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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在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的生态性研究

●钱邦华

　　

[摘要]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问题日益显著,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随着

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大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满足,对生活、居住、社会、工作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绿色建筑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广泛应用于园林景观设计工作中,其设计、建造、应用、维护各个环节充分体

现了现代化低碳环保理念.引入多样化的节能技术能够为大众创建舒适的生存环境,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发展目标.本文基于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作,进一步分析绿色建筑在园林景观规划中的生态效

益,探寻双方之间的潜在关系,开拓绿色建筑在园林景观规划中的生态性应用路径,以期创建高质量生态环

境,加快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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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在绿色建筑从设计到应用的全过

程，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环保的建设目

标。 节能减排、水资源利用、绿色材料、生态设计等都是

绿色建筑的生态性表现。 园林景观建设旨在科学规划自然

环境，为大众创建具有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人居环境，其

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工程团队应当贯

彻落实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探索绿色建筑在园林景观规划

设计中的生态性应用。

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绿色建筑的生态效益

(一)景观生境创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园林景观作为城市生态基础性设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生态性作用，不仅可以为城市提供连贯性的绿色网络，而且

能够为多样性动植物营造生态环境。 园林建设部门采用自

然水系、原生植被复育等措施，赋予了生态环境创建多样化

的特征，提升了生境美观性，并提供了生物交流的生态空

间。 生境创设与生态廊道的形成息息相关，是贯彻落实生

物多样性理念的重要手段。 依托区域地形地貌优势创建生

态环境，是园林景观建设的重要特征之一。 园林工程单位

可以利用岛屿、礁石或水池等建筑元素，满足区域内多样化

生物的共生需求，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园林规划设

计应当遵循本土化物种应用原则，以期降低对外来物种的依

赖性，预防控制外来物种对生境创设的侵入性风险。 利用

本土化物种开展植被规划设计，有利于促进园林景观发挥生

物多样性维系功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

(二)增强园林景观生态服务功能

绿色建筑基于生态环保理念，为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提供

了绿色基础设施，并赋予了园区多样化的生态服务功能，主

要表现在炭吸存、娱乐文化服务、营养循环以及生物多样性

维护等方面。 首先，绿色建筑遵循低碳环保原则，倡导园

林景观植被规划引入具有高碳固定潜力的物种，并提出植物

搭配多样性的要求，按照植被功能性和环境需求安排植被群

落，有助于发挥园林景观的功能优势。 例如，净化区域内

的空气环境、缓解热岛效应，以构建空气质量高的生态空

间。 其次，绿色建筑鼓励运用地域文化元素，遵循自然美

学原则，依托独具地域特色的地形地貌、生态结构，有利于

创建具有多样性功能的园林空间，不仅可以提供娱乐休闲区

域，而且可以面向公众承担教育和文化传承责任。 营养循

环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护是园林景观规划所承担的责任之一。

基于绿色建筑生态设计，设计人员可以选择生物链中的关键

物种，以便创建多样化生物依赖的微生境，维护区域生态系

统的稳定运行，满足园林景观中生物循环的资源需求。

绿色建筑与园林景观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探究

(一)建筑土木工程是园林景观规划的基础

绿色建筑相比于普通建筑更具优势，主要通过预防控制

施工和后期运行阶段的风险性因素，降低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和破坏。 立足于节约用水、降低能耗、节约施工和运维材

料、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等方面，践行绿色设计理念，设计

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一方面涵盖园林景观所需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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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系统。 另一方面包括排水沟渠、建筑小品、步道(如图

１)等多样性的建筑物。 建筑物与周边生态系统既相辅相

成，又相互制约，因此，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对园林景观生态

系统具有积极影响。

市政规划部门通常将园林景观工程与城市建筑物融合，

在园林景观具体规划设计工作中，需要结合区域环境选择园

林工程建设地址，通过地质调查工作了解地形地貌特征，设

计与区域环境相适应的园林景观设计方案。 从园林景观设

计建造总体情况来看，涵盖人工湖、湿地、生态林等多样性

的基础设施，建筑土木工程为各项景观设施提供了建造条

件。 园林景观建设以建筑土木工程为设计基础，优化亭

台、走廊、步道等设施的建设条件，不仅可以为城市居民创

建优质自然环境，而且可以提升绿化覆盖率。

图１　园林景观步道

(二)绿色建筑促进园林景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绿色建筑与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相辅相成，在园林景观规

划中践行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有助于推动生态系统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首先，节约用水是绿色建筑的优势特征之

一，园林景观规划依托绿色建筑中的节水措施，可以提高雨

水处理效率。 一方面可以将雨水下渗到地面之下，另一方

面借助排水沟渠可以将雨水汇集于地表水系，对于更新区域

水体至关重要。 其次，绿色建筑设计理念要求严格控制污

染风险，以防破坏园林景观生态环境。 例如，排水系统是

园林景观建设的配套设施，不仅可以将雨水等洁净水体排放

于河道、湖泊，而且可以利用专业化的污水管道排放建筑污

水，隔离建筑污水与园林景观的水体，确保水体能够发挥良

好的自净功能。 最后，利用绿色施工技术有助于提高水土

的稳定性。 例如，治理河道过程中可以采用土工复合材

料、干砌石、混凝土护坡板，借助生态护坡维护河道边坡功

能，避免受到恶劣天气环境的影响导致土壤流失，并且有利

于提高河水清洁度，缓解河道淤积等问题。

绿色建筑在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的生态性应用

(一)基于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丰富植物造景的生态性

绿色建筑应用于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有利于提升整体

生态环境质量，结合区域环境优势强化景观功能性，开拓未

来建设发展前景，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目标。 园林景观规

划部门如果要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就应当探索绿色建筑在园

林景观规划中的生态性应用，科学化的建设理念是园林景观

规划的重要导向。 因此，相关建设部门应当深入了解绿色

建筑概念，以便丰富植物造景的生态性。 例如，山西省太

原市某一园林工程，积极践行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工程总占

地为５４．６８万 m２，与市中心相隔５．５km，根据统计园林内部

绿化覆盖率达到８１．６％，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

从践行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方面来看，首先，应当以区域

气候环境、园林范围内土壤情况、自然条件为依据，科学化

开展植被规划工作，满足园林生态造景的建设需求。 与此

同时，应当遵循本土植被应用原则，避免引入外来危险物种

破坏区域生态环境。 其次，园林景观设计应当采取多样化

的绿化措施增加绿化面积。 例如，采用绿色屋顶、垂直绿

化、庭院绿化等方式扩大绿色景观空间，推动生态系统稳定

健康运行。 再次，园林景观建设基于绿色建筑理念，需要

引入健康可持续性的绿色材料，缓解传统材料对环境造成的

压力，或者应用现代化的节能技术，提高太阳能、风能资源

的利用效率，代替原有的能源消耗。 最后，园林景观建设

承担着生境建设、生态系统保护等责任，相关部门在规划设

计中应当强化生态功能优势，借助绿色建筑条件优化雨水花

园、湿地、生态廊道等设施的建设，获取理想化的生态保护

成果。

(二)节能技术与可持续景观相结合，实现节能减排目标

节能减排是绿色建筑的生态性特征之一，园林景观规划

可以引入绿色节能技术，与可持续景观有机融合，满足低

碳、提高资源利用率、维护生态环境等需求，坚持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 园林景观规划部门应当探索建筑与景观之间的

融合点，采取整合设计措施，以便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

可以利用太阳能和风能代替传统消耗性能源，降低碳排放

量。 园林景观设计旨在为公众构建舒适性生态环境，并实

现生物多样性维护目标，利用绿色建筑优化景观布局，开展

植被规划种植工作，有利于形成天然的遮阳和保温效果，实

现节能减排目标。 太阳能灯光、太阳能泵、LED灯是广泛

应用的节能设备，设计和建设人员将节能设备纳入园林规划

当中，可以降低能源消耗，优化灌溉系统以节约水资源。

与此同时，引入智能化监督控制系统，可以动态跟踪建筑与

景观产生的能源消耗。 采用绿色科技是提高资源应用效率

的重要手段，园林规划设计应当结合区域环境特征，灵活应

用绿色墙、屋顶花园、生态池等绿色技术，不断增加绿色景

观覆盖率，充分发挥景观的隔热和节能减排功能。

(三)地域性文化景观设计，突出地域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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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特色是优化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元素，园林景

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趋

势，积极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而且应当充分发挥地方

特色文化的优势特征，凸显园林景观设计的地域特色。 园

林景观规划部门应当掌握绿色建筑设计要点，通过开展区域

资源调查工作整合相关信息，以区域资源现状、环境现状、

文化现状为参考依据，遵循因地制宜、生态保护原则，避免

景观设计脱离区域发展实际。 基于绿色建筑生态设计理念

开展优化园林景观设计，可以通过采用本土植物、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应用传统建筑技术等具体措施，促使建筑与景观

的整合设计彰显地域文化优势。

本土植物在移栽、生长、维护各个阶段具有良好的环境

适应性，可以满足区域气候环境变化需求，并提升植被存活

生长效率。 因此，园林景观可以引入本土植物做好栽植规

划，向外界彰显地域景观特征。 绿色建筑理念强调园林建

设的节约性和可持续性，优选本地植物品种有助于快速成形

成景，发挥园林景观净化空气等功能优势，同时为保护生物

多样性提供条件。 例如，南方地区气候炎热，可以选择热

带雨植物，北方地区温度较低，四季温度变化鲜明，可以移

植耐寒性植物，以适应地区生态环境，保障建筑和景观的生

态性能。 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不

仅需要彰显园林景观多样性特色，而且需要深度融合地方历

史人文元素，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更好地体现绿色建筑

生态性理念。 设计人员在开展规划设计工作之前，需要采

取线上或线下调研方式，深入掌握地域历史文化发展特点，

立足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提取典型性元素，与园

林景观规划深度融合，突出建筑与景观的人文性特征。 例

如，可以结合景观规划需求引入壁画元素，或者设计园林雕

塑，以此来表达园林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优秀传统历史文

化遗产独具地域特色，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应当采取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措施，如尊重原有传统建筑，保护文化石雕、古树

名树；将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化建筑技术有机结合，有利于

在创新发展的前提下保留传统风格技艺。 例如，灵活应用

木结构、瓦片、雕花等技术，深化建筑与景观的传统文化

内涵。

(四)利用空中花园与绿化墙设计，提升园林景观品质

增加绿化面积是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之一，也是提升城市

园林景观质量的任务目标。 由于城市空间紧缺问题频现，

导致绿化面积持续减少，利用空中花园和绿化墙设计手段，

不仅可以增加绿化面积，而且可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优化

空气环境质量。 设计人员选择绿化墙设置位置时，应当保

障具有足够的照射资源，并处于人群相对密集的位置，以便

抵御风沙和强光。 同时，可以将绿化墙设置为标志、景观

等设施，将多样性的植物设置成图案和标语，提升园林景观

的观赏性能。 例如，将园林休息区、运动区的围墙、围栏

设置为绿化墙。 此外，可以综合分析园林地理优势，选择

在凉亭、廊榭、景观建筑上方设计空中花园，有效扩大园林

绿化空间，种植垂钓性植物满足遮光和审美需求。

结束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发展对园林景观规划设

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利用园林景观优化城市环

境，而且需要遵循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加强绿色建筑在园林

景观规划设计中的生态性研究。 园林景观规划部门应当结

合城市发展规划，深入了解绿色建筑在园林景观规划中的生

态效益，探寻绿色建筑与园林生态景观的关联，提升园林景

观设计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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