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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建设中的风景园林角色与实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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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维持城市碳平衡、提升生物多样性，还能通过美化环境和节能

降耗，优化城市能源结构。文中着重分析了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生态功能、资源利用效率和政策实践协同中存在的

挑战，并探讨了其在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设计、植物配置优化和景观资源再利用中的实践路径。此外，结合典型案例对风景

园林在减缓城市碳排放中的实际成效进行了分析，总结其在低碳技术融合、多方协作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为推进低碳城市建

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关键词]风景园林；低碳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设计；碳排放 

DOI：10.33142/ucp.v1i3.13951  中图分类号：TU9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n the Role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w 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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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w carbon cities. It can not only maintain urban 

carbon balance and enhance biodiversity, but also optimize urban energy structure by beautifying the environment and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challenges in policy 

practice coordin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low 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explores its practical paths in green infrastructure, 

ecological design, plant configuration optimization, and landscape resource reuse. In addition,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reducing urban carbon emissions was analyzed based on typical cases, and it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low carb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were summarized,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low 

carbon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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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低碳城市建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路径。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景园

林在碳吸存、降温减排、美化环境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然而，现有的风景园林规划与建设仍存在资源浪费、政策

执行与实际落地脱节的问题。本文将探讨风景园林在低碳

城市中的角色与实践路径，分析其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设计、植物配置等方面的作用与挑战，为低碳城市风

景园林的优化策略提供建议，助力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1 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1 风景园林的生态功能与城市碳平衡 

风景园林在城市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维持

城市碳平衡有着显著影响。城市绿地、林带和水系等风景

园林要素，能够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

氧气，有效降低城市碳浓度。此外，风景园林中的植物还

具有净化空气、吸附颗粒物和调节温度的作用，从而降低

城市热岛效应，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风景园林中的

湿地和水体不仅能提供景观美感，还能够通过生态系统服

务调节水文循环，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从而降低由灾害

应对产生的碳排放。城市绿化景观还可为动植物提供生存

栖息地，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

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有利于增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

的韧性。因此，在低碳城市建设中，通过增加风景园林绿

地面积、优化植被结构、加强植物多样性等措施，能够有

效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碳吸存能力，实现碳平衡。同时，

风景园林的设计不仅要关注景观美学，还需注重绿地系统

的生态功能和碳吸存效益，通过选择适应性强的本地植物

品种、合理布局林带和灌木群落，以提高绿地的碳汇效益，

为低碳城市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
[1]
。 

1.2 风景园林对城市环境美化和能源优化的贡献 

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价值不仅在于碳吸存，

还体现在城市环境的美化和能源的优化利用。风景园林通

过提供视觉美感、休闲空间和心理疗愈环境，改善了城市

景观，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此外，景观植物与城市建筑

的结合，能够有效降低建筑物的能耗。垂直绿化、屋顶绿

化等风景园林措施，通过植物蒸腾作用降温、遮阳减热和

绿地降噪等方式，能够减少建筑制冷和采暖需求，进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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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源消耗。风景园林中的水景设计不仅能提供视觉舒适

度，还可利用水体的蒸发冷却效应，改善城市微气候，调

节空气湿度与温度，有效降低城市环境中的热负荷。合理

布局的风景园林绿地网络，可以通过增加空气流通，调节

城市局部气候，从而降低高温天气下的空调使用频率，减

少因城市建筑密度高而造成的能源浪费
[2]
。 

2 当前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主要挑战 

2.1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与设计理念局限 

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设计理念的局限性。在风景园林建设

中，水、土、植物等资源的利用往往存在浪费和低效的问

题。很多园林绿地的灌溉、养护方式仍采用传统模式，未

能充分结合当地的气候、水文和土壤条件，导致水资源消

耗量过大。同时，苗木和景观材料的选择没有充分考虑其

生长周期、抗逆性和碳吸存效益，部分植物的生长需要大

量人工维护，增加了碳排放。此外，风景园林的设计理念

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忽视了生态效益和资源节约。部分园

林绿地设计追求短期的景观美观效果，忽略了对植物配置、

生态功能和碳汇效应的长远规划，导致绿地生态服务功能

得不到充分发挥，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另外，风景

园林在设计和规划阶段缺乏对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处

理的考虑，例如园林修剪废弃物、枯枝落叶等没有被有效

利用，反而增加了垃圾处理的负担。在风景园林建设中，

合理配置植物、水系与土壤等资源，实施生态节水技术，

选用本地耐旱、抗逆的植物材料，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降低碳足迹。 

2.2 风景园林在低碳政策与实践中的协同不足 

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政

策导向与实践措施间的协同不足。低碳政策强调城市绿地

系统的建设与优化，然而，政策层面的宏观指导和实际风

景园林建设的落地执行之间存在明显脱节。部分城市缺乏

系统性的政策支持，在园林绿地建设和维护中缺乏明确的

低碳化目标与规范，使得风景园林低碳实践难以有效落实。

此外，风景园林建设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包括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生态环境等，但在实际工作中，部门间的协调

与沟通不足，导致风景园林低碳实践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形

成合力。例如，城市规划部门可能关注整体绿地布局，环

境部门关注生态效益，而园林部门则注重景观效果，各部

门目标不一致，削弱了风景园林在低碳建设中的综合效应。

与此同时，风景园林在低碳政策执行中的监测与评估机制

不健全，缺乏对园林建设中碳排放量、碳汇效益和生态服

务功能的综合评估，导致低碳政策难以量化和衡量其实际

效果
[3]
。 

3 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中的实践路径探索 

3.1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设计创新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

调在风景园林规划中将生态功能与景观设计相结合，实现

城市绿地的可持续利用。风景园林中的绿色基础设施不仅

涵盖公园绿地、城市绿道、垂直绿化、屋顶花园等显性生

态空间，还包括水体湿地、透水铺装、雨水花园等隐性生

态功能设施。这些基础设施通过加强城市生态网络，实现

植被连通，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同时，

生态设计创新是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设计

强调与自然相融合，以人为本，注重材料和能源的可循环

利用。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生态设计手法融入建筑、道路

和城市景观中，通过巧妙布局，利用地形、水系和植物群

落等元素，实现雨水收集、净化与利用，以及自然风道的

引入，从而优化城市微气候，降低建筑能耗。在一些生态

设计中，透水性地面铺装可以有效缓解雨水径流压力，并

为城市地下水补充提供渠道，构建雨洪调蓄系统。 

3.2 植物配置优化与景观资源再利用 

植物配置优化是风景园林低碳化实践的重要途径，通

过合理选择植物品种、搭配层次和布局模式，能够提高绿

地的生态效益和碳汇能力。植物选择应充分考虑其生长特

性、对当地气候的适应性，以及对碳吸存的贡献，优先选

用本地抗逆性强的植物品种，以减少人工维护所需的水、

肥、药等资源投入。同时，植物的多样性和群落配置是提

高风景园林碳汇功能的关键。在景观设计中，乔灌草结合、

多层次立体绿化的方式可以增加绿地的覆盖度和生态稳

定性，增强绿地对碳的吸收和储存能力。此外，景观资源

的再利用是风景园林低碳实践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园

林建设过程中，修剪废弃物、枯枝落叶等植物残余物应得

到有效回收和循环利用，例如将其制成有机肥料，用于园

林绿地的养护，减少对化肥的依赖，降低碳排放。对景观

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也应注重可持续性，优先选用天然、可

再生材料，避免一次性、难降解的高碳材料。在景观资源

再利用方面，还可将旧有的景观设施、建筑构件进行二次

改造和利用，赋予其新的景观功能和审美价值，减少新材

料的消耗和浪费。 

4 风景园林低碳实践的案例分析与成效评估 

4.1 典型低碳城市风景园林案例解析 

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多个城市开展了风景园林的低碳

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某生态城市通过构建城

市绿道网络，将分散的公园绿地、道路周边绿化带与社区

绿地有机连接，点、线、面形成完整的绿色廊道体系，改

善城市通风环境，降低热岛效应。同时，该城市推行雨水

花园和生态湿地海绵城市建设，最大化利用雨水资源，减

少径流和城市内涝，并通过多层次植物配置实现景观美观

与生态功能的结合。在另一个低碳城市案例中，实施了屋

顶绿化和垂直绿墙的设计策略，增加城市绿化覆盖率，降

低建筑物的热负荷，减少空调制冷需求。此外，该城市在

风景园林的设计和施工中大力推广透水铺装技术，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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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城市雨水径流压力，实现雨水下渗与地下水补充。还有

一些城市在公园和绿地的建设中，注重本地耐旱植物的选

用和天然材料的应用，降低园林维护成本，减少碳排放。

这些典型案例通过科学规划和实施低碳技术，充分体现了

风景园林在城市低碳建设中的多重效益，实现了生态环境

保护、城市景观提升与碳排放减少的协调统一，为其他城

市风景园林低碳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
。 

4.2 风景园林对城市碳排放减缓的实际成效 

风景园林在城市碳排放减缓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其实

际成效体现在多个层面。通过增加城市绿地面积，风景园

林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形成了显著的

碳汇效应，提高了城市的碳中和能力。同时，绿化覆盖提

高了城市的降温效果，降低了夏季高温时的空调使用频率，

减少了建筑制冷所产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此外，海绵

城市的透水性铺装和雨水花园等风景园林基础设施的应

用，有效缓解了城市排水压力，减少了雨水径流中的污染

物排放，并促进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在生态湿地和水景

设计中，利用植物净化水质和自然水循环降低水处理能源

消耗，提高了城市水体环境的质量与稳定性。风景园林通

过生态设计和合理配置植物，使城市景观在实现美化环境

的同时，具备了减排和节能的功能。而在园林废弃物处理

方面，通过修剪废弃物和枯叶的堆肥和再利用，也大大减

少了垃圾填埋的碳排放，形成了可持续的循环利用体系。 

5 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优化策略 

5.1 风景园林与低碳技术的深度融合 

在低碳城市建设中，风景园林需要与低碳技术进行深

度融合，以实现其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光伏

技术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借助太阳

能路灯、光伏廊架等设备，将绿地空间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有机结合，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同时，雨水调蓄收集池

与利用技术可通过建设雨水花园、透水铺装等，实现雨水

的渗透、收集与再利用，降低城市排水负担，并为园林灌

溉提供水源。智慧园林技术的发展为风景园林低碳化管理

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和数据分析，实现

对园林绿地的水分、土壤、光照等要素的实时监测与管理，

精准调控灌溉、施肥，减少资源浪费。垂直绿化、屋顶绿

化和生态墙等绿化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最大程

度的绿化覆盖，增加城市碳汇。通过合理搭配多种低碳技

术，风景园林在城市生态系统中不仅发挥绿化与美化作用，

更成为碳排放控制的重要载体，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多维度的解决方案。 

5.2 多方协作推进风景园林低碳化发展 

风景园林低碳化发展需要多方协作，共同推动其规划、

设计和管理的系统优化。政府部门需出台完善的政策法规，

明确低碳园林的规划目标和实施标准，确保低碳理念贯穿

于城市风景园林的建设与维护全过程。园林设计与规划部

门应强化低碳设计意识，注重绿地生态功能，合理配置资

源，积极采用本地植物品种，减少水、肥、药等资源投入，

强化绿地的碳汇功能。施工和养护单位应加强对低碳施工

技术的应用，优化施工工艺，降低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

并在园林养护中推行节能、节水、节肥措施，提高园林绿

地的生态效益。科研机构与高校则可通过创新研究，为低

碳园林的设计、技术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与技术保障，开

发更加先进的低碳技术与工艺。同时，公众参与是风景园

林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公众对低碳风景园林的认

知与支持，能够推动低碳理念的普及和推广，提升社会整

体对城市绿地的生态价值认知，形成全社会共建低碳城市

的良好氛围。 

6 结语 

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其生态功能、能源优化以及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日益凸显。

面对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设计理念局限和政策协同不足的

挑战，需要进一步探索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设计和植物配

置的优化路径。结合低碳技术的深度融合和多方协作，有

望推动风景园林在低碳城市中的实践取得更大成效。通过

科学规划与创新实践，风景园林将为城市生态系统的碳中

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城

市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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