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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的低碳景观设计
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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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全球环境条件越来越恶劣，对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都有着严重的影响，大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越

来越高。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减少碳排放，节能低碳的景观设计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方法。本文意在对碳中和的背景

下，园林景观设计工作的重要性、低碳理念在景观设计中发挥的作用、智慧低碳的设计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促进低碳景

观的建设，为城市更好的发展，早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优越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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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glob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more and more bad, people's work, study, life have a serious impact, w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landscape design, we should focus o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energy-saving and low-carbon landscape desig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achieve this go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carbon neutral,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design work, and play a role in low carbon concept in landscape design, intelligent

design method of low carb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landscape, better development for the city,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the superior environment for people'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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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工作意见》），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

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工作意见》中明确指出，

为了响应国家设立“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目标，直接表明

城市低碳园林景观的建设是实现碳中和等目标的重要方法。今

年 3月，中国工程院发布《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报

告。

1 建设碳中和的背景

1.1国际背景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极大促

进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和重大行动。全球气候变化

对全球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2018年 10月报告认为，为了避免极端危害，世界必须

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1.5°C以内。只有全球都在 21世纪中

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才能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1.2国内背景

我国早在 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过要节

能减排，而我国首次明确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是在 2020

年 9月份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向

全世界表示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并且承诺“中

国力争于 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宏远目标。随后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国际

场合就该目标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

2 碳中和的相关概念及政策分析

碳中和一般指的是国家、企业以及各种活动在特定的一段

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

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

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而碳达峰

指的是碳排放进入平台期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碳排放的最

高点即碳峰值。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碳达峰，碳排放进入

下降通道。碳达峰与碳中和一起，简称"双碳"。我国在提出“双

碳”目标后，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工信部等多

部委多领域均为实现“双碳”目标加紧制定行动方案，陆续推

出“碳中和”相关政策和制度。2022年 8月 18日科技部等九

部门发布《科技支撑谈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

图 1 碳中和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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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碳景观设计概述

（1）低碳景观设计低碳景观理念孕育于当代可持发展思

想，并随着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能源短缺以及温室气体排放

过量所导致的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突显而日益为世人所关注，它

与“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社会”、“低碳城市”、

“低碳世界”等同属于低碳时代的新概念和新政策。应用低碳

型新技术、新能源与新材料。充分应用新技术，推进太阳能、

风能、生物能等绿色能源利用和 LED 等节能光源应用；促进

新型低碳建筑材料和绿色材料应用。在景观设计中，充分融入

环境教育、启示元素，建立低碳景观展示场所，引导公众了解、

参与和实行低碳生活。

（2）我国低碳景观设计的现状。在我国，低碳理念也已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目标是到 2025年实现重点行业和

领域的低碳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支撑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 2020年下降 18%，单位 GDP 能源消耗比 2020年下

降 13.5%；到 2030年，要进一步研究突破一批碳中和前沿和颠

覆性技术，并实行目标分解到市的管理政策。控制碳排放已成

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据估算，城市 30%的碳排放量来

自汽车排放，60%来自于包括景观园林在内的建筑行业。推进

低碳景观设计理念，对压缩碳排放具有实际意义。

4 碳中和背景下的低碳景观设计理念的实际应用

4.1低碳设计理念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低碳理念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设计中要对碳排放进行充分的考虑与分析，并将各种

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使得资源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同时需要

尽量的降低碳源的消耗量，能够节约资源，避免资源的浪费，

还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在园林景观设计工作开展之前，相关人

员要对场地进行全面的勘察，了解场地的地质情况，根据了解

到的实际情况开展设计工作，保证设计的合理性，避免实际的

景观建设工作对土地、环境造成的严重的影响。

4.2提升固碳能力减少碳足迹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固碳发力，通过生态建设、土壤固碳、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工程技术、去除不得不排放的二氧化碳。

目前主要固碳方式有物理固碳与生物固碳两种方式，其中生物

固碳就是发挥我们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作用，陆地生态系统利

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以有机碳

的形式固定在植物体内或土壤里，植树造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

的主体，在调节气候、缓解全球变暖中发挥着重要重要。其次

景观设计中应当合理利用“资源统筹、节能节地”，“低碳生

活、循环产业”，“慢行系统、公交导向”，“雨洪管理、中

水利用”，“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等七大低碳核心概念、减

少碳足迹。

图 2 低碳核心

5 各景观要素低碳景观设计的主要方法

5.1景观地形低碳设计的方法

设计初期需要对原来的地势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避免在

原有的地形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开展机械作业，减少施

工过程的碳排放成本，与此同时还能够有效的实现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确保园林景观的设计最为合理、效果最好的情况下，地

形条件可以按照设计的实际情况做出一定的调整。在对园林景

观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严格的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合

理的利用现有地形条件，并对场地内部的土方进行合理的填挖

处理，能够有效的避免在土方的运输的过程中出现的资源浪费

的问题。

5.2景观水体低碳设计的方法

在低碳景观的设计过程中，水体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对

生态环境有着较大的影响，水体对于低碳生态建设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在考虑到自然水源与地形因素的前提下，科学选择水

体景观建设地点，从而降低景观设计成本与建设成本。另外，

在注重设计效果的同时，应强调成本控制，尽可能减少能源损

耗。做到水体植物的科学化种植，借助水体植物促进景观效果

的不断增强，发挥其自净功能，降低污染概率。其次需要考虑

利用雨水资源在生态圈作用下实现重复利用，使水体能够更加

的丰富多样，为人们带来视觉冲击，使得园林景观整体效果明

显提高。

5.3绿化植被低碳设计的方法

重视园林绿化是加强低碳管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从而保证

绿色植物在吸收氧碳化合物的能力上实现最大化。在设计过程

中，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将本土植物作为园林

景观的主体，采用具有特色的植物作为辅助，起到点缀的作用，

能够有效的提高园林景观的美感，通过这种方法还能够有效的

减少植株运输及维护的成本，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减少碳排放；

其次需要对植物的生长规律、主要特点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对

植物进行合理的搭配，对植物的高龄树种和低龄树种之间的合

理配置，园林景观设计人员必须要就高龄树种和低龄树种实施

科学配置，这种情况下，不仅能够促进园林绿化固碳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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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

5.4景观小品低碳设计的方法

景观小品在园林景观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

有效的提高园林景观的美感，还能够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

务，满足人们休息、照明、欣赏等各方面的需求。其中主要包

括了休息亭、长廊、座椅、装饰品、照明设施、娱乐设施、标

识牌等等，将低碳设计理念融合到园林小品当中，能使得人们

能够为环保、生态建设等做出贡献。就如当前太阳能灯、LED

灯在园林景观中应用最为广泛，与以往所采用的高压钠灯相

比，这些灯具具有较高的效率、使用寿命也比较长、光伏能源

的利用，同时还具备较强的抗震能力，能够实现环保、节能、

绿色的目标。

5.5智慧低碳景观的设计方法

在经济与科技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人们对于城市园林景观

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智慧低碳景观，为人们创造出舒适的

生活环境，在设计中采用大数据等多种先进的技术，通过数据

搜集以及计算等方法来对能源消耗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了

解、处理、分析，同时还能够有效的监测能源消耗的情况，及

时的发出相应的提醒，来确保整体的安全性。通过数据的分析

与共享，能够对能源系统的有效管理，使得景观能够在智慧低

碳应用中更加的可控，提高信息化水平。将智慧物联网与景观

设计相结合，提高对园林景观管理水平，设计出智慧景观，能

够很好的满足实际需求。

5.6景观设计、建造维护阶段减少碳排放

在对园林景观进行低碳设计的过程中，重点需要对地形、

水体、植被、景观小品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够提高园林景观

整体的效果。景观材料的制作生产、建设、应用与养护是景观

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部分。需要对材料生产厂商所提供的各

个材料的碳足迹进行计算，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调整，

有效的减少碳排放，减少实际建设过程中碳排放所需要花费的

时间。在每一个施工环节中都应当采取相应的植物来实现碳

汇，充分的发挥植物的作用，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量，释放出

大量的氧气，建造出低碳的园林。在对园林景观进行维护的过

程中，需要尽量的减少各种资源的应用，减少维护成本，同时

需要尽量的减少使用一些经常需要修剪、除害虫等工作的植

物，很大程度的减少维护工作所花费的成本。

图 3 园林景观低碳设计

6 结语

综上所述，园林景观设计师在项目前期设计到落地的整个

过程中，需要充分的思考项目本身对于环境生态、温室效应消

减以及绿色资源能带来的价值与意义，并能更细致的落实一些

帮助达成碳中和的手法，其实就能对于我们环境形成非常大的

影响。对于我们景观设计专业而言，种不种一棵树，都是大事。

如果能借助景观设计项目，在帮助提升环境与功能的同时，还

能对响应国家“碳中和”的政策与世界趋势，相信这个不只是

一种使命，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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