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林设计论文(通用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
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园林设计论文篇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逐渐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国与国之
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通过
交流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及新型材料被研发创新并应用到风景
园林设计当中，这就给风景园林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城市的功能较多且内容复杂，但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一定不能忽视风景园林的重要性。

二、地域自然特征的形成

1、地形地貌方面在对风景园林进行设计时，工作人员一定要
对其所处的位置进行观察和分析，尊重所处地区的自然环境
并且进行充分利用，对该地拥有的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和改造，
对原有景观进行改造，不仅可以使风景园林的内容更加丰富，
还可以保持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由此可以说明，如果风景
园林中具有丰富的地域特征，则要将该地的地形地貌设计当
中，一定要遵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
方法将人为景观尽最大可能的设计到地域环境中，从而打造
独特完美的风景园林。2、气候方面由于各地的气候原因，塑
造了各地独特的地域特征，并且气候存在差异，导致了每个
地区的水文条件、生物条件及地形地貌也有所不同，这些因
素又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风景
园林的设计风格。比如说，我国存在着许多古典园林，通过
对其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属于岭南圆林，设计相对
密集并且形状为片状，这种设计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



起到遮阴的作用，并且在下雨天可以很好的避免出行不便，
还可以减轻台风到来所造成的破坏。3、植物特征方面植物是
风景园林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植物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直接影响着风景园林的整体功能，风景园林的观赏效果能
否满足人们需要也由植物决定着，并且植物的种类多样化也
会衬托出风景园林的特征。通过对南北方的植物进行对比可
以发现，南方与北方的植物差异比较大，由于差异较大，所
以给风景园林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主题，从这也可以
看出地域特征的差异性。4、选材特征方面由于各个地区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性，造成了无论是植物还是地形地貌都极具地
域特点，这些地域特点更大程度上决定着所在地的建筑风格，
在设计风景园林时使用当地特有的材料，从而形成独具特色
的风景园林。与传统的风景园林对比而言，风景园林有了地
域特征的基础后，会对以后的圆林建设提供非常大的便利，
如果建设的要求相对较高，应该对建设地区所拥有的自然资
源进行充分利用，这样做不仅会使更加突显地区建筑的独特
性，而且在成本管理上可以很大程度的降低资金投入，如果
将以上方法应用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
风景园林的设计内容，而且可以很好的在风景园林中突出地
域特征。

三、风景园林设计规划中地域特征的应用和影响

从各个流派在系统的开发过程,无论什么风格,风格风格呈现,
如何从自然,他们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
自然环境和社会需求的结合,其内涵涉及到深刻的科技背景和
历史文化渊源,然后基于当前的情况设计,在景观设计规划地
理特征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和特殊时期为一个特定的地区可以
有更直接的影响决定。1、历史背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在发
展了多个世纪，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明，有着丰富多彩的历
史背景，并且每个发展阶段都会在活动地区留下明显符号，
给现在人们了解过去提供了详细的信息，同时也显示出了人
们与地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为地域特征提供了大量的文
化财富，无论是哪种人类文明，都是在地域的基础之上形成



的，因此在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重视地域特征
的作用，尊重原有的文化，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进行保留，
科学合理的规划，做到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如果原有的景观
已经陈旧，则对其进行创新改造，从各个角度突出显示出新
时代的设计特色。2、人文符号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风
景园林设计也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演变。在演变的的过程中，
可以从中找到人文符号因素的应用痕迹。人文符号的'应用是
非常实用的，它简化了景观设计的复杂性，可以采用符号对
其进行灵活的展现。现阶段，充分利用好这一符号，对我国
园林景观的设计是非常有利的，从而使原有建筑设计的灵魂
有灵活体现，保证设计景观更具地域特色和生活情趣，对我
国园林景观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3、民俗风情因素在
上面的文章中说道，人类的不断进步，从而创造了多种文化
的产生，文化从最原始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
文化体系，独具特色的地域特征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
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都有代表的民俗风情，在风景园林的
建设中民俗风情对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方便了对地域的开
发和利用。4、社会特征因素随着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在
园林建设工程中，风景园林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在对风景
园林进行设计时，不仅要做到风景园林与社会协调发展，而
且还要达到社会所提出的各项要求，让人们享受更高更好的
服务。由此可以看出，在设计阶段，工作人员一定要充分考
虑社会特征因素，从而设计出更加完善的风景园林。

四、结语

时代的不断进步，给地域特征带了很大的变化，其时间发生
变化的同时空间也在发生着转变，在对风景园林进行设计时，
设计人员一定要重视地域特征对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尊重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充分利用拥有的地域特征，从而
使设计出的风景园林具备科学化和人性化，最后在依据地域
特征来进行创新和发展。



园林设计论文篇二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观赏型保健植物的主要类别和功效，
阐述了观赏型保健植物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原则，并研究了
园林设计中观赏型保健植物的应用途径，以期为读者提供参
考。关键词：园林设计；观赏型；保健植物；应用途径如今
社会人们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对于园林设计和居住环境的
标准也在逐渐拔高。观赏型保健植物不但具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还能起到一定的保健功效。因此，将这类植物科学应用
于园林设计中，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观赏型保健植物的主要类别和功效

总体来讲，园林设计中的观赏型保健植物通常可以分为四大
类别，即视觉型、听觉型、嗅觉型和触摸型。视觉型保健植
物指的就是具备较高观赏价值的植物，例如外形优美的花、
果、枝、叶等。如果人们在疲劳的状态下能够长时间观赏这
类视觉型植物，就能够放松身心，达到增强体质、心神合一
的效果。听觉型保健植物就是其枝叶能够在自然风雨的拂动
下产生出动听的声音，让人感到悦耳舒爽。这类植物应当种
植于相对安静的场地中，并且要保证其数量，优化其配置，
以满足人们在听觉上的享受需求。例如睡莲、美人蕉、梓树
等，都属于听觉型植物。嗅觉型保健植物则是利用其散发出
来的天然香味，平缓人们的情绪，改良人们的精神状态。这
类植物的气味中通常包括芳香油、萜烯类等物质，可以起到
增强人们食欲的效果。而触摸型保健植物，其花朵、枝叶或
是茎干都会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一旦经受了人们的接触，
就会散发出容易被皮肤所吸收的物质，有着强身健体的功效。
比如萱草，人们接触之后可以消炎祛肿。

二、观赏型保健植物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原则

观赏型植物的群落主要包含三大构成元素，即生物特性、生
理以及景观。其在既定的条件下，可以化为刺激讯号，让人



产生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愉悦反应，从而达到保健的目的。观
赏型植物在园林设计当中的应用，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是统一原则，即植物在配置过程中，其颜色、形状、枝
叶、线条、纹理等，都必须要产生一定的差异及变化，从而
体现出植物多样性的特点。这样一来，还能使植物之间维持
一定的统一感，营造出对立和统一的和谐氛围。第二是调和
与对比原则，即在园林设计中一定要重视调和与过渡，要在
不同的版块间设置颜色和形态对比强烈的植物，从而引起人
们的注意。例如上海外滩、九江路、南京路等，就是运用了
白玉兰作为基调，并在树下种植了杜鹃等植物，使之相映生
辉。而吉林街头则是采用了白桦和红端木相搭配，打造出了
别样的风格。第三是均衡与对称原则。这一原则十分适用于
公园中的景色配置，比如在石洞的一侧种植一棵高大的树木，
然后在另一侧种植较为低矮的花灌木等，增强其对比效果。

园林设计中观赏型保健植物的应用途径

1、打造保健型生态社区

保健型生态社区就是要在生态社区的基础之上融入保健功能，
从而满足人们在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利用观赏型保健植
物构建生态社区，必须要重视整体的构造，突出环境对人产
生的影响，为人们打造出舒适、优雅的居住环境，保障人们
身心健康。在建设过程中，除了要考虑植物覆盖率、生物多
样性、人均绿地指标外，还要结合植物的气味、色彩、分泌
物、污染吸收率、保健功效等多种特点，做好总体空间布局。
可以采用一系列颜色鲜艳的花朵、独特的果实等，布置在儿
童的活动区域；也可以在老年人活动的场所中，设置保健型
植物，达到防病益寿的目的。要将景观效果和保健功效结合
起来，协调好植物和周遭环境的关系，构建出相对稳定的生
态保健社区。

2、打造保健型公共活动场所



公共绿地、公园以及单位附属绿地等，都是人们活动较多的
集散场所。因此在园林设计过程中，要尤其关注这类公共活
动场所的绿化配置，尽量遵循观赏型保健植物的.应用原则，
为人们打造出具有保健功能的活动区域。比如在人流量较大
的集散区，容易滋生较多的废气、病菌等，因此要科学利用
并搭配保健型植物，减少废气和病菌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例
如在广场和公园周围，可以设置一些棕榈树、桂花树、栀子
花等，以便杀灭细菌，抵抗二氧化硫，建设起阻隔尘埃的植
物防护带。

3、打造保健型风景区

当前社会开始流行“生态旅游”、“森林浴”等，而此类风
景区都是在保健型园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森林浴”主
要是利用观赏型保健植物所释放出来的气味，安抚人的情绪
和精神，改善人体健康状态，让人感到清醒、舒畅。观赏型
保健植物还能散发出空气负离子、分多精等，可以消除人们
的失眠、焦虑、头痛等，还能强化呼吸器官和肺部功能。因
此，要打造出保健型园林和风景区，在植物园、公园、公共
绿地等区域中配置适当的观赏型保健植物，比如腊梅、桂花、
玫瑰等。这类植物具有较为浓郁的芳香，但不会对人产生刺
激，十分适合栽种于保健型风景区内。

四、结束语

园林绿化可以改善社会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因此，相关人员要深入研究观赏型保健植物在园林设计中的
应用，打造保健型生态社区、公共活动场所、风景区等，充
分发挥出这类植物的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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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设计论文篇三

引言

纵观国内外的风景园林建筑，其规划和建筑都是遵循了建设
地的地域特征之后而建造的，将选址的自然环境、历史古迹、
文化特色等地域特征进行了完美的融合，深刻的展现了当地
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我国历史悠久，每个城市都被
赋予了特有的人文色彩，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历史，那就是没
有根基的城市，缺乏亲和力。地域特征涵盖领域广阔，由于
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所以每个地域均呈现了不同的地理特
征。地域特征包括气候条件、水文环境、植被覆盖率等自然
要素，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有机结合体。文章主要研究了地
域特征，分别从气候、场所、背景、社会以及文化五方面分
析，阐述了地域特征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一、气候因素

自然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极为活跃的因素是位于
地球外圈层的大气，它为地球生物正常的生命活动提供了客
观环境。特有的气候气象特征是因为受到周年变化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造成了地域特征的异样，对于地区的水
文地质条件、生物种类、地形风貌，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了风景园林的建造风
格。现代风景园林在设计过程中，会考虑到光影的投射、气
流方向和规律、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这几方面对于园林空间、
地形、水系、色彩等设计元素的处理有着重要的影响。现代
园林的设计更加注重各方面为人或物营造的环境氛围，空间
舒适度的要求更加显著。风景园林中的主要造景要素就是植
物，不同的植物会受到相应气候的制约，不同的气候条件下
植物的品种和风格各有千秋，它们凭借色彩的丰富、迥然不
同的形态成为了园林景观的.主体，使每个园林景观别具一格，
深深的印刻了文化历史的烙印，展示了独特的地域风貌。细
心优秀的园林师善于发现地域之美，将其与园林设计理念进



行融合，这就使得特定区域的园林景观变得独一无二。

二、场所因素

由于岩石种类的不同，再加上表层被风华的影响，形成了人
类和其它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同地域的地质土壤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域的自然景观。地貌是指因为地球内
外力的相互碰撞和挤压而形成的形态各异的地理外貌和形态
特征。地球表面地貌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地壳运动、岩浆
活动、地震等自然运动的内动力影响，另外，就是受到气候
的风化、冰川运动和流水冲刷运动等外动力的影响，从而形
成了喀什特地貌、丹霞地貌等不同类型的地貌类型。在进行
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和工程师秉承“因地制宜”的原
则，善于利用基地的固有特征，得景随行，营造出各具特色
的园林景观。在现代的风景园林设计中，很多设计师因为受
到现代艺术思想的熏陶，不只是依据堆山理水、筑亭建台，
而是地域蕴含的自然美，巧妙的运用大地肌理进行设计，让
园林景观蕴藏更加鲜明的艺术特色。

三、背景因素

城市的人文环境是在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文化特色，历
史背景承载地域的发展脉络，具有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是
研究地域文化发展和更新创作的基础。地球已经拥有上亿年
的生命，每一块土地都保存着演变的历史，充分的挖掘蕴藏
的历史信息，提炼地域历史文化的精华，这是风景园林设计
工作的基础。通过设计地域历史背景的结合，可以使园林设
计景观更加具有故事性和趣味性，整体的框架和设计理念易
于理解，既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又赋予了景观强大独特的
生命力。如果风景园林的地域设计没有历史背景的融合，就
会失去鲜活的生命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历史演变
的信息，为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依据，所
以，要在尊重地域背景的情况下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



四、文化因素

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观念意识，是始于过去、
结合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我国文化历史
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孕育除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园林学
建造，并且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延伸，深刻的
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在我国的文化发展中，儒
道禅和风水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古典园林的造园观
念和意识的表达。儒家思想主张天、地、人三才，人是宇宙
的组成部分，要“崇尚自然，师法自然”，是我国古典园林
建筑和创作的准则。因为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园
林将物质性构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通过有限空间的自然条
件的利用，模拟大自然，将自然美和人工美有机统一，使得
自然环境和人类发展协调统一，创造出天人合一的综合体。
例如我国现存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就是古典园林艺术
的瑰宝，南方园林的秀丽之美和北方园林的雄健浑厚融于一
体，创造出了特有的艺术风格。

园林设计论文篇四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也在
不断恶化。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务之急。
生态园林的建设，符合社会当前的现状，体现可持续发展的
观念。生态园林的出现，也标志着现代园林的建设方向。生
态园林的生态功能，不仅能创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也能
为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

1生态园林的概念

生态园林的基本概念，我们可以从3个不同的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具有生态特性，符合一般的生态系统观念，能够净化空
气，绿化环境。二是具有园林特性，生态园林也是园林的一
种，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美丽、舒适的活动空间，符合一
般园林的基本要求。三是具有科学特性，生态园林是一项较



为科学的设计，里面的植物都具备一定特性，有独立的意义。
同时也会进行科学管理。总之，生态园林是现代园林建造中
的首选。

园林设计论文篇五

一般来说，浅色调的事物给人轻松愉快的感觉，重色调事物
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所以，在园林设计中注意把握色彩不
能过于沉重，也不能过于轻快，保证整体的协调性。

4.2冷暖色系

现代设计中，色彩可以分为冷色和暖色两大色系，暖色系可
以表现为热情愉快，比如，我们国家举行阅兵时的花柱就是
暖色系，黄色和红色搭配带给人欢乐喜庆的感觉。冷色就会
显得严肃宁静，例如，一些教堂就是以白色和蓝色为主。因
此，在设计时要根绝不同的场合搭配适宜的颜色。

4.3立体感

立体属于空间造型的一种，用来传达视觉效果的设计方法。
本身具有立体感和感性的特点，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用实
体占据空间造型，从而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

4.4平面线条

平面线条的线体不仅包括平面线全部的特征，还包括一种独
特的形式，展现出来的视觉效果是不同的，线条可以用不同
的形态来表现，遵循左右、上下及放射形对称的效果，设计
园林时要注意把握左右以及上下的对称中心。

5结语

园林设计中各个元素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园林设计



中更好地组合排列，从而设计出全方位新颖现代的园林作品。
在继承传统设计理念的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才能促
进我国园林设计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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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设计论文篇六

在生态园林设计中，结合植物的种类及数量、所在的地理环
境、季节变化特点以及生态和谐等要素，绘画出合理的植物
配置图纸。同时，还要进行多次的实地考察及多人审核，做
到依图施工。

2.2植物配置与季相变化相结合

要考虑到不同的植物在同一季节里颜色形态特点和同一种植
物随着季节的变化所发生的变化。因此，只有充分了解植物
的特性，从功能、形态、颜色、栽培管理及季节变化等方面
综合考虑，才能设计出较好的植物景观。



2.3注意色彩的组合

在一个生态园林的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色彩的组合，在不同
的场所使用不同的植物，有的场所需要安静的效果，有的需
要活泼的效果。而色彩最能凸显和营造出不同的环境氛围，
如绿色有安静、严肃的感觉效果，红色、黄色等暖色调具有
欢快、活泼的感觉效果。

2.4注意植物配置的高度搭配

在生态园林设计中，植物高度的选择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体现出园林独特景观。例如，在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种植
一些比较高大的乔木，在中低层可以选用一些比较低矮的灌
木来进行搭配，在平地可以种植一些小草等。根据植物的生
长特性和生长环境来进行科学的优化和搭配。

2.5与人文景观相协调

植物的配置要与当地的历史人文景观相结合，符合人们的审
美要求及能陶冶情操，所设计的景观要让人们所接受，最终
服务于人。例如，岁寒三友“松、竹、梅”多出现在一些文
人雅士的私家园林中，而松、柏则多栽植于陵园中。

3.总结

总之，植物配置在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对植物进行一些合理的搭配，使生态园林的景观效果更
加与众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中，
应更多地关注植物配置，重视植物配置在生态园林设计中的
重要性。

园林设计论文篇七

1.1彩叶植物的定义。



彩叶植物并不是秋色叶植物，主要是在生长季节中呈现出稳
定的非绿色，特别是夏季时保持彩色不变，叶片呈现出部分
甚至全部非绿色，这是彩叶植物自身的独特性，而且这种非
绿色状态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对于一些植物在秋季时，由于
叶片中叶绿素缺失而自然变黄时的情况，则不属于彩叶植物。

1.2彩叶植物的分类。

彩叶植物是植物在自然生长过程中由于变异、育种及栽培等
诸多因素而使植物叶片色彩出现不同的变化。目前彩叶植物
主要指单色叶植物、班叶类及花叶类、镶边类植物等。单色
叶植物在整个生长周期内叶色季相动态均不明显，叶片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在园林设计中将其用来构建色块、修剪彩篱
等具有较好的适用性。而斑叶类植物其叶片上具有不规则的
彩色斑块和条件，能够有效的丰富城市植物生态景观。而镶
边类植物叶片边缘多为彩色，在园林景观中进行应用，能够
有效的提高景观的观赏效果。

园林设计论文篇八

摘要：明清中式园林是骚人墨客寄情于景，寓志于景的载体，
是东方造园文化的集大成者。其造景思想充分体现着“天人
和一”的设计美学，承载着风雅之士对于师法自然的推崇与
致敬，在造园艺术的形式与技巧之下，蕴藏着中国人对生存
与发展的哲学探索。明清中式园林既可端庄大气，亦可灵秀
典雅，山水亭榭、草木花石，方寸之间，都是自然景致与文
人精神之所在。

关键词：中式园林；设计；师法自然

明清中式园林的核心造园理念在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将“幽”、“雅”、“闲”的意匠营造出一种天然之趣，其
意境与艺术效果是中国园林设计者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和其自身修养的体现。明清中式园林在理景手法之中，以天



人合一的设计美学为指导，从设计师于自然、技艺相融共生
的角度——“一石则太华千寻”，探寻和创造了精妙的中式
园林造园艺术。中国的传统园林景观设计深受东方哲学与绘
画思想的影响，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渐清晰为四大支流：皇
家园林设计、北方四合院式的庭院设计，江南写意山水式的
园林设计，以及岭南精巧秀丽的园林设计。其中以江南水乡
的`写意山水的园林景致最为典雅古朴，耐人寻味，其也为明
清中式园林设计理念的主要体现者。江南私家园林多以景载
志，以物承德，是造园者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品格信仰多元
化呈现的载体，亦是造园者核心思想言简意赅的传递。此时
期的私家园林多受文人山水画作的直接影响，糅合以诗画意
象和艺术创造，贵在温恭蕴藉、含蓄谦良，审美更倾向清新
高雅之风。园林景致主体多为自然风光的凝练浓缩，其中廊
舍参差、亭台婉转、汀溆摇曳均为附衬，与地势情状有机结
合，讲究质韵积淀、节奏精巧，或浓墨重彩，或纤细碧玉。
明清中式园林尊崇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无处不体现出时人
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秉承着谦和的态度，师从自然，
技法上模拟自然形态的同时也提炼出高于自然的精髓，柔和
呈现。

一、师法自然与造园艺术

明清中式园林多以人工或半人工的自然山水为筋骨框架，以
绿化植景为血肉，以小见大，运用框景、障景、隔景、透景、
漏景、对景等艺术手法解构重组分隔出空间，统一中俨然蕴
含着变化，灵活调动景中人的视听，移步换景，文质彬彬。
明清中式园林的造园艺术讲究颇多，精炼两点蔽之。其一，
为园林理景在总体的布局形式上要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而
整体。假山的塑造中，中峰、涧流、缓坡、孔洞各设计元素
都的形式组合都要师从自然客观规律，不能生硬突兀，强行
结合，顺应有机原则，体现自然之趣。在此之上，加以设计
师文人化的思考和对形式美感的凝练，得之自然、彰显造化、
顺势而为、以形写意。其二，在于构筑物的结构肌理符合与
自然有机统一的设计原则。山体石料叠砌时要客观的师从天



然岩石的脉络纹路，尽可能的减少人工修葺的痕迹。水体多
曲折，可高低起伏为活水，亦可端庄静谧为静流。在花木上，
应或疏或密，错杂相间，呈天然形态。凝练自然意趣，以舒
文人情怀。

二、师法自然与视觉分隔

明清中式园林用来分隔空间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以植物、
构筑物和建筑物来分隔的居多。分隔出的空间力求在感官上
力求延续，弥补和突破园林实体的局限性。不是将造景者主
观意愿强加于载体，而是留出观赏者遐想延展的空间，其分
隔手法可以使园林景观融于自然，贴合自然。中式园林空间
视觉分割对于形态神态的处理，着意于情、境的结合，巧于
虚实与动静的切换，真假、因借、有限无限、有法无法种种
关系都拿捏恰当，饱含哲理。由此，园林景观和自然景观弥
合为有机的整体，如文学描写的跌宕起伏，似画境的疏密开
合。如中式园林中常见的窗体设计手法之一的漏窗设计，这
种以满格的装饰性来透空的装饰手法，将窗棂喻为画框，框
以园中自然之景，将有机原则运用得通透雅致。计成在《园
冶》中赞曰：“凡有观眺处筑斯，似避外隐内之义。”对于
疏密节凑和光线的借用，都妙不可言。

三、师法自然与建筑构筑

明清园林建筑中，有山水、堂、榭、廊、亭、楼、台、阁、
馆、斎、舫、墙等。其中构筑物虽多为人工，但也都是遵循
自然之法，或曲或直，仿水体波纹迤逦，层层递进，与自然
景观相映成趣。而园林建筑物，其外在形式和内在结构都与
该空间神韵灵气结合得严丝合缝，传达给观赏者一种宁静淡
泊的心境。

四、师法自然与主题凝练

东方的造园风格与西方的造园风格所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明



清中式园林对于植物的处理手法与安设状态，中式园林更加
严格的讲究与自然的契合。《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里，宝玉
住处门前西有海棠，东有芭蕉，名曰怡红院；黛玉住处门前
一片千滴泪的斑竹、还有白雪红梅，龛烟青青、菡萏垂菊、
蓼汀花溆，名曰潇湘馆。可见，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景观描绘，
都旨在表现中式园林其特有的师从自然。宋代以后，中式园
林便开始有了明确的主旨，在自己的发展轨迹上，体现人文、
自然的融合与创造。明清园林是其继承和发扬者，在模拟了
自然形态的造景手法的基础之上，更加强调设计之本为人的
修养境界。将造园者的精神思想、文化涵养以及对禅宗的领
悟都融入了理景之中，形成了写意山水园林，以诗词歌赋来
命题，点景，提炼出该园林设计的核心思想。明清中式园林
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已经成为东方乃至世界的优秀学习典
范和珍贵的艺术瑰宝。综上，明清园林设计，在艺术美学、
视觉设计、建筑造景、主题凝练上，无不体现者师法自然的
设计思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正是在宋明理学和禅宗对
“人”和“物”的深切剖析之后，格物致知，形成了中式园
林的独特美学。也正因此，中式园林的设计者真正成为了
与“天”、“地”并列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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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设计论文篇九

2.1遵循生态适应性。



在园林设计中，可以根据园林栽植的地理条件来选择适宜的
彩叶植物，所选的彩叶植物需要与生态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从而确保植物能够保持在最佳的生长状态。在具体配置过程
中，需要将乔木和灌木进行合理搭配，确保搭配的协调性，
确保配置后植物景观的功能性和观赏性能够有效的结合在一
起，使其所组成的园林植物系统具有较好的.和谐性和有序性。

2.2合理利用彩叶植物叶色的变化。

在对彩叶植物进行配置过程中，需要对植物的季相变化进行
充分考虑，尽量做到三季有花及四季有景的良好效果。由于
彩叶植物品种不同，其在不同季节所呈现出来的色彩也不尽
相同，因此可以将不同色相的彩色植物进行协调搭配，从而
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2.3遵守景观美学原理。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色彩作为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要素，这
就使园林配置中离不开彩叶植物，通过彩叶植物在园林景观
中的应用，有效的通过色相对比、明暗对比及色调对比，从
而将园林景观的效果更好的营造出来，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3彩叶植物的配置手法和方式

3.1彩叶植物的配置手法。

在园林植物色彩配置中，彩叶植物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因此在园林设计过程中，需要利用彩色植物来强化植物色彩
之间的联系和配合，更好的体现出景观色彩上的调和性，使
园林植物景观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柔美和舒适的美感。在园林
艺术中，色彩作为其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在具体设计时需要
以绿色为主色调，同时通过彩叶植物的配置来为景观增添美
观，利用对比和协调的手法来吸引游人的注意，提高景观的
观赏性。



（1）通过对比的手法配置出和谐美。在园林景观配置过程中，
需要以红、黄、蓝为三原色，并利用混合成的间色形成互补
色来产生明暗或是冷热的效果。利用互补色可能形成较为鲜
明的对比，营造出景观的和谐美。

（2）通过协调的手法配置出和谐美。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
需要注意对各要素之间在组合上的合理搭配，确保其具有较
好的协调性，能够使游人在观赏过程中欣赏到平静及舒适的
美感。而且利用各种互补色彩的有效搭配，可以使游人身处
景观中感觉到更舒服，惬意。通过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中的
应用，可以有效的提高园林植物色彩的丰富性，而且不同色
彩之间进行合理的搭配，能够营造出缤纷的景观效果，同时
还能够根据季节的变化而达到各种不同的艺术效果。而且在
景观色彩的对比和协调手法配置过程中，不仅具有较好的关
联性，而且通过对植物颜色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进行掌握，可
以有效的确保配置在一起后的协调性。

3.2彩叶植物的配置方式

（1）孤植。植物可供四面观赏，景观性能相对稳定，可作为
中心景观处理。孤植树主要是作为局部空旷地段的主题或园
林庇荫与构图艺术相结合的需要，如银杏、枫香等均可孤植。

（2）列植。成行成带栽植树木，多应用与公路两旁。例如金
叶榆、紫叶李均可列植与分车带中。

（3）丛植。将同种类或相似的植物种植在一起。既能丰富景
观色彩，又可以活跃园林气氛。再搭配周围环境的绿色，便
能形成对比及烘托的关系。

（4）篱植。由灌木或小乔木以近距离栽成单行或双行，紧密
结构的种植形式，称为篱植。紫叶小檗、金叶女贞这些耐修
剪的彩叶植物是彩色篱植的最佳材料。拼组成各种彩色图案
美观实用，同时增加了园林造景的层次感。



4彩叶植物的应用模式

4.1公路绿化带。

在园林道路两侧，为了能够更好的丰富人们视野内的景观，
则通常会采用彩色树种进行种植，利用色彩的跳跃性来避免
人们视野的疲劳，通过彩色植物及绿色植物的交替种值，形
成四季有景的效果。

4.2分割空间和引导视线

（1）园林植物空间的根据地形、地貌条件，利用植物进行空
间划分，创造出某一景观或特殊的环境气氛。在公园设计中
往往利用彩叶植物进行园林整体的空间分割以增加公园的深
度及层次感。

（2）彩叶植物在单独栽种时作为局部空旷地段的主题，成为
视线的集中点，引导游人游园路线，形成园林庇荫和构图艺
术相结合的实用美感，取得“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

4.3配合水景。

水体在园林设计中具有不可或缺性，而且通过合理对水体及
周围的植物进行配置，可以有效的提高水体的美感，将水体
与植物有效的融合为一体，而景观在其中处于主导的地位，
将色彩水景的美感更好的体现出来。

结语

在城市园林设计中，彩叶植物在美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特别是在当前人们对人居环境要求不断提升的新形势下，
人们对城市园林景观的观赏性及人类宜居效果有了更高的要
求，这就需要充分的利用好彩色植物在园林设计中的应用，
充分的发挥彩叶植物的特点，使其在园林设计应用中能够为



人们提供更优美的景观，在不同季节向人们展现出不同形态
的景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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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园林建设中，乔木的设计主要是采用孤植和对植的方
式。

3.2生态园林中灌木植物的设计方式

在生态园林中，灌木具有生长速度比较快的特点，其枝干分
支比较多，而且枝叶繁大，能够使植物呈现出丰富的层次。
灌木生长后，其颜色比较艳丽，而且在灌木上能够生长出颜
色各异的果实，如果能够进行合理的设计，就可以使生态园
林展现出层次化的美感。一般乔木是比较高大的，在乔木周
围设计灌木，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使生态园林中的植
物层次感更加明显。在比较空旷的场地，种植大量的灌木，
能够使空旷的空间具有整体性的美感。

3.3生态园林中各种花卉的设计

在生态园林中，在对花卉进行设计时，要结合各类花卉的颜
色，从而使生态园林呈现出各种色彩，焕发出生机。在一些
比较规则的生态园林中，可以设计花台和花坛等，这样能够
将所有品种的花卉集中起来展示给游客，花坛中各类颜色的
花卉聚集在一起，能够带给游客强烈的视觉冲击。在自然景
观比较多的生态园林中，可以结合花卉和稀疏的丛植一起种
植，这样能够展现出花卉的层次感，通过绿色植物的衬托，
能够使花卉的美感突显出来。各种颜色的花卉能够相得益彰，
可以将颜色差别比较大的花卉种植在一起，更加能够突出主
体。

3.4生态园林中攀援植物的设计



在生态园林中，种植攀援植物，这类植物枝叶茂盛，而且生
长速度非常快，所以，在生态园林的亭台楼阁周围都可以种
植攀援植物，既能够起到观赏的作用，又可以起到遮荫的效
果。可以在生态园林的小亭子周围种植蔷薇和爬山虎等攀援
植物，这样能够遮挡强烈的阳光，而且能够起到良好的审美
效果，蔷薇和爬山虎能够给游客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

4结语

如今，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改善生态环境更是发展社
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改善生态环境的重点就是建设
生态园林景观，环环相扣，这也就意味着植物配置的重要性。
为了建设更好的生态园林景观，在进行植物配置时，应当体
现出它的艺术性以及实用性，遵循美学原理，遵循以人为本
和经济性的原则。无论是艺术性还是实用性，对于生态园林
景观都非常重要，必须经过透彻的理解，才能用适当合理的
方法将它们完全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