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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园林工程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园林工程建设理念上的几个转变 , 提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 建设生态园林城
镇 , 制定园林规划, 加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将是园林工程建设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园林 ; 工程 ; 建设管理
中图分类号  TU986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 12 - 03530 - 01

1  园林工程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建国以后 , 我国的园林工程建设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主

要表现在改变了园林工程仅供少数人观赏的消费性质 , 确立

了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 园林绿地数量增加 ,

园林工程质量提高, 成为城市主要基础设施之一; 正向着生

态园林的方向发展 , 形成了全社会参加的环境建设工程。

但是, 从整体上看我国除少数绿化先进城市以外, 不少城

市还比较落后, 与生态平衡和文化休憩的功能要求相差甚远。

1 .1  城市人均用地面积  我国城市人均用地与世界一些大

城市相比较, 差距很大。我国城市平均人均用地面积仅72

m2 。城市的大小与人均用地面积成反比, 城市越大, 人口密

度越高, 用地越紧张。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却是对园林绿地

需要最迫切的地方。近年来我国城市用地情况有所改善, 但

也不可能根本改观。

1 .2 城市人口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程度由原来的

12 % 提高到19 % 。城市人口逐年增加, 公共绿地面积也必须

相应扩大, 所以要对人口动向有充分的准备和相应的措施。

1 .3 投资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百业待兴, 国家

究竟能拿多少财力、物力用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应该有全

面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

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因, 除

了城市化程度发展较快、土地紧张等原因外, 还有对园林绿

化事业的认识问题, 观念落后于形势。城市园林绿化事业随

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功能要求从游览休憩提到了维护生态

平衡, 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高度。有的城市高瞻远瞩 ,

认识到绿化的重要作用, 把园林绿化事业放到一定的位置

上,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 收到一定的效果, 城市环境质量得

到逐步改善。但是也有的人对园林绿化事业的认识不足, 目

光短浅 , 急功近利, 将绿化工作放到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在

政策上用地没有保证, 资金没有稳定的来源, 缺乏符合行业

特点的产业政策,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没有法定的

位置, 随意性很大, 给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和巩固带来

很多困难。

2  园林工程建设理念上的几个转变

2 .1  注重大环境绿化 近十几年来, 各地绿化建设立足于整

个城镇环境质量的改善, 提倡“公园敞开化”, 努力创造城镇新

环境,将我国庭园空间的尺度扩展到城镇的大环境之中。

2 .2 突出地方特色  全国各地的绿化建设, 依据自然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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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特点, 因地制宜地制定园林规划, 突出了当地绿化特色。

珠海、威海等城市 , 根据自身依山傍海的自然特点, 绿化建设

坚持向花园式海滨城市迈进。

2 .3  增加绿化面积总量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 被称为特种

绿化的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平台绿化、阳台绿化、窗台绿化

和水体绿化等, 已成为我国城镇绿化的新途径 , 并得到蓬勃

发展。

2 .4 大色块组景悄然兴起 随着时代的发展, 园林的风格

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 传统园林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园林发

展的需要。因此, 一种以简洁、开旷、明朗、服务对象广为特

点的大色块组景在我国悄然兴起 , 已成为现代园林设计的常

用手法之一。

3  园林工程建设发展对策的思考

当今制约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的问题, 主要是土地和

资金因素。仅仅依靠国家是不够的,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制

定切合实际的政策、法规, 依法办绿化。

3 .1 指导思想的转变  要更新观念树立生态园林观点 , 打

破市郊界限 ; 贯彻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原则 ;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3 .2 促进绿地发展的构想 城市绿化系统的全面实现 , 要

专业和群众相结合, 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 依靠社会单位和

人民群众的力量, 分别承担自己应该完成的绿化任务。首先

要制定城市园林绿化规划 , 根据不同的地理、历史、气候、人

口和政治、经济地位制定具体的指标和实施步骤。规划绿地

范围内的土地, 要严加控制, 不允许新建。要城乡结合, 统一

规划, 形成完整的城市园林绿化系统。

3 .3 广开资金渠道  建立稳定的投资渠道, 是保证园林绿

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国家有计划的建设投资以外, 协

调社会团体结合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园林绿地, 同时, 园林部

门也应开源节流。

3 .4 园林建设工程的管理改革  为了改进绿化工程管理 ,

有许多重要改革措施出台: 建设投资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贷

款; 实行建设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度; 实行建设工程招投标

制度; 实行勘察设计招投标制度; 逐步推行建设监理制度。

4  园林工程建设展望

4 .1 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由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不协调 , 导致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

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 直接威胁着人们身心健

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因此, 改善城镇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生

态, 就成为一项关系城镇持续发展的急切任务。近年来 ,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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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采用传统的标准化方法存在缺陷, 主要是使个体间的真

正的评判差异变得模糊, 且又不能区别景观内和景观间的得

分差异。经过一系列数据处理, 他们将各景观得分值转换成

SBE 值, 通过分析后认为SBE 值是不受评判标准和得分制影

响的 理想的美景度代 表值。Buhyoff 等提 出了比较 评判

法[ 13 - 14] ( 简称LCJ) 。该方法是在Thurstone( 1959) 比较评判法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它与SBE 最基本的区别是:SBE 不经过

风景之间的比较, 而LCJ 以风景之间比较为基础[ 9] 。根据不

同的比较方法,LCJ 法又分为2 种, 一种是将所有景观作两两

比较 , 称为成对比较法[ 13] ; 另一种是将所有景观经比较后按

美景度高低排成序列, 称为等级法[ 14] 。

7  心理物理学方法的应用

7 .1  在森林风景评价及风景管理中的应用 心理物理学方

法应用的最为成熟是森林风景, 通过对森林风景的评价, 建

立美景度量表与林分各自然因素之间的回归方程, 直接为森

林的风景管理服务。

7 .2  在远景风景评价中的应用 Buhyoff 等对城市绿地也作

了风景评价方面的研究, 并着重对远景风景进行了研究。

7 .3  在娱乐风景评价中的应用 在城市娱乐区的研究中 ,

Schroeder 和Anderson( 1984) 用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建筑及树

木密度等29 个变量来预测空间的风景质量和安全感, 发现

娱乐区的安全感与人们的审美评判不存在线性关系。

7 .4 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心理物理学方法应用范围极广 ,

远不止如上所述。如Lati mer 等( 1981) 深入研究了大气的光

学特性与人的审美评判间的关系 , 发现大气的光学质量与审

美评判( 风景质量) 有很高的相关性, 并建立了预测风景质量

的关系模型[ 4] 。

心理物理学方法目前在景观评价中应用广泛 , 国内外有

不少专家和学者应用心理物理学方法对道路景观、森林景

观、水体景观、公园景观、湖泊景观、植物景观、风景名胜区等

景观资源进行了评价 , 心理物理学方法正被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 甚至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

参考文献

[1] 俞孔坚. 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发展[J] .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87(4) :
433 - 439.

[2] 陈鑫峰,沈国舫.森林游憩的几个重要概念辨析[J] .世界林业研究,
2000,13(2) :69 - 73 .

[3] 陈宇.景观评价方法研究[J] .室内设计与装修,2005(3) :12 - 15 .
[4] 俞孔坚.风景资源评价的主要学派及方法[Z] / / 青年风景师( 文集) ,

1988.
[5] 包战雄.福建省森林景观质量评价与经营研究( II) 夏季和秋季景观

[J] .林业勘察设计,2005(2) :27 - 31 .
[6] 王晓俊.森林风景美的心理物理学评价方法[J] . 世界林业研究,1995

(6) :8 - l4 .
[7] 李世东.森林公园风景质量评价[J] .中国园林,1991 ,7(4) :38 - 42 .
[8] 陈鑫峰,王雁.国内外森林景观的定量评价和经营技术研究现状[J] .

世界林业研究,2000,13(5) :31 - 38 .
[9] 王雁,陈鑫峰.心理物理学方法在国外森林景观评价中的应用[J] . 林

业科学,1999 ,35(5) :110 - 117 .
[10] 俞孔坚. 自然风景质量评价研究———BIB- LCJ 审美评判测量法[J] .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88 ,10(2) :1 - 11 .
[11] ARTHUR L M.Predicting scenic beauty of forest environments :some empirical

tests[J] .For Sci ,1977,23(2) :151- 160 .
[12] DANIELT C,MICHAEL MM.Representational validity of landscape visualiza-

tions :the effects of graphical realismon perceived scenic beauty of forest vistas
[J] .J Environ Psychol ,2001 ,21 :61- 72.

[13] BUHYOFF GJ,LEUSCHNER W A.Esti mating psychological disutility from
damagedforest stands[J] .For Sci ,1978 ,24:424- 432 .

[14] BUHYOFF GJ.Replicationof ascenic preference function[J] .For Sci ,1980 ,
26:227 - 230 .

( 上接第3530 页)

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人类与

自然共存”已成为全人类关注的大事。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江河、山谷、土壤、动植物等宝贵资源 , 使人们崇尚自然、感

受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4 .2  建设生态园林城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对城镇生态环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 建设生态园林城镇已成为国际潮流。生态园林建设, 是

一项提高环境质量的宏伟生物工程 , 它以丰富多彩的植物

为人类创造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 也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

环境。建设生态园林城镇 , 还应体现民族和地方特色 , 使城

镇形成完整的绿地系统 , 创造出城乡一体化的大环境绿化。

4 .2 .1 制定好园林规划。城镇园林绿化规划是做好城镇

绿化的根本依据。在城镇绿地系统规划时 , 一是要保护好

城镇的自然面貌 , 尤其是要保护好有绿化基础和潜力的山

体、水体 ; 二是各类建设要按规划预留足够的绿化用地; 三

是在规划城镇景观时, 应把绿化作为重要内容。

4 .2 .2  城乡结合, 搞好大环境绿化。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中, 建立完整的、大面积的绿地系统, 是各国公认的价值最

大、花费相对较小的战略措施。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大环境

绿化 , 能把城镇与乡村的优点结合起来, 取长补短 , 充分挖

掘土地潜力,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土地和空间开辟绿地。

4 .2 .3 市区要大力增加总绿量。市区要在积极巩固现有

公园和各类绿地的同时 , 大力发展新的绿地 , 以实现人均公

共绿地6 m2 的目标, 公共绿地建设要与专业绿地建设相结

合, 多渠道、多形式兴建公园、广场、街头小游园和绿化圈。

4 .3  加强居住区的园林绿化  居住区的绿化水平, 是决定

居住区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要维护和保持城镇生态

平衡 , 在居住区必须有30 % ～50 % 的绿化面积。在园林绿

化设计上要突出艺术性和美化效果 , 以绿叶植物造景为主,

适当点缀高质量的园林小品。

4 .4  加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园林科研是园林工程建

设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 , 对发展我国的园林事业起着重

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在园林绿化建设中, 要加强科学研

究, 大力发展一些涉及面广、应用急需的关键技术。我国的

园林工程建设 , 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 要积极培

养园林科技工作者宽阔的科学视野和大科学观, 造就出一

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专业化队伍和园林绿化企业家 , 不

断发展我国的园林工程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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