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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堆砌山石景观，但是成品工艺较为粗糙，没有体现
出中式园林景观中山石小品的精髓，给人以“一堆乱石
头”的感觉，不仅无法提升居住区的整体水平，起到美
化环境的作用，还制造了杂乱的视觉效果，没有真正体
现出中式园林诗情画意的意境感，降低了小区景观设计
的整体质量。

2.2  风格混乱
结合一些中式园林居住小区景观设计情况，发现

园林景观设计的规划内容缺乏明确标准，设计人员一味
照搬各种中式园林设计图样，将不同的元素混合搭配到
一起，不仅没有体现出传统韵味，还存在风格混乱的情
况。在设计中，设计人员缺乏对居住区项目定位的把
握，随意打断景观系统，引入院落、庭院、楼阁等元
素，将大量的中式元素引入景观局部，从而出现建筑物
与景观混杂、植物景观缺乏美感、水景景观与山石景观
风格不一致等情况。

2.3  缺乏意境
意境感是中式园林的主要特色之一，在居住区景观

设计中运用中式园林意象，要将意境感的营造作为首要
任务。对目前的居住区项目景观设计成品进行了解，发
现一些设计人员缺乏对中式文化元素的了解，没有结合
项目所在地域文化特征、居住区功能需求、审美标准等
进行设计。一些设计人员为了突显“中式特色”而忽视
居住区景观区域的功能需求，使用大量的元素堆叠，如
在苏州十锦园泳池附近的景观区域中，将回字纹样与半
圆、亭台等景观元素搭配，视觉效果混乱，没有营造出
相应的水景意境，且泳池的私密功能性也大幅度降低。

3  中式园林意象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路径 
威海·金猴地块项目位于威海市主城区系部板块，

项目占地面积42235m2，建筑占地面积6335m2；居住区
的景观设计内容包括异地体验区景观、喷泉水景景观设
计等，该小区致力于打造意境丰富、功能健全的居住区
景观成品，具体设计情况如下。

3.1  营造居住区植物意境
在项目的中式园林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运用传统

造园的手法，采用小石子砌成绿色植物围台，栽植具有
中国代表性的植物，将植物与住宅楼、景观会客厅等建
筑物组合搭配，形成具有中式风格的意境空间，打造优
美、雅致的景观。在植物意境设计中，选择喜阳耐寒的
乔灌木栽植，如麦冬、小桃树、羊蹄甲等，将低矮植物
修整形成几何图形，让乔木植物自然生长，形成斜溢出
来的效果，大大提升这一区域的意境感。

3.2  营造居住区水景意境
威海·金猴地块项目的水景意境主要集中在居住区

域与休闲区域之间的通道。设计人员根据项目建筑的淡
黄色、褚褐色等中国色，加深水景区域颜色，促使下方
深色水景区域与上方淡色建筑物形成衬托，形成整体
感，让人一眼看去，能够感受到黑色、褚褐色、饱和度
低的淡黄色组合形成的恬淡意境；具有流动感的自然降
落水景喷泉营造出“缓缓流水”“悠悠小巷”的感觉，
为居住者提供良好感受。

3.3  营造居住区空间意境
在威海·金猴地块项目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考虑

到住宅区人们的生活需求、精神需求，以“打造错落有
致的空间”为目标，借助中国传统园林布局手法，将现
代社区景观、现代生活元素与植物景观、水景景观、建
筑群相协调，形成“柳暗花明”“空间交错”的效果，
以此满足现代人在生活中的使用需求、休息需求、文化
氛围的体验需求等。在“水景景观”与“建筑景观”
中，均有“空间布局”的影子，如水景区域，将植物分
布于水景台后方，遮挡建筑的低层部分，形成交错、多
层次的空间感，拓展了人们的视觉范围，给人以开阔、
层叠不尽的感觉。在“建筑景观”区域中，存在以植物
遮挡建筑物、以丹壁遮挡小区步行道的设计，这是多种
元素的融合。

3.4  营造居住区景观建筑
威海·金猴地块项目的住区景观建筑设计覆盖小区

的各个区域，比如上述植物景观中的“景观会客厅”，
又比如与阵列水景融为一体开放式“两个矮墙形成的过
道”。结合图1可以发现，在水景景观区域，设计人员
没有设置传统的“门类结构”，而是在阵列水景前方两
侧设置了两道矮墙，同时在道路两方地上设置景观照明

图1  威海·金猴地块项目的景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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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工业厂区的景观改造浅析
 

□  罗营生

[摘   要] 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不断渗透，当前旧工业厂区的景观改造俨然成为企业的关注重点，高质量的景观改造能够促进旧工业
厂区焕发新的生机。本文针对旧工业厂区景观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改造的意义，并结合具体案例，提出改造的注意事项和应该遵循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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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俨然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
要制约因素之一，而部分城市郊外的旧工业厂区，虽然
未占据城市的优越地理位置，但是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
不断渗透，城市周边环境的改善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
也正因此，旧工业厂区的景观改造工作逐渐被提上日
程。现阶段因旧工业厂区设备、技术以及工艺的滞后，
在生产期间会产生大量的固、水、气污染，严重影响周
边环境。因厂区仍处于运行状态，针对旧工业厂区的改
造重点仍以工业生产为核心，侧重对厂区环境的改造。
基于此，本文结合福州金牛水泥厂景观改造工程进行分
析研究。

1  旧工业厂区景观现状分析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部分工业厂区逐渐完成自

身生产任务和使命，转变为蕴含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
而现阶段仍在运行的旧工厂，因其外形陈旧加之污染
问题，会对城市整体面貌造成不良影响[1]。因而需要对
旧工业厂区的利用价值进行充分考虑，通过合理的再次
利用以及资源保护，达到建筑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目的，
实现对城市旧工业厂区有效改造。纵观我国工业事业的
发展，因工业化发展起步晚，所以针对旧工业厂区的改
造时间相对较短。而分析国外成功改造案例发现，通过
进行高质量旧工业厂区景观改造，可以在改善厂区周边
环境的同时，推动旧工业厂区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不
断迈进，充分践行当前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理念。旧工业
厂区通过开展景观改造工程，可以体现对历史文化的尊
重。与此同时，结合现代化设计元素，确保旧工业厂区
的发展与现代化社会发展相适应。在此背景下，如何基
于对工业记忆的保留，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旧工业厂

区的合理改造，成为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既能满足现
代化企业生产与办公需求，又能转变以往旧工业厂区单
调、固定的景观环境，实现对舒适化、现代化、自然
化、功能化为一体的厂区环境建设[2]。

2  旧工业厂区环境改造意义分析
2.1  历史遗产保护
旧工业厂区见证了我国工业产业的发展，并对当前

工业事业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明
的重要体现，倘若将工业遗产丢失，则意味着城市重要
的工业记忆被抹去。而通过旧工业厂区的改造，可以实
现对工业遗产的保护[3]。

2.2  环境保护
虽然当前旧工业厂区的运行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

工业发展，但是拆除厂区会消耗大量的资金，拆除过程
中产生的大量灰尘会严重影响城市的空气环境，并且重
建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垃圾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
响。通过旧工业厂区景观改造，可以起到保护环境和资
源的作用[4]。

2.3  历史与文脉的保护
旧工业厂区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记录着一

定时期的社会发展以及城市发展趋势，体现出时代精神
和文化记忆。若是拆除旧工业厂区，不仅会抹掉一代人
的记忆，也会导致城市记忆出现一段空白[5]。

3  旧工业厂区景观改造注意事项
针对旧工业厂区景观改造工作的开展，需注意以

下事项。第一，早期图纸不适用于现代厂区改造。因为
在旧工业厂区建成后，会出现扩建、改造等活动，而在
此过程中，会增设网络线、管线网以及电线等设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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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图纸与当前旧工业厂区现场可能存在较大出入[6]。在
前期设计阶段，工作人员需进行重新设计与规划，开展
高质量的地质勘测以保障图纸设计的精准度，避免后续
施工期间出现实际施工与图纸不符的现象，影响改造工
程的进度。第二，有的旧工业厂区仍处于运行阶段，还
会继续进行工业产品的生产，建筑的体量较大，期间车
辆进出也会产生较多灰尘，例如水泥企业，从材料运输
阶段到生产阶段的全过程都会产生一定的粉尘、噪声污
染，不仅影响到周围环境，甚至对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
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7]。第三，旧工业厂房中建筑多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色彩与形式呈现单一，主要色彩为灰
色系，而其他附属建设多以彩钢瓦建设为主，两者之
间样式不统一。而在旧工业厂区改建过程中，会逐渐
增添其他形式的建筑，可能会导致厂区整体建筑风格
不一致。

4  改造案例分析
本文以福州金牛水泥厂区景观提升改造为案例进行

研究。该工业厂区位于福州市闽侯县尚干镇，占地面积
10.06hm2，总投资2.03亿元，建设于21世纪初，园区内
主要建筑包括一幢主体办公楼和综合生产区。厂区运行
至今，经过多次改建和改造，建筑结构材料多样，具体
包括混凝土结构、铁皮房、钢结构等，改造需要通过合
理融合以提升厂区整体的视觉效果，达到景观提升的目
的。因厂区当前仍处于运行状态，所以改造工程的开展
仍应优先考虑生产功能，需在保障厂区稳定、安全生产
的同时进行高效的改造。在实际改造过程中，以下因素
需要重视。第一，因厂区处于运行阶段，所以外观设施
无法进行大量拆除，需要设计人员通过运用合理的装饰
景观对重要节点进行遮挡。第二，虽然厂区的占地面积
较为广阔，但是可以用于员工活动、休闲的空间相对
较少，未对空间资源合理利用，需结合厂区现场具体
情况合理规划一个多功能的活动空间。第三，保证旧
工业厂区可以充分满足现代工业生产，并且厂区需具
备办公功能，可以用作参观、展示以及旅游等用途。
第 四 ， 针 对 景 观 的 设 计 ， 其 设 计 主 题 为 “ 律 动 的 山
水、流淌的记忆”，体现出现代化工业发展与自然山
水的融合，并且周围景观、厂区景观以及建筑外观三者
之间必须保持一体，打造出具备特色、绿色、立体的持
续性景观。

5  改造原则
以金牛水泥厂改造为例，景观改造需充分尊重现场

的空间与历史，通过旧场地与新功能的有机结合，在实

现满足厂区功能的基础上打造出具备现代化、绿色环保
的办公空间。因上述改造项目为工业厂区改造，所以在
具体建筑、景观改造过程中，需要注重对工业化办公空
间的体现，景观改造必须突出工业特质，旧工业厂区的
有效改造，需要运用现代、简洁的设计理念，并遵循以
下原则。

旧工业厂区已经投入运行使用多年，外观、设备逐
渐破损、陈旧，但仍需秉持尊重历史的态度合理开展景
观改造。因为旧工业厂区同样具备丰富的文化价值与历
史文脉，也是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所以在景观
改造设计过程中，需注重对工业建筑景观原有元素的保
护，尽可能保持旧工业厂区原有的风貌，以此体现建筑
空间逻辑与历史关系。在改造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旧工
业厂区过程中，设计人员需注重对厂区历史文化气息、
形态、空间秩序、建筑风格的体现[8]。

需要在设计前对厂区的空间分布明确掌握，进行
整个场地的综合梳理，进而提升改造设计的合理性与
准确性。

景观改造设计应结合企业具体情况，注重对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在提升工业厂区景观观赏
性的同时，维持厂区的长久生命力，将厂区原有的价值
和作用进行最大化的体现。例如金牛水泥厂的改造，对
部分主体建筑外观进行重新设计，通过充分借鉴参考城
市夜景，突出外立面效果。

在改造设计期间需对企业的经济情况充分考虑，尽
可能利用原材料、原结构，结合新技术的应用来达到节
约成本、提高性价比的目的。

需考虑改造期间施工的安全性，在具体改造期间
结合实际情况整体安排、协调园区景观、建筑外观等
改 造 工 作 的 开 展 。 站 在 整 体 角 度 对 景 观 改 造 进 行 分
析，结合对改造工程质量、进度的控制，强化改造工
程效果。

6  结语
现阶段对旧工业厂区进行改造，是当前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绿色环保理念的践行，对加快城市
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需通过开展高质
量的调研、规划、设计以及施工，结合对旧工业厂区的
全方位协调和构思，实现旧工业厂区改造效果的提升，
促使厂区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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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在最前方的矮墙处设置丹壁，营造小区内部的私密
之感，同时具有“开阔通明、内有乾坤”的意味。这一
设计既能够实现空间的延伸，又能发挥建筑景观的功效
性，为人们进入小区打造一条“游园之路”。

4  结语
中式文化元素是中式园林意境景观设计的生命力，

设计人员应充分考虑地块项目的整体情况，提出符合实
际情况的设计方案，形成多重景观，才能够构建出符合
居住区定位、满足人们需求、静谧优雅的景观意境。在
实际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充分考虑中式园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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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意象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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