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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景观设计中微地形营造手法的应用

康  赟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近些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景观设计也迅速崛起，通过多样化景观设计手法的应用，突出了特色鲜明的景

观设计理念和效果。采用微地形设计手法营造景观效果，已被广泛应用于实际的景观设计项目之中，在微地形设计中，人为

对自然形态的模拟，营造出不同景观空间的体验。本文将针对景观设计中微地形营造手法的应用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景观设计  微地形营造手法  应用研究

前言：在景观设计过程中，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对于

现状场地进行梳理，充分挖掘项目自身地形地貌的特点，通

过微地形设计手法的应用，营造出丰富多变的景观层次，在

有限的设计空间内，将空间形态进行了合理科学的重塑。进

而打造宜赏、宜憩人文绿色休憩空间。6

1  微地形的相关概述

（1）微地形的概念

微地形指的是在一定范围内承载树木、花草、水体和园

林构筑物等物体及地面起伏状态，采用人工模拟大地形态及

其起伏错落的韵律而设计的地形。不仅指模仿大地纹理形态

模式，也指高低起伏，但起伏幅度不大，包括凹凸面地形、

坡地、土台、土丘、小型峡谷，还包括适宜人们活动利用的

他弟、嵌草台阶、下沉广场等。

（2）微地形设计的意义

微地形的设计可以划分多样化的景观空间，使得游人获

得更多的空间体验，使得景观造景手法如对景、借景、障景

等轻易地予以实现；微地形设计通过模拟自然地形地貌，提

供植物生长的丰富的生长环境，使得植物群落的稳定性得以

增强，构建和谐、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1]。

2  微地形营造的手法

在景观设计中，微地形常用的两种营造手法为等高线法

和自然台地法。

（1）等高线法

在微地形设计过程中，结合现状地形，用虚线勾勒等高

线，通过等高线的疏密程度和走向，凸显地形的变化。绿化

场地内的最大控制在30%以内，满足绿化种植的需求。

（2）自然台地法

结合项目实际地形，一般现状场地高差较大，空间受限，

不能满足绿化的正常需求，将场地分为若干台地，台地高度一

般控制在2.0米以内，台地的走向和现状地形保持一致[2]。

3  景观设计中微地形营造手法的实际应用

为了将景观设计中微地形营造手法进行更为详实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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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笔者以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皋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示

范区（起步区）综合开发项目-咸水沟沿线生态修复综合治

理项目为例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1）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54.66公顷，北侧为T1511号路，南侧

为北环路，西侧接金沙村现状道路，东侧接S1502号路，安

秦快速路由南至北从中间穿过。项目地的低洼处为自北向南

在建的咸水沟防洪导流工程，在本地块的总长度约1500米。

总体布局充分结合当地凤凰山的文化背景，提取凤凰的

元素，寓意兰州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蒸蒸日上、招贤纳才、

产业齐聚，整体覆绿采用地养护林和经济林相融合的式，结

合植物自身的生物学特性，营造出地域特鲜明，季相变化多

样的植物群落，进而打造“凤意之地，郊野之旅”新地标[3]。

在本次设计中提出三条景观轴线即生态线，文化线，观

光线。生态线为咸水沟本身的生态涵养功能；文化线为山水

文化脉络；观光线这一串联的方式，用游线将景观节点串连

起来。

充分利用项目地优越的区位和交通条件，抓住紧邻兰州

主城区的发展优势，结合项目地自身良好的生态山水资源，

重点发展以乡村文化体验、生态观光度假、高效农业示范和

乡村教育实践等功能于一体的轻隐田园度假区，它将是兰州

首个沉浸式田园综合体[4]。

（2）项目现状场地分析

现状植被较为单一，乔木以杨树为主，局部有红柳和沙

枣，湿生植物主要为芦苇，大部分为裸露的地面，生态效益

欠缺，绿化效果较差，尚未形成稳定的生物群落。

现状土壤多为砂质壤土，土壤养分欠缺，干燥贫瘠，盐

碱性较高，不能满足多数绿化植物的正常生长需要。

现状地形较为复杂，沟壑较多，现状湿地点状分布，多

数区域为陡坎，不能满足植物正常种植的坡度。

（3）微地形设计的原则

微地形设计结合项目的自然地形、地势地貌，体现乡

土风貌和地表特征，切实做到顺应自然、返朴归真、就地

取材。

微地形设计的高低、大小、比例、尺度、外观形态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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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变化创造出丰富的地表特征，为景观变化提供了依托的

基质。在本项目中通过大面积的疏林草地，来展现气势宏伟

壮观的场景。

微地形设计应与总体景观格局相协调，实现硬质景观与

软质绿化融为一体，体现崇尚自然、向往自然的设计原则。

（3）本项目中微地形设计手法的应用

3.1  充分结合项目区内原有自然地貌以进行微地形景观

的营造。

该项目区两侧为现状村道和新建S1502市政道路，项目

区中间为南北走向的排洪沟，两侧道路至排洪沟的高差为

20-30米，总体坡度在13%-35%以内。

在本次地形设计过程中，结合现状地形，现将整个地块

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养护园路将整个项目区进行划分，对不

同地块的绿化地块和园路的坡度进行评估，打造较为合理，

美观大气的微地形景观环境，在整个竖向设计过程中，养护

道路的坡度控制在6%-12%以内，便于车辆的正常通行，园

路周边的绿化地块，地形营造分为两种情形，地形相对较为

平缓的区域，通过采用等高线法营造微地形，等高线线型流

畅，疏密排布合理，高差为1.0米，坡度控制在15%-30%以

内，满足绿化种植灌溉的要求，对于绿化地块高差较大，地

形比较陡峭的区域，地形设计结合现状高差和地形地貌设置

自然台地，台地宽度控制在1.5-2.0米以内，高度控制在1.5-

2.0米以内，台地总体走向和现状地形地貌保持一致。微地形

总体设计因地制宜，因势而为，打造高低错落有致，空间收

放自如，地形蜿蜒起伏，进而形成环境优美，曲径通幽的游

憩游赏生态修复典型空间[5]。

图一（剖面图）

3.2  综合地质环境以及植物生长环境进行微地形景观的

营造。

在本项目微地形的设计过程中，要将土方平衡和绿地排

水等因素综合分析，

尽量减少大填打挖，减少了不必要的土方量，同时减少

土方外运，基本上实现挖填平衡，同时考虑微地形的走向，

园路和绿地中后期雨水能尽快排放，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积

水，本次植物种植设计，充分结合微地形景观环境，不同的

微地形环境，选用不同的植物品种，营造出差异化的绿化景

观效果，阳性植物种植在微地形的向阳面，耐荫植物种植在

微地形的背阳面，在地形相对下凹的地方，种植耐水湿的植

物，在地台区域的绿化种植，考虑后期绿化灌溉系统不能完

全敷设，在该区域选择耐干旱、耐贫瘠及后期养护成本相对

较低的绿化植物，绿化植物充分结合地形的起伏变化，顺应

自然规律，不同植物组团相互陪衬，进而实现植物群落多样

化，植物组团丰富多样，形成四季有景可赏，三季有花可观

的且相对稳定的植物群落。最终实现绿化硬质景观与软质的

绿化种植有机融合。

3.3  结合区域环境的特点以及专项设计的需求进行微地

形景观的营造。

在本项目设计过程中，应注重景观设计和其他附属专

业设计的合理衔接，充分考虑景观照明的亮化效果及燃气和

给排水专业的坡向高差要求，微地形营造过程中，与各专业

及时沟通协调，满足景观绿化效果的同时，满足其他专业上

的需求，地形坡度控制在各专业要求合理的范围内，使得地

形营造既可以实现景观营造上的靓点，又达到了功能性的需

要，为地形营造取得良好的效果奠定基础，最终将微地形景

观营造和专项设计相互融合。

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微地形营

造手法是现代景观设计中一种常用的设计方法，在景观设计

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态作用以及景观塑造作用，被广泛用

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景观设计之中。在当前阶段，微地形营造

手法的运用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兴手法，能够将人们的

需求进行更好的满足，契合人们向往自然的心理。所以，在

进行微地形营造手法的应用时，景观设计要将实际情况进行

充分的考量，以保证该手法作用的真正发挥。且在景观设计

中，要牢牢把控微地形丰富景观层次、增加生态建设、塑造

空间类型以及提升审美效果的功能，促进景观设计的发展与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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