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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序列是风景园林绿化设计的重要内容，对风

景园林设计质量具有直接影响。同时，景观序列设计复

杂、多变，需要把各类不同的元素进行融合、排列和联

系，组成错落有致的景观结构，为民众营造一种艺术美

和景观美，给其带来精神上的享受。

1、风景园林绿化设计中景观序列的构建

1.1景观序列构建方式

风景园林景观序列设计时需要考虑游客的行走路

线，结合行走路线布局进行景观展示，给游客一个有序

的视觉感。游客在进行游玩时，以设计者所设计好的景

观序列进行游玩，体验不同的景观。

风景园林景观序列构建主要包括双景式、三景式

和多景式。双景式是一种最常用的景观序列构建模式，

从游客行走线路起始点开始就通过两个景观点或者其

组合来进行景观设计；三景式则是以三个景观点或者

其组合来进行，主要包括起始、高潮与终点三个部分；

多景式则需要设置三个以上的景观点，主要包括起始、

前奏、展开、高潮、延伸与结点等多个部分。

1.2景观序列设计的空间秩序

景观序列设计以旅游路线为基础，对各个景观序

列进行展开。如果轴线类型比较丰富，则还可以通过不

同的轴线塑造不同的景观秩序，为游客营造独特的景

观。轴线通常包括单序轴线、枝状轴线、交叉轴线、发散

型轴线等几种。其中，单序轴线指的是仅有一个景观序

列组成的路线，其目的是突出景观序列，通常用于多景

序列模式中；枝状轴线则是类似于树枝形状的轴线，即

包括一条主轴线和一条或者多条次轴线组成。主轴线

的主要目的是凸显主景观序列，次轴线则用于烘托主

景观序列，主次相互配合，提升景观序列的观赏性；交

叉轴线则有两条轴线相互交叉形成。这两条轴线之间

是平等的，景点就设置在轴线的交叉点上；发散型轴线

则以某一个景观空间为中心，然后轴线向周边扩散。

1.3景观序列的节奏

风景园林绿化设计要以人的思维方式与景观体验

为基础，从人的角度出发，通过视觉把握景观节奏，提

升景观对人的吸引力。设计者通过布局让游客的视觉

随着景观序列不断变化，从而给游客带来不同的体验

和感受。因此，景观序列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设计者

要重视景观序列规律和节奏的控制，给游客带来具有

节奏感与韵律的景观体验。

设计者在景观序列中应使用动静结合的方式。所

谓的动就是指外部因素对风景园林的影响，比如风吹

动园林中的植物，树叶随风摆动，产生一种动态美。静

则指的是风景园林自身的不动物，包括饰品。比如风景

园林中的假山、是等等。动静结合的景观序列可以让游

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感受景观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提

高游客的游览体验。

2、风景园林绿化设计景观节点构建

景观节点简单来说就是景观的意境，是设计师通

过各种元素所营造的氛围。设计师可以借助假山、植

物、凉亭等多种物品来营造景观节点氛围。同时，景观

节点构建所需要的元素本身也具有文化属性，可以通

过营造氛围给游客提供丰富的景观体验和想象力空

间，提高风景园林绿化设计的意境和内涵。

2.1造景手法

风景园林绿化设计景观节点构建的方法包括对

景、分景、借景、藏景等多种方式。对景设计中，景观节

点A和景观节点B在同一个视域轴线上，同时两者之间

的距离较近，在节点A内可以看到节点B的景观，同样

在节点B内也可以看到节点A的景观；分景设计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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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景观节点A内的空间划分为不同的景观空间，给游

客塑造一种别有洞天的效果；借景设计中，景观节点不

在同一个视域轴线中，而且距离较远，设计者可以在节

点A中借入景点B的景观，从而实现节点A的延伸和拓

展；在藏景设计中，则把景观节点A隐藏在景观节点B

内，通常和障景法配合使用。

2.2景观实体空间和心理空间

景观节点实体空间指的是景观实体所构造的空

间。设计师通过景观节点植物的形态、高低、颜色等的

变化为游客营造一种心理空间。植物的高低变化、种类

变化可以让人产生一种空间边界感；植物的层次性也

会给人带来不同的空间体验。比如杨树林给人带来的

垂直感，粗壮植物给人带来的亲近感和年代感等。

3、景观序列及景观节点构建措施

3.1突出景观设计的生态价值与意义

现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建设

规模的扩大，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越发凸显出来。尤其是

在风景园林绿化设计中，由于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认识，导致设计出的园林绿化景观不仅没有实现绿化

环境的效果，甚至会因农药的使用、植物选择的不合理

等导致污染问题及土壤结构变差等问题的出现。因此，

在城市发展中，对园林景观绿化设计时要重视景观的

自然生态性，对园林中的植物搭配要合理选择，尽量选

择与当地自然环境、气候适应的植物，而对生态环境及

土壤结构有破坏作用的植物尽量避免选择，保证设计

出的园林景观具有植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性的特点。

3.2重视植物景观的科学搭配与选择

植物的选择与搭配是园林绿化景观设计中的重

点，目前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造景的主要形式与方法

就是借助植物来实现。所以，为了实现更理想的植物造

景设计效果，要求设计人员在设计前要对当地的水文、

气候条件及不同植物的特点、生长习性等都要详细了

解，从植物的种类、颜色、季节特点等角度因地制宜的

对植物类型进行选择与搭配。这样不但能够保证所选

植物能够在园林中良好的生长，降低植物病死率及病

虫害发生率，同时也能降低园林绿化景观设计及造景

的成本。同时，在造景过程中，为凸显出园林景观的造

型感及层次性，需要选择不同高度的植物错落有致的

进行搭配，结合园林地势地貌特点，对植物造型进行优

化设计，在降低园林土方工程量的同时，设计出富有层

次感、动态感及美感的园林绿化景观作品，对城市生态

环境进行美化。

3.3彰显景观的地域特色

城市园林绿化设计中，很多时候都是对当地风俗

及地域特色的体现，尤其是在当前历史发展环境中，更

需要注重保护和传承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彰显出园

林景观的传统文化风俗及地域文化特点。例如，苏州园

林在绿化景观设计时，更加突出楼台亭阁的设计元素，

作为江南城市特有的建筑元素及文化元素，显示出建

筑文化与园林景观的融合，能够为园林绿化景观提升

文化魅力与景观品质。再如西安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将

秦汉隋唐朝代的建筑风格融入到园林景观设计中，体

现了西安十三朝古都的历史韵味，不同的建筑风格与

错落的植物景观搭配，游人在园林中游览时，仿佛穿梭

于历史的年轮中，不仅能让人欣赏到自然风景之美，同

时也能让人感受到历史文化之美。

4、个案应用

4.1个案介绍

石淙镇地处杭嘉湖平原，属南浔区中部重镇，位于

湖州东南约22.5Km处，东和双林镇莫蓉、善琏镇交界，

南部和千金镇相连，西部和菱湖镇新溪接壤，北临和孚

镇重兆。距离湖州市区仅32Km，距离上海180Km，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水陆两运便利。石淙镇景观设计

以创意、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从文态、形态、

业态、生态方面挖掘当地文化，促进产业发展，改造旅

游面貌，助力打造产业特而强、形态小而美、功能适而

聚、机制新而活的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滨河绿带位于

石淙镇内，本文以滨河绿带为基础对风景园林景观序

列设计进行研究。

4.2景观设计原则

石淙镇景观设计遵从有机更新与可持续发展相结

合、空间整合和景观融合、历史延续和地域特色相结

合、设计可操作性和弹性兼顾的原则。

（1）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充分尊重和利用基地内现状，进行合理布局，对基

地内的现有景观，视具体条件进行有机更新和环境整

治，体现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满足石淙地区

的功能及景观要求。

（2）空间整合和景观融合的原则

注重城市整体空间布局的和谐，强调基地与城市

内各景观要素的空间及视觉融合，使之成为体现区域

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旅游观光提供了必要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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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支持。在规划设计和更新建设过程中，注重环境景观

的保护与发展，与周边景观和石淙景观融为整体。

（3）历史延续和地域特色结合原则

延续蚕桑地区的历史风貌，保留、挖掘和体现有价

值的历史文化景观要素，体现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通

过引入景观要素，进一步为历史文化要素提供载体，充

实和提升基地的文化内涵，并注入独特的活力。

（4）设计可操作性和弹性兼顾的原则

充分考虑到现状元素对石淙村设计的限制，强调

发展的灵活性，做到整体规划，分期实施，从现实可能

触发，把握改造的力度，力求在规划设计中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综合优化，达到功能合理'投资经济，

既能分期实施又相对完整的规划设计目标

4.3植物景观设计

滨河绿带主要打造滨水休闲空间。以自然疏朗的

种植形式营造轻松的绿色休闲空间。大乔、花灌、观赏

草灵活搭配，结合微地形，形成通透而富于变化的林下

空间，创造充满活力的公园景观氛围。

（1）植栽策略

生态优先。以现有自然条件为基础，提高植物选择

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从季节、色彩、层次，以及植物形

式多个角度考虑。

人性化。多选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植物，并从视觉、

听觉、嗅觉等多个角度考虑。

经济适用。选用养护成本较低的乡土树种。

（2）植物品种选择

植物品种包括大乔木、亚乔、灌木地被等。其中，大

乔木如香樟、柳树，亚乔如桃树、红枫、梨树等，灌木地

被包括杜鹃、金边黄杨等。

（3）时空序列变化

植物是风景园林景观的重要元素，而且随着四季

的变化与时间的推移，植物的形态和颜色也会随之变

化，形成具有春、夏、秋、冬不同特点的四季时空序列。

滨河绿带四季时空序列整体如图1所示：

春天是充满生机的，经过了严寒的冬天，春天迎来

了新的生命周期，万物开始复苏，花草树木开始发芽，

一切都带着生命的气息。树木上嫩绿的枝芽开始出现，

海棠花也给这个季节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春花灌木

配合春季的嫩绿，给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景观体验；春

季则以绿色为主，各种树木都展示出旺盛的生机，景区

内一片绿色，到处生机盎然。同时再配上合欢花、石榴

花、樱花等不同的色彩，给游客一种色彩斑斓的感受；

秋季则以秋色叶植物为代表，景观内设置了代表性的

桂花、枫叶、银杏等，给游客呈现出绿、红、黄等不同的

色彩；冬季树木开始掉落，此时以树木的枝干姿态展示

为主。同时加入梅花、香樟等冬季植物，让游客可以感

受到树木的枝干美和这些植物的色彩美，整体显得朴

素而淡雅。

结论

景观序列就是把不同景观节点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景观空间整体。本文认为，设

计者在进行景观园林序列设计时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

不同的策略和艺术表现手法，通过静动态的结合为游

客营造一个有节奏、有韵律的景观空间和心理空间，让

游客在景观中感受自然美，体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提

升个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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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滨河绿带四季时空序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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