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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人们不断追求居住环境的静谧淡然，舒适美观。园林

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好的园林景观设计应该“以人为本”，不单从功能性满足主

人的需求，更强调心理需求是否得到照顾。然而，施工中不乏敷衍性案例。按照

《城市居住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新建小区绿地率不低于 30%，生活中，很多

小区的园林仅仅为了满足规范而存在，打出高绿地率来自我炫耀和标榜，这样的

设计让人感到生硬冰冷没有人情味。如何实现园林景观的亲和力，便显得尤其重

要。 

 

1.因地制宜，不生搬硬套。现在很多设计都会参考国外优秀的景观案例，这

并没有错，但在借鉴的同时要本着因

地制宜的特点进行设计更为稳妥。所

谓的“法国规整园林”如不考虑地形

容易造成断层的错觉，违背了它本身

的肃穆严谨；再比如“英国风景式”

不注重搭配地形，亲近自然的本意将

被理解成废弃的荒野。我们想在湿润

多雨的南方制造震撼人心广袤的荒

漠，但又得花多大的成本去制造适宜

的环境呢？ 

 

2.选择季相明显的苗木搭配。日本的枯山水很出名，简洁干净，精细周到。

用细沙石代替了具有张力的绿色，大片

的类似大漠景象让人顿生苍茫之感，这

是另一种美感，但谈到居住，人们更愿

意选择鸟语花香，人丁往来的地方。怎

样才能让小区心旷神怡，丰富多彩？植

物搭配显得尤为重要。植物配置要根据

苗木的干，形，叶，色，花，果进行花



色，花期，花叶，树型的搭配。达到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效果。 

 

3.注重心理学在园林景观的运用。心理学在园林运用上的研究还不算太多，

但相信会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会注意到，并不断完善。个人认为，优秀的园林景观

除了要实现它的功能实用性，更要满足心理需求，杨曙光在他的《传统园林设计

中暗藏的心理学运用》中有详细分析。例如对曲廊的分析：长时间在直路上行走

会产生无聊，乏味的感受，而曲线设计却能降低这种视觉疲劳。这不禁让我联想

到在很多小区置放的小品，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趣味性，转移注意力的同时间接

改善心情。 我们再拿个例子，

德威摩卡 小镇利用藤具，木

桥，菠萝格 灯具加上喷水设

计，再置放 陶罐来渲染东南

亚崇尚自 然，亲近自然的特

点。在某种 程度上是从和谐

出发，人， 植物，自然达到统

一，让住户 感到舒服，放松和

亲近。                     德威摩卡小镇 

 

总之，园林景观作为家园的点睛之笔，在房地产建设中，最快最直接体现小

区人情味和展示面，都会作为重中之重去落实。而好的园林小区，不乏虫鸣鸟语，

花香细语。在那，没有压力，没有烦恼，只是家，一个让心灵散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