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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2_E8_A7_84_E5_c61_93955.htm 1 园林景观色彩设计的

特殊性 不同于建筑、服装、工业产品等的色彩设计，植物是

园林景观中的主要造景元素，所以在大部分园林景观中尤其

是城市公园、绿地中都是以绿色为基调色的，而建筑、小品

、铺装、水体等景观元素的色彩是作为点缀色而出现的。但

在一些以硬质铺装为主的广场和主要的休息活动场地如建筑

、小品、铺装、水体等所承载的色彩在园林景观色彩构成中

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而植物色彩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但不管

是以绿色为主，还是以其它颜色为主，园林景观色彩设计都

要遵循色彩学的基本原理，运用色彩的对比和调和规律，以

创造和谐、优美的色彩为目标。 2 园林景观色彩组成 色彩是

物质属性之一，研究园林景观色彩设计，必须要先明白园林

景观色彩的物质载体有哪些。从色彩的物质载体性质的角度

来说，组成园林景观的色彩可分为三类：自然色、半自然色

和人工色。 自然色：自然色是指自然物质所表现出来的颜色

，在园林景观中表现为天空、石材、水体、植物的色彩。 半

自然色：是指人工加工过但不改变自然物质性质的色彩，在

园林景观中表现为人工加工过的各种石材、木材和金属的色

彩。 人工色：是指通过各种人工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颜色，

在园林景观中表现为各种材料和色彩的瓷砖、玻璃、各种涂

料的色彩。 这其中的自然色中的天然石材、半自然色和人工

色材料组成园林景观中的建筑外墙、小品、铺装等元素。 自

然色是来自自然世界的色彩，人类作为来自自然界的生物，



对于自然界的天然色彩有一种天生的好感。但自然色是非恒

定的色彩因素，会随时间和气候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是无法

控制这种变化的，只能对可控制的色彩因素进行设计时，协

同考虑自然色参与下的总体景观色彩效果，这样也可以对人

为控制的色彩因素做出正确的选择。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

设计自然色在场地中的位置和面积等因素来和其它色彩因素

配色，从而达到理想的色彩效果。如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安

排水体的位置、面积、形状，和其它的色彩元素进行组合，

得到理想的色彩构图。 相对于自然景观色彩即植物、天空、

水面等的色彩，建筑外墙、小品、铺装等元素的色彩在不同

的园林景观中所占的比重一般不一样，如在公园中要小一些

，但在一些不以绿化为主的广场中要大一些。尽管在有些园

林景观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这些园林要素和人们的生产

、生活游憩等活动关系密切，往往是游人在园林景观中活动

最频繁的场所，所以这些园林景观要素的色彩在我们考虑设

计，组织色彩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园林景观要素的

色彩主要是由半自然色和人工色构成的。 半自然色虽然经过

人工加工，但表现的仍然是自然色的表观特征，因此，在园

林景观环境中像自然色一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各种材

料之间的色彩容易取得协调。另外，从色彩生理学的角度分

析，自然色和半自然色是人眼更为容易接受和感觉舒适的色

彩。因为自然界天然物质的色彩在很多情况下，其表现不是

单一的，而常常是由多种色相、明度和彩度的颜色组成。这

不但使单个的天然物质的色彩具有层次感和丰富性，而它们

之间的组合更是满足了人眼和大脑需要看到全色相的要求，

给了人们视觉上的平衡，从而带给了人们美感。 人工色往往



是单一的，缺乏自然色和半自然色那种丰富的全色相组成，

在使用中需要慎重。但相较于自然色和半自然色，人工色可

以调配出各种的色相、亮度和彩度，我们可以拥有任意的选

择施用于建筑、小品和铺装上，为景观色彩的营造提供了无

限多种的可能性。 植物色彩的设计在园林景观色彩设计中显

得相当重要首先应考虑以下几点： （1）整体性 在园林景观

中，植物一般其它景观要素一起出现的，即和建筑 、小品、

铺装、水体等景观元素一起出现，此时植物有处于支配地位

或是次要地位两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植物大面积或小

面积作为单独观赏对象出现。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当植物

处于支配地位和作为单独观赏对象时的配色处理，但不管任

何情况我们的植物色彩设计都不能单独进行，要从整体色彩

效果出发。 （2）绿色基调 不管任何季节，植物都不会少得

了绿色，在植物色彩中它是绝对的主角。虽然由于季节和光

线的原因，植物的绿色也会有深浅、明暗、浓淡的变化，但

这些绿色也只是存在着一些明度和色相上的微差，当作为一

个整体而出现时，是一种因为微差的存在而产生的调和效果

。所以布置植物材料尤其是大面积时，要以绿色为基调。当

我们布置花坛时，绿色的叶由于明度较低而会作为“底”出

现，彩度和明度较高的花朵作为“图”而跳了出来，这时，

绿色的基调效果会有所减弱。 （3）点缀色 如不是为了特殊

的效果，其它色彩一般作为点缀色而出现，点缀的方式有以

下几种：成片涂抹，即把各种植物当作颜料一样在绿色的背

景上挥洒，这种情况一般会用花卉或花灌木作为色彩的载体

；以少胜多，即在绿色基调上的合适部位适当的点缀些对比

色，这时，我们也可以将建筑、小品的色彩加进来，从明度



上划分层次，营造空间效果。 （4）背景效果 背景色对植物

的色彩配置有重要的作用。远山、蓝天、大面积的水面均可

以像天幕一样充当植物色彩的背景，这三种背景色都属于灰

色系，当配置植物作为前景时明度较高的色调比较合适，但

前景和背景之间应该有适当中明度或低明度的色彩过渡。这

时，还要考虑色彩空气透视的效果，园林景观中的一些垂直

景物，如墙面、绿篱、栏杆等也会充当植物的背景。这时，

要根据背景的色彩特性，来配置植物色彩，如当背景是暖色

调时，如在砖红色的墙根或屋角布置时，作为前景的植物色

彩应是暖色调的；当背景是暖色调时，前景应为冷色调；绿

色背景主要是利用观叶植物，选择枝叶紧密，叶色浓暗，终

年常绿的树木为背景效果最好。绿色的背景，前面可以放置

一些明亮色（白、粉红、黄色）的花坛，或开红色花的灌木

，总之要是补色或是邻补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