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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已成为现代园林绿化工程的主流发展趋势。然而,由于缺乏风景园林建设体系的理论指导,

致使园林景观建设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损耗,与节能环保理念相悖。基于此,本文围绕风景园林设计与环保型理念的整合展开了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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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兼具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学与生态学价值,有

助于改善居民生活品质,维系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在新时期发

展背景下,将环保型理念拓展融合到风景园林设计工作中,可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进步。 

1 风景园林设计的基本特征 

1.1 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我国园林景观多依山傍水而建,即便建设区域内资源贫

乏,园林景观设计者也会采取人工干预的方式自造一处山水,

采取特殊的处理方式,将人造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消

除景观过渡的突兀感,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特性,带给受众

与众不同的体验。我国园林景观设计拥有悠久的历史,并逐

步形成独立的文明体系。一直以来,无论是传统园林建筑,

还是现代风景园林景观,多以山水为建设框架。山与水的搭

配、光与影的交相呼应,让受众仿佛置身于自然仙境一般,

起到舒缓压力,陶冶情操的作用。 

1.2 蕴含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 

古代文人墨客倡导“天人合一”的艺术思想,强调情感

的共鸣与心灵的契合,而这种思想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也同

样适用。看似寻常的景观建筑,往往蕴含着深刻的艺术内涵,

浓缩着丰厚的情感。古代文人多崇尚内秀,通过提升自我修

养,感悟生命真谛,寻求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为此,在园林景

观体系中,创造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

艺术境界,进而提升景观的文化内涵,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 

2 风景园林设计的实际意义 

2.1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品质 

风景园林被称作“城市之肺”。优质的风景园林可以调

节区域气候,改善生态环境品质。首先,现代城市风景园林多

以艺术风格各异的公园为主,风景园林不仅拥有宽阔的绿地,

还包括各类与区域生态环境特征相适应的绿色植物,这些植

物兼具美观性与实用性特征,有助于涵养水土,净化空气,改

善环境品质。 

其次,风景园林设计水平也是衡量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

平的关键指标。 后,伴随城市风景园林建设的深入,园林景

观布局日趋合理化,在城市内部空间形成完整的生态园区,

进而扩张绿化覆盖面积,调节空气温湿度,同时,还可以把腐

烂的纤维回归土壤,改善土壤肥力条件,为植物生长提供必

要的保障。 

2.2 创造宜居环境 

2.2.1 风景园林可以改善人居环境,一方面,为居民提供

适宜居住的环境,满足多元化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丰富业

余生活方式,调节城市生活节奏,舒缓压力,提升居民的舒适

度体验。 

2.2.2种植绿化植物,可改变原有的地形地貌特征,丰富

园林景观形式。扩张绿化种植面积可缓解持续高温天气的热

岛效应,调节空气湿润度,营造舒适惬意的居住环境。 

2.2.3 多样化的植物群落搭配方式,可满足城镇居民的

物质需求与审美需求。同时,有助于深化公众尊重自然理念

的认知,为推进环保工程奠定群众基础。 

2.2.4 风景园林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中有限的绿洲,可

以调节区域气候环境,维持碳氧平衡,缓解温室效应。此外,

园林景观内的湖泊河流有助于调节城市水位,排除内涝,蓄

水灌溉,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2.2.5 风景园林可以为公众提供休憩的自然场所,放松

心情,舒缓精神压力,保证居民身体健康。 

2.3 减轻生态环境污染 

风景园林是缓解城市生态污染的主要工具。随着现代化

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与重工业的蓬勃发展,资源过度损耗与

生态环境污染日趋恶化,并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因素。为此,积极推进风景园林景观建设具有实际意义。 

2.3.1 减轻空气污染 

风景园林拥有各类绿色植物,依靠植物的呼吸作用,可

吸收空气中的灰尘与颗粒物质,从而降低城市空气污染指数,

改善空气质量。 

2.3.2 减小噪音污染 

风景园林有助于隔绝噪音,减小空调音响、交通工具与

重工业生产等各类噪音,为居民提供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 

2.3.3 维系水生态系统平衡 

植物生长可吸收水体中的各类重金属物质,改善水体环

境,保证水生生物物种多样性,从而维系水生态系统的平衡,

确保公众饮水安全。 

3 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设计的基本原则 

3.1 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满足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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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设计的宗旨是为城镇居民提供优

质服务。为此,整体园林景观绿化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基

本原则。风景园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成果,能够 大限

度的满足日益膨胀的生活需求。风景园林是改善生态环境品

质的重要举措,园林绿化植物可涵养水土、维持水土平衡、减

轻水体污染、净化空气、减小噪音,满足公众的生态需求；在

风景园林设计中,漏窗、韵律等充分体现出了艺术美学特征,

迎合公众的审美需求；此外,风景园林也为公众提供了惬意

的休憩场所,如主题公园、休闲娱乐广场等,丰富了公众的业

余文化方式,为其提供良好的文化交流平台。 

3.2 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维系生态系统平衡 

无论是古典艺术园林,还是现代观赏园林,都是对自然

的改造与模仿。但是,在设计过程中,盲目的开发与利用环境

资源,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违背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为此,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设计应当以

尊重自然客观规律为基本原则,进而增强整个生态系统的抗

干扰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维系生态系统平衡。 

3.3 优化自然资源配置,保证综合效益 大化 

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应当在提升整体设计品质的基础

上,优化自然资源配置,保证园林景观体系的生态效益 大

化。针对区域自然环境条件,优化园林景观设计方案,秉承因

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合理压缩资源配置成本,并利用原有地

形地貌,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体系。俗语有云“三分设

计七分施工”,对于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设计工作来说,设计

是起点,施工是过程,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只有坚

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确保整体设计质量满足要求。 

4 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的设计方法 

4.1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取之于自然,强调秉承因地制宜的

基本原则,优选区域特有自然资源；用之于自然,侧重于保留

原有自然形态,减少人为干预,而这也是保证节能环保效应

的必要举措。一方面,绿色植物能够减轻城市内部的热导效

应,降低光辐射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植物景观有助于引导

气流,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品质。 

4.2 高效应用可再生清洁型能源 

当下,太阳能光伏电板、中水循环系统及风车等各类清

洁型能源系统被广泛应用到风景园林设计中,旨在高效应用

可再生清洁型能源,缓解能源过度损耗,减轻环境污染。以太

阳能光伏电板为例,将太阳能高效转化为电能,可满足各功

能区域的照明需求,减轻能源供应压力。此外,风景园林设计

要综合考量地势特征,建设风车,充分开发利用风能,如张家

口的风车景观等。 

风景园林设计需要优选环保型建设材料,如换填土、植

物残枝败叶等,一方面可以变废为宝,增大资源综合利用率,

另一方面可节约景观设计成本。以西班牙的“提升艾伯托”

项目为例,在修复受损墙体时,以经过加工处理的废气钢管

为材料,既满足了墙体排水需求,也起到了良好的装饰效果。 

4.3 合理搭配园林基本要素 

风景园林设计中,植物、山体、湖泊与建筑是 基本的

要素,其中,植物是园林景观体系的“血肉之躯”,也是衡量

整体园林设计水平的关键指标。植物具有缓解光辐射效应,

调节空气温湿度等作用。在植物选择方面,需优选适宜区域

生态环境、且具有地域特色的绿色植物。这样既可提高成活

率,也能降低成本。 

水生植物可吸收水体中的富营养元素与重金属离子,净

化水质。例如,上海市的后滩湿地公园,其大量种植荷花、芦

苇等水生植物,净化水源。自 2014 年起,国家正式提出了兴

建“海绵城市”的战略指导方针,各地纷纷将其作为城市规

划建设的主体目标。风景园林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4 加大公众参与力度 

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建设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同时,

各基层政府部门要建立专项扶持基金,制定一系列相关优惠

政策,以激发各部门参与建设的主观能动性,推动整个建设

工作的有序运转。 

另外,城市风景园林维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可结

合自然环境特征与景观体系基本特征,调整维护方案,压缩

投资成本,减轻政府部门的财政负担。再者,还需创新宣传机

制,调动基层群众参与维护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的良好发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上文论述了节能环保型风景园林设计的基本

原则与具体的建设策略,希望能够为居民提供优质的生活环

境,以此全面促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协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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