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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空间尺度的决定因素中最基本的视觉生理特性角度 , 分析总结视距、视角对园林空间布局的控制 ,以及对空间尺度的一般量化
控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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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the most basic visual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decisive factors of spatial scale , the control of stadia and visual angle onthe
garden space distribution and the common quantification control laws on spatial scale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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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南私家园林中的丈山尺树、小桥流水 , 到北方皇家

园林中壮丽的湖光山色 , 平衡、和谐的空间尺度与人们的视

觉感官特性相契合。而如今 , 现代景观中大广场、大草坪等

层出不穷, 盲目跟从“大”尺度的趋势, 为城市发展带来一定

的消极后果, 因此 , 有必要从人最基本的视觉生理特性角度 ,

对园林景观空间尺度的合理控制进行探讨。

1  空间尺度概述

1 .1  空间尺度的层次 尺度通过尺寸、比例并借助于人的

视、听、行等各方面的生理感觉[ 1] , 表达人与物、物与物相互

之间的相对量比关系。空间尺度侧重于空间与空间构成要

素的尺度匹配关系 , 以及与人的观赏等行为活动的生理适应

关系。人们生活的外部环境可以划分为3 个空间尺度层次 :

①宏观尺度。从城市规划角度指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对城市

总体空间大小的感受。②中观尺度。指城市中的行人通过

视觉在舒适的步行范围内对城市公共空间大小的感受。空

间主要类型包括广场、商业步行街、公园、居住区公共活动中

心、滨河休闲步道等。③微观尺度。指人们在休闲活动时对

个人领域以及交往空间大小的感受。具体范围从人的触觉

感受范围到普通人辨别人脸部表情的最远距离( 25 m) , 包括

人与人、人与物的接触交流、人与人的视觉交流、人与人的对

话交流等。符合人的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 是微观尺度研究

的基本问题[ 2] 。中观及微观的空间尺度是最需要景观设计

师把握的, 也是空间组合最为丰富的领域, 尤其在园林空间

中, 隔则深, 畅则浅。单一的大尺度给人们的只是有限的空

间, 视觉流程是短暂的 , 而运用地形、水体、山石、植物、建筑

及其他构筑物划分出不同尺度的空间进行穿插、叠加、对比 ,

人们的游览空间和时间得到了延长, 所获得的视觉信息大大

增加, 在有限空间中的感受却是无限的。

1 .2 空间尺度的对比  空间大小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在

方寸之地的江南园林中, 尺度对比中也仍然可以感受到心旷

神怡的视觉体验。不同尺度的空间互为参照、相互烘托, 暗

示出其主从关系, 自然起到导向作用, 并随着视线的收放、光

线明暗的变换, 获得“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如留园窄小狭

长的入口空间中人的视野被极度的压缩, 而进入主空间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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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的豁然开朗, 让人们体验到空间尺度变化的视觉趣味。

另外, 人们在表达纪念、象征等意义时往往会运用超人的夸

张尺度, 在与人自身尺度的强烈对比中 , 将神圣或崇高的空

间氛围渲染开来。

1 .3 空间尺度的决定因素 一个空间的尺度大小取决于多

方面的因素 : 设计地段的面积及周边环境等客观条件因素 ;

空间的使用功能因素; 不同的民族、宗教等文化因素 ; 社会级

别因素;“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等。需要设计师的综合分

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的生理特性是必须要考虑的最基本

的因素。尤其视觉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获得信息的各种感知

方式中, 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 也是人类接受信息量最大的一

种知觉工具。

2  视觉因素对空间尺度的量化控制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就是一定数量的体

现, 美就是和谐”。计成在《园冶》里阐述的“相地合宜、构园

得体”、“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等造景原则, 其中的“合宜”、

“得体”、“体宜”也包含着“量”的和谐, 是各层次要素间位置、

距离、体量、角度、方向等方面的相对关系[ 3] 。空间尺度的大

小与人的视觉之间也确有许多规律可循。

2 .1 水平方向尺度的视觉控制

2 .1 .1 人眼水平视距的视觉感应特性。①在平视情况下 ,

人眼的明视距离为25 m, 可以看清物体的细部, 也是一般识

别人脸的距离, 在该距离范围, 他人的活动易引起关注, 为不

同人群之间交往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日本建筑师芦

原义信也提出了以20～25 m 为模数的“外部模数理论”, 作为

外部空间材质、高差等变化的尺度节奏 , 从而打破大空间的

单调, 营造出生动的空间感[ 4] 。凯文·林奇也认为25 m 左右

的空间尺度是社会环境中最舒适和得当的尺度, 是形成那种

安宁、亲切、宜人环境氛围的良好尺度原则。②在70 ～100 m

远时, 可以比较有把握地确认出一个物体的结构和它的形

象, 芦原义信称之为“社会性视域”, 在此距离, 人刚可辨清他

人的身体状态, 是“人看人”心理需求的上限, 空间开阔地区

宜以此作为最大分隔尺度, 组织活动和景观[ 5] 。③当视距为

250～270 m 时可以看清物体的轮廓 , 在500 ～1 000 m 的距离

之内, 人们根据光照、色彩、运动、背景等因素, 可以看见和分

辨出物体的大概轮廓。超过1 200 m, 就不能分辨出人体了 ,

对物体仅保留一定的轮廓线, 也是布鲁曼菲尔特认为的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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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极限距离1 220 m, 称为“公共距离”, 而远到4 km 时则已

看不清物体。④视觉在水平距离上的感知范围的意义还在

于视觉感知的距离与情感交流的关系, 也就是接触的距离和

交流强度之间的联系[ 6] 。在1 ～3 m 的距离内能进行亲切的

交谈, 体验到有意义的人际交流所必需的细节。在以这种尺

度划分的小空间中, 人们的秘密性要求得到保证, 对领域的

控制感到满足, 如亭下、座椅、树下等驻足停留的空间, 是创

造舒适宜人的外部空间的重要因素。

2 .1 .2 视距对园林空间布局水平尺度的控制。古代以“步”

作为计量长度的单位, 在宏观规划的尺度上, 古典皇家园林

中的“三山五园”之间在空间上互相制约[ 7] 。园内主要景点

与园外景物存在借景关系的, 之间的距离均控制在800 清步

( 合1 280 m) , 如玉泉山的玉峰塔距清漪园西端小岛约为800

清步; 各园区总的规模尺度也以800 清步为半径的圆圈范围

控制, 如圆明三园大致控制在以福海蓬岛瑶台为圆心、半径

为800 清步的范围内; 各园内主要山形、水体的水平尺度也

约为800 清步, 如玉泉山与万寿山山形走势垂直, 山体尺度

基本相同, 长向均约为800 清步 , 互为因借。在进一步中观

层次的空间尺度控制上, 园内重要景区中心间的距离等一般

均控制在约400 清步( 600 ～630 m) 的尺度, 建筑组群的轴线

进深、景区园门之间的间距等局部空间尺度以200 清步( 约

320 m) 为普遍的控制。同时 , 中国古代在外部空间构成中所

遵循的“千尺为势 , 百尺为形”的基准, 以百尺为形划分千尺

为势的空间构成, 也反映了对人的行为及知觉心理规律的把

握。形, 概指近观的、小的、个体性的、局部性的、细节性的空

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 8] 。“百尺”约为23～35 m, 与现代

理论中以看清人的面目表情和细节动作为标准的近观视距

限制相符合。势, 概指远观的、大的、群体性的、总体性的、轮

廓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 8] 。“千尺”约为230 ～

350 m, 这一距离与人一般能心情愉快的步行距离300 m 相合

宜, 且在此视距范围, 人可以对物体的形体轮廓有清楚的观

察。从中可见, 亲切宜人的景色中必包含有与人的视觉生理

相契合的规律。

2 .1 .3 视角控制在园林空间布局中的运用。视角对空间尺

度的控制早在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建筑布局、园林营造中

就有所体现。园林中的景观布局围绕构图中心展开, 将主要

建筑、植物、岛桥、山石、水体等构景元素组合在30°和60°水

平视角的视野范围内, 如从北京城到三山五园的主要陆路、

水路与玉泉山等存在30°视角的控制关系, 建筑主轴线与山

体、水体形态走向的角度也受到30°和60°的角度控制。一般

与观景点距离较远的景物 , 要求视域较小, 视角为30°; 距离

较近的景物, 视野范围内较充实, 视角为60°。同时, 在正常

情况下人双眼同时观看景物的能见视野范围为120°和60°,

而更清楚的为30°的视野。在千尺之远观看百尺为形的建筑

或景观形体时, 视角为6°, 也正是人眼最敏感的黄斑视域。

2 .2 视角、视距与景物高度之间的控制规律 人眼不动时 ,

一般认为水平视野为120°, 垂直视野上为50°, 下为70°, 而在

60°视锥范围内是最佳水平视角, 理想的垂直视角上为27°, 下

为35°。当垂直仰角超过45°时, 物象就容易产生视觉失真。

人眼的视角是一个扁形椭圆锥形 , 水平视角在理论上为垂直

视角的两倍。一般最广泛应用的视距 D/ 景物高度 H 的比

值在1～3 , 视觉观赏效果最理想的, 同时在一定场所中可保

障空间的私密性。芦原义信进一步提出: D/ H = 1 是空间性

质的转折点。随着 D/ H > 1 时, 空间会产生扩大远离之感 ;

随着 D/ H < 1 时, 空间则越来越产生紧迫感 ; 当 D/ H= 1 时 ,

构成空间的实体的高度与间距呈现协调匀称之感( 表1) [ 9] 。

由此可以推算景观设计中某一特定空间尺度的相对大小, 如

广场的宽度与周围建筑高度的关系, 即广场的尺度。卡米

洛·希泰认为: 广场宽度的最小尺寸等于主要建筑物的高度 ,

最大尺寸不超过其高度的2 倍。D/ H 在1 ～2 空间平衡 , 是

最紧凑的广场尺寸。如果广场的宽度超过邻近建筑物高度2

倍时, 人处其中, 就会产生空旷感、分离感, 没有聚合性; 反

之, 若广场的宽度小于建筑物的高度, 建筑物之间干涉过

强, 则会过于封闭, 使人产生压抑感[ 10] 。然而一般在著名

建筑物前面都有2 倍于建筑高度的距离 , 其目的是为了人们

可以充分欣赏该建筑的主要立面。当然, 夸张尺度的景观总

是夺人眼球的, 例如纪念碑、塔、雕塑、地标建筑等, 但随之必

然有相应的合理空间尺度与之匹配, 以使人们能多方位的欣

赏。否则会失于协调, 给人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效应是负面

的, 给整体环境是破坏性的。

表1 视距、视角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变化规律

Table 1 Changelawamong stadia , angle of viewand observed objects

D/ H
垂直仰角

Vertical elevation angle

观察范围

Observed scope

水平视角

Horizontal angle of view

观察范围

Observed scope

围合感

Enclosure
<1 观察对象容易产生透视变形

=1 45° 观察者能看清实体的细部 90° 水平视角偏大, 要在动态中观察 空间围合感极强

=2 27° 观察者能看清实体的整体 54° 在注视中心60°内, 观察景观主体
较理想

空间围合感适中

=3 18° 观察者能看清实体与周围背景 36° 观察建筑总体 空间围合感最小

=4 14° 观察者能看清建筑轮廓 28° 在注视中心30°内, 清晰度较高 空间围合的特性趋于消
失 ,得到开敞的空间感

=5 11°20′ 观察者可以看到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20°40′ 水平视角偏小, 视觉较分散

>5 视野范围内目标分散, 干扰因素多,
只能研究景物大体气势。以动视野
为主

3  空间尺度的视觉转换

城市的宏观规模在日益扩大, 但不能取代和模糊城市景

观中观、微观层次空间的存在。当人身处于“大而无当”的空

( 下转第2761 页)

8572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图1 各土壤层种子数量百分比

Fig.1 Percentageof seeds indifferent soil layers

3  结论

贵州小蓬竹群落种子库中活力种子数量丰富。张玲等

对秦岭太白山森林种子库储量研究所得结果为1 742 ～17 700

粒/ m2[ 7] 。而小蓬竹群落种子库活力种子数量在不同林分中

有差异, 天 然林储 量为 27 733 .33 粒/ m2 , 人 工林 储量 为

4 566 .67 粒/ m2 , 与上述研究基本符合。

草本植物是小蓬竹群落种子库两种不同林分下物种组

成和个体数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所占比例达90 .5 % 。两种林

分的种子库中种子种类与数量的关系均为 : 天然林 > 人工

林。郑华等对红壤丘陵区不同森林恢复类型土壤种子库特

征研究的结果为天然次生林的灌木和乔木植物种子种类与

数量多于人工林[ 14] , 两者结论相符合。在垂直分布上, 种子

库的种子储量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该试验还表明, 种

子库垂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受人为干扰, 继而影响其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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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 , 其行为或是视觉都会陷入迷茫 , 可以利用适当高度的

植物、建筑小品、地形以及地面高差等依据上述的70 ～100

m 或25 m 左右的尺度原则, 将中观尺度的空间进行进一步

的划分, 整体上不会破坏原来大空间的整体性。这些增添

的要素在适宜的视觉范围内形成若干视觉中心, 增加空间

的可读性 , 以提高空间的利用价值, 如可改善一些广场大而

单调的境况 , 形成具有亲切尺度感和领域感的多层次空间

环境。对待相对局促的空间, 在空间对比、层次划分的基础

上, 再结合内借、外借等借景手法, 完全可以使小尺度的空

间随着视线的延伸而扩大。同时, 建筑、植物、山石、水体等

要素的尺度也相应缩放 , 从而虚实比例协调、尺度和谐。

4  结语

俗话说 : 距离产生美。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

之道, 但同样也是人与外部环境之间应该把握的。这种距

离不是指绝对的远离, 而是相对的, 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设

计对象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 , 设计师首先应该了解周边环

境及设计范围自身的限定条件 , 综合私密度、主要视线走

向、视线干扰因素、观景点位置等因素, 结合人的生理及心

理特性需求进行分析。合宜的空间尺度有助于激发人与

人、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交流, 失调的空间尺度则不能有效

地为人服务。尤其城市园林等公共空间是人们体验、交流

的重要场所, 也是使城市走向人性化的主要途径, 所以在提

倡人性化设计的景观发展趋势中 , 人的视觉生理特性也不

应该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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