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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在这一发展形势下,人民对建

筑设计与景观设计的融合提出了更高地要求。为此,设计人员需要深入地探究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的融

合设计要点,掌握融合设计技巧,提升融合设计水平,以此切实满足人民对建筑与景观设计的需求。本文

就建筑设计与园林景观设计的融合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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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促进建筑环境氛围的营造,必

须要重视将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结合在

一起,达到完整的融合和统一,形成一个

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1 现代建筑设计的内涵 

首先,建筑设计中需将精神文化体

现出来,建筑设计传统模式中,对功能性

的体现比较关注,精神文化相对欠缺,而

当前人们对精神文化越发重视,因此在

建筑设计中,应充分体现中精神文化。其

次,节能环保。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

出,各种资源消耗都比较大,城市化逐步

推进的同时,污染更加严重,因此人们对

于建筑的环保性比较重视,因此在进行

建筑设计过程中,需将绿化环保作为主

要目标。最后,凸显传统建筑当中的文

化。现代建筑在设计过程中,应注重凸显

传统建筑当中的文化,将其中蕴含的文

化精髓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在此过程中,

也不能生搬硬套,而是需和实际情况结

合在一起,考虑到时代整体发展趋势,实

现设计的创新,促进建筑设计在形式上

和功能上的优化,在体现建筑设计时代

性的同时,也能将艺术性体现出来。 

2 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融合的

重要性 

(1)突出建筑的文化内涵和美观的

感受。由于景观设计是建筑与周围环境

进行融合的重点,建筑单位需要着重开

展景观设计工作,并积极地加大建筑设

计与景观设计的融合力度。在这种情况

之下,不仅可以彰显建筑的文化内涵,而

且可以提高建筑的审美价值。建筑设计

与景观设计融合工作并不是一项简单的

工作,为此就需要探究两者高效融合的

路径,进而凸显建筑的文化内涵和美观

的感受,从而更好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

的青睐。(2)满足人们日趋增长的精神需

求。当前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民

生活节奏不断地加快,面临地工作压力

不断地增加。为缓解生活压力,人民对居

住环境和工作环境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

求。对于建筑设计人员来讲,其需要研究

人民的要求,根据要求科学地优化建筑

设计工作,在保证建筑居住、工作舒适性

的同时保证外观的美观性。建筑外观的

美观性离不开景观设计工作。基于此,

设计人员需要把景观设计原则贯彻到景

观设计工作之中,同时要促使建筑设计

与景观设计两者之间的有效融合,进而

满足人们日趋增长的精神需求。 

3 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的融合 

3.1可持续性。现代建筑在设计过程

中,会将舒适性的体现作为基本原则,并

且注重自我调节和自然原则的运用,设

计中只有充分遵循这几种原则,才能推

动建筑行业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舒适

化主要是指为人们构建品质高的居住环

境,其中包括室内温度、室内湿度、空气

质量、安静环境、视线环境等等。自然

原则主要是指建筑设计中应将自然和建

筑之间的和谐性体现出来,对自然资源

进行充分、合理运用,促进节能环保的实

现。自我调节主要是指建筑设计过程中,

应合理设计建筑实际生命周期,保证建

筑具备自我调节方面的能力。建筑设计

当中,可持续思维运用,将会成为今后设

计发展的重要趋势,也能使人们的实际

需求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 

3.2将景观设计作为建筑设计的重

要组成部分,提高融合的意识。具体涉及

的工作包括,一是突出景观设计的重要

性。由于景观设计是提高建筑审美水平

的关键点,建筑设计人员需要以景观为

设计重点。同时要深度地融合景观设计

与建筑设计工作。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

乃是多种学科的结合体,因此要积极地

学习学科知识,提高自身融合能力。二是

把景观设计理念融入建筑设计中。科学

正确的理念对于指导实践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而建筑设计人员则需要把景观

设计理念融入建筑设计之中,以此为两

者科学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从建

筑的景观设计角度评价建筑。比如建筑

设计人员需要审视建筑高度与周围景观

是否融合为一体了。若是发现两者融合

度不够,则需要改进设计方案。 

3.3植物色彩的搭配。在对现代化居

住区进行景观设计的时候,往往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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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筑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混凝土材料在现代建

筑工程中起到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它取材简便且易于运输的优势,使得它在房屋建筑行业受到极大的欢

迎,对于推动城市化建设和建筑行业转型具有关键意义。本文就建筑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进

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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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中混凝土施工技术

分析 

1.1模板技术的应用 

模板工程的施工质量会对混凝土

的浇筑产生直接的影响,其在实际中包

括了模板安装、清理、拆除等施工工序,

在建筑工程中需要严格的按照混凝土

施工要求来对模板技术进行控制。首先,

需要按照建筑工程施工方案的要求来

进行模板的安装拼接,在安装之前对模

板的规格、型号进行检查,确认其质量

达到规定要求后按照规定的顺序进行

拼装。其次,在完成模板的拼装施工后

需要检查其拼接处是否存有缝隙,若是

模板拼装存有问题需要及时的进行处理,

避免在混凝土浇筑中出现漏浆、冒浆的

情况,之后检查模板内侧是否平整、光

滑、干净,以此来保证混凝土结构其表面

的质量。 

1.2钢筋技术的应用 

建筑工程中通常会采用钢筋混凝土

作为主体结构来进行施工,这样可以保

证建筑整体的强度及稳固度。为此在钢

筋技术的应用中应按照建筑工程设计方

案的要求来进行钢筋的搭设,根据实际

施工情况及施工要求来选用适当的连接

技术,如捆扎、焊接、机械连接等技术。

其主要是由于在建筑工程中不同部位钢

筋的受力情况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

需要确认其适用的钢筋连接方法,从而

保证建筑结构整体的质量及性能。 

1.3浇筑施工技术 

在混凝土的浇筑阶段,首先要把握

好卸料的高度,同时要注意在施工过程

中出现的材料离析现象,卸料的高度一

般以2m以下为宜。溜管和串筒是浇筑混

凝土最为常用的两种方法,竖状混凝土

搅拌材料在浇筑时,高度不能超过3m,并

且在浇筑之前,倒嚼和混凝土、砂浆以及

水泥等材料在底部进行填充,厚度以

50～100mm为宜,根据实际浇筑高度,科

学分配水、灰配比,以提高混凝土质量, 

“四季有景”的设计目的,也就是说要求

所设计的小区景观能够常年保持绿色生

机感。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设计目的,

不仅需要合理地运用常绿树种,同时还

需要使用不同落叶期的树种做搭配,使

植物四季的变化更加明显。例如,对于春

夏的显示,可以通过绿色来进行代表,使

用黄色来代表秋天,而冬天则需要使用

到树叶枯落的棕色来进行代表。为了使

得整个景观更加丰富立体,在许多绿色

植物中,还可以放几株不同颜色的树种,

这样能够使得整个空间更具有灵动性。 

3.4入口建筑景观效果图。建筑与景

观一体化结合体现在建筑的入口景观空

间营造上。在建筑入口设计中,为了营造

良好的空间体验与仪式感,通过需要建

筑室内与室外空间的一种过渡性,这种

过渡基本上通过景观造园得以实现。在

设计中可以通过种植一些绿化进行空间

上的引导,也可以通过铺地材质的变化

起着标识性作用。也可以通过一些细致

的装置物增强空间上的体验感,丰富空

间的层次。 

4 结语 

由于建筑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符合社

会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工作需

要,建筑企业需要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

提高建筑的实用性和美观性。而提升建

筑设计和景观设计相融合水平是保证建

筑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关键点,因此建

筑企业需要抓住关键点,不断地优化两

者融合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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