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林要素设计



本章内容

 园林的四大要素：
 传统：山石、水体、植物、建筑

 现代：地形（山水）、植物、道路和广场、建筑与小品

 园林地形设计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
 园路与广场设计
 园林水景设计
 园林建筑和小品设计



园林地形设计

 地形的功能作用

 美学功能

 实用功能

 地形的类型

 地形设计要点



地形

 地形是地貌与地物的总称。
 地貌：是指地球表面三度空间的起伏变化；
 地物：是指地表面的固定物体

 不同的园林地形反应不同的景观特征，影响园林布局和园林风格。



 大地形：山谷、丘陵、草原、平原等
 小地形：土丘、台地、斜坡、平地、台阶等
 微地形：土丘上的微弱起伏、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叠山置石、枯山

水中的砂纹等



地形的功能

 美学功能：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的空间感

 利用地形来引导游览

 实用功能：
 利用地形控制视线

 创造小气候条件

 利用地形排水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可被当作布局和视觉要素来使用

 土壤是一种可塑性物质，它可以被塑造成具有

各种特性、具有美学价值的悦目的实体和虚体

 中国、日本园林中各种假山、置石也具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

 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大地艺术”、“大地作品”

就是通过地形创造艺术的手法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地形本身作为一种视觉要素



利用地形营造空间

 地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限制外部
空间

 地形可以充当三维立体空间的底平面、
垂直面，偶尔可以充当顶平面（岩洞）

 可以改变谷底面积、坡度、天际线三个
因素来营造不同的空间



利用地形营造空间



利用地形营造空间



利用地形营造空间





利用地形营造空间



利用地形控制视线

 地形在景观中能将视线导向某一特定点

 地形在景观中能影响某一固定景物的观赏

视角和视距

 地形在景观中可以用来创造一个连续性变

化的景观序列

 地形在景观中能封锁通向不悦景物的视线



在凸地形的顶端焦点上布置其他设计要素，
容易成为视觉焦点



利用地形遮挡不悦物体



利用地形遮挡不悦景观



利用地形部分遮挡景物，引导游人前进



利用斜坡面来展现目标景物



利用地形创造良好的观景点和观景视线



影响旅游线路和速度

 通过地形的高低变化、坡度的陡缓以及道路的宽窄、
曲直变化等来影响和控制行人和车辆运行的方向、速
度和节奏



利用地形改变微气候环境



地形处理应考虑的因素

 考虑原有地形，因地制宜

 根据园林功能分区处理地形

 要考虑坡面的稳定性

 要考虑土方平衡与园林造景相结合



考虑原有地形，因地制宜

 自然风景中地形类型很多，在设计时我们应该

尽量利用原有地形，或只需稍加人工点缀和润

色，便成为园林景观地形

 “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工之事”

 “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土地之神”

 在设计时常用硫酸纸蒙在原地形图上进行具体

设计。







地形与功能的相互选择

 根据各分区开展活动的内容不同，其对
地形的要求也不同。如：

游人集中或进行体育活动－－>地形平坦

划船游泳－－>河流湖泊

漂流－－>由高到底的溪流

登高远眺－－>高地山岗





要考虑坡面的稳定性

 坡度过大或坡度不大但同一坡度的坡面延伸过长都会引
起地表径流，产生坡面滑坡

 地形起伏应适度、坡长要适中
 <1％：易积水

 1％－5％：排水较理想，同时也适合大多数活动的安排

 5％－10％：排水良好，且能形成起伏感

 >10％：宜在局部小范围利用



要考虑土方平衡与园林造景相结合

 设计地形时，尽可能就地平衡土方，挖
池与堆山结合造堤相配合，使土方就近
平衡。减少财力、物力、人力的消耗



地形的分类

 平地

 坡地

 台地

 山地（石山、土山）



平地

 平坦的地形，为排水方便，要求平地有3%-5%的坡度，并

利用道路、明沟排除地面水。一般平地的坡度为1％－7％

 平地宜作为集散广场、交通广场、草地、建筑等方面的用

地，接纳和疏散人群，组织各种活动或供人游览休息

 园林造景时，平坦地形可以与水平造型的植物或建筑互相

协调，也可与垂直造型形成强烈的对比



水平地形与垂直形状的对比



水平地形能协调各景观要素



各种基底的平地



平地多用来供人们活动、集散



坡地

 坡地就是倾斜的地面，因其倾斜角度不同，可
分为三种：

缓坡：8%  － 12% 的坡度；

中坡：12% － 20% 的坡度；

陡坡：20% － 40% 的坡度。

 坡地可以用来种植观赏植物或营造动态水景

 坡地可以与平地相结合，提高视点，供人休息
并欣赏周围景色。交接处的挡土墙或护坡可以
用来造景。



坡地的处理方法



云台花园



云台花园



云台花园



云台花园



云台花园



台地

北京某居住
区地形处理



（意）美第其庄园 Villa Midici



（意）埃斯特庄园 Villa D’este





挡土墙的处理



利用挡土墙营造景观



利用地形高差营造跌水



利用地形高差营造跌水





山地

 按材料分：土山、石山、土石结合的山

 按游览使用方式分：只供观赏的山、可
观可游的山

 以石叠山是我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特点之
一



土山

 利用园内挖出的土方堆置的山体，投资
小，可以营造林木葱茏的山林景观，但
占地面积较大，山体难显峭拔之势。

 设计要点：
1）安全

坡度不要超过山体土壤的自然安息角，峰陡而坡
缓，愈远愈平；坡度较大处应设计挡土墙或用植物与
置石进行护坡
2）功能

改善植物的种植条件；改善建筑小气候环境，如防
风、通风、采光等



 3）形态
 符合自然规律，忌矫揉造作。山峰主次分明、高低
错落，多面可观的山要注意各方向上立面高差处理,
忌“馒头山”、“笔架山”

 4）经济
 堆山要因地制宜，土方就近平衡，减少工程量和运
输量，如上海杨浦、虹口、和平公园在日伪时期弹
药库和靶场基础上挖湖堆山，枫泾公园因原址土丘
而设计地形，闵行区计划用七宝附近的垃圾山堆山
营造公园等



上海长风公园铁臂山





颐和园设计全景图（1756）



石山

 以山石为材料进行堆山，可现山体峥嵘峭拔之
势，占地面积小，但造价较高。具体包括叠山
和置石。

 叠山：通过园林艺术家的构思立意和创作，用小块
山石堆叠或人工塑石等手法形成的具有自然山形的
园林景观，体现山石的群体美。

 置石：以山石为材料作独立性或附属性的造景布置，
体现山石的个体美或局部组合，而不具备完整的山
形，广义上的“假山”包含置石。



石山设计要点

 安全：堆叠石块时要考虑其结构的稳定性，符合力学
原理。允许攀爬的假山要有必要的保护措施，加设栏
杆等。

 以人为本：登山栏杆、台阶、休息设施的尺寸位置要
科学的按照人的尺度、人的体力等规范进行施工。

 自然天成：设计时要考虑石材的形、色、质、纹，取
得石块间的协调以及山体与其周围植物建筑的协调。

 石材就近选取：运用当地石材，减少运输量和工程造
价。



 自然：应用人造假山石进行塑山时，要力求自然，避
免“失真”。



尺度：山体的体量与其所在空间相符合



造景：结合地形创造跌水、瀑布、植物景观



园林植物造景



 植物

 风景园林师应具备的植物知识

 植物作为造园要素之一的特点

 植物在园林设计中的功能



 是各要素中唯一有生命的要素,随季节变
化和年代推移而变化。

 植物不仅仅是建筑空间的装饰物，还具
备其他方面的功能，设计师在进行设计
时应充分发挥植物的各种功能；

 植物种植设计应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

植物



风景园林设计师应具备的植物知识

 对植物在园林中的功能有透彻的了解，并在设
计中熟练而敏感地体现这些功能；

 要通晓常用观赏植物的设计特性。如植物的尺
度、形态、色彩和质地；

 了解植物的生态习性及其健康生长所需要的环
境条件



园林植物的特点

 有生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和年代的推
移发生变化

 需要一系列特定的环境条件供其存活和
健康生长

 需要养护管理

 植物能给其所在的环境带来自然、舒畅
的感觉，打破硬质景观的呆板和枯燥



园林植物的功能

 环境功能

 建造功能(营造空间)
 造景功能

 文化功能



环境功能

 改善小气候（防风、滞尘、减噪、遮荫、
杀菌、控温）、保持水土（固坡、护
岸），这些功能在工厂、城市道路、医
院、山坡、水岸的绿地中表现明显。



建造功能

 通过组织植物材料可以形成不同的园林
空间。植物可以充当空间的任何一个面。

 仅利用植物材料就可以建造出许多不同
类型的空间，形成开合收放等园林空间
序列。

 设计中，常利用植物与其他要素（建筑、
地形）结合构建空间



利用植物围合空间



植物分隔建筑空间



地被和草坪暗示虚空间的边缘



树干构成虚空间的边缘





由植物限制的室外空间





植物空间类型

 开敞空间：仅利用低矮灌木、地被植物或草坪作为空
间的限制因素

 半开敞空间：与上相似，但一面或多面部分地受到较高植物封闭。
一面可以有开敞的视野，另一方面可提供一定的私密性

 覆盖空间：利用浓密树冠的遮荫树，构成一顶部覆盖、
四周开敞的空间

 完全封闭空间：六面全有植物包围，有很强的隔离感

 垂直空间：用高而细的植物形成的朝天开敞的空间







树冠形成空间的顶平面









植物与其他造园要素共同组建空间



植物与其他造园要素共同组建空间



造景功能

 作主景：形成各种主题的植物景观，成为视觉焦点。
如花坛、孤植树、植物群落，再如

 作背景：作为空间基地，烘托主景。根据前景的尺度、
形式、质感、色彩决定背景植物材料的选择

 作障景：扬美遮丑
 作框景：取景框，挡住不佳部分，突出表现较佳景色
 作漏景：用植物稀疏的枝叶或较密的枝干使其后的景

物隐约可见，增加植物的神秘感。
 将建筑融入周围环境 再如1、2
 作配景：强调主景
 统一全园各不同要素



植物作漏景





植物作背景













植物将建筑融入环境



植物将建筑融入环境



植物将建筑融入环境



大乔木做标本树



植物的强调作用



植物的统一作用



植物做框景



文化功能
 植物的文化性是我国传统园林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化中，

一些植物被赋予了人性化的性格特征，或者具有某种寓意，这些

常被造园家利用来营造园林意境或表现设计主题。如：
竹子：清廉、隐逸、出尘脱俗
松柏：坚韧、顽强，也寓意长寿
牡丹、桂花：富贵的象征
百合：象征百年好合
玉兰、海棠：玉堂富贵

传统园林以植物命名的景点有很多，如
圆明园：柳浪闻莺、曲院风荷、碧桐书屋；
避暑山庄：万壑松风、曲水荷香等

现代园林仍有利用植物表达意境的佳例，这也是体现现代景
观地域特征（中国特色）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