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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室内植物景墙色彩设计提高环境价值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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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的环境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室内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垂直绿化技术越来越受欢迎，植物景

墙设计作为垂直绿化技术的种类之一，其不仅作用大，而且较美观。室内植物景墙设计既节约了室内空间和美化环境，也净

化空气和绿化居室。通过特有的艺术表现方式和色彩效果使得其艺术价值最大化。本文从科学的调查研究来说明室内景物设

计的潮流趋势，然后介绍垂直绿化技术的意义和发展现状，并对于植物景墙的色彩设计进行探究，最终落脚于室内植物墙的

色彩应用上。期待通过自己的探索研究能够提升城市室内的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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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代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建筑空间越来越拥挤，因为

绿化面积不足而引发的城市热岛效应也越来越严重，室内景

墙植物设计能够改善居住的环境，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

投入到垂直绿化技术的研究上。垂直绿化技术与中国园林式

的绿色规划有较大区别，垂直绿化更加注重将二维空间延伸

至三维空间，将平面设计拓展到立体空间设计。垂直绿化技

术可以说是绿化设计实践中艺术效果较为突出的一类，它为

人们的景观绿化方式指明了方向。植物墙在室内设计中不仅

功能较多，而且其呈现的艺术效果较好。植物墙还发挥着生

态调和的作用，不论是在建筑的外围空间还是在室内空间都

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1 室内垂直绿化技术

1.1 室内绿化的意义

室内是我们办公或者生活的居所，它的环境对于人们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好的环境人们轻松愉悦、身心舒适，差的

环境人们无精打采、厌倦乏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发

达国家曾提出发表重要论点：植物能吸收室内的甲醛、三氯

乙烯、苯等有害物质，植物便一直作为室内空气净化的重要

手段被人们广泛使用[1]。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精神生活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

人对于室内的空间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室内绿化设计在结

合堪舆学的理论基础上，将最佳的设计审美效果应用于室内

设计中去。室内绿化的设计者在充分考虑绿色植物生长规律

后，要结合其绿化的方式和综合的色彩搭配，并且要充分尊

重使用者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感受。

1.2室内垂直绿化发展

中国近代以来，人们对于绿色植物的观赏性研究越来越

多，盆栽应运而生成为众多人选择的植物之一。盆栽植物是

将自然生态植物进行整合、修理、塑型等，因此原本属于室

外的盆栽经过精细化处理后变成了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植物

景致。盆栽植物也从室外逐渐成为室内植物。目前我国的的

科学技术进步较快，我国在无土培育绿植的技术上有了很大

的的突破。一些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可以和泥土分离，不再

局限于泥土种植，而是可以在没有泥土的情况下继续生长。

植物垂直绿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把绿植和建筑室内设计相结

合，这便是植物墙。但是植物墙也要考虑多个综合因素，比

如其防水性能是否过关、灌溉起来是否方便、栽培的容器是

否能够容纳植物，另外植物与土壤相分离也能很好的培育植

物，成为了既环保又节省空间的立体化绿化方式。室内植物

墙根据不同的室内环境来设计，最大化地将室内空间展现出

来，不仅将室内的绿化环保设计得巧夺天工，而且根据植物

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植物的规划布局、色彩搭配、协调种类，

使其成为最具装饰化室内绿化设计。第一，是将绿化设计来

装饰空间，打造绿色生态空间，并且根据客户的使用需求进

行个性化设计，将最舒适的环境带给用户。第二，将室内空

间设计为绿色环保的装饰面，以最具特色的艺术效果和色彩

搭配来给用户带来温馨与和谐。

2 植物色彩设计

2.1色彩的视觉刺激

色彩以不同颜色的形态呈现在人们的视觉内，人们看到

不同的色彩就会产生不同的物理刺激，进而产生不同的心理

感受，不同色彩也会让人们产生不同的联想。比如人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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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黄色、橙色等暖色时，人们就会感觉到温暖；当人们

看到绿色、蓝色、青色等冷色时就会感觉到寒冷。不同的颜

色也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情感，比如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时，

人们会感到激情和喜悦；当看到蓝蓝的水时，人们会感受到

平静和抑郁；当看到白色时，人们会感到悲伤和难受。根据

相关的研究结论，当人们看到一个物体时，首先他们的视觉

系统会对物体的颜色产生一定的条件反应，其次是对物体的

形状产生反应。所以，物体的色彩对于人们的视觉刺激会产

生的不同联想或联想。由此可见，室内的颜色至关重要，会

直接影响到用户的情感和其他方面。设计师必须要认真对待

室内的植物景墙的色彩设计。

2.2 室内植物色彩的搭配

植物的色彩主要包括其花朵、枝叶、果实等元素，室内

植物的色彩更加注重其花朵和枝叶的色彩表达。室内植物的

色彩大多以枝叶作为室内的基础色，因此枝叶的色彩尤为重

要。大部门枝叶的颜色为绿色，也有彩色枝叶的植物和条纹

状的枝叶植物，不过一般而言室内植物设计中使用最多的是

绿色枝叶的植物。绿色枝叶的植物在色彩上具有一定的色彩

优势，从心理学来说，绿色让人感受到希望和凉爽。从生理

学来说，绿色能缓解眼部疲劳。从色彩搭配上来说，绿叶植

物并非颜色完全一致，有深有浅，有浓有淡，有大有小，这

些特征使得绿叶植物易于搭配其他颜色。如果说枝叶是基本

色，那么植物的花朵就是点睛之色。植物花朵能够在室内装

饰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它能将美感带给用户，不同的花

朵也能给用户带来不同的情感，给用户眼前一亮的美景。

3 室内植物墙的色彩设计运用

3.1 用色原则和色彩搭配

根据前文所述，色彩在人们视觉感官中是首要刺激，因

此色彩在植物景墙的设计中会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最具艺术

魅力的因素。植物景墙的设计要考虑到用户的观赏价值，它

在室内装饰中以全新的生态化理念来满足用户的需求。我们

可以将植物景墙看作一幅画作，那么它就是以绿色为基调的

生态化、立体化、动态化作品。我们可以去借鉴绘画中的配

色原则、造型原则、线条和笔触的技法原则，我们可以将室

内墙景看成是色彩画中的颜料配色，形成以冷色为主基调或

者以暖色为主基调的整体色调；可以将墙景植物生长的造型

看成是绘画中线条的造型，有粗有细、有疏有密、有弯有直

的生长造型；也可以将墙景植物的排列看成是绘画中的笔

触，形成有层次、有秩序、有规律的排列形式。

从植物景墙色彩运用上来说，色彩的组合模式有以下几

种，即为单色组合、补色组合、近似色组合、对比色组合。

单色组合的植物景墙是将同一种颜色种植在一起，这样统一

的颜色和室内环境能形成一定的对比，形成统一的视觉冲击

力。补色组合是根据颜色互补的原则将植物组合在一起，比

如黄色和绿色是一组补色。我们可以将绿色的叶和黄色的枝

干组合在一起，能够给人以清新的感觉。近似色组合是根据

颜色相类似的原则将植物组合在一起，比如绿色和黄绿色。

我们在搭配时要考虑到植物原本的色彩、植物的亮度等不同

的因素，将颜色相类似的组合在一起，这样在色彩中既有变

化也比较统一，不容易出现杂乱的现象。对比色组合是将具

有强烈对比的颜色组合在一起，比如红色和绿色，这样能让

人感觉到色彩的强烈对比而产生的鲜明的美感。室内景墙设

计中可以以绿叶为基调，红花为点缀，衬托出花的艳丽。

不论是单色组合、补色组合、近似色组合、对比色组合，

我们都要遵循实际情况实际分析，根据具体的环境需要和用

户的需求来进行合理化的设计，这样才能将室内景墙设计的

色彩搭配得更加和谐、美观。

3.2光照肌理和深浅肌理

室内植物景墙大多数以草本植物为主，大多数植物属于

悬垂性植物和攀援性植物，这些植物的叶子比较柔软，可塑

性强，在植物景墙的设计中可以起到一定的肌理作用。尽管

生长的条件一致，但是植物的枝叶的生长形态不完全一样，

错落有致的的搭配可以增加室内的肌理美感。再加上室内还

可以通过不同的光源来增加植物的光照效果和光的反射效

果。有的叶片较厚，如革质叶片和肉质叶片。其光照的通透

性较弱，但其光的反射力较强，此类叶片大多数颜色比较深；

有的叶片较薄，如纸质叶片、草质叶片和膜脂叶片等，其光

照的通透性强，光能穿透叶片，但是其反射力较弱，此类叶

片的颜色多为浅色。深浅不一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可以增强其

远近感，根据近实远虚的视觉规律，深色较实给人感觉距离

较近，浅色较虚给人感觉距离较远，深浅不同的叶片给人视

觉上的距离有所有不同。我们可以巧妙的运用深浅不一样的

植物进行合理的搭配，形成层次分明的肌理感觉。

3.3生长规律和时间跨度

植物是室内除了人之外，具有生命的物体。植物的生长

有一定的周期，大多数植物一年四季叶色分明。春天抽出绿

叶；夏天翠绿欲滴；秋天叶落枯黄；冬天叶脱枝裸。但是有

些植物是一年四季不换新装，这些植物被称为常绿植物，它

是人们室内景墙设计的第一选择。在室内环境不变化的情况

下，常绿植物在颜色上会有一定的变化。因此人们可以根据

其不同季节所生长的颜色来协调室内的色调，这样可以尽可

能地降低颜色变化而造成的室内色调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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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人为本和适人而用

不同年龄的人对于颜色的喜好有所不同，年老的人多数

喜欢沉稳的色彩，成年人多数喜欢活力或高雅的色彩，而年

幼者则偏向于鲜艳活泼的色彩。所以面对不同的用户，设计

师们也要选择不同的色调和不同的色彩搭配方式，植物墙的

色彩搭配也要严格遵循这一法则。比如在年轻者居多的室内

办公区或休闲娱乐区，可以使用红黄两色作为点缀，这样可

以增加室内的活跃氛围，使得工作者得以积极投入工作，使

得休息者能以暖暖的精神慰藉。在个人室内居所或者医院等

公共场合则需要安静和谐的氛围，在颜色搭配时则要注意冷

色的运用，将其恰到好处的融入到植物墙体设计中去，使得

整体的氛围呈现出平静、和谐、沉稳的感觉。

4 总结

室内植物景墙设计中颜色的组合和以人为本的设计观

念是设计之本，也是提高环境价值的有效途径。其既蕴含着

室内装饰的艺术水平，也代表着设计者们对于色彩设计的基

本素养。室内植物景墙设计所呈现艺术效果是以纯天然植物

色为空间色彩，为更多的用户提供了更多愉悦的情感体验。

所以，对于设计者而言要不断去学习植物色彩的美学原理，

这样面对不同的室内环境和不同需求的用户时才能将设计

出符合用户审美标准的景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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