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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的营造方法探讨 

邹媛媛 

四川田册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近年来，在城市化建设中，为了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增强城市建设的美观性，园林景观设计在城市化建设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要确保园林景观确保安全的情况与自然交相辉映，还要通过园林景观让人们的生活环境更为舒适、健康，就需要合理

的营造空间。本文就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营造方法进行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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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涉及到多个领域，不同地区的园林景观设计还需

要融入当地的地域文化。空间营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可以让园林景

观更加有层次，科学合理的空间营造可以将园林景观设计中的不同

元素有序的进行整合，提升园林景观的观赏性。 

一、园林空间构成要素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的营造需要起到某种特定的作用，园

林景观是建筑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园林空间构成要素有很多，

其中包括地面、道路、墙体、水景、绿化植物等。不同的空间元素

其在园林景观中的作用不同，要完美的将多种园林空间元素在同个

项目中得以呈现，就必须要根据其功能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是园

林景观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地面是园林空间最为基本的组成元素，是整个园林景观的水平

界面，通过在地面上进行道路的铺设，形成交通线，让人们可以方

便出行。道路的铺设可以实现对整个园林景观空间的划分，在地面

上铺设草坪、水面、种植植物等，就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空间。与地

面相比，墙体是垂直于整个空间的，从墙体的本质上看，可以起到

分隔空间和遮挡的作用，园林景观设计中，墙体是空间营造中非常

重要的一个元素。不同功能区需要用墙体进行分隔，一些不能外漏

的景观也需要用墙体进行密闭。园林景观设计是为了给人们创造一

个美的自然环境，提升人们的居住质量，而绿植是园林景观设计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绿植应占据非常重要的

比例，所以在空间上需要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植物空间的打造，在

确保给人们营造健康居住环境的同时提升园林景观的观赏性。 

二、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营造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城市商场、房地产、旅游业的建设

在不断增加，在这些产业的建设中，园林景观设计是必不可少的。

园林景观设计是基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经济的快速进步对自然

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人们物质条件得到提升后，也逐渐意识

到居住环境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园林景观设计包括园林设计和景

观设计两个领域，景观设计区别园林设计，在园林设计可以提升环

境质量的前提下，景观设计可以丰富园林的视觉效果，空间营造在

景观设计中可以使得整个园林景观更为整体，将不同功能的空间进

行有效的融合，从而使整个园林景观的空间更为饱满。其次，空间

营造可以使园林景观更加有层次感，比如将水、植物、假山等对空

间进行打造，通过空间营造，让不同的元素可以成为独立的景观，

在整体上又相互融合，给人们带来不同美的享受。 

三、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营造的原则 

园林景观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美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区域，其

最终需要要达到实用、经济、美观的效果。在进行空间营造总最重

要的就是绿色生态原则，绿色生态可以有效维护生态系统平衡，这

是当前可持续发展里面下最为重要的部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很多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快节奏的生活也让人们逐渐对大

自然越来越向往，坚持绿色生态原则的景观空间营造可以有效实现

环境的美化，降低各种环境污染，从而给人们带来舒适的生活环境。

园林景观一般都是应用在小区、学校等有广大人们群众的区域，所

以在空间营造时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针对不同场景下的园林景

观空间设计应该要考虑人的使用感受，不同功能区的设置应该结合

场景下使用人群的特点来设计。例如学校的园林设计，其空间设计

应该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要充分考虑安全性，要尽可能少的引

入假山等一些可能会造成学生发生事故的空间元素。在小区内要考

虑人们出行是否便利，路灯是否充足等，在人造景点的设计上，需

要考虑游客的需求，例如合理对垃圾桶、卫生间、休息区等地进行

规划。 

四、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营造的方法 

1、建筑空间 

建筑园林景观设计中一个比较大的元素，不同形态建筑的构

建，可以给人们展现出不同的美感。园林设计中，从风格上可以将

建筑分为古典式建筑和现代风建筑，不同风格的建筑需要搭配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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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元素也不同。在建筑空间营造上，可以利用木格栅、墙面等进行

空间的划分与设计。建筑空间本身具有分隔场景的作用，利用门窗、

墙体等对建筑进行分隔，使得室内、室外在呈现出不同景物的同时

又可以让其相互依存，从而提升整体园林景观的设计感。 

2、植物空间 

在园林景观中，植物空间设计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植物是园林

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媒介。在进行

植物空间营造时需要考虑因地制宜，不同的地区其气候条件存在一

定的差异，在选择植物种类时应该结合植物的生长特点，避免植物

出现无法存活的情况。其次，在植物空间的设计还需要结合园林的

整体风格来考虑，要对植物的色彩和形态进行搭配，体现出设计的

多样性。但是也要考虑植物本身的颜色，应该要以其本身的颜色为

基础，在搭配时不能选择过多的颜色。在植物种类的选择上不宜过

杂，同一种植物可以应用到多个场景，只要做好统一的布局和规划，

还可以将同种植物布置成不同的形态，使园林景观更为丰富。另外，

在选择植物种类时还可以考虑植物的功能，结合当地地理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综合植物本身的功能，让植物可以更好的实现空气净化

的功能。 

3、地形空间 

在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地形空间的布局应该要充分考虑到因

地制宜，要在充分理解园林的地势情况下来进行地形空间的设计。

一般让人观赏的园林景观或者是小区、学校内的园林景观都是禁止

机动车入内的，所以人们在欣赏园林景观的时候更多的是采用步行

的方式。所以，在进行地形空间的设计上，应该要注重园林本身的

地形，要以其本来的地形为基础，采用合理的地形空间规划尽可能

少的对其地形造成影响或者破坏。例如应尽可能减少土地的挖掘和

填埋，如果园林本身地形存在地势高低差，可以借助这个高度实现

空间的转换，不同高度空间下呈现出不同的景点，增强空间的立体

感。 

4、山水空间 

山水元素使园林设计中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个元素，自古人们对

山水的观赏就非常的喜好。山水元素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营造是

非常灵活的，可以以多种形式呈现，例如假山、小瀑布、喷泉、人

工湖等。山水空间设计更多的是让人们可以在园林中近距离感受山

水的魅力，让在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人们在闲暇时候可以体会到大自

然山水的美，给人们带来自然鲜活的气息。使用山水进行空间设计

时要考虑水的流动性特点，也要考虑山的高度，确保安全性，可以

选取一些比较有名的自然山水景点作为基础，在空间布局时进行仿

造，提升山水的意境。另外，在山水空间设计中还可以融入一些现

代化元素，例如灯光、音乐等，在设计喷泉时可以增加灯光和音乐，

让人们在感受自然景观的同时感受当代科技，提升人们心情愉悦

度。在山水空间的设计上要结合植物空间，可以让植物围绕山水，

形成一个整体的自然景观，从而让园林景观更为别致、真实。 

5、道路空间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道路空间设计往往容易被忽视，但是在园

林实际使用过程中，道路时人们使用的最多的一个元素。道路有分

隔区域的功能，但是更多的是人们需要在道路上行走。在整个园林

设计中，道路都是贯穿其中的，道路的空间设计会收到地势的影响，

道路在整个园林中具有连接的作用。道路会将园林中各个景区进行

连接，道路上还需要增加方向的指引。为了更好的方便人们的行走，

在道路空间设计时应该要结合预期的人流量来设置，在道路长短及

宽窄上不能随意布局，而且应该结合园林的整体设计，还要考虑地

势的平缓和陡峭，尽可能避免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其次，不同

景点之间的道路连接应该要相得益彰，道路的设计要结合整个园林

的风格来考虑，不要过于突兀，降低园林景观整体的美观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空间营造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园林景观设计并不是简单的将一些元素随意堆砌，而是需要从

总体上对园林的布局、需求等方面进行考虑。在空间营造上，应该

坚持生态可持续发展及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大自然中存在的元素合

理在空间营造中得以运用。与规则的高楼不同，园林景观的存在可

以使人们在繁忙的生活、工作、学习中得到放松。为了确保园林景

观可以让人们的生活环境更为舒适、健康，综合考虑空间营造，确

保园林景观可以更为有层次，各个自然元素之间更为协调，从而总

体提升园林景观的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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