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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项目室外景观设计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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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室外景观设计是建筑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室外景观可以强化建筑风格，延续设计理念；改善室内外环境，减

少建筑能耗；提供休憩娱乐场所，丰富活动类型；提升项目整体形象，优化审美体验；创造自然生境，产生生态效益。建筑

项目类型多样，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在景观设计标准上有较大区别，民用建筑中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也截然不同。此外，建

筑本体对景观设计也存在较大影响，建筑的架空层、屋顶花园、阴影区域等都需要特殊处理。在实践中，文中以“资阳城东

中学”项目为案例，阐述了具有特定建筑风格项目的室外景观具体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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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ey Points in Outdoor Landscape Design of Build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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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door landscape desig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rchitectural projects. Excellent outdoor landscape can strengthen 

architectural style, continue design concepts; improve indoor and outdoor environment, reduce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provide 

recre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enrich activity types; enhance the overall image of the project, optimize aesthetic experience; 

create natural habitats, and generate ecological benefits.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architectural project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andscape design standards between industrial and civil buildings.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civil 

buildings are also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addition, the building itself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andscape design, and the 

elevated floors, rooftop gardens, shaded areas, etc. of the building all require special treatment. In practice, the article takes the 

"Ziyang Chengdong Middle School" project as a case study to explain the specific design points of outdoor landscapes for projects 

with specific architectural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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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项目涵盖了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含商业）、工

业建筑等类型，包括项目新建、改建、扩建或修复等不同

阶段，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建筑项目不仅满足城市居

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更能够改善城市面貌，促进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建筑项目中，建筑是绝对的主角，但是其

景观外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建筑本体对项目整

体场地应有绝对的控制力，同时，有经验的设计师在构思

建筑外观时已经对场地方案有了初步的判断。但是在项目

实践中，由于建筑与景观专业教育背景的不同，建筑设计

师一人往往难以胜任室外的全部工作，甚至部分建筑师可

能缺乏相关考量，需要景观设计师予以弥补。因此，相较

于单纯的景观项目，建筑项目的配套室外景观设计需要考

虑更多与建筑的协调性；除了景观的一般生态性、观赏性

外，也应更多地倾向于使用人群需求的功能性。 

1 现状问题 

景观环境对建筑而言意味着什么？不同的设计师可

能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有的设计师需要建筑景观一体化

的设计，可以形成独特的整体效果；有的设计师则十分轻

视，建筑本体精雕细琢，外部环境简单潦草，导致建筑与

其配套景观环境脱节，降低了项目的品质。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1 风格不匹配 

景观与建筑都是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具有强烈的设计

师个人风格影响，因此其方案成品可能体现出排他性或者

互补性。一般而言，建筑方案在前，景观方案在后，因此

景观方案风格应遵循建筑设计规则，最终形成协调。但在

部分项目中，由于景观和建筑设计师之间缺乏沟通，或景

观设计师对建筑理念理解有误等原因，导致外环境和建筑

设计风格存在不匹配情况，给场地使用者以割裂感。例如，

建筑风格偏中式古典，外环境风格偏现代抽象；建筑风格

偏鲜艳活泼，外环境风格偏冷淡素雅等。 

1.2 品质不匹配 

近年来由于市场大环境较为波动，基建类项目投资有

所压缩。建筑项目中，景观外环境虽然在视觉体验中非常

重要，但在项目整体中大部分情况地位偏低，属于项目整

体的兜底环节。尤其当项目出现波折，后期资金不足的情

况，一般优先砍景观部分，导致出现建筑整体较为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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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外环境粗制滥造或者构筑物小品全部取消，室外毫无

亮点的情况。建筑室内外品质相差较大同样会使得使用者

体验大打折扣。 

1.3 功能不匹配 

解读建筑项目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提前分析

建筑出入口开设、窗口露台视廊方向、连廊平台或者灰空

间设计、建筑阴影覆盖区域等细节。部分项目中，景观设

计师未能完全解读建筑方案即展开设计，导致室外环境方

案不能完全满足建筑使用需求，出现出入口交通衔接不顺

畅、景观视廊被阻断、灰空间处出现漏项、植物布局不合

理等种种问题，最终造成局部返工或者使用不便。 

2 建筑项目类型及特点分析 

建筑项目类型繁多，一般而言可以分为民用建筑、工

业建筑和农业建筑，城镇建设中，民用建筑和部分高标准

的工业建筑需要景观专业进行室外专项设计。民用建筑按

照规范可以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其室外环境也具有

较大差异，在此分开论述。 

2.1 工业建筑项目景观设计特点 

工业建筑可以分为一般工厂厂区和科技产业园园区

两种类型，其中主体除了大型的生产性厂房和科技实验、

行政办公及住宿类建筑外，还包括各类特殊的工业运输设

施和管线。其外环境布局也应优先满足生产和运输等使用

功能需求，艺术审美退而求其次。尤其是 2023 年 5 月自

然资源部发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要求“工

业项目用地内部一般不得安排非安全生产必需的绿地，严

禁建设脱离工业生产需要的花园式工厂”。对工业类建筑

绿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工业建筑一般属于某一企业所有，因此其外环境设计

中也应凸显企业文化，工业类型、厂区历史等可识别特色，

如在小品构筑物中融入工厂 LOGO。此外在设计中还应尤

其注意地下管线及工业污染物影响。 

2.2 民用建筑项目景观设计特点 

居住建筑项目室外环境停留及使用主体多为老人和

儿童，人员固定。设计应以安全为主，体现活泼、温馨的

家庭氛围，尽量使用亲切的天然材质如木材、石材等，降

低易碎或冰冷锋利材料如玻璃、金属等的运用。水景、互

动装置等设计需考虑后期运行问题，避免因维护困难弃而

不用现象。 

公共建筑应体现其“城市化”特点，作为城市开放空

间的一部分，公共建筑的外环境应做到部分或全部对外开

放，并将城市大空间与其相连接，扩大建筑室外空间，防

止堵塞，并使活动场所给人带来更舒适的感觉。此外，较为

重要的公共建筑还可能承担着展示城市形象，表达历史文化

的作用，因此侧重于体现城市风貌特色，展现时代精神。 

3 景观设计要点 

3.1 方案解读，风格匹配 

进行建筑项目室外景观设计之前，应先对建筑设计方

案进行解读，确保景观方案与建筑本体之间紧密联系、风

格协调。 

3.1.1 用途和功能解读 

了解建筑的主要用途和功能，不同的建筑类型需要不

同的景观适配，详见上节。 

3.1.2 建筑风格和特点 

分析建筑的风格、外观和该项目的独有特点，确保景

观设计方案与建筑的外观和整体风格相协调。 

3.1.3 空间规划 

通过建筑总图和单体建筑平面、立面设计图，研究建

筑内部和外部的空间规划，明确本项目室内外空间连接方

式及室外功能分布。 

3.1.4 体系设计 

了解整体建筑的绿色节能和海绵城市体系设计方案，

如太阳能布置、雨水收集排放系统等，景观设计应与之协

调，保障上述功能顺利实施。 

3.1.5 可达性分析 

分析建筑单体和场地整体的出入口、消防通道和人行、

车行交通流线，景观设计应在此基础上保障通行的基本需求。 

3.1.6 合法合规性 

考虑项目所在地的地方规范，景观设计方案应符合当

地规范的强制性条款。 

3.1.7 限额设计 

了解建筑项目整体及景观专项投资限额，确保景观设

计造价在整体预算内。 

3.2 灰空间设计 

与一般园林景观项目相比，建筑项目中往往存在特殊

的灰空间需要在设计中关注。灰空间的形式古已有之，古

代“家”的概念即为上方居住，下方猪圈的架空形式，其

后从云南潮湿炎热地区的傣族吊脚楼，到洪泛地区的特色

水上房屋，以架空层为代表的灰空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

用。除此之外，我国古代建筑中还有大挑檐的屋顶形成的

廊庑、南方的骑楼等形式多样的建筑灰空间。到了近现代，

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标志着现代建筑运动中“功能主义”

的兴起，其中现代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底层架空，即所谓

的灰空间。灰空间是现代建筑与室外环境的过渡地带，具

有丰富活动空间，提升建筑品质的作用。 

依据建筑专业要求，可以设计为停车、商业、物业等

功能。如上游专业无特殊要求时，一般作为公共活动空间，

可在详细设计中灵活布局休憩、健身、观赏、儿童游戏及

绿化种植等区域。此外，架空层的景观设计还受到建筑层

高、通风、光照等因素影响，其交通流线同样因建筑出入

口及外部衔接道路设计而确定，需要在设计前对综合建筑

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分析。 

3.3 屋顶花园设计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提高建筑项目品质，除了增设

各类灰空间外，还可以在顶层设计屋顶花园。屋顶花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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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物顶部营造的特殊绿色空间，与架空建筑一样，也

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设计手法，最有名的是古巴比伦的空中

花园。屋顶花园具备多种生态与游憩功能，例如，建筑密

度较大的城市中心区域缺乏充足的绿地以建设海绵集水

设施，导致雨水径流难以排放最终成为内涝点，可以通过

建设屋顶花园降低局部径流；雨水经过屋顶花园过滤再汇

集到地面排水系统，也能够进行初步过滤，改善水质；此

外，屋顶花园还能够降低城市温室效应，加强建筑保温效

果；对于缺乏公共绿地且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屋顶花园可

以成为公共休闲场所，改善居民身心健康。 

屋顶花园一般按照其是否具有游憩功能，分为上人屋

顶花园和不上人屋顶花园两种如图 1 图 2 所示。不上人屋

顶花园主要用于改善局部小气候，提升绿地率，采用简单

的植物设计覆盖整体屋顶。上人屋顶花园则具有更丰富的

景观层次，包含了园路、停留游憩区域、绿化种植等更为

复杂的功能，绿化形式也具有更强的观赏性。所有屋顶花

园都应综合考虑建筑结构荷载、风力、日照、排水等影响。

上人屋顶花园的功能设置也应考虑建筑本身的使用人群，

例如学校类建筑屋顶可以设置儿童活动区，老年公寓类建

筑屋顶多设置休息座椅等。 

 
图 1  不上人屋顶花园（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 2  上人屋顶花园（图片来源于网络） 

3.4 绿化种植设计 

绿化植物通过其姿态、花朵、枝叶、果实、树皮等的

不同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体验。无论是在建筑环境、市政道

路还是公园绿地中，植物都是景观的基础。当人处于建筑

室外环境，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均有植物的存在，地面有

地被植物，平视有灌木花卉，头顶有树冠绿茵。植物能够

引导路线、丰富建筑立面、遮蔽负面要素、改善局部小气

候等。与其他设计元素不同，植物的感官体验是多重的，

不仅仅影响到视觉，在听觉、嗅觉、触觉上也有相应作用，

此外，植物景观是变化的，不仅仅有季相的不同，还是逐

渐生长的，较宽敞的市政道路或公园绿地而言，这一点在

空间局促的建筑环境中尤为重要。一言以蔽之，建筑景观

环境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物种植设计。 

建筑项目的种植设计应与整体风格协调统一，既能满

足遮荫、生态、审美等功能需求，又需要体现建筑特色。

常用的植物造景方式有直线式、折线式、曲线式或组合式，

在较为狭窄的建筑绿地空间中，大面的自然式绿化运用较

少，多为上述几何造型，搭配小型组景点缀。 

此外，在建筑项目中还应着重考虑日照与地下管线的

影响，尤其是高层建筑对日照影响极大，经过分析后应明

确区分阴影区域并有针对性进行设计。建筑项目地下不仅

有丰富密集的管线布置，也极有可能布局有地下空间，种

植设计前应提前与管线与结构各专业确定管线位置、埋深，

地下室覆土深度及最大承载力要求。 

4 案例 

4.1 项目概况 

资阳城东中学项目位于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白

沙片区城南大街与中兴街交汇处。项目基地所在城东区位

于城中区东南侧，沱江东侧，相隔资阳城市中心约 6km，

距离最远雁西湖片区直线距离 18km。东侧临城市道路东

兴街，南侧临城市主干道城南大街，北侧临城市绿化公园

规划区，东侧及南侧道路相地块为住宅用地。项目规划建

设用地面积 81855.74m
2
，其中建筑基底面积 20305.13m

2
，

规划绿地率 40.06%。 

项目建筑整体采用新中式风格，局部装饰亮橙色条带，

建筑之间也同样采用传统风格的连廊加以沟通，形成了多

个半封闭式的合院空间。 

此外，原项目基地存在较大高差，建筑设计过程中，

将其整理为三级台地，形成了丰富的景观高差。 

4.2 景观设计要点 

本项目景观设计延续建筑方案整体新中式风格，在设

计细节中凸显传统文化。景观设计重点包含一条景观主轴

与五个独立庭院， 

4.2.1 景观主轴 

景观主轴从南端校园大门一直延伸到北端的半山书

院，其间设计有两处大台阶解决高差问题。校园入口大门

处设计有书卷雕塑，雕刻《论语》片段，突显学校的人文

风气，广场中心布置有“扬帆起航”主题黄铜地雕，承载

了对学生们的美好祝愿。向上经过第一处大台阶后，来到

“礼义”广场，设计采用黑色石材在白色场地上拼出繁体

“礼义”，体现庄严氛围。礼义二字在《诗经》《孟子》《管

子》等中均有记叙，或单用，或为“礼义廉耻”，或为“忠

孝仁义礼智信”，意为守礼仪、讲道义，鼓励师生能够遵

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随后经过第二层大台阶，进入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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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书院为传统建筑与连廊围合而成，古色古香，广场

中矗立孔子塑像，致敬先贤，感念其提出的“有教无类”

的教学理念。 

4.2.2 庭院设计 

校园主轴东侧有一个独立的书院广场和四个由不同

功能教学楼围合而成的组合庭院，组合庭院以春夏秋冬四

季命名，其间依据教学内容安排橙色主题景观元素，与建

筑特色相呼应，也逐步打破主轴古典传统元素中沉闷的氛

围，融入轻松活泼的青春校园气息。中轴线西侧依山就势

设计有半覆土的学生食堂，上方为大运动场，旁侧的球类

运动场同样顺应地形，形成极具特色的阶梯形式。 

5 结束语 

从功能角度而言，据统计，我国建筑能耗占比超过社

会总能耗的 1/3，而其中空调能耗又超过了建筑总能耗的

1/3，建筑节能势在必行。景观外环境的配置可以有效提

升建筑节能作用，通过屋顶绿化、墙面垂直绿化、室外空

间的绿化和水景设计等，均有明显的节能效应。与其他复

杂的新技术新材料带来的节能效果不同，景观外环境设计

是一种低成本技术，依靠简单的材料进行高质量设计来达

到绿色节能目的，同时兼具生态效益。 

从艺术角度而言，缺乏景观外环境的建筑是没有生

命的雕塑，因此与单纯的园林景观相比，建筑外环境中

的景观设计更像是一种媒介，一种从无机到有机的媒介，

一种链接纯人工的世界和自然生境的过渡媒介。尽管从

本质上讲，建筑与景观异曲同工，都是为了营造一定的

空间体验而进行设计元素的多样化组合。但区别在于，

建筑的元素基本为人工材料，而景观空间采用了大量的

天然材料。景观设计并不仅仅作为建筑的配套和附属去

填补室外空间的空白，而应该与建筑相得益彰，在不变

的建筑形体中，以其不断变化的生命特征为项目整体增

添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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