生态优先 

在城市生态景观设计中,基于生态学原理展开设计,降

低设计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干扰,是所有设计都应遵

守的基本法则。例如,美国查尔斯顿水滨公园在设计中设计

师自觉的将公园沿河漫滩面积扩大,以便保护极具生态价值

的沼泽地,充分的体现了生态优先的设计手法,同时,为了满

足人们亲水性的需求,沿河设计了长达 120m 的平台步道,在

步道的尽头设置钓鱼台,以供人们使用[6]。在我国西北美术

学校在校园生态景观设计中,则围绕水体景观开展了一系列

生态设计,其中保障校园内所有水体都未受到影响与改变,

充分的发挥出水景的生态功能、美化功能、育人功能。 

2.4 利用自然 

自然的发展是人们不可改变与控制的,其本身有着自己

的发展演变规律,也具备强大的自我恢复与维持能力,充分

利用自然给予的物质、力量展开生态景观设计,能够充分凸

显生态系统的能力,并实现了资源节约,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例如,陕西省某城市的活水公园建设中,通过安装人工湿地

系统对污水进行处理,并抽取临近水体将水资源注入到植物

塘、氧化沟、厌氧池等水资源净化系统中,将净化后的水资

源重新排放到水体当中[7]。由此可以看出,在城市生态景观

设计中尊重自然、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尊重自然的发展特点,

借助当前先进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实现生态景观与自然的融

合将从根本上体现城市景观的生态性。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景观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功能与作用更加多元,在设计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生态景观

自身价值的体现,还需要考虑生态景观与当地人文、自然的

结合。因此,坚持总体规划、以人为本等多项原则,保障生态

景观与城市的和谐,再利用生态设计手法充分体现出景观的

生态效益,从而改善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使人们更幸福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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