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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提升水体立面层次，增加文化蕴含，展示传统审美
文化的时代表现。二是在西南角入园视点采用文化铺
地，选取中国传统文学元素“十三经”铺地，将平面石
刻艺术通过十三经共同表现文化特质。三是沿取景湖湖
岸配置珍贵树种中华无忧花、无患子等，湖内分区分点
限制性种植荷花，“三山”以曲桥联通，集中展示“水之
秀、石之奇、树之美”。由此，通过中国传统园林造景要
素及空间艺术的处理，突出入口水景区的古典文化特色。

图3  项目主题空间划分

4.2.2  诚信园（园区西侧绿地片区）

诚信为本—— “诚信如金鲁板意，五常五音径留
香”。通过“诚”字及“五常”“五音五彩”平面铺
装，意表知诚信、守诚信之重要，守信是为厚德也。运
用大气通透的视感方法设计，突出平面视野空间，选用
植物进行分隔，将“曲径留香”起点用主题景石点题，
一石一树，见微知著。

4.2.3  琴艺园（园区办公建筑围合区）  

德艺双馨——“二十八宿七星耀，一琴共奏四季
乐”。以该组团建筑围合，通过中间庭院四象东西南北
向构成“北墨星（属水）、东绿星（属木）、南红星
（属火）、西纯星（属金）”，中央以金黄色表示金星
（属土）。各向又以北斗七星排列进行平面铺地，营造
时空氛围，与小水景、“琴”及建筑相得益彰，互为辉
映，成为文化审美休闲空间。中间部位整体成“琴”
之造型，线形明朗。中央点以圆形小水池（意为古时铜
钱）为基调，与建筑空间组合成“天圆地方”，并于小水
池内设计小动态水景，以壁瀑、水池、风水球为元素，构
成“土添丁水聚财”之势。周边沿消防道形成的种植区采
用“春夏秋冬”隐喻“春韵、夏浓、秋缘、冬雅”，并
按季节物候特性种植片花，树丛草坪营建层次丰富的园林
景观，使整个空间组团倍感自然生态，又不失文化蕴涵。

4.2.4  匠馨园（园区东北侧绿化片区）

精匠道远——“峦峰背靠亭廊掇，匠心盆景树影
石”。利用北片用地通过地形改造，打造成起伏有致的
土石假山，主峰与次峰相互顾盼，彼此呼应，成为园区
北边的地形屏障，起到背山作用。于主峰设计一亭，次
峰设一休闲台，左高右低，地形改造后前景设计生态型
盆景园，放置山水、树桩盆景珍品。整个组团以浓郁生
态景致为创作基调，随机散置自然景石，石间片种合果
芋、蜘蛛兰、肾蕨等铺地植物，并采用对植、丛植、小
片种植等手法营造观叶、观果等特色树种。游池与盆景
园间以仿古景观长廊分隔，并于长廊东侧设计主题雕塑
“厚德志远”。盆景园与园内道路交接处设计成高低错
落的砖砌盆景架，外墙面贴青灰文化砖。通过对组团巧
夺天工的要素展现，充分彰显本组团的设计主题。

5  结语
当代之中国科技振兴、经济飞速发展，高新科技产

业区建设正如火如荼，高新科技产业区景观建设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8-9]。而当前人们多关注于广场、居住区、旅
游区等一些接近于生活的园林景观设计，对现代科技园
景观关的注度不高，重视程度也不够。想要进一步增强
人们对相待科技园景观的关注度、提升科技园环境景观
质量，创造生态自然、人文共享、情感回归“宜研、宜
产、宜居、宜憩、宜品”的现代科技园景观环境，柳州
市鲁板科技园绿地景观规划抛砖引玉，园林景观设计师
们还需对此做出更多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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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中植物景观的色彩设计
 

□  王   超

[摘   要] 植物景观的色彩设计在园林景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色彩设计的好坏是反映园林景观审美价值高低的一个突出方面。通过
归纳园林植物的自然美，分析色彩设计原则，提出植物景观色彩设计方法，以期为植物景观设计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

[关键词]  植物的自然美；设计原则；设计方法

1  引言
园林景观设计是现代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组成，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
国的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建设进程显著加快，人们对生
存环境中城市景观的审美品位也随之提高，这就需要园
林工作者不断更新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优化设计
水平，从而展现出更和谐优美的景观设计。城市色彩景
观中最具亲和力的色彩类型便是植物色彩[1]。植物色彩
通过枝叶花果呈现，利用色彩的合理搭配和设计，将这
些美丽的色彩巧妙地应用于园林景观设计中，既可以提
升园林景观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又能给人们带来更美好
的生活环境和体验。针对园林植物的自然美、色彩设计
原则及植物景观色彩设计方法展开讨论，旨在为园林景
观设计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2  园林植物的自然美
2.1  叶色美
2.1.1  春色叶植物

大多数树种春季新叶为嫩绿色，而春色叶树种的
春季新叶明显不同，一般呈现红色、紫红色或者黄色，
如香樟的新叶为紫红色、垂柳的新叶为黄色、山麻杆的
新叶为胭脂红色。春色叶植物与春季先花后叶的植物一
样，增强了园林景观效果。

2.1.2  秋色叶植物

秋色叶树种是园林中表现时序的最主要植物素材，
其秋季叶色变化比较均匀一致，景观持续时间长，观赏
价值高。很多植物的秋叶呈红色，如茶条槭、枫香、五
角枫、漆树等，有的植物秋叶呈黄色，如洋白蜡、银
杏、栓皮栎、金钱松，还有的植物秋叶呈红褐色，如水
杉、落羽杉[2]。

2.1.3  彩色叶植物

彩叶植物即为常色叶植物，即使不在花季，也具有
绚丽的色彩，如红色叶有黄连木、红枫、三色苋等，紫
色叶有紫叶黄栌、紫叶李、紫叶碧桃等，黄色叶有金叶
锦熟黄杨、金叶风箱果、金叶榕等，蓝色叶有蓝杉、银
柏等。这些彩叶植物容易栽培、适应性强、观赏期长，
与绿叶植物配植不仅能丰富景观色彩，还能增加景观层
次，越来越受园林工作者的青睐[2]，是目前园林绿化美
化的常用色彩植物。

2.1.4  斑色叶植物

斑色叶植物是指叶片上具有斑点或条纹，或叶缘呈
现异色镶边的植物，资源极为丰富，许多常见树种都具
有彩斑的观赏品种，如花叶锦带花、银边海桐、金心大
叶黄杨、洒金珊瑚等。还有叶背叶面具有不同颜色的双
色叶植物，如红背桂、银白杨、栓皮栎等[2]。

2.2  花色美
园林植物的花色万紫千红，令人赏心悦目，如红

色的一串红、山茶、鸡冠花、大丽花，白色的滨菊、梅
花、白芍药、四照花、白玉兰，黄色的万寿菊、迎春、
黄杜鹃、向日葵，紫色的紫罗兰、紫萼、紫藤、风信
子等[3]。先花后叶的木本植物是春季营造视觉焦点的极
好材料，花色多样的草本花卉是夏秋构建花海的重要组
成，傲骨的梅花更为寒冷的冬季增加了一抹温柔。

2.3  果色美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苏轼这

首诗描写的正是果实的色彩美。植物果实形状各异、色
彩丰富，一般以红为贵，黄次之。红色的有海棠果、
枸杞、金银木、山楂、多花栒子，黄色的有金橘、银
杏、假连翘、扁担杆，白色的有雪果、红瑞木，紫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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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紫珠、葡萄，蓝色的有十大功劳、海州常山[4]。在园
林植物造景中，在充分利用植物的花、叶造景的同时，
还要利用其果实为植物景观增加点睛之笔，使果实在园
林造景中发挥其观赏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特性，让果实的
“奇”“丰”“巨”“色”为园林景观平添一份多姿多
彩的奇观效果。

2.4  干色美
通常树干色彩为褐色，少量植物树干呈现鲜明的颜

色，如红色树干的欧洲山茱萸、血皮槭、红瑞木，黄色
树干的金竹、金枝垂柳、黄桦，白色树干的白桦、白皮
松、柠檬桉，绿色树干的竹、梧桐、棣棠，斑驳色树干
的悬铃木，紫色树干的紫竹等[3]，这些植物可营造引人
注目的亮丽风景。尤其在北方的冬季，树木凋零，色彩
单一，多彩的树干可为北国雪景增添独特魅力。

3  园林植物景观色彩设计的原则
在进行植物景观设计时，无论是选择还是搭配色

彩，都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否则不但达不到令
人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

3.1  统一与均衡原则
园林植物中绝大部分都是绿色的植物，绿色明亮

度不高，色彩中性，是最基础的景观设计色彩，大面积
的绿色风景可以打造四季常青的视觉效果，塑造整体、
统一的色彩气氛。但在互补色搭配时，如果植物面积大
小一致，容易造成色彩的不平衡。因此，一般亮度低的
植物种植面积相对较大，亮度高的植物种植面积相对较
小，以达到色彩平衡的效果[5]。

3.2  对比与调和原则
色彩的调和则使人感到舒适、宁静和稳定。色彩的

对比，如冷暖色调搭配对比强烈，更能引人注目。在进
行植物色彩调和设计时，要注意对比，否则植物景观会
显得比较呆板。在进行植物色彩对比设计时，也要注意
调和，否则植物景观会显得杂乱无章。因此在植物色彩
设计时，要充分利用色相进行协调配置，形成色彩暗淡
有致的景观。如郑州龙子湖公园植物景观通过深绿与浅
绿等同类色、黄色—黄绿色—绿色等类似色、红和绿等
邻近色的对比突出了主题，烘托和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
景观效果[6]。

3.3  节奏与韵律原则
色彩的节奏和韵律原则通过规则重复或不规则重复

达到景观整齐目的，从而产生美感，且韵律是节奏的深
化，通过色彩的反复展现而产生律动感，使得景物具有
更为深远的情趣和抒情意味。如道路两侧的行道树使用2

种及以上的树种交替种植，防止单一景观，使车里的乘
客观察行道树色彩的变化，发现环境空间上的节奏与韵
律美，有效缓解旅途中的疲劳[7]。

3.4  周围环境原则
景观环境包括植物软质景观元素和建筑、铺装、园

林小品等硬质景观元素。和谐统一的景观环境既需要软
质元素和硬质元素体量的合理配置，也需要植物色彩与
其周围硬质景观环境的色彩相协调。如白色的建筑或园
林小品，可以采用深绿色植物为背景，借助鲜明的色彩
对比突出建筑物的醒目；而浅灰色的建筑外墙，可以选
择浅绿色植物进行配植，这样可以使园林景观与建筑物
相协调。如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馆在入
门景观设计时选用了木茼蒿、拂子茅、芒草，搭配深绿
色的地锦作带状混合花境，与中国馆建筑的暖色系颜色
形成呼应，植物色彩氛围大气稳重[8]。

3.5  环境心理原则
良好的园林植物色彩搭配与景观设计可以缓解压

力，使人精神愉悦，间接改善现在社会公众普遍存在的
心理健康问题。故在园林植物色彩设计的过程中，无论
是一棵树的布置还是整个植物景观的设计，不仅要从艺
术与科学的角度考虑植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更需要从
人的心理和情感的角度考虑色彩的配置。如在游乐场的
色彩设计上，需要为游人营造出欢快娱乐的气氛，而在
小区景观设计中则需要给居民制造安静温馨的环境。最
后要注意植物色彩的应用禁忌，如在中国黄色代表成熟
和富贵，而叙利亚人喜欢和崇拜蓝色，黄色在当地居民
心中则是死亡的象征[9]，故在叙利亚景观设计时应避免
使用黄色系的植物。

4  植物景观色彩设计方法
4.1  取道自然法
植物色彩的选择要遵循效法自然的原则。植物的

种植地点、土壤温湿度、光照等均会影响植物的色彩生
长。在设计时要因地制宜，根据植物不同的色彩观赏
期，在种植时须注意植物间或植物与环境间的生态和视
觉上的和谐关系，通过不同植物的色彩配置，延长空间
栽植设计的有效期，达到“季更色异”的景观效果。

4.2  色彩植物作主景或背景
彩叶植物色彩突出醒目，可作为中心景观引导游人

视线，如在草坪中孤植红枫，突出红枫的色彩美和形态
美；如将色彩亮丽的植物设置在景区出入口、园路转折
处等，可以引人入胜，起到引导人流的作用。以色彩植
物作背景陪衬，能够突出主景，使整个景观主景更加鲜

明，增加景观构图的层次感。因而一般用绿色灌木、藤
本或枝繁叶茂的常绿树木作背景，前景可以是色彩鲜艳
的乔灌木也可以是园林小品。硬质建筑也可以作为背
景，如中国古典园林中强调背景的典型例子就是“白墙
作纸，红枫作画”。

4.3  以色彩表达园林意境
植物色彩不仅可影响人的感官，还可以渲染意境

打动人心。苏州古典园林建筑大多以黑瓦为顶、白墙为
屏、红木为柱，园林中的植物色彩搭配十分丰富，如蕉
叶给人以刚劲凌厉之感，柳叶给人虚无飘渺之感[10]。贵
州市凤凰山森林公园在设计植物景观时，结合红军长征
这一主题，在以常青树为背景的路旁，配置红色的杜鹃
花、槭树等，象征长征路是一条洒满烈士鲜血的路，是
一条走向革命胜利的路[11]。“岁寒三友”中的竹经冬不
凋，经常被人们比德于君子、英雄，杭州云栖竹径中静
谧幽深的竹林不但可启迪灵魂、慰藉心灵，还能使人催
生出坚忍不拔、淡泊名利的品格之情[12]。

4.4  以色彩表现园林季相变化
植物的树冠形状、叶丛疏密、果实大小和颜色等

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同，“春英，夏荫，秋毛，冬
骨”，其丰富的季相色彩变化使园林四季呈现不同的植
物景观[13]。因此，在景观设计时要考虑植物色彩的变化
与不变，避免一季繁花、一季萧瑟，四季应各具景观特
色，达到春色早临、秋色晚去的目的[14]。例如可以种植
常绿树种，既满足四时有景的构图，再辅以其他季相色
彩加以修饰，根据季节变化配置不同色相植物，又达到
了三季有花的目的，丰富了景观效果，营造了不同的园
林景象。如杭州西湖就展现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四季图
画，春有垂柳含翠，红桃吐艳；夏有莲叶碧绿，荷花十
里；秋有丹桂飘香，菊花争艳；冬有红梅傲霜，青松斗
雪。景区充分突出了植物的季相色彩变化，四季景观丰
富而迷人。

5  结语
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

大背景下，改善环境、美化环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植物色彩搭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节，园林设计者越来越重视学习和研究色彩学的基本原
理，运用色彩搭配原则和规律进行景观色彩设计，以期
为人们带来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园林环境。植物色彩作

为园林植物景观的重要观赏特征之一，其搭配运用的
和谐、美观，直接影响着景观的质量[15]。目前随着园林
景观以多元化发展，其景观色彩也随之变得丰富和多样
化，这已成为衡量城市园林形象与竞争力的新标准。因
此，在进行园林植物景观设计时，应充分了解色彩设计
的原则和植物的色彩季相变化，根据植物生态习性、物
候变化及观赏特性，结合其空间环境特征，营造出不同
氛围的植物景观，提升环境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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