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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景观与功能的概念进行讨论、界定的基础上 ,对植物景观的功能进行了详细总结与分类 ;提出了植物功能

景观的概念、内涵及主要类型 ,并指出其具体应用价值。认为 :功能景观理论使景观设计更有目的性、更能发挥植物

景观的综合效益 ;同时 ,使定量评价一个景观设计方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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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p lant landscapes were classified by means of a new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A new concep t,

connotation and types of functional landscape are put forward. The app lication values of functional landscape theory are in
(1) giving a clearer target of landscape design; (2) develop ing a evaluation method for a landscape design; (3) making the

integrating benefits of p lant landscapes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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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方案的评价 ,常常各说

不一 ,现今园林景观不乏“领导意见之大成 ”者 [ 1 ] ,究

其原因有二 :其一 ,对景观及其功能的概念缺乏统一

认识 ,传统的园林景观建设多以美化为主 ,突出表现

的是视觉风景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

单一的美学功能 ,要求日趋多样化 ,景观的内涵也进

一步拓展 ,现代景观已非表层意义上的视觉风景 ,包

含了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 ,对景观设计方

案缺乏公认的评价理论体系 ,暗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理论尚不完善。

本文以城市植物景观 (以下简称植物景观 )为

例 ,提出功能景观的概论 ,对上述问题的解决途径进

行了探讨。

1 景观与功能

111　对景观的理解

有关景观的定义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曾有

过不同论述 ,内涵上早已超出了景观的最原始意义 :

景色、风景。Meinig[ 2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就提出

“景观不仅包括人们眼前所看到的 ,还包括人们头脑

中所想的 ,并给出了同一景观的 10种解释 :大自然、

栖息地、艺术品、系统、问题、财富、意识、历史、场所

和美。俞孔坚 [ 3 ]认为 :景观是美、是栖息地、是具有

结构和功能的系统、是符号、是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精

神。郭晋平 [ 4 ]强调理解景观的现代概念应把握 4个

关键特征 :景观是个生态学系统 ,是具有一定自然和

文化特征的地域空间实体 ,是异质生态系统的镶嵌

体 ,是人类活动和生存的基本空间。

从汉语字面理解 ,景—景色、景物、景象 ;观—看、

看到 ;由此 ,景观即为站在某一点落入视野的全部景

色、景物或景象 (以下统称为景物 )。乍一看 ,似指表

面特征 ,但稍加思考则不难理解 ,其中意义深远。看 ,

要通过眼睛去完成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看后必然要

去思索 ,要对看到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分析 ;看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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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得到的视野内景物的属性特征 (包括景物的美、景

物存在的状态、景物的引申、寓意等 )及其关系 (包括

景物与人、景物与景物、景物与环境间的输入、输出关

系等 ) ,正是现代意义上景观内涵的拓展。

综上所述 ,景观最终归结为具有一定属性特征

的 1个系统或多个系统的复合体 (自然的或人工的 )

以及系统内在关系及其理性升华产物。

由于系统本身即具有相对完整性和相对独立

性 ,符合汉语对“单元 ”的解释 [ 5 ]
;若将单元的各属

性特征进行定量化 ,则均可用时间与空间的函数来

描述 ,归结为时间、空间特征 ;这些特征的总和表现

为客观实体存在于某一地理空间 ,或表现为以一定

客观实体为载体的主观意识 (文化 )。据此 ,可进一

步将景观“简单 ”定义为 :具有一定时间、空间特征

的地理或文化单元或单元群 ,其中 ,单元应为构成景

观的最小单位 ,可独立成为景观或多个构成更大的

景观 ;这里 ,单元又可定义为单位景观或基本景观单

位 ,应与由其构成的大的景观具有同样的时间、空间

特征。如由一片人工长白落叶松 ( L arix olgensis

Henry)纯林构成的森林景观 ,其基本景观单位就是

构成这片落叶松人工纯林的单株落叶松及其周围环

境 ,其中某单株落叶松本身只是构成这一基本景观

单位的元素 ;再如 ,由草坪与灌木群构成的园林绿地

景观 ,如可能再分成若干个组成、结构基本相同的单

位 ,则其中任一个单位即为基本景观单位 ;如不能再

分 ,则只能独立成为一个景观或成为更大景观的组

成元素或基本景观单位。

本文讨论的城市植物景观即是以这样的基本景

观单位为起点的。

112 对功能的理解

景观设计中出现的有关景观功能一词中功能的

含义至今众说不一 :一为狭义的解释 ,多指其使用功

能 (社会服务功能 )、生产功能等 ,为居民生活提供

遮荫、活动场所、服务设施、生产用地等 ,以实用为目

的 ,以满足日常生活为目标 ,常将功能一词与生态、

美学、文化等并列使用 [ 6～8 ]
;一为广义的解释 ,包括

了景观发挥的所有与人类生存与生活相关的作用 ;

McPherson[ 9 ]从景观效益角度将城市森林功能归结

为环境、社会、经济和美学效益 , Maco等 [ 10 ]归结为

环境效益 (调节温度、净化大气、固碳、降低暴雨冲

涮 )和美学效益 ,车生泉等 [ 11 ]将绿地功能归纳为组

织城市空间、生态 (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 )、游憩休

闲、文化 (历史 )、教育、社会、城市防护和减灾功能

等 ,卓丽环 [ 12 ]等归纳为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美化环

境和生产功能等 ;此外 ,尚有文化 [ 13 ]、纪念 [ 14 ]、观

光 [ 15 ]景观之说等。

按汉语原意 :任何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

用称之为功能 [ 5 ]。景观的美学价值给人以愉悦、景

观的生态作用为人类营造良好的生存与生活环境、

景观的文化内涵给人以启迪 ,均属景观发挥的有利

作用 ,均应归属为景观的功能范畴。显然 ,将功能与

生态、美学、文化等并列应用有悖语言逻辑 ,“功能 ”

的广义解释与汉语原意更为接近 ;因此 ,“景观功

能 ”中“功能 ”一词的含义应统一到广义的解释上

来 ,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体现出景观的现代内涵。

113 植物景观的主要功能

就城区而言 ,城市森林、园林绿地 (城市绿地 )

均属植物景观范畴。有关城市森林、城市绿地功能

的研究资料颇多 ,如按上述对景观与功能的理解进

行统一 ,可将植物景观的功能归为 4大类 ,即 :生态

功能、美学功能、社会功能和生产功能 ,其中 ,生产功

能不宜称为经济功能 ,因经济功能是产品经流通后

产生的次生或派生功能。

11311　生态功能 植物景观保护自然环境 (自然生

态系统 )免受破坏 (向不良方向发展 )的功能 ,包括 :

防护、改善、治理功能等。防护功能 :保护环境免受

或减小外来因素的侵害或干扰 ,如 :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防风、防火、防雪、指示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

等 ;改善功能 :对轻度污染或不良环境进行调节 ,如 :

维持碳氧平衡、滞尘、杀菌、吸收有毒气体、调节温

度、改善光照、降低噪音等 ;治理功能 ,对遭受严重破

坏或污染的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如 :固定沙丘、控制

扬尘、净化水源 (如 :人工湿地 )等。

11312　美学功能 指植物景观营造良好视觉、增加

环境的可观赏性的功能 ,包括城市植物的个体、群

体、衬托美学功能等。个体美学功能指由城市植物

个体孤植于一定时空背景下所表现出的视觉观赏价

值 ;群体美学功能指由单种或多种植物经自然或人

工造景在一定时空背景下配置而成的植物景观所具

有的美学功能 ,如片林、树丛、树篱、草坪、稀树草坪、

藤架等所表现出的视觉观赏价值 ;衬托美学功能指

植物与建筑、水域、假山、道路等自然或人工地貌在

一定时空背景下自然或人工配置形成的园林景观所

产生的视觉观赏价值。

11313　社会功能 指植物景观有益于人类文化生

活、身心健康 (陶冶情操 )等功能 ,其中 ,文化功能包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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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纪念、教育、学习、科学研究功能等 ;身心健康 (陶

冶情操 )功能包括 :游憩 (休闲、观光 )、保健、治疗功

能等。

11314　生产功能 指创造了景观的植物在生长过

程中产生的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的功

能 ,包括 :食用、药用、工业原料用、工艺品素材用功

能等 ,如提供果品、中药、油料、胶质、脂类、素类、木

栓、饲料、肥料、淀粉、纤维、枝叶工艺产品等。

2 植物功能景观

211　植物功能景观的概念

除社会功能中部分内容 (如 :名木是一种具有文

化功能的植物景观 ,它的文化背景完全是由人赋予

的 )外 ,植物景观的功能均是植物本身所固有 ,是可

被人利用的 ,但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

人们更多的工作限于对现有自然或人工植物群体功

能的研究 ,除主动模仿自然构建视觉景观外 ,多处于

被动利用状态 ;研究自然状态下具有某种特殊功能

的植物景观构成 ,并主动按这种构成结构于城市中

再现这一功能景观则是主动的利用 ,宫胁森林重建

法 [ 16 ]即是主动构建生态功能景观的成功范例。

功能景观从字面上理解是具有某种功能的景观。

客观上植物景观具有以上各功能 ,但其功能的强度 ,

常受树种组成结构、空间结构影响较大 ,如落叶阔叶

树 抗 SO2 能 力 较 强、针 叶 树 较 差 [ 17 ] , 油 松

(Pinus tabulaeform is Carr. )的抑菌功能强于圆柏 (Sa2
bina chinensis (L. )Ant. )、长白落叶松 [ 18 ]

,具有 2行灌

木 4行乔木的林带吸收 CO的能力强于单行树木 [ 19 ]

等。因而 ,可以应用对现有自然或人工植物景观类

型、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成果 ,根据需要人为的进

行事先设计 ,进而构建具有某种功能最佳配置的植物

景观 ,以满足城乡不同区域对景观功能的需求 ,如 ,在

化工污染区构建具有较强吸收 SO2等有毒气体能力的

植物功能景观 ,在医院周围构建具有高强度的抑菌植

物功能景观等。将这种事前进行功能与结构设计、构

建出的以 1种或几种专项功能为主、融多种功能为一

体的植物景观定义为植物功能景观。

212　植物功能景观的内涵

21211　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功能景观要求最大

的发挥景观的主要功能 ,按照生物学原理 ,其前提应

是植物能够最好的适应当地环境并得到最佳的管

理。用乡土或已被证明能够很好适应当地环境的植

物素材去构建功能植物群落 ,必须根据植物生长发

育规律制定管理措施。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 ,

要充分了解、准确掌握功能强度与景观构成因子、环

境指标的关系 ,以及最佳功能植物景观的构成参数。

21212　体现人类充分利用和改造自然 (环境 )的主

动性 人类应主动营建具有指定功能的植物景观 ,

从而实现从过去仅对自然植物群落或人工建成群落

功能的被动研究到主动进行应用的转变。

21213　体现城市环境建设为人类生存与生活服务

的宗旨 城市环境建设的主旨是营建适于人类生存

与生活的人居环境。显然 ,仅以传统的视觉功能 (美

学功能 )景观去应对多变的人居环境是不能或极难

达到这一宗旨的 ,尤其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

有针对性的营建具有某种功能的植物景观 ,解决相

应的城市环境问题 ,是还自然于人类的必然要求。

213　城市植物功能景观的主要类型

随着科学的进步 ,植物景观的功能均可通过人

为构建实现。植物景观有多少功能即可划分出多少

个类型的功能景观 ,即 4大类 :生态功能景观、美学

功能景观、社会功能景观和生产功能景观等。同样 ,

可进一步细划出对应用的次级功能景观。

事实上 ,一个景观常具有多个功能 ,如任何一类

植物景观除具有其主要功能外均具有一定的生态功

能 ,只是由于配置未达到最佳 ;因此 ,功能景观可采

用最主要的功能进行命名 ;若同时有 2个同等重要

的功能 ,则可采用“生态 +美学功能景观 ”的方式进

行命名。

3 城市植物功能景观理论的应用价值

311　使植物景观设计目的明确、依据准确

任何一个植物景观的构建都有一定的目的 ,即

实现某一种或几种景观功能 ,最终归结为植物功能

景观的营建。从所属区域内现有自然或人工植物景

观功能的定量比较研究资料中找到待建功能景观的

最佳结构参数 (包括组成结构、年龄结构、平面布局、

空间布局、适应环境指标等 )作为景观设计的定量依

据 ,按此参数具体进行实施 ,最终实现景观建设目

标。整个设计过程增强了理性化程度 ,减少了随意

性 ,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的基本设计原

则 ,并使景观设计规范化、程序化、简单化 ,如以白桦

(B etu la pla typhylla Suk. )营建美学功能景观。白桦

主要的观赏价值在于其洁白的树皮 ,徜徉于白桦林

中给人以无际的遐想与美感。实际调查发现 ,白桦

的最佳美学效果是生长于较为平坦或略低洼、肥沃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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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和较湿润环境下的纯林 ,在此条件下调查得到

的各类结构参数当为景观设计的基本依据 ;但过去

的应用多忽略了环境指标和布局参数 ,或应用于高

燥处 ,或单株应用 ,或行、列式配植 ,造成白桦树皮黑

色节疤增多 ,严重影响美学效果 ,其主要原因即 :景

观设计的依据不准确 !

312　使正确、定量评价一个景观设计方案成为可能

对植物功能景观的 4大类型 (生态、美学、社会

和生产功能景观 )进一步进行二级、三级分类 ,筛选

评价指标 ,并最后确定出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

分标准 ;对景观拟设计功能进行排序 ,按照次序给予

各功能以不同权重系数 ;根据指标体系进行评分 ,按

权重进行综合计分 ,从而可对同一地点的一系列设

计方案进行定量、有效的评价 ,最终筛选出适合功能

景观建设的最佳方案。

313　使植物景观更能发挥其综合的功效

正如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解决方法一样 ,满足

主要功能的景观结构参数往往都有一定的变化范

围 ,在该范围内 ,对主要功能无影响或影响不大。按

照景观设计功能的次序 ,首先确定主要功能的最佳

景观结构参数变化范围 ,再于此范围内选择能够最

大发挥次级功能的参数范围 ,以此方法逐级确定其

它各再次要功能的结构参数范围 ,最终选择的参数

值将使主要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又最大限度地体现

了其它功能 ,实现综合功能最佳。如所设计景观为

美学功能景观 ,应根据具体立地环境背景和实际需

求 ,再确定其余三大功能的次序。以功能次序排列

为美学功能、生态功能、生产功能、社会功能为例 ,首

先按美学功能要求选择了 n种植物 ,再按生态功能

的要求在 n种植物中选择出 m种 ,然后按生产功能

要求在 m种中选出 x种 ,最后按社会功能要求在 x

种中选定 y种 , y为最终选择结果。这样在保证美学

功能的同时 ,又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其它次级功能的

要求 ,从而实现以美学为主的多功能综合效益。

4 展望

有关植物景观功能的研究资料较多 ,但主动应

用的实例尚少。功能景观概念尚属首次提出 ,要被

接受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但功能景观理论为景观设

计指出了确定的方向 ,为景观设计方案的评价提供

了方法 ,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有关功能景观建设今后的主要工作是 : ( 1 )植

物个体、群体的自然属性信息、与环境关系信息、与

功能强度信息的研究与积累 ; ( 2)各类关系数据库

的建立 ; (3)各类专项功能、综合功能景观的建设模

式 ; (4)景观各类功能的分类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

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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