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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城市步伐的加快,如今城市更加注重绿色生态化的建设。本文围绕线性公园绿地边缘空间的景观设计展

开探讨,旨在完善线性公园绿地的整体规划,为我国构建生态绿色型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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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要论述线性公园主要特性 

所谓的线性公园,就是指在城市道路、滨水空间两旁的

绿地景观,其具有一定的休闲观赏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增添

一抹绿色休憩活动空间。可以说该线性公园不仅具有其他公

园的主要功能,同时还负责构建城市的生态廊道,是我国建

设生态园林城市的关键要素。其具有的特征有： 

1.1 空间结构为线性带状 

因为该类公园的主要绿地均来自于道路两旁的狭窄空

间,故而整体公园就形成了线性的带状结构,该类公园也被

称之为带状公园。又由于该类公园的功能属性,其占地缺乏

均 性,经常要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制约,整体上呈现宽度

较窄的线性形状,或纵横笔直,或蜿蜒曲折,或直接形成一个

闭合带。该类公园为人们提供了散步休闲的好去处,具有极

强的实用价值。 

1.2 空间结构上具有连接性 

线性公园因其整体形状趋近于“线”,故而相较其他形状

的公园绿地,该类公园具有较强的连接功能。比如,利用该类

公园,可以将城市中两处单独的板块连接起来,形成绿色生态

连廊,不仅加强了城市建设秩序性,还美化了环境,一举两得。 

1.3 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由于线性公园的属性特征,不受传统公园的限制,且具

有一定的延展性,故而城区中的闲置土地都可用来建设该类

公园,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推动城市的美化绿化项目,

在不耗费巨大精力、劳动力的情况下,打造宜人的城市公园。 

1.4 具有一定的空间引导性 

是线性空间其带状的形态决定了它具有引导性的固有

特性。所有的节点空间被有序的沿长轴展开分布,从而形成

强烈的空间序列,通过目的地远近距离的控制,目的物与障

碍物之间的关系,激发人们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 

1.5 较强的亲近感 

由于线性公园是长度较长的绿色地带,相比于其他封闭

式的公园,人们更易接触到该类公园提供的空间绿地,从而

加强人们同绿地的亲近感,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从而增加

人与自然的亲近,人与人关系的亲近。 

1.6 可营造较强的空间安全感 

由于线性公园多为开敞或半开敞的空间,在该类公园,

人们的视野更加宽阔,减少了部分违法犯罪活动,有助于维

护城市的治安。 

1.7 空间结构单一 

线性公园在视觉上更加趋近于平面,较传统的块状公园,

其提供的活动场地支持的种类相对较少,且缺少一定的立体

性,固线性的公园的使用类型表现相对单一。 

2 公园边缘空间的几点特性 

所谓边缘空间,就是两个或多个以上相邻空间或实体交

接的区域,它既承担着边缘隔断、领域限定的作用,还发挥着

相邻主体空间之间的联系、过渡等作用。 

2.1 分隔与隔离 

由于其连接的两个空间在主要功能、结构等方面有所不

同,明确两个空间的差异性成为边缘空间的一大职能。人们

在通过边缘空间时,能明确的感受到两个空间所带来的环境

及氛围的不同,也正因该特性的存在,使得人们产生移步换

景的体验。当边缘空间应用于公园中,边缘空间的分隔作用

尤为重要,它既是一个空间界定的区域,又是能使人们能够

不受外界道路空间干扰的屏障。 

2.2 过渡与渗透 

线性公园内的边缘空间在承担其分隔只能的同时,作为两

个空间转换的过渡地带,增进同城市其他土地的联结作用。人

们进入公园时,需先行通过边缘空间这一特殊的缓冲区域,这

决定了边缘空间具有其两段链接的空间在功能性质、视线感受

上做出递进式转化,将人们的心理调整为休憩,游玩的状态。 

3 公园边缘空间的设计要点 

3.1 简述设计原则 

3.1.1 整体性原则 

在园林边缘空间的构成方面,设计师应当遵从整体性原则,

减少对较为单一、不能自成一体元素的利用。当邻近的两个空

间在结构形式上存在较大不同,则需加大对两者过渡空间的调

整,力求该过渡空间能够自然的承接差异较大的两个空间。 

3.1.2 层次性原则 

这里提到的层次性原则,其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①

公园边缘空间必须遵从整体公园的设计布局,力求在此基础

上,突显公园主次分明,结构变化性。②公园的边缘空间其基

本属性就是具有层次性。③公园的边缘空间需在城市构建及

公园设计方面起到加强其层次性的作用。即公园的边缘空间

应该尽量转化公园的线性结构,起到扩充其实用宽度的作用,



建筑发展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6 

Building Developments 

让其形成带状绿地,进而为人们提供更多亲近绿地的机会。 

3.1.3 完形原则 

人的知觉在组织视觉受到刺激的情况下,会产生使对象

形成良好的完形倾 

当人们接收到所有被其认知的刺激后,会自发的形成知

觉场。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将相对单独分开的视觉刺

激结合成有意义的、大而良好的整体。 

3.1.4 简洁原则 

所谓的简洁原则,就是人类的视觉神经在接触到事物并

对其进行处理反馈时,更倾向于将该事物作简化处理,这也

是人更容易接受结构较为简单事物的原因。公园边缘空间也

要遵从该原则,以加强人们对公园绿地的认可度。 

3.2 公园边缘绿地的设计方式 

3.2.1 对于边界的设计规划 

公园中的边界,经常担负着隔离和联结的作用,而且在

其两端的空间结构均存在较大差异。在公园绿地设计中,绿

篱或者矮墙经常作为边界出现。这类边界不仅起到增多公园

绿色元素的作用,还具有一定的分离效果,加强整体公园的

秩序性与层次感。这里提到的矮墙边界,其分隔作用更加明

显,而且其造型可以多种多样,为适应整体公园结构随意转

化。另外,也可以利用其它元素作为公园的边界。如高差、色

彩等等。但在布设这些元素时,需要注意变化与统一的原则,

过度统一的结构设计往往会使空间较为单调枯燥,此时可以

遵从一定的秩序加强其变化性。在运用色彩元素开展公园边

界的设计时,可以利用公园中的植物来加强色彩的隔离性。比

如,常绿的福建茶、棕竹,色叶的黄金榕、红花檵木等。若巧

妙运用这些植物的颜色差别,则可起到自然隔离墙的作用。或

者还可以利用灯杆、栏杆等事物来形成极具通透性的边界。 

3.2.2 对于拦阻的相关设计 

在公园绿地边缘设计中,该类拦阻设计同样必要。公园

绿地中的拦阻设计,是针对行人或车辆起到礼貌性规劝的手

段。该项设计如同道路上规划的斑马线,该项设计意在加强

车辆与行人通行的秩序性,规劝其遵守交通秩序。通过拦阻

设计的加入,能够更好的保护绿地,避免公园中的公共设施

遭到破坏。这里应用的拦阻设施可以是不影响公园美观性的

低矮栏杆,其可以警告人们不可随意践踏草地,这类拦阻设

施也可以是一块警示牌,警告人们不可随意破坏树木。 

3.2.3 对于构造围合空间的设计 

利用公园中树木的树干也可以起到边界隔断的效果。为

了加强树干的边界功能,设计者需要有规律的成排种植绿色

树木。而为了让树干起到围合空间的目的,设计师需要熟练

利用小乔木和灌木,加强树干同二者间的结合。设计师可以

利用该类绿植的叶子,来构造具有空气感的空间,进而达到

围合不同层次结构的目的。运用乔木,可以建立起该围合空

间的顶部,而绿色树木之间的空隙、分枝的高度等变化,则会

左右该顶部结构的围合程度。 

3.2.4 公园空间结构的诱导性设计 

通过标志物和空间符号来吸引人们按照指定的路线和

方向前行,一般是通过相对高耸的标志物与道路及周边标识

的引导,局部空间指向性等处理手法来吸引人们。可以利用

道路组织空间,进入空间的人们则需利用道路方向性的特点,

诱导人们通过道路上的标志物,如道路上明显的交通标志、

路面色彩,铺装图案的变化也能指导人们的行为,或者可以

通过必要的空间组织如系列、对称的布置前期空前,在色彩、

高度、位置,以及造型上渐进式处理,来产生向目的指引的趋

势,还可以通过对景、框景、借景来吸引人们的目光。 

此外,在公园的休闲场地,声音也会是诱导人们的一大

要素。比如公园中的音乐喷泉,其就是利用悦耳美妙的音乐

让人们驻足观看欣赏。或者还有部分城市中的绿地公园会利

用音乐时钟,每到一定的时间间隔,便通过音乐来提醒人们

时间,而且在时钟表面还会出现一定的动画效果图,这更是

加强了公园设计的生动性,吸引更多的居民来到公园休闲娱

乐。再者,声音也是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个关键节点,

人们可以通过声音记住一处公园,一座城市。所以在设计线

性公园绿地边缘时,也要注重对声音元素的加入,可以设置

流动的潺潺流水,或音乐广播,为公园增添活力,增加公园的

特色。让线性公园成为城市规划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成为

一座城市的标志性景观。 

4 结束语 

结合上文内容可以看出,在对线性公园绿地边缘的景观

设计时,首先需要掌握线性公园的基本属性极其主要特点,其

次再全面了解绿地边缘的主要功能及特性, 后,根据上面这

些特点,合理规划线性公园绿地边缘设计,可以加入声音设

计、边界设计、拦阻设计等元素,全面加强线性公园的功能性,

力求满足绿色城市的发展需求,全面构建生态环保型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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