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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理念下风景园林景观设计要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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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人性化理念出发，深入探讨了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各项要素。文章首先阐述了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意义，包括提升景观品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

丰富游客体验。随后，文章从功能、空间二个维度详细分析了人性化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核心要

素。本研究旨在为风景园林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参考，推动人性化理念在景观设计中的

深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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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品质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风景园林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景观设计应当以人为本，体现人性化的理念。

人性化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不仅可以提升景

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还能够促进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丰富游客的体验，提高游客的满

意度。

1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

的意义

1.1 提升景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

人性化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以人的需求

为出发点，通过优化景观布局、丰富景观内容、

完善配套设施等方式，营造舒适、安全、便捷

的游览环境，提升景观空间的品质。同时，人

性化设计注重环境与人的互动，通过合理组织

动线、营造丰富的景观层次，引导游客深入景

观空间，获得更加积极的环境体验，在潜移默

化中改善人的身心健康。

优秀的人性化景观设计案例，如北京奥林

匹克森林公园，通过大尺度的生态景观营造，

为城市提供了大面积的绿色开敞空间，改善了

城市生态环境。公园内部将体育健身、文化游

憩、科普教育等功能巧妙融合，营造了丰富多

样的活动场所，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游憩需求。

公园景观设计注重人性化细节，合理布置休憩

设施、标识系统、无障碍设施等，提升了游客

的舒适度和便捷性。整个公园成为提升城市景

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典范。

1.2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人性化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应当尊重自

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保护场地

内原有的自然景观资源，合理利用地形地貌进

行景观设计，营造接近自然的生态景观，可以

在提供优美景观的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维

系生态系统的健康。人性化设计还强调环境共

享，注重营造开放、包容的景观空间，为不同

人群提供交流、互动的场所。通过组织丰富的

环境体验和互动活动，引导人们在景观空间中

感受自然，体验生态，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加

深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

1.3 丰富游客的体验，提高满意度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JNSR)《自然科学研究》 ISSN 3022-8859 Vol. 1 No.3 September 2024

人性化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应当关注游

客的多元化需求，创造丰富的游览体验，提高

游客的满意度。通过对游客的行为偏好、心理

需求等进行分析，因地制宜地开发特色游览项

目，提供个性化的游览服务，可以有效吸引游

客，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人性化设计

还注重营造富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景观空间，

通过塑造独特的空间意象、营造浓郁的文化氛

围，唤起游客的情感共鸣，留下深刻印象。同

时，注重细节设计，提供完善的游览设施和贴

心的服务，如休憩空间、餐饮设施、旅游纪念

品等，全方位提升游客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2 人性化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功能要

素

2.1 游憩功

16

能

应当提供多样化的游憩空间，满足不同人

群的游憩需求。通过合理配置观赏游憩、休闲

游憩、健身游憩、文化游憩等多种类型的游憩

空间，营造丰富的游憩景观，吸引更多游客。

如观赏游憩空间可以通过营造优美的自然景

观或文化景观，如山水、花境、雕塑等，吸引

游客驻足欣赏；休闲游憩空间可以通过设置凉

亭、座椅、躺椅等休憩设施，营造舒适的休息

场所；健身游憩空间可以通过设置健身步道、

体育器械等，为游客提供健身锻炼的场所；文

化游憩空间可以通过营造传统园林意境、举办

文化活动等，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多样化的

游憩空间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

不同兴趣爱好游客的需求，使景观空间更加包

容和人性化。

2.2 生态功能

生态功能是风景园林景观的重要功能之

一。人性化的景观设计应当重视生态效益，通

过保护和恢复景观的生态功能，营造健康、宜

人的生态环境。应当保护与修复场地的生态环

境，维系生态系统的健康。风景园林的场地往

往拥有一定的生态资源，如植被、水体、野生

动物等。景观设计应当尊重场地原有的生态格

局，最大限度地保护场地内的自然生态系统，

对原有植被进行保护，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

修复，恢复景观的生态功能。通过合理引入水

系、营造复层植被、构建生态廊道等生态设计

手法，提升景观的生态价值，维系生态系统的

稳定。应当营造生物多样性的栖息环境，丰富

景观的生态内涵。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系统

健康的重要指标。景观设计应当通过构建多样

化的生境，如营造不同类型的植物群落、水体

环境、地形环境等，为各类生物提供适宜的栖

息条件，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通过营造生态

化的景观，如雨水花园、屋顶绿化、垂直绿化

等，创造生物栖息的微环境，吸引鸟类、昆虫

等小型生物，增加景观的生态价值。同时，应

当加强生态保护的科普宣教，提高游客的生态

意识，引导游客参与生态保护行动。

2.3 审美功能

审美功能是风景园林景观的重要功能之

一。人性化的景观设计应当重视景观的艺术性

和美学价值，通过塑造优美的景观意象，创造

丰富的视觉体验，营造赏心悦目的景观空间。

应当塑造优美的景观意象，传达积极向上的情

感体验。景观意象是指人们对景观环境的总体

印象和情感体验。景观设计应当立足场地环境，

立足设计主题，通过景观要素的巧妙组合，塑

造富有感染力的景观意象，如雄伟壮丽的山岳

意象，清新秀丽的田园意象，古朴幽深的历史

意象等。景观意象的塑造要突出景观的特色，

彰显景观的个性，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景

观意象要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如对大自

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历史的缅怀等，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情趣。

应当营造多样的空间序列，引导游客的视

觉探索。空间序列是指景观空间沿游线展开所

呈现的空间变化。景观设计应当根据场地条件

和设计意图，塑造起伏有致、韵律连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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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引导游客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景观的多样

性和变化性。通过开合有度的空间尺度变化，

营造舒张有度的空间节奏，吸引游客探索前行；

通过曲折多变的空间形态变化，制造视线的引

导和遮挡，激发游客的好奇心；通过疏密有致

的景物布置，形成虚实相生的景观，丰富游客

的视觉体验。同时，应当注重全方位、多视角

的景观塑造，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观景视角，营

造移步异景的空间感受。审美功能是风景园林

景观的灵魂所在。只有不断提升景观的艺术性

和美学价值，塑造感人心弦的景观意象，创造

美轮美奂的视觉享受，才能够真正打动游客的

心灵，唤起心灵的共鸣，实现景观的人性化诉

求。

2.4 文化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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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功能是风景园林景观的重要功能之

一。人性化的景观设计应当重视挖掘和弘扬景

观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场地历史文化的诠释，

对设计理念的表达，对乡土文化的弘扬，丰富

景观的文化底蕴，传承和创新优秀的文化遗产。

应当体现场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彰显景观的文

化个性。每一处场地都有其独特的地域环境和

人文背景，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景观

设计应当立足场地，从建筑、植物、水体、雕

塑等多个维度，充分挖掘和提炼场地的地域文

化元素，如建筑形式、空间意境、色彩肌理、

装饰图案等，将其融入景观设计之中，塑造富

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通过突出地域特色，

彰显文化个性，既能够增强景观的文化识别度，

也能够唤起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增进人们对本

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应当传承场地的历史文化信息，延续景观

的文脉。许多风景园林景观所在地拥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景观场地本身也往往是历史发

展的产物。因此，景观设计应当尊重场地的历

史文脉，挖掘场地的历史人文价值，延续景观

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保护文物古迹，修复历

史遗址，再现历史场景，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

受历史的魅力；通过雕塑、铭文、图示等形式，

再现历史事件，讲述动人的历史故事；通过环

境布置、景观营造，再现传统的景观意境，展

现传统文化的神韵。景观成为联结古今、传承

文明的纽带，也成了成为人们感悟历史、反思

当下的窗口。应当引入时代的文化元素，彰显

景观的文化品位。景观不仅要传承历史文化，

也要反映时代精神，与时俱进。好的景观设计

应当紧跟时代脉搏，将当代的文化元素引入景

观营造之中，展现新的时代风貌。通过引入现

代艺术、先进理念、前沿科技等，为传统景观

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如艺术展览、音乐会、诗会等，营造文化氛围，

提升景观的文化品位；通过功能设计、空间组

织等，营造现代、开放、包容的景观环境，彰

显时代精神。当代文化元素的引入，既丰富了

景观的文化内涵，也提升了景观的文化价值，

更加彰显了景观的时代特色。文化传承与创新

是风景园林景观的重要使命。只有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才能够使景观焕发文化的

熠熠光辉，绽放时代的绚丽风采，实现人文景

观的永续发展。

3 人性化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的空间要

素

3.1 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是进行人性化景观设计的首要

环节。科学合理的区位选择，是风景园林景观

发挥环境、社会、经济等综合效益的基础。应

当注重区位的交通便捷性，方便游客抵达和游

览。交通便捷性直接关系到景观的可达性，影

响游客的可进入性。在区位选择时，应当充分

考虑对外交通的连通性，尽量选择靠近公路、

地铁、机场等城市交通干线的区位，方便外地

游客快速抵达；同时，应当注重内部交通系统

的完善性，合理布置游览车、电瓶车、自行车

等各类游览交通系统，方便游客在园区内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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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游览，提升游客的便捷性和舒适性体验

18

。

应当注重区位的环境舒适性，营造良好的

游憩环境。环境舒适性直接影响游客的环境感

受和身心愉悦度。在区位选择时，应当充分考

虑场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如地形地貌、水文、

植被、小气候等，优先选择环境优美、生态良

好的区位，通过保护和利用既有的自然环境本

底，最大限度地营造舒适、健康、怡人的游憩

环境；同时，应当注重人工环境的优化，通过

环保材料、海绵设计、垂直绿化等技术手段，

优化建筑环境，打造宜居、宜游的环境氛围。

应当注重区位的资源可达性，便于获取设计所

需的各类资源。风景园林景观营造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在区位选

择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类设计资源的可达性，

如建材资源、苗木资源、劳动力资源等，优先

选择资源丰富、运输便利的区位，从而降低工

程造价，缩短建设工期，提高设计的经济性；

同时，还应考虑水电等市政基础设施的通达条

件，保障园区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顺利开展。区

位选择是人性化景观设计的第一步，也是至关

重要的一步。只有在科学系统的区位评估基础

之上，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的区位，才能够从

空间区位的层面，奠定景观设计的良好基础，

推动景观设计的人性化进程。

3.2 布局组织

应当着眼全局，统筹兼顾，实现功能分区

的合理性。风景园林景观往往包含多种功能分

区，如游赏区、休闲区、服务区、管理区等。

在进行布局组织时，应当在全局统筹的基础上，

对各个功能分区进行系统梳理，根据各分区的

主导功能、空间特征、景观资源等进行归类组

合，形成层次清晰、界面分明的功能分区体系。

同时，应当注重各分区之间的协调衔接，通过

合理组织交通联系，布置公共服务设施等，实

现分区之间的有机联系，方便游客在各个分区

之间自由切换游览。

3.3 界面处理

应当注重界面尺度的宜人性，塑造舒适宜

人的环境氛围。空间尺度感直接关乎环境对人

的压迫感和舒适度。在景观界面处理中，应当

遵循人性化的空间尺度要求，根据不同空间的

主导功能和环境特点，合理控制空间围合的高

宽比例。通过建筑、植物、山石、水体等多种

景观要素的综合运用，对界面空间形态进行塑

造。如通过乔木、高大乡土植物等营造天际线，

柔化空间界面轮廓；通过水平向景墙、景廊等，

加强空间的围合感，提升空间的集中度；通过

疏透的植物篱笆、厅堂等半室外空间的设置，

模糊室内外空间的界限，增强空间的通透性。

塑造尺度宜人的空间界面，能够有效缓解游客

的空间压迫感，营造轻松舒适的环境氛围。

结语

在未来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我们应当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深入研究人与

环境的互动关系，不断创新设计方法和技术手

段，营造更加舒适、美观、生态、文化的景观

环境。同时，我们还应当注重景观的可持续发

展，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也为后代留下

宝贵的绿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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