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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域特征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需结合地域特征进

行设计,才能有效融合现代园林景观发展趋势与地方特征,从而创造出更优秀的园林景观。基于此,本文

概述了地域特征,阐述了地域特征下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原则,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地域特征体现

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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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是各个地区恢复生态环境

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风景园林规划设

计必须结合地域特征,体现当地特色。并

且地域特征下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要就

地取材,在建设时要做到生态环保。 

1 地域特征的概述 

地域特征主要是指在人为与自然

因素等影响下,不同地域空间呈现出来

的特征。从总体角度而言,地域有着人

性化、区域性、综合性与系统性等基本

内容。并且在不同区域中,地域特征也

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地域特征

也可以充分反映不同地区的人文与自

然环境。 

1.1气候气象。这一地域特征主要位

于地球的外圈层,是一种构成自然环境

的大气,在自然环境中它是非常活跃的

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优势体现在满足

地球各式各样生物正常的生命活动。同

时在地球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可以逐渐

发展出具备各种不同地域特征的气候。 

1.2植被。在社会环境中,植被占有

非常重要的组成地位,在开展环境类相

关建设工作时,植被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时,植被也要作为

重要的规划设计对象参与其中,并且植

被在风景园林的建设过程中具有非常重

要的促进作用,由此可知,城市园林在很

大程度上会受到植被的影响。 

1.3地质地貌。不同地域的地质、土

壤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地貌主要指的是由于地

球的表面在不同内外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所形成的不同地貌特征形态。在这些内

外力的作用之下,促使地球表面逐渐形

成各种不同的地貌特征。 

1.4水文条件。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

对于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而在数千年的人类发展进

程中,依水而居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广泛

与普遍的社会生活行为。在我国一些比

较显著与优秀的城市规划设计中,会以

山水作为园林的重要自然屏障。 

2 地域特征下的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原则 

2.1经济性原则。风景园林工程建设

是一项耗资比较大的工程,因此地域特

征下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必须坚持经济

性原则。突出地域特征就是要尽量呈现

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所以规划设计时

要在宏观上对区域内进行地理资源的综

合利用。比如,在林木丰茂的地区作为风

景园林的建设基地。这样可以节省苗木

采购、移栽、养护等方面的费用,既能够

达到彰显区域特征的目的,又能够控制

风景园林工程造价。 

2.2就地取材原则。为了保证风景园

林建设的有效性,地域特征下的风景园

林规划设计要坚持就地取材原则。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要突出地域特征,必须充

分运用当地的林木和花草。并且为了展

现乡土特色,宜使用本地区的植物进行

风景园林工程建设,使得园林风景也因

植物而突出地域特色。另外,就地取材可

以降低成本,并且能保证植物拥有较高

的成活率。 

2.3生态环保原则。风景园林工程建

设目的在于恢复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既

有的林木资源。所以,地域特征下的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要坚持生态环保原则。在

园林规划设计时要充分利用既有植物、

山水、石料等资源,避免或者减少园林建

筑中材料运输或开凿沟渠等造成二次浪

费或环境污染。 

2.4真实性原则。风景园林工程建设

目的在于突出某个地域的固有特点,具

有个性化的特征,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要

坚持真实性原则。在园林规划设计时,

要充分考虑风景园林周围的社会环境,

包括建筑、山水、民俗等,然后将这些社

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融入到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中,力求风景园林与周围环境和谐

统一。 

2.5功能性原则。风景园林工程建设

要发挥其功能,只有赋予风景园林某些

功能,才能够吸引人前去观赏,所以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要坚持功能性原则。在园

林规划设计时,要强调风景园林的实用

功能。例如,根据当地人喜好在园林中增

加晨练跑道,运动器械等,提高绿地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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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增强市民的归属感。 

3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地域

特征体现 

3.1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自然特

征体现。地域特征下的风景园林规划设

计,要借用自然地理优势,这样就能够将

原汁原味的地域风景纳入到风景园林中,

通过艺术加工处理,更好的表现出地域

的自然地理特色。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

借助自然地理优势,有利于发挥风景园

林的生态保护功能,用技术手段和艺术

手法将荒野变成具有欣赏价值的空间,

并且保持了既有的生态环境。首先,在风

景园林规划设计中,气候气象、植被、地

质地貌等地域自然特征的影响都不可忽

略,而且这些特征都是相互关联的系统

体现。因此,在风景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

对地域自然特征的考虑是在对每一个自

然特征充分考虑基础上的系统性、综合

性考虑,这样设计出来的园林风景才更

具特色和特性。例如,在对西北、华北等

北方部分地区进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过

程中,其水资源较为匮乏,所以在规划设

计环节则需要充分重视水资源的获取与

利用；在对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

规划设计时,由于较为频繁出现暴雨天

气以及台风,所以应确保其排水系统良

好。又如在北方地区,由于温度较低,水

资源较少,所以通常都是采用阔叶林以

及落叶针叶林等植被；对于南方降水量

较多,温度较高的情况,则主要采用常绿

阔叶林。其次,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

有效融合自然风景与实际建筑,就必须

结合地域中具体的地形地貌等进行合理

设计,遵循“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原则。 

3.2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文化特

征体现。地域特征下的风景园林规划设

计,要突出历史文化底蕴。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是自然景观的充分展现,并且通过

风景园林的内部事物还能体现当地的文

化内涵,反映了当地文化特征。同时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人们对于

文化生活的需求,而做好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工作,可以有效丰富人们的精神文

化生活。例如我国的丽江、大理等旅游

胜地,其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过程中,必须

结合旅游这类文化因素,依据当地的自

然景观,合理打造旅游文化特色,使游

客在风景园林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美

景；对于我国苏杭地区,其历史悠久,

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过程中,可以合理

表达出其历史久远的文化底蕴,比如在

亭树、阁楼中感受层次美；对于深圳等

科技创新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要贯

彻“科技”和“创新”等理念,使风景

园林能够体现出科技功能,使得科技的

进步发展在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

得到充分体现,不仅能够展示出人们在

科技时代下的精神面貌,还能展示出当

地独有的文化气息。 

3.3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社会特

征体现。社会特征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的影响非常大,在同一个地域中,不同社

会阶段的风景园林差异大。在现代社会

中,景观园林设计作为城市规划建设中

的重要内容,也在随着社会特征的变化

而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风景园林是城

市中的公益性项目,其对城市整体效果

具有很大的提升作用,能更好地满足人

们对休闲放松、娱乐运动、绿化美观等

方面的要求,具有很大的社会公益性,这

也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社会特征体现

的重要方面。 

3.4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的植物特

征体现。对于植被种植和布局是风景园

林设计中仔细考虑的环节。由于部分植

被对自身的生长环境要求很高,因此对

于植被的选择要尽量选择本地区的植被

种类,不仅可以节约运输成本,还可以有

效保证植被的成活率。植被的选择会影

响到整个园林的观赏效果,设计人员需

要从整体出发,使得建筑设施和植被搭

配更加和谐,比如对于小型的配套服务

设施附近需要种植花草和灌木,对于高

大的建筑需要灌木、乔木来衬托。同时,

对于园林内部的不同地点,设计人员也

要结合植物的生长特点,以及植被的高

矮、枝叶大小、花卉的颜色等进行合理

的分配,使整个园林的风景更加具有层

次感。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域特征对于风景园林

的影响非常大,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

重点考虑的因素。因此风景园林在实际

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地域的自然

及人文等方面特征,做好地域特征与风

景园林应用的融合设计,从而实现人与

景观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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