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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注重其实用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其绿色

环保性能,可持续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方向。鉴于此,本文主要对可持续发展视域

下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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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

们的身体健康,在此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并逐

渐开始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工作中进行实践,不仅满足了人

们对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园林景观的可

持续发展,为城市人们提供了一个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1 可持续发展概述 

可持续发展主要就是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既能满足当

代人发展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后代人需求的一种发展模式。在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注重“发展性”和“持续性”,其中,前者

是基础和前提,而后者是关键,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可持

续发展所追求的是长远的发展目标,同时还要尽可能的兼顾

近期目标,促进环境、资源、人口、社会以及经济等的协调发

展,它是对人类工业文明进程的反思。 

2 城市园林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2.1 改善城市整体风貌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在工业生产过程中,

各种有害气体、废气等源源不断的排放到空气中,不仅对城

市空气造成了严重污染,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雾霾问题。在

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通过绿色植物的种植,能够吸收掉空

气中的有害气体、废气等,从而达到空气净化的目的,对城

市的整体风貌进行改善,为城市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良好

保障[1]。 

2.2 社会发展和城市园林景观相互影响 

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中,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等联系

十分紧密,而园林景观也是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会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能

对城市文化、政治、环境等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加快城市的

精神文明建设。目前,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将园林景观

设计作为提升市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风貌的重要内容,且

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3 城市园林景观发展现状分析 

首先,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园林景观规划至关重要。

近年来,由于城市发展经常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和干扰,

从而使园林景观设计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究其根本,主要是

因为园林景观谁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所导致,在设计规划过

程中,很多设计师常将目光放在景观的美观性和实用性等方

面上,缺乏对景观生态环境性能的考虑,不符合可持续发展

理念,由此也对园林景观设计质量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其不

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2]。 

其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城市园林景观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具有传承人文思想和文化的重要功能,通过文化传承能

够有效缓解社会压力,因此必须要将这些功能在园林景观设

计中加以体现,使其更好的满足城市人们的多样化需求。但

在当前的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大多数设计师都未能对人文

思想加以传承,仅注重景观的外在美,使景观设计缺乏文化

内涵,因此并不利于景观的长久保存。 

最后,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要求园林景观设计具备创

新性,要能够与时俱进。优秀杰出的城市园林景观作品,应充

分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是历史和的文化的重要产物。随着城

市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在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

对于城市建设也要提出更多要求。但纵观当前实际发展现状,

发现园林景观设计还比较缺乏创新性,未能实现与时俱进,

同时也很少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其中,这也是我国城市园

林景观在今后发展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3]。 

4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有效途径 

4.1 提升城市园林景观的整体协调性 

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城市园林景观的协调性是景观设

计规划的内在要求,由此也要求相关设计人员深入了解当地

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从而将当地特色更好的融入于城市

园林景观设计,通过设计作品凸显城市发展理念。此外,设计

师在对园林景观作品进行设计时,还要广泛吸纳当地人民群

众的意见和想法,了解其对景观的需求,之后将这些意见进

行综合加以灵活应用。在国内园林景观设计中,可将象征表

现手法和整体协调性进行结合,重在凸显民族特色,使园林

景观拥有国外景观所不具备的特色,与当地政治、经济、文

化、环境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最大限度提升园林景观的协

调性[4]。 

4.2 园林景观设计规划要尊重自然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环保、低碳、绿色等是核心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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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因此,园林景观设计工作中,更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而并非改造自然,以免对自然规律产生破坏。优秀杰出的城

市园林景观作品总是能让人们眼前一亮,使城市生活变得更

具爱美好,同时也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氛围。

以我国河北省昌黎县为例,该地曾有一个矿坑,设计改造之

前满目疮痍,通过引进先进的国际技术,对该区域进行重新

的设计和规划,如今已摇身变成一座大型生态公园,而这也

在提醒着人们“绿水青山来之不易”,一定要懂得珍惜,“掠

夺式”的发展道路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因此注定不能长久。

总之,在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视域下,若想实现园林景观的可

持续发展,就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建立紧密关系,尊重

自然发展规律[5]。 

4.3 园林景观设计规划要尊重地域文化特色 

在对城市园林景观进行设计之前,设计师一定要对当地

的文化特色进行深入了解,同时将这些元素灵活的应用于生

态景观设计工作中。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各

不相同,因此在对园林景观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还需参考当

地的文化环境以及人们对于环境景观的想法,如此才能确保

园林景观符合当地发展需求,实现城市发展与园林景观的有

效融合,从而为当地人们提供更加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4.4 具体的发展措施 

4.4.1 合理搭配园林植物 

在可持续发展视域下,还要对园林景观建设地的乡土植

物、地形地貌进行合理应用。例如,设计师可借助地形优势,

选择一些极具观赏价值且适应性较强的植物进行种植,以此

来改善城市的景观种植结构,减少植物在后续养护中的不必

要资金。通过自然生态模拟,对花草、灌木、乔木等进行科

学搭配,构建出一个人性化的生态环境,充分凸显可持续发

展理念[6]。 

4.4.2 立体式城市园林景观的打造 

立体式园林景观设计理念打破了传统设计思想的限制,

遵循植物生长特点和应用原则,摒弃单一化园林景观设计需

求,并借助凉亭、灯珠、墙体等建筑,促进园林空间划分,使

人们在视觉上保持开放空间。 

此外,通过立体式城市园林景观的打造,还有助于吸收

城市污染、净化城市空气,提升城市空气和环境质量。在园

林景观中的墙壁边缘和小路上,可对野生环境进行模拟,打

造出自然、清新的生态景观供人观赏。在拓展景观绿化面积

的过程中,还可将花卉、植被和水体进行有机组合,以丰富城

市绿化空间[7]。 

4.4.3 互动性景观规划设计 

在诚实园林景观设计,通过互动性景观的打造,能够为人

们提供丰富的娱乐空间,充分凸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实践

中,设计师可通过互动区、游戏区的方式改变以往单一景观结

构,实现景观功能设计景观规划的有效结合。例如,水景喷泉

便是一种常见的互动方式,通过音乐的配合,最大限度凸显景

观的观赏趣味。 

5 结语 

综上所述,园林景观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环境发展息息

相关。新时期背景下,要求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充分凸显

可持续发展理念,使其更好的满足时代发展需求,最大限度

提出园林景观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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