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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微地形景观的作用与处理技巧
窦文涛

乌鲁木齐市植物园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微地形景观在现阶段的景观设计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微地形优势体现了景观设计的艺术性、

观赏性和生态性。未来，在城市景观绿化过程中，适当的微地形处理可以结合特定的植物配置，达到丰富园林元素

的效果，这也使得微地形景观的应用实现了当前区域生态环境的有效优化，进一步提高景观绿化的整体生态和观赏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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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地形营造

在当前的景观设计中，微地形处理逐渐成为一种重

要的景观塑造技术。具体来说，微地形处理就是以自然

地貌或人工模拟的方式设计特定的地形条件，从而形成

错落有致或起伏不定的景观微地形。例如，微地形处理

可以通过控制景观的视角，形成线性镶嵌台阶、弯曲草

坪等，创造不同的空间类型。

2.园林绿化微地形景观的作用

2.1.生态作用

植物的生长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园林绿

地经过相应的微地形改造后会形成不同类型的水体和

地形，这也为园林植物的多样性创造了环境基础。在景

观设计施工过程中，园林微地形的塑造不仅可以实现环

境的多样化塑造，还可以实现环境景观的有效改造。例

如，利用区域光照条件形成阳坡和阴坡;通过设置坡地，

为雌雄植物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通过微地形生态化处

理规划园林内部结构、植物群落，进而形成良好的园林

景观生态格局。绿化植物生长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

在温度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需要综合考虑光照、水分、

通风等条件，而在园林绿化中合理运用微地形，可改善

植物光照范围、通风条件、土壤湿润程度，从而有效促

进植物生长，起到美化生态环境的作用。

2.2.造景作用

微地形在景观绿化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

景观绿化水平，使园林的空间分布更加合理，还可以优

化植物的配置，实现园林植物的有序分布。

2.3.美学作用

通过科学合理的微地形构建，将视觉效果与艺术美

感相结合，加强景观的视觉表现力，使其在变化的视觉

氛围中产生更丰富的感官效果，体现独特的审美理念。

3.园林绿化微地形景观的处理技巧

3.1.住宅小区

大多数住宅小区的内部绿地面积通常有限，许多绿

地之后是建设设施。管道多位于地下，分布复杂，使绿

地分散。微地形建设模式的应用可以实现绿地的合理利

用，突出绿地的层次感和空间感，还可以优化绿地。具

体来说，居住社区的绿色微地形处理主要体现在:

3.1.1.道路。

道路是绿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内的道路通

常由消防道路、团体道路、观光道路等组成。采用微地

形处理，在道路两侧营造小幅度浮雕，促进绿地呈现层

次感和立体感，提高道路的方向感和机动性。

3.1.2.楼宇之间的绿地。

结合小区楼间距实际情况，园林绿化设计以自然山

体为原型，确立步行、自行车运动、攀岩于一体的综合

休闲公园，体现出起伏及韵律清晰的山体地形，并将其

作为小区生态中的核心部分，不仅能提升楼宇之间绿地

设计的合理性，从而形成“堆山造景”的效果，而且能

有效优化小区内部空间体系，有利于从多个视角观赏园

林景观，提升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洽度。

3.1.3.绿地边缘。

首先，绿地应该延伸到道路，这样不仅可以方便排

水系统的运行，还可以在道路和社区绿地之间形成一个

缓冲区。其次，避免将绿地边缘变成不符合自然地形演

变规律的“馒头”形状，充分利用原有植被分布和表土

覆盖度，实现对现有地形的有效改造。最后，以生态自

然为基本前提，保证绿地整体呈现的生态效果，充分体

现园林绿地微地形景观优势。

3.2.公共绿地

公共绿地的主要功能是观光、休憩和观赏。这是一

个服务属性强的绿色空间。通过对这种绿地形态的有效

利用，可以有效美化当前的城市景观，改善现有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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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共绿地塑造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

包括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最终呈现出的景观效果也

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公共绿地微地形处理应严

格按照竖向设计要求进行，保持地形自然流畅、土地平

整及排水坡度适宜。

3.2.1.街旁绿地。

在塑造城市环境时，街道旁的绿地很容易被忽视。

它是装饰城市、美化城市的关键，可以提升城市环境的

艺术气息和人文气息，优化城市的生态性和审美性。应

严格按照当前路边绿地布局的实际需求设置相应的微

地形景观:一是运用灵活取景设计模式展示区域特色景

观，凸显绿地的特色文化及景观属性，进而营造出具有

独特审美价值的园林氛围。二是尝试运用植物与其他构

造物相融合的方式，打造独具特色的景观形式，有利于

展现当地特色风情，优化缓坡结构布局，进而建造出更

为美观的园林景观体系。三是践行“因景制宜”的处理

原则，使地形景观设计与街道两旁建筑景观互相协调，

借以消除建筑与环境之间的界线，促使建筑、地形、绿

化景观融为一体，进而达到返璞归真的效果。

3.2.2.广场绿地。

城市广场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抽象地

看作是城市的“客厅”，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和较高的审

美价值。可将城市广场划分为集散广场、公共活动广场、

商业广场、公园广场等类型，都将涉及绿化景观设计。

因此，在城市广场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应积极运用微地

形景观理念，从而实现对广场综合感官效果的有效设定，

提升城市广场的现代化及生态化。城市广场绿地设计遵

循生态、环保、绿色的原则，在广场内部区域用花岗岩

作装饰，道路采用砂石路（透水混凝土、碎石、花岗岩、

防腐木等），形成更为自然、舒适的环境空间。对于广

场绿地较为平缓的区域，可构建具有封闭性的建筑，或

搭建舞台，方便相关活动开展，例如，可设置下沉式广

场以此表现景观的不。对于一些无主景的公共休闲广场，

应设计下降式地形，如建造下沉式广场，实现营造视线

交汇处景观参差效果。可以看出，通过在城市广场绿地

中有效融入微地形景观，使得城市广场文化气息更为浓

郁的同时，也能完善城市广场功能体系。

3.2.3.城市道路绿地。

城市道路绿地处理涉及的内容更为复杂，需要根据

道路系统的实际特点，充分结合立体空间的实际展示效

果，从而保证空间结构的合理性，体现不同植物的特点

和美感。高低不同的植物在园林绿化中体现的作用存在

一定差别，应结合具体需求，创设不一样的微地形景观，

从而发挥微地形景观优势。对于道路绿地，可在地表中

间设置隆起结构，且保证坡度饱满（龟背形为佳）、自

然流畅、相邻坡之间衔接平顺，有利于城市日常排水的

同时，也更符合当前城市运转发展实际需求。通常情况

下，在面对城市道路坡度较大的问题时，既要保证绿化

施工开展的针对性，沿道路具体方向设置绿化带，可采

用营造交通岛景观的方式，保证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又要注意在其周围配置植物景观来提升道路系统的立

体感，使得道路植物景观层次更为鲜明，从而优化城市

道路系统，方便人们日常出行。城市道路绿地处理在实

际开展过程中会涉及多方面内容，需要结合道路系统的

具体分布与周围环境特征，确定道路绿地微地形处理方

式，才能方便道路绿地施工工作开展，并体现道路绿地

景观的独特性。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未来在开展城市景观建设时，为了充分

体现其生态、美学特征，应积极优化以往单一的景观绿

化模式，将微地形模式融入城市景观设计中，既能有效

提高城市景观效果，又能厘清景观绿化的生态、美学要

素。在将微地形融入园林绿化时，应注意增强景观的层

次感、空间感和元素丰富性，强化景观系统的现代化特

征，改善当前城市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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