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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发展的经济驱动城市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扩大精神层面需求。其中景观是精神需求的类型

之一，在当前大环境下也逐渐迈向智能化方向。通过在景观设计和苗圃生产中投入智能化技术与设备，能更好地基于用户需求开

展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工作效率。对此，本文则从面向未来视角，分析景观设计与苗圃生产智能化形式，旨在为相关工作人员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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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现代经济社会多个领域，智能化已成为其变革和发

展的重要标识。景观设计与苗圃生产在此大背景下也通过智

能化理念和技术改变传统模式，也借此推动二者融合，对行

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景观设计智能化趋势
1.智能化设计工具的应用

（1）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

当前科技领域受到大量关注的莫过于虚拟现实（VR）与

增强现实（AR）技术，在景观设计中，这一交互技术展现出

的应用价值极为独特。例如 VR技术在展示景观方案中能帮助

设计师构建仿真的虚拟景观环境，让客户仿佛身临其境般地

了解规划中的景观
【1】
。客户通过 VR设备可以沉浸式地走在尚

未建成的城市广场、庭院与公园中，并从多视角观察景观空

间中各个元素组合效果以及整体布局和尺寸。客户在这种沉

浸式的体验中降低理解三维模型或二维设计图纸难度，更好

地感知设计方案。

在景观设计中应用增强现实（VR）技术使展示和交互更

为直观与便捷。AR技术经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移动设备中可以

在现实场景中叠加虚拟的景观设计元素。客户在实地考察项

目场地时运用设备摄像头对周边环境进行扫描，可以马上看

到现实环境与设计方案中的景观元素相融合的效果。例如客

户在一片尚未开发的空地上通过 AR 技术即可看到未来规划

的道路、绿化、建筑等景观设施在这片地形上的呈现效果，

直观了解周边人文、自然环境如何与设计相协调。除了上述

功能，AR技术在客户体验中通过设置互动模式，即客户点击

虚拟景观元素，会自动弹出相关材质信息、设计说明以及效

果展示视频，促使客户对设计细节产生深刻印象。客户在这

种虚拟与现实结合的方式中能主动参与到设计沟通交流环

节，便于设计师对客户需求予以精准把握，实现景观设计方

案和客户意图需求的精准传递与高效推进。

（2）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与参数化设计软件

在面向未来的景观设计中，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发挥

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该软件附带的精确绘图功能使设计图纸

的绘制效率与精度得到大幅度提升。设计师运用 CAD 对各种

复杂的图像和线条进行精准绘制并精确标注比例和尺寸，保

证图纸上景观设计方案的准确无误
【2】
。此软件在模拟复杂地

形时可导入地形数据后直接生成三维地形模型，地形的起伏

变化即可实现直观展示。设计师再根据此模型计算土方和分

析土地平整度，为合理布置景观提供参考，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因地形因素所致的设计失误率。

景观设计者应用参数化设计软件有效丰富设计思维方

式。该软件根据参数驱动和算法设置相关功能，例如设计师

只要设置景观元素的分布规律、数量、比例、尺寸等相关参

数即可获得相应的设计方案。在设计如植物群落布局、铺装

图案和景观栏杆等具有规律性与重复性的景观元素时就充分

发挥参数化设计软件优势。还有就是，该软件附带的关联性

修改功能也极为强大，当设计师调整某一参数时，会自动更

新与该参数有关的景观元素，保证设计方案的统一性。

2.数据驱动的景观设计决策

（1）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分析

在景观设计中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能为景观规划提

供科学性与综合性的参考依据。该技术能收集涵盖土壤类型、

植被分布、水文水系、地形地貌等在内的各种地理数据。设

计师通过分析地形数据可以对场地的高程、坡向、坡度等信

息予以精准把握，进而对建筑选址、道路走向和景观分区等

进行合理规划，最大限度保证设计方案契合地形条件，缩减

土方工程的同时降低项目建设成本。GIS 在分析水文时可以

模拟汇水区域和水流路径，协助景观设计师科学合理布局规

划排水系统和雨水收集设施，使景观的水生态功能得以提升。

（2）大数据在用户需求分析中的应用

全面普及的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凸显大数据在景观设计

用户需求分析中的重要性。当前很多用户会在多个社交媒体

平台发布对景观的评价和评论，以及拍摄的各种景观图片，

设计师通过挖掘用户在景观审美和功能等不同层面的需求，

将其划分为不同层面。在景观功能需求层面着重分析用户使

用公园中的休息座椅、儿童游乐区和健身设施等功能的提及

率和使用意见，以及了解不同性别、地域、年龄用户对各类

功能设施的使用需求与偏好，为设计科学合理的配置功能空

间提供参考，也进一步提升景观的适用性与实用性。基于审

美需求层面分析，运用图像识别技术分析用户分享的景观照

片，提取其中的景观元素、构图、色彩等特征，对当前受到

用户青睐的审美趋势和景观风格进行归纳总结，使后续景观

设计的元素选择和整体风格定位与用户需求相契合。紧接着，

全面收集用户在景观 APP 或设计项目网站上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设计师通过了解用户提出的改进建议和满意度调查结果，

能获知用户对景观的实际使用体验感受，最重要是能发现景

观设计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迅速改进和优化项目，使设计的

景观能有效满足用户期望，进一步强化用户对景观空间的归

属感与认同感。

3.智能化景观设施与互动景观设计

（1）智能化灌溉与照明系统

当前在景观设计中，提升其可持续的重要智能化设施为

智能灌溉系统。此系统经传感器对蒸发量和降雨量等气象数

据、土壤湿度、植物水分需求等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土

壤湿度低于预定阈值，系统会自动启动灌溉设备，再基于植

物生长阶段、种类、实际需求水量等要素对灌溉时间和水量

予以精准控制，实现精准灌溉，节省水资源。该系统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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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区域的土壤特性和植物种类划分灌溉区，达到差异

化灌溉效果。部分绿地和大型公园就安装远程监控技术，管

理人员只要通过电脑或手机即可对灌溉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

实时查看和远程调整操作，大幅度提升灌溉管理的效率与便

捷性。

在景观可持续层面，智能照明系统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运用光传感器对环境光照强度予以感知，其中智能照明系统

可以基于昼夜变化合理调节灯光亮度。尤其处于傍晚或夜晚

等光线偏暗的时段，系统会自动开启灯光并将其调整至合适

范围。灯光亮度会随着夜晚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弥补环境光

线的不足，从而更好地满足行人的照明需求。在白天或清晨

等光线充足的时间段，系统会自动关闭灯光，减少能源消耗。

（2）互动景观装置设计

互动景观装置设计指在多媒体技术和传感器等方式下为

景观空间赋予参与性与趣味性。例如部分公园和小区中常见

的互动景观装置之一为感应式喷泉，即在喷泉周边安装压力

传感器或人体红外传感器，设备会在人靠近喷泉时将信号传

至控制系统，随后启动喷泉且基于预设程序展现出如旋转喷

射和高低变化等喷水模式。此互动模式有效吸引参观者注意，

使参观者在无形中与景观相融，拉近景观与参观者之间的情

感距离。

光影互动装置即运用传感器或投影技术将动态化的光影

图案投射在墙面、地面以及其他景观载体上。当装置感应区

域感应到参观者靠近后，会在其动作下直接触发传感器，此

时光影图案的运动轨迹、颜色和形态发生变化。这种景观空

间结合多媒体艺术的方式为参观者带来强烈且新奇的互动体

验和视觉冲击，使景观空间的内涵与层次也得到不同程度丰

富，提升景观的整体文化价值和品质的同时满足现代大众对

趣味性及个性化景观空间的追求。

二、苗圃生产智能化趋势
1.智能温室环境控制

智能温室的作用发挥主要借助于传感器技术，和苗木生

长的有关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等环境要素均能被此技术监

测。在实际操作中，在苗圃生产的温室中的多个方向架设可

以精准捕捉环境变化的传感器。测量苗圃室内环境时就可运

用此设备，若发现适合苗木生长的空间与设备测量结果存有

距离，需要系统启动调节控制机制。若测量的结果温度与预

期标准相比较高，则需启动降温设备，如常见的空调，促使

苗圃温室内的温度能在降温设备下加速降低。湿度传感器能

实时监测苗圃室内空气湿度，和温度传感器的效能相同，一

旦湿度超出目标数值，会自动对加湿器进行控制，确保苗木

在充足的水分下茁壮成长，也借此降低病虫害发生率。

苗木吸附光合作用的重要点为光照，智能温室借助光照

传感器有效感知光照的时长与强度。补光灯会在光照不足时

自动亮起，使苗木在充足的光照条件下更好地吸收光合作用。

遮阳系统会在光照过强时自动展开并对光照强度加以调节，

避免强光灼伤苗木。还有就是，系统能基于不同苗木品种的

生长阶段对光照的需求科学设置光照强度和时长，并对自然

光照变化规律进行模拟，使苗木在最适宜的光照环境下生长
【3】
。智能温室环境控制的关键环节之一为通风系统的自动调

控。其中通风传感器对室内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氧气、有害

气体含量等空气质量要素进行实时监测。通风设备会在空气

质量不佳时自动开启，使新鲜空气流入其中，室内污浊空气

向外排出，为苗木提供空气畅通的生长环境。

2.自动化育苗与栽培技术

在苗圃育苗过程中，自动化播种设备的展现的优势极为

明显。该设备能结合实际情况对种子的播种深度、播种量、

播种间距等进行精准控制。借助自动化的种子输送与播种装

置，再基于预设的参数将种子精准播种至育苗基质中。自动

化播种与传统人工播种相比，其播种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最重要能在缩短播种时间。正是因为自动化的精准播种控制，

使每粒种子在育苗基质中的位置没有差异化，为种苗的成长

提供一致化的起始条件。在后期的管理与养护中也会因种苗

的生长的均匀化而简化工序，切实提升苗木的合格率与整体

质量。设备在播种中还对种子进行包衣和消毒等预处理，提

升种子的抵御病虫害能力和发芽率。

无土栽培技术也是苗圃生产重要组成，该技术在摆脱传

统栽培对土壤条件过于依赖的同时精准地对植物生长所需的

氧气、水分、养分等进行控制。处于无土栽培系统中的苗木，

在生长过程中会吸取经调整成分和浓度的营养液，进而满足

不同苗木品种在各个阶段的营养生长需求。营养液循环系统

结合传感器检测的营养液浓度变化和苗木生长情况，自动调

节酸碱度和补充养分，最大程度保证营养液处于适宜苗木生

长的状态和环境中。正是这种精准无误的养分供应模式，有

效提升苗木生长速度，苗木整体也更为健壮。

三、景观设计与苗圃生产智能化协同发展
1.数据共享与信息交互

景观设计与苗圃生产智能化实现协同发展是推动景观产

业持续升级和创新的重要方式。二者在智能化技术驱动下实

现深度融合，并在多方面达到协同目标。

在数据共享与信息交互方面，实现数据共享与高效对接

的核心即构建景观设计与苗圃生产信息平台，该平台对包括

空间布局对苗木的实际要求、风格定位、项目规模等在内的

景观设计领域的各类需求信息进行整合，并将苗圃生产端的

苗木供应数据纳入其中，景观设计师通过平台能实时获取苗

圃的苗木库存动态，对与设计需求相符的苗木资源进行筛选，

防止出现因信息不对称所致的资源浪费和采购延误等情况。

而苗木生产者则通过实时了解苗木需求趋势与景观设计项目

的规划方向，合理安排生产计划的同时对库存结构予以优化，

不断提升资源利用率，使双方在信息交互的前提下实现高效

对接。

2.产品定制化服务

苗圃生产需与景观设计需求相结合，为需求者提供定制

化服务。一般景观设计师对苗木造型、品种以及规格等要求

各不相同，苗圃需基于上述要求和运用智能化栽培技术对苗

木的生长环境与培育过程进行精准调控。采用自动化栽培设

备和智能温室环境控制培育出于特定冠幅、高度、树形要求

相符的苗木，从而满足景观设计对苗木形态的独特需求。或

苗圃针对不同景观风格对苗木品种的偏好，定向培育相关品

种，最大程度保证提供的苗木契合景观设计风格，切实提升

景观整体品质。

四、结束语
总之，现代社会多个领域正在被智能化改变，景观设计

与苗圃生产走向智能化也是大势所趋。其中景观设计运用智

能化工具做到多方高效化和精准化，最重要是为景观赋予趣

味性和生动化魅力。而在苗圃生产中采用智能技术和设备能

大幅提升育苗成效，为实现预期生产目标助力。在今后的时

间中，景观设计与苗圃生产的智能化会持续发挥效能和加速

融合，进一步推动景观产业蓬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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