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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校园绿地的生态设计为实例 , 探讨如何合理运用生态设计原理 , 以实现设计美与生态调节功能的全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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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e the ecological design of campus landscape as the example ,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design principles was discussed to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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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设计是指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 尽量使其对环

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 1] 。这种协调意味着设

计尊重物种多样性, 对资源的最少剥夺 , 保持营养和水循环 ,

维持植物生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 有助于改善人类及生态

系统的健康。生态设计营造的是自然、文化、生命三者交融

的环境, 让园林景观不再是孤立的特定用地, 而是对自然的

重新感知、体验和关怀[ 2] 。然而, 就国内近年景观设计现状

来说, 从普通的绿地设计或景观大道, 到郊野“自然生态公

园”或城市广场 , 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 , 经常会看到所谓的

生态设计却引导着不可持续的景观的创造[ 3 - 5] , 未从根本上

体现生态设计的理念。笔者以校园绿地的生态设计为实例 ,

探讨如何合理运用生态设计原理 , 以实现设计美与绿地生态

调节功能的全面融合。

1  设计背景

设计绿地位于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学院院内, 设计区域长

180 m, 宽80 m, 四周有双行车道与周围建筑区域相隔, 南侧

距主楼15 m, 北侧为体育场, 东侧为实验楼, 西侧为宿舍区。

设计区域地势平坦, 但立地土壤质量较差, 周围建筑施工时

曾铲去设计区30 c m 厚的表层土壤, 剩余的土层土壤理化性

状严重不良, 土壤板结粘重, 养分极端贫乏。

2  设计目标与设计理念

2 .1 设计目标  将校园绿地设计成集校园文化展示、园林

观赏、教学实习为一体的园区, 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融

入到校园规划设计中, 同时体现校园高雅的文化氛围, 使之

成为大学生态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2 设计理念  校园环境对师生的生活、精神面貌和人才

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设计过程中遵循地方性、保护

与节约自然资本、让自然做功和显露自然等原则, 设计过程

中生态理念主要体现在文化和自然景观方面。①文化。将

文化因素作为设计的内在精魂, 反映其地域性和自身所处环

境, 使人们能够感受到校园清静、优雅的文化氛围。②自然

景观。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在设计上结合该校地理人文环境

特点, 营造与周边环境适应的自然景观, 使之与校园环境和

谐共生 , 丰富环境空间层次, 烘托校园文化氛围。③服务教

学。能够利用设计景区植物进行教学实习, 为教学服务。

3  总体规划与功能分区

3 .1  总体规划 校园绿地总体规划如图1 所示。绿地作为

建筑物的平面延伸, 在设计上要求从属于绿地南侧主楼, 与

主楼交相辉映, 以完善主楼的整体空间结构。规划区东侧大

约500 m 为山岭, 西、南2 个方向为楼群包围。在相对封闭的

地形条件内创造开阔的感觉, 同时又要求与周围环境相协

调, 将是设计中的难点问题。景区地形特点首先决定了在布

置上不能影响视线 , 以免造成局促压抑之感。因此, 在景区

的南半部份将布置疏林草地, 使之与绿地南侧的主楼及楼后

广场连成一体, 东侧透过疏林, 隐约见山。同时考虑到人们

心理上对安全感的潜意识要求, 在设计区东西两侧边缘布置

具有半透视效果的乔木带, 遮挡区域外的部分视线, 使园区

具有一定的私密色彩。

图1 绿地景观设计图

Fig .1 The design of greenspace landscape

3.2  功能分区  步行道将景区分成各个功能区( 图1) 。纵

贯绿地中心的道路将整个设计区分成东西两侧, 两侧在整体

上力求设计风格一致。北半部分设计为五花山和百果林, 南

半部分考虑视觉因素, 均为疏林草地, 南北交界地带为休闲

区。绿地内部的组团中心采用圆形线条模式, 利用硬质铺地

与绿地、背景植物形成对比, 从而丰富中心区的空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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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步行道交汇点的2 个休闲小品作为景区的节点, 将构图

元素结合为有机的整体, 并产生内聚性。稳定的构图将景区

融入周边环境, 与主楼、远山互相映照, 相映成趣, 渲染了园

区自然文化氛围。

4  单体设计

4 .1 五花山 在绿地东北部分设置五花山景观, 将其构成

要素的色点、色块、色带和线条解构进行相应安排。进入初

秋, 层次不同的树木随秋风起而枝叶变色、树冠改型 , 呈现出

跳跃的色点、斑斓的色块、波动的色带和层次深邃的色调。

多种造型的杂树、灌木, 随着自然规律而变得五颜六色, 红霞

满地, 黄处泛光 , 色差极大, 构成了色彩极为丰富的天然画

面。五花山景观在春、夏、冬3 季里 , 也各有风姿和韵味。

4 .2 词碑  词碑位于绿地西北侧, 斜对宿舍楼的入口, 碑面

题《大学》, 四周伏地柏环绕。中国古典大学的核心理念就是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两千多年来 ,

“格、致、诚、正, 修、齐、治、平”的观念, 总是或隐或显地影响

着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古典大学的人文主义

传统 , 与当今科学教育的统一, 已成为大学教育的发展趋

势[ 6] 。大学教育重视明人伦、讲修身、强调人格的观念, 将潜

移默化地影响经过的学子们。

伏地柏一年四季都呈现典型的深绿色, 用其映衬词碑 ,

赋予词碑坚实凝重的意味。同时词碑与南面巍巍主楼遥相

呼应, 使整个空间具有一种严肃、庄严的感觉 , 也使处在词碑

面前的学子们产生对大学校园的崇敬感和地处学府的神圣

感。词碑在选材上以自然、朴素为基点, 以石材、铸铁为主要

材料, 创造出庄重亲切的格调。

4 .3  步行道  步行道采用天然材料铺设成轻盈弯曲如流水

的小道, 形成亲切自然的园林步道, 给行人带来轻松悠闲的

田园般享受。根据景区四周的人流穿行动向, 预先标出“捷

径线”, 随后铺设的道路大体上反映出这些“捷径线”, 以便消

除穿越草坪的可能。在众多“捷径线”交叉点处, 铺装微型休

闲小广场, 作为东西2 个分区的中心, 从而一方面允许更大

的自由穿行 , 另一方面提供了统一协调的布局 , 且又不至于

过于复杂。

4 .4 文化景观展示  文化内涵是该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

一方面布置一些历年校内学者在教学科研中的实物成果, 如

一些农业机械发明等, 将这些历史实物随机摆放在靠近路边

的草地上, 旁边配以简要的相关文字说明, 和疏林草地的景

观搭配浑然一体; 另一方面在绿地北侧边界处放置宣传栏 ,

展示学校的发展历程、学术成就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校内优

秀学者的介绍等。通过这些设计丰富绿地的文化内涵 , 以达

到挖掘、表达与传承校园文化的目的。

5  生态学原理的设计应用

5 .1 土壤营养循环利用  自然生态系统生生不息, 为维持

人类生存和满足需求提供各种条件, 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系统

的服务[ 7] , 其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合作关系, 通过遵循原始

生命发展过程, 显著减少人工设计对生态的不良影响。生态

服务内容包括土壤和土壤肥力的创造和再生, 对该设计至关

重要。立地土壤营养贫乏, 加之设计绿地在小尺度空间上作

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 , 外来营养输入有限。因此, 如

何促进绿地系统内的养分循环再生对系统内群落植物的正

常生长极为重要。

5 .1.1 草坪草品种选择。设计绿地立地土壤贫瘠, 有机质

匮乏, 如果直接种植早熟禾, 成坪后的草坪养分匮乏 , 枯叶凋

落物缺乏 N 源, 分解极慢, 易导致草坪草生长不良, 病害、黄

化现象严重 , 而且土质随着种植年限的延长, 将变得更加贫

瘠。为此草坪草应选择固氮品种, 如可用豆科三叶草作为先

锋植被, 通过固氮培肥, 逐步增加土壤肥力, 待土壤肥力增加

到一定程度后再种植禾本科草坪草。

5 .1 .2  增加枯枝凋落物的种类。植物的枯枝凋落物是系统

中的主要能源, 其分解速度与其成分直接相关 , 植株种类就

越多, 凋落物的种类就越多, 提供的有机物种类也就越多, 就

能吸引更多的土壤生物来分解凋落物, 加上土壤生物之间的

协作促进作用, 分解速度也就越快。系统内营养循环的速度

加快和数量增加, 有利于系统内土壤条件的改善。结合东北

特有的“五花林”景观以及学校教学试验的要求, 在系统内根

据植物生理生态特性, 安排尽可能多的植物种类, 以增加林

下凋落物的种类和数量, 为微生物的繁殖生长创造良好生存

条件, 加快凋落物分解与养分释放, 从而改善土壤条件。

5 .2  边缘效应的应用 在2 个或多个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

观元素的边缘带, 能流和物流更为活跃 , 物种丰富, 生产力更

高, 在自然状态下往往生物群落最丰富、生态效益最高[ 8 - 9] 。

这正符合为生物多样性而设计的生态设计宗旨[ 1] 。边缘带

能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 又具自然保护和休闲功能 ,

理应成为生态设计的基础[ 10] 。然而在一般的常规设计中 ,

生态边缘效应常被忽视, 边缘带往往只有暴晒的水泥或石块

铺装, 建筑物基础四周也常是硬质铺装和单一的人工地被。

与自然交融的生态设计应充分利用生态系统之间的边

缘效应来创造丰富的景观[ 2] 。在满足一般设计要求的基础

上, 设计区域北半部分乔木与草地的过渡带, 可安排多种低

矮植物, 以乡土灌木类植物为主, 同时根据阳光入射角度和

植物冠幅合理安排高大乔灌木的走向和株距, 为边缘带各种

植物的自然演替奠定基础。步行道与草坪的衔接处可用漏

砖铺设, 在辅助主路通行的同时, 也能适合三叶草等同类植

物的生长, 从而在不同斑块之间营造一条柔和的边缘带。

5 .3  铺道方式设计 ①采用火山岩加工而成的铺道砖。该

设计采用当地特有的火山岩加工而成的铺道砖, 相比常用的

水泥砖, 具有透水透气、增加空气湿度、防滑等多方面优点

( 表1) 。②采用漏砖。根据校园内存在短时间上下课人流高

表1 2 种铺道砖性能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of thecapabilitybetweentwokinds of causeway bricks

类型
Types

通透性
Permeability

对环境因子影响
Effects on envir-
onmental factors

对行走影响
Effects on

the walki ng

水泥铺道 砖 Ce-
ment causeway brick

不透水不透气,
降雨易产生径
流冲刷绿地

促进环境温度的升
高,产生热岛效应

表 面 光 滑,
行走易打滑

火 山 岩 铺 道 砖
Volcanic rock
causeway brick

透水透气, 降
雨不会产生径
流冲刷绿地

减缓环境温度的升
高,增加空气湿度

表 面 粗 糙,
行走安全

峰的特点, 采用漏砖模糊人行道和草地之间的界限, 使其在

一定程度上同时具备人行道和绿地的功能, 既减少硬质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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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对周围环境的负效应, 又增加了绿地面积。

5 .4 植物设置 ①立足乡土植物。乡土植物最适宜于在当

地生长, 体现当地的自然特征, 且管理和维护成本最少, 此外

乡土物种的消失已成为当代最主要的环境问题, 所以保护和

利用乡土物种成为设计的重心。该设计摒弃了以往一味讲

究大手笔人造景观的做法, 立足乡土植物, 同时考虑到教学

需要, 种植一些经过驯化的植物 , 少量引进外来植物,“适地

适树”, 并且还营造了一个稳定的生态植物顶级群落“五花

林”, 形成系统中最基本的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系统单元。

②合理搭配植物, 充分利用空间, 发挥自然生态效果。乔木、

灌木等各种植物均有其各自的形态, 这种形态结构的形成是

长期以来适应环境的结果, 因而也符合处在同一自然环境下

的人类的审美观点。至于人工修剪的各种特形则是人们利

用植物的特性创造出来的人文功能。根据各种植物的枝形

伸展特点, 对其外形、枝干、花果进行合理搭配, 既充分利用

多层空间, 增加空间内的景观饱满度, 又使植物能够正常生

长, 充分展示其自然美观形态, 引导人们体验自然, 享受自

然, 感受乡村山林景观。此外园中的北半部采用乔木、灌木、

草本3 层混交的方式配置, 充分利用土壤不同层次的水分和

养分, 且多种植物同时搭配还有利于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频

率, 降低病虫害危害程度, 加强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稳定性。

5 .5 排水设计  由于地势低洼, 排水成为绿地养护的关键

问题。该设计采取多点水井蓄水和强制排水相接合的排水

设计, 在绿地内隐蔽处( 如铺地柏枝丛内、树篱施工道上等)

设置渗井, 当夏季雨季来临时, 少量积水可依靠水井渗水, 高

强度降水则靠水泵强制排水, 且春秋旱季还可使用渗井内的

存水灌溉。利用渗井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降雨时空分布不

均的状况, 调节区内水热状况。

6  结语

现阶段在园林景观设计领域, 生态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还

不够成熟, 应逐步探索, 把和谐、自然的生态设计理念融汇到

景观设计的各个环节中。景观生态设计反映了人类新的梦

想和新的美学观、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和谐, 体现生态思想 ,

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技术的生态设计已成为现代园林设计的

一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 人生活在自然中 , 具有一定的自

然属性, 这是生态设计思想的源泉。生态设计强调人人参与

周边环境条件的改善,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 , 个人的选择、

行为和影响都应成为生态设计的内容, 因此景观生态设计必

须面向自然并为大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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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用生长调节剂处理枝条后的生根效果均比对照好,

说明生长调节剂对插条生根有明显诱导作用, 植物生长调

节剂能使插枝基部的薄壁细胞首先脱分化, 即细胞恢复分

裂的机能 , 产生愈伤组织, 然后长出大量不定根, 因此 , 生长

调节剂有促使细胞分裂并通过再分化生根的作用[ 1] 。

( 3) 在相同的扦插时间里 , 用生长调节剂处理插条后的

生根率, 最多根数及平均根数均明显多于对照 , 说明用生长

调节剂处理的插条可促进生根且提早生根, 缩短插条生根

时间 , 这对降低插条腐烂率 , 提高根系质量有重要意义。生

长调节剂处理可使插穗内酶的活性降低, 原生质膜的透性

增加 , 细胞渗透吸水能力增强 , 组织再生能力增强 , 从而有

利于原始体的诱导和形成[ 2] 。

( 4) 不同浓度同一种生长调节剂, 同种浓度不同生长调

节剂分别对四季秋海棠扦插生根有着不同的诱导作用。从

该试验结果看, 以50 mg/ L IBA 处理效果最佳 , 这说明同种

植物插条对不同生长调节剂及不同浓度有明显的反应。刘

玉艳等通过对含笑扦插的研究认为 ,IBA 可使插穗内 POD

活性和酚类物质含量降低, 促使了插穗生根, 而POD 活性的

下降保证了根原基和不定根形成所需的 IAA[ 3] 。因此 , 在

生产上, 为了提高生根效果 , 不同植物插条应选用相应的生

长调节剂及使用最佳浓度。

( 5) 气候环境因素特别是温度、湿度对四季秋海棠扦插

成活率也有较大的影响, 因为春季气温偏低, 空气湿度大,

插条容易腐烂, 夏季气温高 , 四季秋海棠生理活动减弱, 扦

插不易生根 , 且容易腐烂 ; 而秋季气候凉爽 , 适宜四季秋海

棠生长 , 且秋季空气湿度低 , 不易造成插条腐烂 , 为最佳扦

插时期。因此, 在生产上 , 为了提高生根效果和扦插成活

率, 最好选择秋季进行扦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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