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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外声光色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概况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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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Study onthe Applicationof the Sound , Light and Color inthe Urban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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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nd , light and color are three key elements of the urbanlandscape . Today , inthe domestic landscape design , the three excellent designlan-
guages are often overlooked . Therefore , the study onthe application of sound , light and color inthe urbanlandscape was reviewed and the communication
bridges between the designers and users inthe urban landscape were constructed . We also hoped to explore models and methods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sound , light and color in the urban landscape design, in order to make gli mmer contribu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sc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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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光、色景观在城市景观的构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结合

环境造型艺术以及景观施工技术进行声光色设计, 不仅可以

更全面地满足使用者活动的各种功能需求, 还能够促进人们

与环境的相互联系, 提高客观物质环境的人性化水平。但

是, 历来对声音现象的研究 , 主要侧重于对其物理特性的把

握, 而忽略了其所具有的社会性、历史性、环境性等特征。创

造灯光景观是城市景观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 , 由于城市景

观中照明光源的选择不当, 造成了光污染, 大致有白光污染、

人工昼夜和彩光污染等3 大类。现代城市景观规划设计中

往往是色彩与整体设计的主题不符, 缺乏对景观小品的色彩

专用性的考虑, 也没有将色彩与视距结合考虑。声、光、色是

园林景观构成的重要要素,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感受, 但

目前的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 在未来的园林景观建设

中应引起高度重视, 把声、光、色景观融入到园林景观的规划

与设计中, 进行系统、科学、统一的设计, 以求创造出个性突

出、生动丰富的园林景观环境。

1  国内声光色在景观中的应用概况

1 .1  声音的应用 在我国古典园林中 , 声、光、色的运用数

不胜数。以赏声为景物主题者的有鸟语虫鸣、风呼雨啸、钟

声琴韵等, 以声夺人, 使人的感情与之共鸣, 产生意境。如

《园冶》中“鹤声送来枕上”,“雨夜芭蕉, 似鲛人之泣泪”,“静

扰一榻琴书, 动涵半轮秋水”等的描写, 都极富意境。古园中

以赏声为题的有: 惠州西湖的“丰湖渔唱”、杭州西湖的“南屏

晚钟”和“柳浪闻莺”, 苏州留园的“留听阁”, 避暑山庄的“万

壑松风”、扬州瘦西湖的“石壁流淙”以及无锡寄畅园的“八音

涧”等, 这些景名不但取景贴切, 意境内涵也很深邃。

利用水声是创造景观意境最常用的手法。如北京中南

海的“流水音”, 由一座亭子、泉水及假山石构成, 亭子建于水

中, 由于亭子的地面有一个九曲沟槽, 水从沟中流过 , 叮咚有

声故名。在这一个不大的, 由假山环抱的小空间中, 由于流

水潺潺, 顿觉亲切和宁静。无锡寄畅园内的“八音涧”, 将流

水的音响比喻成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合奏的

优美乐谱。北京颐和园的“谐趣园”设有响水口, 使这一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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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朴典雅的庭园空间更为高雅幽静。

利用水声也能反衬出环境的幽静。溪流泻涧给人一种

轻松愉快的感觉, 飞流喷瀑予人以热烈奔腾的激情。此外 ,

还利用风声、树叶声来创造空间意境。“万壑松风”是古代山

水画的题材, 常用来描写深山幽古和苍劲古拙的松树。承德

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一景就是按“万壑松风”这个意境来

创造的。在山坡一角设一建筑, 在其周围遍植松树, 每当微

风吹拂 , 松涛声飒飒在耳, 使人们的空间感得到升华。

现代的城市景观绿地中主要是运用电子声音设备 , 但这

些声音设备多采用背景音乐的方式出现, 这种固化声音系统

一旦其音源被打开, 全部环境空间都是同一种声音, 不能随

空间的变化而更改。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①音箱外形过

于单调, 新样式开发不足 ; ②声音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过低, 既

浪费人力浪费能源又不能够自由地使局部环境感染游人; ③

声源系统开发不够多样和完善, 缺乏模拟自然界的鸟虫

之音。

1 .2  光的应用 光是反映园林景观空间深度和层次的极为

重要的因素。既使在同一个空间, 由于光线不同, 便会产生

不同的效果 , 如夜山低、晴山近和晓山高是就是光的日变化

给景物带来视觉上的变化。如留园的入口, 为了增强欲放先

收的效果, 在空间极度收缩时, 采用十分幽暗的光线 , 当游人

通过一段幽暗的过道后, 展现在前面的是极度开敞明亮的空

间, 从而达到十分强烈的对比效果。在这一段冗长的空间 ,

通过墙上开设的漏窗, 形成一幅幅明暗相间, 光影变化, 韵味

隽永的画面, 增加了意趣。

灯光的运用常可创造独特的空间意境, 如颐和园“乐寿

堂”前的什锦灯窗, 每当夜幕降临, 周围的山石、树木都隐退

到黑暗中 , 独“乐寿堂”游廊上的什锦灯窗中的光在静悄悄的

湖面上投下了美丽的倒影, 具有岸上人家的意境。杭州西湖

三潭映月的3 个塔, 塔高2 m, 塔身有5 个圆形窗洞, 每到中

秋夜晚, 塔中点灯 , 灯影投射在水中和天上的明月相辉映, 意

境倍增。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与工作节奏的变化, 夜间的景观照明

成了居民的需求, 灯光在景观中的应用有了相当的发展。目

前的照明灯具主要采用高杆灯、草坪灯、彩色射灯、串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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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管软灯等几种形式。植物及小品的照明则是根据相应的

植物( 小品) 形状来布置灯具, 采用轮廓效果或泛光照明手法

使之突出。

灯光在景观中的应用存在许多问题 : ①亮度过高, 亮度

失控。认为“越亮越好”、“到处都要亮”的错误观点是景观环

境光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 ②文化品位浅薄。认为“越热闹

越好”、“越花哨越好”的错误认识使城市绿地系统处于浮华

浮燥的心态 ; ③产品老化, 不注重节能智能设备在景观中的

应用, 造成电力能源的浪费; ④照明设备形式单调, 致使景观

照明风格类同; ⑤在运用灯光时, 没能充分考虑光源与光源

之间、光源与照明对象之间的色彩关系 , 出现了灰色、转色照

明等不良的照明后果。

1 .3  色彩的应用 随光而来的色彩是丰富景观空间艺术的

精粹。在承德避暑山庄的“金莲映日”一景, 在大殿前植金莲

万株, 枝叶高挺 , 花径二寸余, 阳光漫洒, 似黄金铺地。

我国传统城市色彩虽未有法规约束, 但在历史上也形成

了一些体现地方特色的固有色彩。如北京, 它的皇家建筑紫

禁城, 顶部是黄色琉璃瓦, 墙是红色 , 基座是白色, 鲜明而煊

赫的色彩显示了皇家的风范与威严。而普通老百姓的四合

院则一律灰砖青瓦 , 淡雅古朴。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

进入快速建设时期 , 而相应在色彩领域上的观念和研究水平

却是远远落后的,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缺少系统控制和管理的

科学依据, 使得城市的色彩景观呈现混乱、不协调的局面。

为了改善色彩状况, 北京市首先于2000 年颁布了《北京建筑

物外立面保持整洁管理规定》, 规定“外立面色彩主要采用以

灰色调为基础的复合色, 以创造稳重、大气、素雅、和谐的城

市环境。”并确定此后北京的色彩控制规划以紫禁城为中心 ,

环状向外扩展, 颜色由紫禁城的朱墙碧瓦向民居的灰墙青瓦

再向现代建筑的浅灰、白色过渡。

2001 年哈尔滨制定《哈尔滨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色

彩规划研究报告》, 选择了以传统色米黄色为主色调。哈尔

滨地处寒地 , 建筑色彩以强调暖色调为主, 而且受俄罗斯建

筑影响 , 一直有“米黄色的城市”和“东方莫斯科”的美称。

2003 年武汉发布的《建筑色彩控制技术导则》中把城市

分为50 个控制区, 按“冷灰、暖灰、中灰、重彩、淡彩”5 个色系

分别进行色彩设计。这些标志着我国的色彩景观实践已经

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2  国外声光色在景观中的应用概况

早在古埃及王国时的“特鲁埃尔 . 阿马尔那的庭院”中就

有“池中种着莲之类的水生植物, 并养着水鸟、鱼类等⋯⋯”

这类描述。不难想像这个庭院景观已在应用光线反射作用

形成的水中倒影和鸟类的鸣叫之音。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园

林书籍, 多有有关水和鸟的记载 , 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就是有

关于光和声的记载。中世纪是西方的黑暗时代, 人们自然而

然地转到宗教中寻求慰藉 , 此时的园林可称为“修道院庭

院”, 有关声光运用的记录在此时己很少了, 园林的作用只是

为人们提供粮食蔬菜之类。到了中世纪后期, 出现了所谓的

“城堡庭院”, 重新把园林的声与光运用到了园林之中。文艺

复兴末期的巴洛克风格的园林中 , 已充分利用了各种水景设

施, 如 : 水剧场、水风琴、惊愕喷泉、秘密喷泉 , 利用这些设施 ,

通过落水的作用, 发出风雨之声、雷鸣之声及鸟兽之声。

1960 年后, 以追求极简主义风格而著称的美国设计师沃

克设计的柏林索尼中心环境中, 丰富的室内外空间转化和神

秘的景观变化就是用简单的植物和一些工业材料如不锈钢

和玻璃以简单、重复的形式来构成的, 光在这里不仅仅起到

照明作用和引导作用 , 同时也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

1998 年建成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卡拉斯科广场 , 以草地、

柏油路及路面上白色的圆点阵列为元素, 在地面上设计了一

个二维的超现实主义画面, 加上场景中奇异的光、声和移动

的火车 , 使这个空间具有了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气氛。

声光色在国外景观中应用的重点表现在灯光在景观中

的应用 ,2000 年北美照明学会出版了《IESNA- hand book》, 该手

册指出, 在照明评价标准方面, 已经由照度计算向美学欣赏

转变, 由照明的数量向照明的质量转变。该手册还提出了灯

光景观体系、灯光控制体系和灯光管理体系三部分的理论基

础, 到后来形成了LCM 城市灯光环境规划体系。

建筑与环境中的色彩延续性原则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古

希腊时期, 天然材料和涂料色彩的局限形成了一个地区固有

的色彩约束 , 使传统城市建筑呈现出协调的色彩效果。但

是, 这种延续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种自发的状态。随着工

业革命的发展, 现代材料和涂料的种类日益丰富, 在材料、技

术的标准化进程的影响下, 地方特色的材料渐渐退出建筑市

场, 同时新结构与新建筑形式大量涌现 , 这些都对原有的城

市色彩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甚至产生“色彩污染”的问

题。大规模的城市色彩规划是基于旧城保护的需要而产生

的。20 世纪60 年代, 欧洲兴起了清洁建筑运动, 对城市建筑

的外墙面进行清洁, 使它们恢复到石材表面的自然外貌。建

筑清洁运动改变了烟黑色的历史城市, 使人们开始关注城市

原有的色彩, 并着手保护城市的传统色彩。在意大利都灵的

旧城复建中 , 以色彩作为规划手段的做法给人们以启发, 后

来, 这一做法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城市规划中广泛使用, 成为

色彩景观规划的开端。从80 年代开始, 许多国家已经建立

起完整的城市色彩规划体系, 在城市色彩的理论研究上也取

得了重大的成就。法国著名色彩学家让·菲利普·朗克洛从

色彩调查开始, 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色彩地理学”的观点 ,

即地理条件( 包括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 的不同决定了建筑

材料和色彩的差异, 现代色彩设计应体现这种地域性。朗克

洛的色彩理论与研究成果, 为地域色彩景观规划及保护工作

奠定了基础, 也对世界各地色彩研究机构有很深的影响。日

本色彩规划中心借鉴让·菲利普·朗克洛法, 使用电子技术手

段来建立色彩现状的数据库, 为日本城市管理部门研究制定

了“城市色彩实施法令”。英国色彩规划专家兰卡斯特针对

色彩在现代城市中的意义演变, 进一步提出了“色彩景观”的

概念, 即关注色彩作为城市景观中的重要组成要素, 从宏观

的、景观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 通过对环境中色彩因子的

控制性规划和设计, 来表现地域化、个性化的城市景观。

3  声光色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展望

声景观作为一个城市景观设计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前关

于声景观的研究还停留在景观的声要素的层次, 而城市景观

设计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整体环境 , 其中

( 下转第759 页)

617              安徽农业科学                        2007 年



31 日～6 月3 日连续几天雷暴、间中阵雨分别是导致烟粉虱

成虫数量由9 .92 头/ 叶( 5 月7 日) 突降到2 .08 头/ 叶( 5 月14

日) 和由6 .33 头/ 叶( 5 月28 日) 下降至2 .25 头/ 叶( 6 月3 日)

的最重要原因。

2 .2 .3 天敌。调查结果表明, 黄瓜地内烟粉虱的天敌资源

非常丰富, 主要种类: 球腹蛛科的三点球腹蛛( Theri di on kom-

pirense) , 八点球腹蛛( Theridion octomaculatum) ; 管巢蛛科的粽

管巢蛛( Clubiona japonicola) ; 肖蛸科的侣伴肖蛸( Tetragnatha

cliens) , 卵 腹 肖 蛸 ( Tetragnatha shikokiana) , 四 斑 锯 螯 蛛

( Dyschiriognatha quadri maculata) , 鳞纹肖蛸( Tetragnatha squa-

mata) ; 微蛛科的食虫瘤胸蛛( Oedothorax insecticeps) , 草间小黑

蛛( Erigonidium graminicolum) ; 跳蛛科的猫跳蛛( Carrhotus pi-

choni) , 蚁蛛( Mrymarachne spp .) , 微菱头蛛( Bianor aenescens) ;

狼蛛科的拟水狼蛛( Pirata subpiraticus) , 拟环纹狼蛛( Lycosa

pseudoannulat a) ; 圆蛛科的四点亮腹蛛( Singa pygmaea) , 茶色

新圆蛛( Neoscona theisi .) , 黄褐新圆蛛( Neoscona doenitzi) , 六点

圆蛛( Araneus dispicatus) , 角圆蛛( Araneus cornutus) ; 瓢虫科的

四 斑 月 瓢 虫 ( Chilomenes quadriplagiata ) , 六 斑 月 瓢 虫

( Chilomenes sexmaculata) , 双带盘瓢虫( Coelophora biplagiata) ,

龟纹瓢虫( Propylaeajaponica) , 异色瓢虫( Leis axyridis) , 奇变瓢

虫( Aiolocaria mirabilis) , 稻红瓢虫( Verania discolor) , 狭臀瓢虫

( Coccinella repanda) ; 隐翅虫科的青翅蚁形隐翅虫( Paederus

fuscipes) ; 花蝽科的南方小花蝽( Orius si milis) , 黄褐叉胸花蝽

( Amphirares sp .) ; 盲蝽科的食虫齿爪盲蝽( Deraeocoris punctu-

l at us) ; 长蝽科的大眼长蝽( Geocoris pasllidipennis) ; 草蛉科的中

华草蛉( Chrysopa sinica) ; 小蜂科的双斑蚜小蜂( Encarsia bi-

macul ata) 。

田间调查时发现, 各种天敌对烟粉虱的控制作用十分巨

大。例如 , 蜘蛛吐丝结网, 缠住大量烟粉虱成虫, 然后咬食成

虫; 南方小花蝽( O. si milis) 经常在烟粉虱成虫产卵较多的黄

瓜植株顶端嫩叶上活动 , 吸食烟粉虱卵粒; 南方小花蝽也喜

欢捕食( 刺吸) 烟粉虱若虫和伪蛹, 导致若虫或伪蛹畸形、死

亡; 也见到南方小花蝽捕食烟粉虱成虫。食虫齿爪盲蝽( D .

punct ul atus) 、大眼长蝽( G. pasllidipennis) 等蝽类和中华草蛉

( C. sinica) 经常捕食烟粉虱若虫, 也见到捕食烟粉虱成虫。

瓢虫可以捕食烟粉虱各虫态。

随着黄瓜植株的生长, 烟粉虱天敌种类和数量逐渐增

多, 对烟粉虱种群的控制作用增强。例如在黄瓜生长后期调

查时发现, 平均每株黄瓜植株上有蜘蛛12 .20 头、捕食性蝽

2 .60 头、瓢虫6 .40 头、隐翅虫0 .20 头、草蛉0 .80 头。5 月16

和30 日调查时发现, 双斑蚜小蜂( E. bi maculata) 对烟粉虱的

寄生率分别高达34 .69 % 和37 .50 %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天敌对烟粉虱种群控制起着重要

作用。如果没有天敌的作用, 烟粉虱种群数量将会增长得

更快。

3  结论与讨论

在该次调查中发现, 黄瓜植株6 叶期时( 4 月30 日) 的烟

粉虱成虫数量为5 .25 头/ 叶, 低于烟粉虱的经济阈值( 6 .58

头/ 叶) [ 7] , 即使没有采取任何防治措施, 黄瓜也获得了好收

成。在整个黄瓜生长期间, 降雨和为数众多的天敌等生态因

子对控制烟粉虱种群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全球变暖以及高温、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也是烟

粉虱大量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 烟粉虱对目前使用的

各种常规杀虫剂均已产生高水平的抗药性[ 8 - 9] , 大量杀虫剂

的使用更是导致烟粉虱天敌的凋零和毁灭, 从而产生烟粉虱

大量发生和猖獗危害的恶性后果。使用一些高效低毒的制

剂( 如阿克泰、吡虫啉、阿维菌素、扑虱灵等) 防治烟粉虱 , 并

注意轮换用药, 可以收到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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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环境三要素 , 它们彼此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声景观的设

计, 不仅要研究声要素本身 , 还应研究其与听者、物质空间

环境、城市景观文化、历史文脉的关系。因此, 在今后的城

市景观设计研究与实践活动中 , 应积极地将声景观设计理

念运用到景观设计的实践中去 , 进而启发其他相关景观要

素( 如触觉要素、嗅觉要素) 的设计。通过五官的共同作用,

多方位多视角地实现景观的整体塑造 , 使城市景观设计作

为强化使用者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媒体。声景观是由人

的听觉感受到的, 光与色的景观则是由人的视觉感受到的,

但人的听觉与视觉是相互影响的。因此 , 将声光色景观作

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研究 , 将之应用到城市景观的规划

与设计中 , 将是今后对此研究的又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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