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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植物色彩在街道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许蓓蕾 

艾奕康设计与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摘  要：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色彩已经成为设计师重点考虑的要素，并在街道景观设计领域中有着关键作用。为打造独特丰富的城市

公共空间，本文以街道景观设计为例，分析植物色彩的应用方法，明确街道景观设计中的基本要素和相关原则，结合不同的植物色彩分类，

探究植物色彩在街道景观设计中的相关应用，突出该项要素在街道景观色彩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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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色彩以具体的形象展现，并且作用于个体的感官，成为了当前

街道景观设计中的要素之一，能够创造出优美的视觉感受。通过植

物色彩的搭配与调和，建立在不同的冷暖关系基础上，借助不同类

型的色彩组成，满足街道景观设计的需求，从而达到优化城市公共

空间设计的效果，对突出独特城市建设形象具有一定的助益。 

一、城市公共空间与街道景观设计概述 

（一）城市公共空间 

在城市或者城市群中，建筑实体之间存在的开放性的空间体则

属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在该类开放性场所中，为城市居民提供了

公共交往服务渠道。城市公共空间中包含了人为建造的道路、停车

场、公园等设施，并且存在不同类型的山林、水系等自然环境，既

能够方便日常社会生活，利用多元文化以及实质环境的塑造，彰显

出城市的独特魅力。 

（二）街道景观设计的要素与原则 

1. 街道景观设计原则 

在街道景观设计中，需要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充分尊重自然并

保护自然，合理利用城市中的乡土植物，保障打造的街道景观具备

生态友好型的特征。街道景观还具备一定的功能性，既能够满足基

本交通功能需求，也可以在居民的步行休息过程中满足其观赏需

求。街道景观的设计应保障视线通透，避免过度延伸，减少对行车

视线的阻碍，可以确保道路行车安全。街道景观设计应注重良好视

觉效果的塑造，可以利用植物的色彩或者形态，从而塑造优美道路

景观。对于文化性设计原则，需要在街道景观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

和历史元素，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城市发展特色。以北

京市为例，从当地的人文地理、民俗和历史多方面出发，运用了两

大色系，即“丹韵”引导的红色系与“银律”引导的灰色系，形成

了冷暖色调和谐交融的视觉感受，使北京市的色彩主基调相得益

彰。所以在街道景观设计中需要关注城市的总体色彩基调，合理运

用植物的色彩，配合色彩主基调的展现。 

2. 街道景观设计要素 

对于城市街道景观中的设计要素，以植物景观为例，在运用地

被植物、灌木和乔木时所构成的植物群落层次丰富，既能够营造绿

色生态环境，也能够凸显植物丰富多样的色彩。由于部分街道临近

水体景观，其中涉及了相应的人工水景，并且具有适宜的自然水体

设计，如湖泊、河流等，街道景观中的植物色彩设计通过与水体景

观色彩的相互映衬，能够进一步增加街道的灵动性，形成强烈的趣

味性。根据街道的地理位置，结合其坡度、高差和地形特点，使植

物的色彩在街道景观空间中有着丰富的变化，可以进一步增强街道

景观的立体感。 

二、植物色彩应用分类 

（一）色彩的对比 

1.冷暖对比 

通过对植物色彩的分类，一般包括冷色调和暖色调两种（如图

所示），暖色调中又包含了红、橙、黄等颜色，冷色调可以分为青、

蓝、紫等颜色，绿色属于冷暖色调中的中间色调。对于植物的色彩

搭配，若在色相、明度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反差时，可以在街道景观

当中形成强烈对比，从而营造出明快的氛围。 

 

图  冷色调和暖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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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相对比 

若将两种以上植物的色彩进行组合，其中存在明显的色相差

别，所形成的色彩效果有着强烈的对比。在不同的色相之间，由于

受到色相环距离或者角度的影响，当距离和角度越小时，色彩的对

比形成相对较弱，所以可以通过合理控制色相环的距离和角度，确

保植物色彩对比更加明显。 

（二）色彩的调和 

1.同一色调和 

针对同一种色调的植物，其实颜色各不相同，将其在街道景观

中合理搭配，形成合适的配色关系。尽管属于同一个色调，在纯度

和明度方面相同，但借助不同的色调，也能够形成不一样的色彩印

象。若全部采用纯色调时，可以增添街道景观的活泼感。 

2.类似色调和 在将类似的颜色进行调和时，一般是针对原来的

色彩和相近的色彩，比如将绿色与黄色调和，将红色与橙色调和，

将蓝色与紫色调和等等。所运用的调和色彩在彩度、明度、色相等

方面相近，所以将其搭配之后能够形成强烈的协调感[1]。 

3.对比色调和 

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色调，如果总体色调差别较大时，将其

搭配在一起，在横向或者纵向两个层面能够形成明显差异，并且体

现在明度、彩度等方面。 

三、植物色彩在街道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一）基于色彩搭配原则的植物选择与配置 

根据相关色系的定义，彩色指的是红、橙、黄、绿、青、蓝、

紫等多种颜色，植物中含有的色彩一般都是由色彩构成的，为了创

造出不同的色彩效果，可以利用植物色彩的纯度和明度的变化来进

行。植物颜色的三个主要元素是纯度、色相和明度，如果把颜色对

比扩展开来，还可以分为互补色、对比色、近色、类比色、中度色

和暖色。 

在街道景观设计中，对于植物色彩的配置，一般可以分成对比

色、冷色、暖色等三种类型。在运用暖色时，能够使人产生愉悦、

温暖的感觉，所以在街道临近广场、党政文化中心等区域时，可以

运用暖色调的植物来设计。由于冷色系的色温相对较低，在对人体

感官造成刺激时，通常会带来安静、严肃的感受，以蓝色和青色或

者其他相近色为例，一般适用于庄重肃穆或者休息区等安静的区

域。对于植物的对比色，一般是指强烈的色彩差异，如黄色与蓝色

的搭配，黑色与白色的搭配，紫色与绿色的搭配等等，在城市街道

景观设计中，若运用植物的对比色进行搭配，可以刺激人们的感官，

所以在临近公园、景观小品、公共场所入口处以及重点展示区域都

分为可以运用植物对比色。 

（二）利用植物色彩营造不同的空间氛围 

通过合适的植物色彩搭配所营造的情境，带有一定的感情色

彩，如清新、自然、雅致、愉悦、轻松等等。例如，黄色、淡紫、

绿色等色彩的搭配，是中、高明度的色域区域，能够创造出优雅自

然的街道景色。比如，红千蕨菜在搭配绿色植物时，能够营造出一

种自然优雅的空间气氛，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公园、住宅庭院等街道

空间。如果想要营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可以采用灰绿、米黄

色和红色的组合，通过中明度、中彩度的色域区域，将其布置在休

憩的公园、庭院附近的街道上，将红花、萱草与草坪植物的高度相

配，可以创造出令人愉悦、放松的感觉。 

（三）植物色彩与其他景观元素的协调与融合 

在街道景观设计中，植物的色彩搭配属于其中的核心内容，除

了需要打造现代化的绿化造景之外，也需要重视对植物空间色彩的

合理营造。随着季节的变化或者受到植物本身特性的影响，植物能

够形成不同的色彩，营造独特的意境感受。在街道景观设计中，不

仅可以利用不同的植物构成形式各样的环境空间，也可以借助其色

彩的变化烘托或者表现设计主题。运用鲜明的植物色彩表现，通过

划分丰富的色彩层次，可以增添街道景观的活力，增强其感染力[2]。 

在季节与气候条件的影响下，植物的色彩各不相同，比如春季

芽期的杨柳，开花早期的梅花，春季叶色发生变化的臭椿等。另外，

部分植物本身属于文化内涵的丰富展现，如兰花、菊花、牡丹、荷

花等等，秋季时期梧桐落叶，其或早或晚有着明显的叶色变化，均

能够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 

在街道景观设计中运用植物色彩，不仅可以增添构图意趣，也

能够打造情景各异的空间环境。例如在部分街道中种植常青苍松、

翠竹、绿萍等植物，能够形成满目绿色的场景，使城市街道表达出

明净闲适的意境。在以春季桃红柳绿这一经典词汇为例，运用粉色

的碧桃搭配淡绿色的垂柳进行种植，能够充分展现出春景的美丽。 

例如，北京市在成片住宅建筑中有着明确的色调定位和配色要

求，在营造其中的街道景观格调时，可以结合不同色彩控制区域的

需求进行调整。以现代的颜色控制区域为例，其规划要求主要体现

在“丹韵”、“多彩京韵”、“时尚新颖”、“多元交融”等方面。因此，

需要筛选出合适的植物色彩，确保整体色彩面貌具有协调性，彰显

北京市特有的色彩形象。 

结束语： 

当前的文明发展程度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对景色的欣赏水平随

之提升，街道景观设计属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

合理的运用景观中的植物色彩，遵循科学的色彩配置原理，在掌握

色彩搭配规律时，使街道景观植物的色彩配置得到持续更新，顺应

现代化的审美标准，使街道景观的塑造独具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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