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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国内城市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现状进行探讨和分析,并以珠海典型现代风景园林圆

明新园为例展开分析,首先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万方数据科慧平台的基金研究分析等,梳理当前风景园林

规划与设计研究的前沿以及发展态势。其次是通过田野考察珠海市圆明新园结合数据平台的可视化分

析,展开现状问题、规划实践存在问题、待提升完善的建议三个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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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urba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takes the Yuanming New Garden, a typical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Zhuhai,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the fund research analysis of Wanfang Data 

Kehui Platform, this paper combs the frontier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urren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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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园林建造事业得到了空前发

展,风景名胜区、综合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园林绿化博

览园和其他专项公园等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到上世纪90年代

初,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园林增长迅速,使得园林数量

呈现越来越多的态势,风景园林这个行业进入了繁盛的时期。随

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生活质量

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不再是单一从场地

设计方面去进行考虑,更多的是从人文、历史、地理以及政治方

面进行综合考虑,体现因地制宜、以人为本。 

21世纪进入大数据时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得

到广泛普及和应用。并且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提出,使我国在

环境的基本信息的搜集与评价上日趋成熟,以及现在BIM技术在

环境景观设计上的广泛推广,使人们在研究方法上,从定性的分

析逐渐转化为定量的分析。因此数学的算法在园林中的应用,

可使研究的过程更加朝着理性化和客观化方向发展,相关软件

可以参数化建模,构建相关模型并通过计算得出数据,使人们更

加容易发现客观事实背后存在的规律,进而对现状做出合理的

调整,使现状朝着好的态势发展。 

1 风景园林规划研究前沿主题词分析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要素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工景观要

素。与规划、生态、地理等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在不同类型的学

科中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城市里的景观设计无处不在,

起到塑造社会群体的作用。 

结合SCI-fund wanfangdata、HOME for Researchers等分

析平台可知,共检索得到30,784条数据,进一步筛选过滤掉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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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举办评审会等子项目内容以后,仅仅是近十年风景园林相

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共计102个,达4446.4万人民币。在

2011年风景园林设立为一级学科之后,基金资助也出现了第一

个小高峰(图1),也说明了我国风景园林事业正处于发展期。 

 

图1 风景园林近十年基金项目统计 

 

图2 学科分类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若加上港澳台的部分进行统计分析,我国受资助的基金热

门主题、热点动态则有：景观、地景、文化景观、文化地景、

景观生态、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景观格局、元胞自动机、GIS、

漓江流域、人与自然耦合等,并且台湾省以景观、地景为主的科

研基金项目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从目前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

现状和建设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抄袭别人的

设计理念和设计手法,没有考虑因地制宜这一理念,南北方景观

设计风格混用,未能结合人文风俗、地域特征和当代自然环境和

气候特征等实际情况,进行重新设计、改造和创新。一味模仿西

方园林景观设计手段和设计方向,没有展现出待设计地域应有的

特色, 终造成“四不像”的效果。与此同时,规划实践也应该

与科研关注热点主题词较好地融合,以达到产学研的效果。 

2 实例分析：珠海市圆明新园 

2.1现状：建筑设施陈旧与旅游商业开发的矛盾突出 

规划设计之初,目的为珠海市民提供更多悠闲广场空间、增

加城市绿化面积。在拱北口岸至迎宾大道的富华里以及高楼建

成之前,圆明新园的地位在珠海市列居前位,虽然前期带动了珠

海的旅游业额提升,但是后期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园区内突出

的商业开发项目,搭建起与园区风貌难以协调的构筑物,相关的

开发商为了从外来旅游观光团中谋取利益,景区内很多地方都改

成了收费娱乐的项目,复古的感觉越来越少,商业化的气息越来

越严重。开发商在人民群众中谋取利益后,并没有对破旧的建筑

进行修复,对破旧的建筑和景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图3、图4)。 

 

图3 圆明新园主要建筑与路网分布图 

 

图4 周边崛起的房地产住宅群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2.2历史文化传承性不足 

 

图5 北京圆明园湖面冬景 

 

图6 珠海圆明新园湖面冬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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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园林本身来看,将北方的圆明园在南方按照相同比例建

成的圆明新园,珠海圆明新园是北京圆明园的翻版,桔生南方为

桔,到了北方则为枳,北京的圆明园复建到南方,环境不一、地理

不一、人文不一、社会不一,若只是简单的园林照搬,难免会传

承不足的现象。这种看似毫无历史文脉的的地域创新,加上当前

没有很好地将设计者之初希望延续的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

下去,园区的环境大不如前,已经演变成了意义性不够明显的景

观。北京与珠海所处的地域不同,造景中重要的元素——植物,

其季相变化也有所区别,北京到了冬天湖面结冰,园区内落叶树

种较多,景色一片萧瑟；而珠海所处华南地区的亚热带海洋性气

候带,四季如夏,常年繁华盛开、春意盎然（图5、图6）。同时园

林景观设计中在因地制宜的理念上,存在着冲突,以及设计元素

和文化符号的滥用问题。如当前珠海城市的地域文化元素符号

是珠海渔女、珠海大剧院日月贝、港珠澳大桥、梅溪牌坊、九

洲城、长隆海洋王国等极具较强地域性文化的城市形象,但在圆

明新园内将地域性文化符号融入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圆明新

园作为曾经开启珠海新时代的旅游标志地,如今却也面临着品

牌文化没有达到居民预期的要求,旅游产品和园区内部布局凌

乱,基础设施不完善、商业业态分布不均等问题。因此要对珠海

圆明新园内外部系统进行升级、有机更新和改造,是顺应着时代

发展的潮流,是每个珠海人未来的梦想。 

在历史园林的传承方面,圆明新园建成投入使用后,珠海的

经济发展飞速也带动了附近的房地产飞速扩建,大型单体建筑

物也逐一兴建,逐渐掩盖了其光芒,人们甚至忽略了园林的存

在。在商业开发的发展下,弘扬传统文化、展示传统思想也是当

前应平衡好的方面。 

2.3人流热力吸引不够 

利用百度热力图分析工具,对珠海市圆明新园附近人流量

进行分析(图7),颜色越深代表人流量越大,分析的时间为从早

晨8点到晚上24点,有分析可知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区域是城轨珠

海站,到晚上24点摩尔广场的人流量也比较密集。首先城轨珠海

站是珠海所有动车的始发总站,运营珠海往返至北京西、上海虹

桥的动卧,至桂林北、南宁北、贵阳北、昆明南、郑州东等跨省

的动车组以及广东省内的城轨、动车,加上2021年9月珠澳开通

                                     图 7 圆明新园附近不同时间段百度热力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百度地图导出 

图 8 圆明新园区域光污染情况：黄色为中等（图片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lightpollutionmap.info/#zoom=14.03&lat=22.2369&lon=113.5400&layers=B0TFFFFFFFFFFFFFFFFF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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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茂口岸直接连接珠海城轨站,旁边不足1公里处为拱北口岸,

每天均有大量的游客、上班族、跨境学童等前往至此,人流量巨

大。与此同时,珠海站旁的长途汽车站以及地下的购物广场,是

商业和娱乐的重要密集场所,也是大部分前往珠海旅游观光的

首站,如何将此处的人流合理引导到圆明新园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热力图进一步分析可知,圆明新园附近人流量在下午和晚上

的时间段比较多,但是密集度仍较拱北口岸-珠海站区域不足。

在未来圆明新园的更新和改造当中,可以适当考虑从热力分布

入手,下午与晚上的时间段加强疏导服务,对于园区边缘处的老

旧小区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周边待建地块可将其更新改造为

集酒店、商业、办公和住宅综合体,与旧的圆明新园进行有机结

合,更好地为城市居民服务。 

2.4存在一定的光污染现象 

通过Light pollution map分析圆明新园区域光污染情况,

如图8所示,发现目前存在中度偏高的光污染,附近商业街区较

多,夜生活丰富,但圆明新园这类处于城市中大型的现代公园里

本身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种群,若夜间室外照明过度,所产生的

天空光、溢散光、干扰光和反射光会将动物生活和休息环境

照得很亮,扰乱它们正常的生物钟作息规律；与此同时,光污

染也会破坏圆明新园栽种的植物生物钟规律,甚至危害其正

常生长,影响茎叶变色导致枯死, 终影响植物的休眠以及开

花的节奏。未来的城市更新改造中,也应引起重视,有效控制夜

间照明的强度。 

3 当前我国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相关的政策建议 

3.1提升风景园林师的认知水平、操作技能和职业道德 

风景园林设计师应该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和相关技能,

在高等教育阶段,风景园林学科组应该充分调动周边资源,与各

个高等教育院校进行学科联盟,自身还需完善风景园林学科的

建设,去培养未来社会和生活所需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人才,紧

跟时代的变化。若尚处于学生学习阶段,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水平,以及对社会、人文、历史的认知程度,在课程设计中,

忌“闭门造车”,应多田野调查与采访,了解使用者所需。 

优秀的风景园林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职业道德,

并且应该培养承担风险的能力。国家现对建筑师们实行终身责

任制,简而言之,设计师应该对自己设计的项目负终身的责任。

这个制度对设计师无疑是一起到一种约束的作用,使他们被迫

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方面可以让设计师全程跟进项目,包括招竞

标、投标到 后施工验收,而不是挂名签字敷衍了事,导致后面

出问题后,存在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可以让设计师不

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理论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 

3.2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园林和现代园林之间的关系 

传统园林和传统建筑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

位,传统园林经过漫长的演变和发展,其园林的形制和具体的涵

义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发展至今,现代园林的产生与发展

代表了国内园林的发展方向,是整个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传统

园林和现代园林并没有互相排斥,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

文化环境中,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因此我们要以辩证,联系和发

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比较传统园林和现代园林的区别,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创造出既可以体现社会价值、名族文化发展的文脉,

又可以体现社会价值和人们审美并具有时代气息风景园林的崭

新形式,将传统园林与现代园林进行有机结合,在接纳现代文明

的同时,尊重传统文化特色,才能在园林规划设计中取得进步。 

珠海圆明新园是在特定时期建设的产物,作为曾经的热门

旅游项目,其园林风格与岭南地域文化差别较大。随着人们关注

热点的变化,逐渐淡出视线,日渐衰落。在城市园林进行建设、

保护和发展中,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其在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的

问题,并探讨研究改造、治理、提升的方向和途径。现阶段珠海

市政府将其在城市更新的理念下,计划其进行拆建改造,增加服

务配套设施、调整交通体系、提升环境质量等,并增添新的文化

旅游场馆和各类基础设施,更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文化、休闲、

旅游的需求,提升人性化服务品质； 后统一标识标牌、进行垃

圾分类、实现人车分离等,并系统化提升软硬件质量, 终成效

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3.3科学合理规划风景园林,健全管理机制体制 

在城市风景区规划与建设过程当中,若没有充分的考虑该

城市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和城市未来人口的数量的变化趋势

等因素,容易导致在园林建设上为追求宏大的园林规模,园林的

整体局势过于单一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建造出来的园林与现实

的地域环境产生了较大脱节。 

因此,健全风景园林管理机制体制,需提高政府各个部门的

认知水平和对风景园林的重视。在国内城市风景园林规划与设

计当中,时刻要与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深入基层

调研,去记录人民的需求,在开会中如实将他们的需求与上级反

映,因此城市相关的规划院和政府管理部门在风景园林建设当

中,应该合理地、有针对性的规划风景园林,达到因地制宜的效

果。同时确定奖励与惩罚的体系,加强各部门之间相关工作人员

的知识认知水平和工作的能力。相关部门和设计单位也要时刻

接受人民的监督,倡导公众参与, 大幅度地促进城市现代园林

景观事业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必要时,可适当考虑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融入乡村景观的元

素,相对地减少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商业化气息和工业化气息。

将两者进行有机的融合,也为乡村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相关的设计单位也可以借助ArcGIS、Ecotect Analysis、Guidos 

toolbox、Rhino（grasshopper）、SWMM、Global mapper等时空

大数据分析软件平台,捕捉其发展规律与存在问题,更好地建设

与完善现代园林。 

4 结语 

大数据的时代已经来临,应以现代化高科技作为技术支撑,

将其合理运用在风景园林的建设当中；并结合当地气候的特征,

确保风景园林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因地制宜开展建设,不断

提高城市生态性、环境的美观性、舒适性,促进城市化的进程不

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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