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景观平台设计方案(优秀5篇)
为有力保证事情或工作开展的水平质量，预先制定方案是必
不可少的，方案是有很强可操作性的书面计划。方案书写有
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方案呢？以下就是小编
给大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景观平台设计方案篇一

城市道路不仅仅是连接两地的通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人们公
共生活的舞台,是城市人文精神的综合反映,是一个城市历史
文化延续变迁的载体和见证,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是构成
区域文化的灵魂要素。

第一部分 现状分析

一、工程概况

1、工程概况

xx-x镇xx路全长4.406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车速60km/h，
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全线设桥梁240/1（m/座），设涵
洞10处、通道1道。

2、气象概况

温度：年年平均气温为23.1℃，日照时数为1873.7小时。 降
雨：年平均雨量为1802.5毫米，雨量集中在4-9月份。

风：xx市市的气候深受季风影响，冬半年受极地冷高压脊控
制，盛行东北风，天气较为干冷；夏半年则为副热带高压脊
及季风低压、热带气旋所影响，盛行西南风和东南风，天气
高温多雨。



3、区域内土壤条件

壤面积最广，ph4. 09~ 6. 98

4、区域内水资源

xx市是xx省省省辖市，是“xx省四小虎”之一，号称“世界工
厂”，是全国4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之一。位于珠江口东岸，
东接惠州、南抵深圳、西挨广州、北达博罗县，四周共与广
州、深圳和惠州的10个县级行政区接壤。

xx市是xx省历史文化名城，有着1700多年的郡县史，是岭南
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
先行地，拥有独特岭南文化。

xx市有港澳同胞约100万人，海外华侨约30万人，是著名的华
侨之乡，素有龙舟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举重之乡、粤
剧之乡等美誉。

三、规划设计依据

6、《城市绿化和园林绿地用植物材料木本苗》（db11/t
211—2003）； 7、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
（交公路发[2017]358号）。

第二部分 绿化景观设计

一、设计指导思想

1、结合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

2、因地制宜，结合用地规划及现状提出布局合理，概念新特
的景观构想。 3、充分考虑实地实情，使设计与施工达到完
美结合。



二、设计原则

1、绿化设计原则

摒弃了以往盲目追求景观“豪华、高档” 、“为绿化而绿
化”的不当认识，该项目公路景

群落景观，以达到原生态的景观效果。

(1)、设计将结合道路现状，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力求体现
生态、环保的绿化特色。 (2)、力求做到适地适树，长期稳
定、四季常青。

(3)、坚持美观、经济、实用的原则，在创造景观效果和社会
效益的同时，将充分考虑资金投入的节约，注意并综合考虑
后期粗放管理的原则。

坚持“原景原生态”的设计原则，提倡“本土文化和原生态
之美”，返璞归真，采用自然

使得该项目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映辉。

(1)、透视性原则

景观的布置不应影响公路的行车透视性要求，确保路侧结构
物空间尺度充裕，使人们感到线性自然流畅，引人入胜，视
野开阔，景观和谐，安全舒适。

(2)、诱导性原则

景观的布置，应能使司机在视觉上可以预知路线伸展方向的
变化，并且在空间上留有余地，使司机可以及时地采取有效
的操纵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并确保车辆的运动状态的改变
不至于太突然而导致司乘人员的不适。



(3)、景观兼容性原则

景观的布置要以环境中的自然景观为主、人工景观为辅，二
者相互兼容。公路周边的自然

价值，因而在设计中，尽可能保留这些景观要素，并使之成
为公路景观的一部分。

(4)、景观协调性原则

在确定公路的线型和路域内的景观时，考虑其与环境景观要
素在视觉感受上的协调，使路域内外的景观浑然一体，共同
构成符合形体美学、均衡完美而又变化多姿的景观，使人们
在使用公路系统的过程中获得舒适和愉悦。对于环境中景观
不良的区域，在线路选择时避让或远离从而弱化其影响。当
无法避让时，通过设置隔离屏障或集密的绿化，将路域外的
不良景观隔离开来，即要遵循“佳则收之，俗则屏之”的原
则。

三、景观绿化设计

1、设计主题

对道路绿化的景观元素加以控制目的在于更好地体现设计中
所明确的各段道路的景观主

题与特色。因此在对各景观元素加以控制之前必须先确定每
段道路景观系统的整体风格。

季相变化的应用是观赏型植物群落构建的主要手法，设计
将xx路等四条路段，以不同的季节的植物表现出来的特色：
艺花珠链、阡陌颂歌、滩地觅趣、枫影婆娑为主题。

2、具体道路选用树种 （1）艺花珠链



（1）灌木：簕杜鹃、夹竹桃 （2）草花：葱兰

（3）草坪：白三叶、混播草 （2）滩地觅趣

（1）灌木：米仔兰、黄蝉 （2）草花：红金鸡

（3）草坪：白三叶、混播草 （3） 枫影婆娑

（1）灌木：福建茶、毛杜鹃 （2）草花：鸢尾

（3）草坪：白三叶、混播草

第三部分 专项设计及建议

1、竖向设计

道路的竖向设计主要集中在2米绿化带中，微地形的处理，有
利于丰富景观的空间层次，

利用地形组织空间，引导人们的视线，使得草地更生动、自
然。种植设计结合地形起伏，形成良好的植物群落观赏面，
错落有致、层次分明。

结语 ：

在道路绿化的.生态设计方面,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
们借鉴。例如澳大利亚首都堪

培拉，人均绿地达70多平方米，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宽阔的
道路两旁桉树成林，浓阴蔽日，汽车飞驶，人们听不到车辆
的噪音，也看不到飞扬尘土。又如空气清新的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在环城路两侧种植了120万株树木，建成一条
长150公里，总面积8万平方米的绿化带，成为城市的氧气工
厂，保持了空气的新鲜。



据观测资料,在城市中12米宽的乔灌木树冠覆盖的道路可降低
噪音3～5分贝,4米宽的绿篱可减弱噪音约6分贝；树木下空气
的含尘量比露天广场中的空气含尘量低约42%；多排树木的道
路能减弱约50%的风速。

本次设计参考了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但是毕竟国情不同，
自然生态条件也有很大差异。因此，xx路的设计坚持结合本区
域的特点，从实际情况出发，使设计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
且与xx市这一生态大环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景观平台设计方案篇二

以人为本，体现生态性、舒适性、参与性，营造居民生活环
境，反映现代人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的愿景。按照现代人对
物质和精神需求，合理配置功能，力求满足人本要求，创造
一个感性的、可观可游的园林景观环境。

1、人性化原则

环境设计要按照居住者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体现人本效
应，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提倡居民参与意识，追求环境
的舒适性、多样性，实现对居民的不同需要的满足。

2、协调性原则

小区的景观设计要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互协调，与主体建筑
相协调，充分利用规划设计手段，将住宅、道路、绿化、公
建配套、市政配套等在用地范围内进行精心合理的布置和组
合，创造有序流动的小区空间系列。

3、整体性原则

居住小区规划设计的“灵魂”是居住小区的整体性。通过整



个小区的空间组织、住宅建筑群体布置、小区的整体色彩、
绿化布局等，构造小区的整体形象。另外，彼此间的协调也
要加以保证，形成有变化、有韵律、疏密有致的居住空间。

规划场地为长条形，总体布局采用组团式布局，以游步道串
联，形成大核心，小组团的景观布局结构，使每栋住宅楼的
居民都享有均好的景观环境。

在两个组团之间形成主要节点，为人群集中的区域，以无视
觉障碍的大形铺装为主，可以体现出小区内的地形开阔、清
新，使人入目一新的感觉。布置休息座椅、景观亭、大型景
观树木等，营造热闹、闲适的生活环境；结合茵绿的草地，
色彩缤纷的上层中型乔木，中层有观花小乔木及灌木，低层
配以高贵的龙舌兰等，使整个节点广场显得高端、大气。

以宅旁、楼间绿地空间为载体，就近布置儿童活动场地、运
动场地、休闲场地等功能区，与主体建筑相结合，形成小组
团，满足组团内居民的休闲活动需求。

消防扑救场地占用了较大区域，是不可缺少的功能区，为使
其与景观环境相融合，需对其进行了景观化处理。一是铺装
材料采用彩色透水混凝土，既丰富了地面色彩，又具有良好
的生态效果。二是在场地内喷涂趣味图案，如儿童跳房子游
戏图案、猫抓老鼠游戏图案、迷宫图案等，在不影响消防功
能的前提下，赋予场地休闲活动功能。

植物以常绿乔木、观花灌木、地被为主要搭配方式，营造层
次感强的生态景观。芳香树种可采用白玉兰、桂花、含笑等；
观花树种可采用美丽异木棉、大花紫薇、细叶紫薇、火焰花、
黄槐、鸡蛋花等；球形树种可采用黄金榕、石楠、山茶等；
棕榈科可采用蒲葵、苏铁、棕榈等；观干树种可采用龙舌兰、
小叶紫薇等，地被可采用野水仙、结缕草等。其间配置小品
有园凳、园桌，有铺装路、鹅卵小径、步汀等。各景相互辅
成，形成幽雅别致的生态环境，融健身、休憩、静坐于一体。



首先满足行车行人的安全，其次考虑生态性，采用灵活多变
的铺装形。地面铺装材料主要选用乡土天然材料，如卵石、
砂岩、板岩、粗面花岗岩等，局部做一些毛石、卵石装饰或
彩砖装饰。避免大面积硬质地面，小区道路采用透水混泥土，
柔化路面，确保小区环境清新朴质、丰富自然。

整个小区选择适应性强、观赏价值高的花卉树木，有机的组
合，合理的搭配，并形成参差错落，疏密有致，季相变化明
显，景色独特的景观。种植设计中考虑到小区内整体效果的
统一和局部效果的特色，在总体植物配置上，采用自然式植
物配置手法，通过散植、丛植、孤植、混植等不同的配植方
式，力求创造疏密有致、高低错落、变化丰富的植物生境。
植物与不同的功能空间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创造不同的空间
序列和特色鲜明的植物景观。

以亚乔木、花灌木为主，体现其良好生态环境效果。地被以
叶色苗木和花灌木为主，形成局部大片色块，体现亮丽的植
物图案线条美和韵律美。主要选用植物品种有：扁桃、小叶
榕、白玉兰、蝴蝶果、美丽异木棉、蒲葵、苏铁、棕榈、桂
花、含笑、大花紫薇、细叶紫薇、黄槐、鸡蛋花、黄金榕、
龙舌兰、火焰花、腊梅、大叶红草、山茶、鹅掌柴、满地黄
金、七彩朱槿、野水仙等。

选用造型美观的庭园灯、草坪灯，达到既美观，又经济实用
的目的。

在小区局部位置，通过挖填小丘，既丰富了视线，又能增加
整个小区的绿地蓄积率。

整个小区应考虑残疾人和儿童推车的便利措施，满足现代人
对情感关怀的需求。

步行商业街景观是动态的空间景观，具有时空连续性的韵律
感和美感。步行商业街把街内外不同的景点组成了连续的序



列，同时本身又成为景观的“视线走廊”和“生态走廊”。
设计充分考虑人的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及心理等要求，
从形式美感、空间美感、时空美感和意境创造等方面进行步
行商业街景观设计。

1、人性化原则

步行商业街是人们公共交往的场所，街道的尺度、路面的铺
装、小品的设备都应具有人情味。

2、生态化原则

生态化倾向是21世纪的一个主流。步行商业街中注重绿色环
境的营造，通过对绿化的重视，有效地降低噪声和废气污染。

3、可识别性原则

构成并识别环境是人和动物的本能。可识别的环境可使人们
增强对环境体验的深度，也给人心理上产生安全感。通过步
行商业街空间的收放，界面的变化和标志的点缀可加强可识
别性。

4、要创造轻松、宜人、舒适的环境氛围

步行商业街是人流相对集中的地方，人们出于商场，忙于购
物和娱乐，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紧张情绪，通过自然环境的
介入，可以大大缓解这种紧张情绪，创造轻松、宜人、舒适
的环境氛围。

5、视觉连续性原则

步行商业街线形和空间设计具有从步行者步行的角度来看四
维空间外观，且应当是顺畅连续的、可预知的线形和空间。

步行等一般为线性带状空间，其长度远远大于宽度，具有视



觉的流动性。人在街道中漫步时，会进行各种各样不同形式
的活动，时而漫步前进，时而停留观赏，时而休息静坐。因
此它可分为：运动空间和停滞空间。运动空间可用于：向某
处前进、散步、游戏比赛、列队行进或其他集体活动等。停
滞空间可用于：清坐、观察、读书、等侯、议会、讨论、演
说、集会、沉思、娱乐、仪式、饮食等。

运动空间应相对平坦，无障碍物，宽阔，利用台阶高差巧妙
的向停滞空间过渡和联系。停滞空间可相应设置长椅、树木
绿荫、获观景台、车站、雨棚等。二者有完全独立的情况，
也有浑然一体的情况。停滞空间如果不从运动空间中分离开
布置，就不能创造真正的安全环境。运动空间容易给人流动
和延续的感觉，而停滞空间往往给人以滞留和安全感，运动
空间引导顾客向两个方向流动，不宜使用者停留和汇集。

水是现代造园艺术中尤为重要的元素之一，水起画龙点晴的
作用，叠水与喷泉，既经济又实用。

景观平台设计方案篇三

摘 要：城市滨水景观设计应考虑到绿化、交通、驳岸、景观
特征、建筑物等多方面的内容，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为人
们提供适宜的体闲环境和健身环境，还要注意滨水建筑物的
布局和规划，形成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关键词：滨水区；滨水景观；亲水性；环境保护；生态オ

通过对这一区段的设计，增加这一区域的景观效果和绿地面
积，增加人们休闲活动的空间，使人们有一个更好地接近自
然、感受自然的机会。

同时通过这次设计，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进行实际
的操作，达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在设计过程中掌握
园林设计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法，得到实践经验，这是对四



年来学习的一次最好的检验。

吉林市是滨水城市，近几年已对一部分的滨水地段进行了景
观设计，继续对其他未完成的地段进行规划设计以形成完整
的滨水绿廊是势在必行的。

滨水区的绿化可以增加吉林市的绿地面积，松花江沿岸的滨
水绿地会突出江城绿地系统的个性，体现地区风格。同时良
好的景观设计可以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提高城市的总
体水平。

为了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对临江门西侧滨水区段的设
计要综合考虑景观、生态、功能想结合，以保证该地段的生
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达到绿化和增加城市景观的目的，这
对吉林城市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周围主要是住宅与商业、办公、金融用房，周围人群的
生活节奏较快，平日里的休闲、运动、游玩的机会较少，针
对这一情况，因此这块用地的设计以休闲，游憩为主，丰富
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能愉快的工作和生活。

此次设计以自然式为主，结合周围环境，因地制宜的加以改
造，作到自然景观与人为景观相结合，即“设计走进自然”，
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愿望，营造出一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
滨水环境。

吉林市地处长白山余脉，松花江上游，是一座 “由江而来，
沿江而走，依江而展，为江而美”的名城。同时吉林市也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天河之首，夫余古都，雾凇名城，
满族故里”之称。

吉林市地处东北腹地长白山地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城区
环山亲水，颇具形胜。松花江象一条玉带蜿蜒流过市区，与
两岸的青山绿树构成了一条长57km的沿江风光带。



吉林市位于北纬43°39′—44°07′，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其显著特色是四季分明，尤以冬季最为壮观，且别具
特色。冬季来临，松花江水缓缓流淌、雾气蒸腾，两岸冰天
雪地、树满霜花，景致壮观而奇妙。

吉林市松花江红旗大桥至临江门大桥高新水岸园一区位于松
花江右岸，临近临江门大桥。这一地段地形比较平坦，坡度
极缓。其中有两处面积较大的养鱼池，并有几处小水泡。总
体说来该地段的水域面积较大，在设计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
对水的利用，尽可能作到合理、实用。

吉林市松花江红旗大桥至临江门大桥高新水岸园一区位于松
花江右岸，临近临江门大桥，该区段属于高新产业园范围，
岸上主要以住宅和商业、办公、金融为主，因此在对该地段
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使用人群的特点，达到设计与使用
的合理性。

设计应保证人与自然的健康发展为前提，力求人与环境的融
合，协调。在设计中，要充分认识和确定人与环境的双向互
动关系，强调把“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的宗旨体现于
空间环境的创造中，使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最快的亲
近自然、享受自然，达到身体和心灵的放松。

针对这一地段面向的主要人群平日的生活节奏较快，没有过
多休闲、运动、游玩的机会，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到
这一点，明确功能分区，分为休闲区，健身活动区和游憩观
景区等，让人们用最节约时间的方式达到健身、休闲、享受
生活、放松心情的目的。

把规划用地作为一个整体，虽然规划设计是分期分区实施的，
但是在设计时要对其作整体考虑，把规划用地与周围的环境
作为一个整体，把设计做到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避免个体
突出，影响大环境。



针对这一地段的环境特点，设计以休闲、文化、健身活动、
游憩观景为主，充分利用现状条件进行布局，将规划用地分
为休闲钓鱼区、中心广场区、健身活动区、游憩观景区。每
个分区具有各自的景观特点和职能。

由于这一区段现状中的水域面积较大，因此将景观设计与水
体相结合，以水体为主轴线开展景观的布置。该地段中心偏
西方向上设有一养鱼池，从滨江西路经主出入口向下直达中
心广场，中心广场位于该地区中心位置，并在养鱼池一端。
由中心广场沿养鱼池南侧小路向西到达休闲钓鱼区；由中心
广场向东沿小路到达游憩观景区，继续向东到达健身活动区，
整个设计由中心向东西两侧展开。

由于滨水区道路功能以游览观赏为主，故只设置步行道路。
该区的道路系统主要分为三级：主路，支路，游步道。主路
为4-5米的环路，形成完整的道路系统，联系各个景区；支路
宽2-3米，由主路延伸到各个景点；游步道1-1.5米，是供游
人散步的小路。整个道路系统呈环状分布，避免游人走回头
路。

目前我国滨水区的景观设计处于起步阶段，对水域护岸的设
计以硬质铺装较多，人为的进行硬化，破坏了水域岸边的生
态平衡。通过对实地的踏查，发现此地段岸边的植物较为丰
富，并且有很好的长势，因此对驳岸的设计采用完全自然式
驳岸形式，保留原有的植物，不做过多的硬质铺装，只是对
原有植物进行必要的修剪，这样既保持原有的生态平衡，又
达到美观的效果，同时满足现代人渴望接触自然，亲近水体
的愿望。

绿化植物是城市生态和绿地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不仅在于绿
化植物所具有的调节人类心理和精神的功能，以及它所发挥
的生态效用，在园林设计中它还能起到分隔空间，美化环境，
植物造景，增加观赏性等作用。



滨水绿地与一般城市绿地相比，更要重点突出其生态价值、
景观价值。滨水植物配置要合理选择树种，乡土树种与引进
树种、速生树种与长寿树种、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相结合，
合理地进行树木的组合，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其美丽的
姿态；同时选择体现滨水景观特点、代表地方特色、群众喜
爱的树种作为基调树种，以保证其地域的特征。

这一区段的植物配置以自然形式为主，在保留原有树种的同
时，适当增加乔木、灌木、草花，由于这是一块滨水绿地，
所以在植物的选择上多用一些耐水湿、生命力强并有一定抗
性的植物，这样在增加树木的多样性和植物景观的同时提高
环境的质量。

具体植物选择如下：

常绿树种：红皮云杉，红松，樟子松，油松，辽东冷杉，圆
柏，沙地柏，杜松

乔木：银杏，垂柳，旱柳，钻天杨，新疆杨，榆树，洋白蜡，
茶条槭，水曲柳

水之韵音乐喷泉广场位于该地段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大型的
中心文化广场，广场中心为一音乐喷泉，充分体现“水之韵
律”这一主题；喷泉周围的花钵形态优美，且不尽相同，与
水相呼应更显生机；广场一侧临近养鱼池，人们既可以亲近
水域又可以观鱼，起到一举两得之功效。

现代的人们在室外亲水的机会太少了，要是抽空去郊外钓鱼
的机会就更少啦，因此在这一区的设计中，利用原有地形中
有两个养鱼池，把两个分开的养鱼池相连成为一个面积较大
的养鱼池，这样既便于管理，有增大了水的面积，满足人们
的需要。在养鱼池一侧设有两个钓鱼平台，平台上设亭、花
架点景建筑，供人们休息；平台对面视野辽阔，有景可观，
这样在钓鱼的同时，即放松了心情，又可赏景。



大自然有丰富的自然景观，现代的人们接触自然的机会太少，
也就无法欣赏到大自然的魅力，这一瀑布旋梯景观的设计是
将自然的山水和人工造景相结合，瀑布从假山中流出，直泻
入水潭，假山一侧设有旋梯，供人们登高望景，同时使人们
更深的体会到置身于山水之间的快乐。

这个广场以健身活动为主，广场中设有健身器材和专有的活
动场地，方便人们在闲暇时锻炼身体，增强身体素质。广场
周围有较为丰富的植物景观，人们在健身的同时可以观景，
这样不但增加了环境的生命力，又使活动不简单乏味。

该区段的养鱼池为自然水池，由松花江水引进。在设计中利
用原有的养鱼池，只是对其做必要的整形，不做大的改动，
保持其原有自然的风格，这样既保护生态平衡，又增加人们
享受自然的机会。

该区段的设计中有一处大型的音乐喷泉，喷泉既体现设计的
主题—水之韵律，又是一处很好的景观设计，喷泉与周围植
物环境相搭配，烘托出无限的生机。

瀑布景观反映“山因水活，水因山转”这句古语，自古山和
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尤其吉林市依山傍水，设计中如果
没有山水相依之景观，无疑是一个遗憾，因此瀑布景观的设
计不仅反映主题，同时也与城市主体环境相一致。

小品在整个游园的设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精心设计的
小品往往成为人们视觉的焦点和小区的标识。还有在广场上、
路的拐角处设置了许多木制花池，使得许多时令花卉争相斗
艳。

这个设计中的亭和花架采用多种形式，避免在小范围内的样
式重复。如亭，有方亭，园亭，单亭，双亭等等；花架有圆
形，折形等，都各不相同。



这个设计中的雕塑以抽象雕塑为主，金属材质，体现时代特
征同时反映主题。

广场的花钵形态较为丰富，避免重复，让人们感到乏味。沿
路的坐椅主要是拟木形式的，给人以自然逼真的感受。

[1]@干哲新.浅谈水滨开发的几个问题[j].城市规
划，1998，(2):114～115.

[2]@江红梅，王宗侠，田兴运，张小朋.城市滨水环境与城市
发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4，(32):1291～32.

景观平台设计方案篇四

1、缺乏整体规划，旅游内容千篇一律

原因一是政府缺乏统筹规划思想。导致乡村旅游项目重复建
设情况严重，整体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单一，缺乏互补性，对
客源市场的吸引力降低。二是乡村旅游经营者的盲目投资和
开发。只顾眼前利益，缺少团队协作，导致旅游内容千篇一
律，旅游环境缺乏特色。

2、乡村景观遗产缺失，缺乏乡土特色

乡村景观遗产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下来，对乡村景观
特色及国土风貌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元素、
土地格局和空间联系。乡村景观遗产是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
的核心。然而，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盲目追求“路
成网，树成行”的标准化建设模式，具有特色的乡村建筑被
红砖到顶、白瓷砖贴墙的建筑替代，河道和村内排水沟被做
成混凝土护坡，民族特色的祭祀活动正在逐渐消失，乡村城
市化问题突出，乡村景观遗产正遭受着严重的冲击。



1、 “美丽乡村”是指在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
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二是建设村
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
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四是培
育农民、提高素质。具体而言，所谓“美丽乡村”包括5个方
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
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美丽乡村”的范畴。

2、美丽乡村绿地阐述

美丽乡村绿地建设也就是建设美丽乡村的一项主要的任务，
在当前，对于城市绿地建设的方面的各方面的资料很多，比
较完善，但是，对于美丽乡村绿地方面可以借鉴的资料却十
分有限，主要是因为，国家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问题才刚刚
起步，所以各个方面都还比较滞后，但又由于它不同于一般
的城市绿地建设，不能按照城市绿地建设的方法来实施，必
须有一套切合实际的自身的绿地建设的方法。所以，目前我
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按照美丽乡村自身的特点制定一套实
施措施来进行园林绿地景观建设。

3、 美丽乡村绿地规划

美丽乡村绿地规划与设计就是要解决如何合理地安排乡村土
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来为人们创造高效、安全、健康、
舒适、优美的环境的科学和艺术，为社会创造一个可持续发
展的整体美丽乡村生态系统。美丽乡村绿地规划离不开环境
与生态，对环境问题重点考虑土壤、水体、大气、建筑物、
氛围等;对生态问题则把有生命的东西，如植物、动物等考虑
进去，生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美丽乡村绿地规划的核
心是生态规划与设计。美丽乡村绿地规划的特点：

(1)、整体综合性原则。景观是由一系列生态系统组成的具有
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是自然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复杂载体，



其规划与设计具有高度综合性，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它
涉及景观生态学、乡村地理学、乡村社会学、建筑学、美学、
农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把景观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达到整
体最佳状态，实现其优化利用。

(2)、它不仅关注景观的土地利用”，景观的“土地肥力”以
及人类的短期需求，更强调景观作为整体生态单元的生态价
值、景观供人类观赏的美学价值及其带给人类的长期效益。
规划的目的是协调土地利用中的竞争，提出生态上健全的、
文化上恰当的、美学上满意的规划方案，体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关系。

(3)景观多样性原则。它既协调自然、文化和社会经济之间的
矛盾，又着眼于丰富生物环境。以丰富多彩的空间格局为各
种生命形式提供持续的多样性的生息条件。

1、确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动态绿化指标体系。

由于现在农村所处的位置、经济状况等的不同，相应的绿地
指标也应有所不同，所以要就实际出发，确立一套切实可行
的动态指标体系，对绿地建设进行动态控制，以便指导资金
投入，便于绿化建设的控制和操作。

2、乡村景观与城镇园林景观要相互协调。

广阔的田野、蜿蜒的河流、河边的林带形成了田园乡村景观，
而小城镇往往处于乡村田园环境之中，所以要使之园林景观
协调一致，融为一体。

3、全面绿化，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建设美丽乡村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
体化，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城市、农村“两张皮”的错
误认识，作好城市园林发展与乡村园林的对接，把农村作为



地区发展的资源之一，城乡“一盘棋”总体上进行策划和打
造。一是通过城市公共基础服务设施向乡村延伸，配套乡村
旅游服务需要的基础设施。二是统筹全市“城区、景区、园
区、郊区”等园林资源，统一进行规划。

4、创造良好的生态系统，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环境容
量与可持续发展。

美丽乡村所处环境更接近大自然，但仍不同于自然环境的生
态系统，是人起着主导、支配作用的，非独立的、不稳定的
人工生态系统。由于美丽乡村接近自然，环境条件好，生态
系统稳定，要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注重城镇之间、城乡之间
绿地结构的合理配置，创造优美、清静、舒适的城镇环境。

5、以绿为主，发挥美丽乡村自身的优势。

由于农村自然差异和经济差异较大，在规划美丽乡村建设时，
应制定不同的规划建设标准，着力体现区域特点和地方特色，
并要正确处理保护文脉与村庄建设的关系，实现传承历史文
化与融入现代文明的有机统一。因此，要在坚持基本标准统
一的基础上，对各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应因地制宜，力求形式
多样、风格各异，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首先是田园风光型。在一些农村生态环境良好，历史文化源
远流长，建设时要注重彰显特色，保护好山体、河流、水塘，
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村庄规划建设尽可能少占或不占
耕地，居民建筑可依地势环境步影随形，力争与山水田园、
人文景观协调，打造一批颇具景观特色的田园风光型美丽乡
村。

其次是园林服务型。对于地处政治、文化、商贸中心，具有
区位独特、基础较好、环境较优的优势，紧紧围绕“社区为
城市服务，城市促社区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在规
划时既要与全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相统一，更要利用好城市



的辐射拉动功能，注重生态建设、园林建设，强化服务功能，
作为城市的延伸区、补充区和服务区，与城市融为一体，打
造既有园林风情，又颇具城市特色的园林服务型美丽乡村。

最后是农村“城镇”型。对于一些村庄应充分发挥区位较好、
经济较强的优势，有的农村园区经济发达，可按照乡村城镇
化的道路，结合生态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来进行。根据“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目标要求，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切入点，
尝试城乡互动、城市带动农村的路子。要坚持以人为本，结
合文明创建活动，进行小康设施建设。建设好文化活动中心、
村民休闲中心、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民广场、乡村花园等
重点，进行净化、硬化、亮化、绿化、美化、文化“六化”
建设，抓“绿化”铸“魂”，抓“文化”提“神”，总而言
之，要以人工绿地景观为主要发展方向，通过小康建设，打
造一批风格独特、建筑新颖、现代气息浓厚的农村“城镇”
型的美丽乡村。

在外因上，是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己的文化特色，
使其有信仰，有认同感和有归属感。具体的就是加强生态安
全格局和乡村遗产景观的保护。

具体来说，生态安全格局是指对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和安全
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元素、空间位置和联系，包括连续完整
的山水格局、湿地系统、河流水系的自然形态、绿道体系，
以及已经建立的防护林体系等等。它是一个多层次的、连续
完整的网络。乡土遗产景观是指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
政府和文物部门保护的，对广大城乡的景观特色、国土风貌
和民众的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的景观元素、土地格局和空
间联系。如古老的龙山圣林，泉水溪流，古道驿站，祖先、
前贤和爱国将士的陵墓遗迹等等。它们应该得到系统完整的
保护，形成连续、完整的景观网络。成为人民教育后代和开
展游憩的永久空间，并与未来遍布全国的自行车和步行网络
及游憩系统相结合。



在内因上，是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要使农民在思想上重
视园林绿化建设，是进行美丽乡村绿地建设，建高质量绿地
的保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是和当
地的教育挂钩的，经济收入是随着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提高自
然提高的。教育问题解决了以后，美丽乡村也将随之出现，
劳动者本身的“城市化”远比村镇物质形态的城市化有意义。
我们应该实现全民族的城市化，而不是把乡村建成城市。

总的来说，在对美丽乡村绿地建设中，对于具体的各项规划，
要结合农村的现实情况，对其他各项具体规划，比如绿地分
类规划p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建设规划等，要以小城镇绿地建设
为其参考，明白美丽乡村本身的优势和劣势，来制定一套针
对性强的美丽乡村绿地系统规划原则，才能达到美丽乡村生
活环境整洁、优美、健康、有序的目的。

景观平台设计方案篇五

济南中央商务区(cbd)景观设计专家咨询论证会召开，国际知
名设计公司som公司、sasaki公司各汇报两套方案供专家组论
证。2017年济南cbd景观将进行怎样的设计呢，我们一起来看
看！

“本次汇报的景观设计方案的突出优点在于，都根据济南山
水特点，围绕‘生活、生态、生产’的规划理念进行了有效
尝试。在设计方案中融汇山水，很好体现了‘仁者乐山(楼
盘)、智者乐水’的文化理念。”专家组组长、住建部风景园
林专家顾问、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行业协会主席唐学山说
道。

经过讨论，专家组对这两个公司的方案均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以供下一步的完善修改。

在本次论证会上，sasaki公司结合济南“山、泉、湖、河、柳、



荷”等特色景观元素，为济南cbd打造了“延绵山律”与“起
伏水韵”两个方案。其中，“延绵山律”方案设计了一
条“山脊线”，由南至北串起整个绸带公园。

sasaki公司设计人员表示，cbd地下开发量非常大，就地取材，
挖出的土壤重新利用，可再造一条“山脊线”。

另一套方案“起伏水韵”，则非常注重雨洪管理。济南是一个
“因泉而生、因泉而名、因泉而特、因泉而存”的城市，城
市开发中对水的保护利用尤为重要。该方案分流了部分雨洪
进入中央绸带公园，形成一条贯穿绸带公园的清溪，并与春、
夏、秋、冬四条季节线交织。

som公司结合济南“山、泉、湖、河、城”五大历史特征，
提出了“流动的公园”和“融合的公园”两个方案。

其中，在“流动的公园”方案中，“流动性是方案的核心点，
把周边的景观联系到了项目中心。”som公司设计人员说，方
案大胆引入了起伏的山丘景观、多石的旱溪和繁茂的河岸湿
地到城市中来，贯穿南北的绸带公园将在四季的变换中展现
特色鲜明的缤纷图景。

另一套方案“融合的公园”的设计目标是创建一个场所，让
人们记住文化历史，构筑未来生活。该方案中的绸带公园由
一条垂柳步道组织，并辅以具有城市功能的花园和水景、泉
水和喷泉。在公园系统的中心是一个山地公园，这形成了城
市的'文化之心。

对于两家设计公司的方案，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
师汪孝安都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方案都较好地诠释了中央
商务区的基本概念，对城市环境营造、人文景观、空间氛围
的营造都做了比较好的诠释。在山体塑造方面，设计了起伏
的城市景观，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



汪孝安指出，中央商务区的景观设计更多的是要建立新的城
市生活方式，公园、绿化等都是为了提供比较好的生活方式，
从而营造真正的以人为本的、为大家服务的城市环境。

唐学山表示，这四个方案的优点突出，都很好地体现了“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理念。同时，唐学山提出，济南
中央商务区景观设计应进一步提升人文，体现齐鲁文化，明
确规划依据，使得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提高。

在经过讨论后，专家组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其中，
对于som公司的两套方案，建议以“流动的公园”方案为主，
合理融合另一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强化流动性和南北间的联
系。对于sasaki公司的方案，也建议“延绵山律”和“起伏
水韵”融合设计，下一步在景观连续性、安全性、舒适性等
方面深入考虑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