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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智慧城市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

交互景观设计作为一种新兴领域，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探讨了智慧城市背景下交互景观设计的策略与

方法，旨在提升城市空间的功能性和美学价值，同时增强居民的生活体验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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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smart 
cit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global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interactive 
landscape design, as an emerging field,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trate-
gies and methods of interactive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cities, aiming to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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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ality and aesthetic value of urban space, while enhancing the living experience of res-
ident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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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已成为全球

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智慧城市强调运用信息通信技术(ICT)资源，优化城市管理，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一背景下，城市景观设计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交互式景观

设计，它以其独特的参与性、体验性和技术融合性，在智慧城市的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交互景观设计不仅改善了城市空间的美学和功能性，还增强了城市环境与用户之间的互动[1]。它通

过集成传感器、智能设备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创造出能够响应环境变化和用户需求的动态空间。因此，

探究智慧城市背景下的交互景观设计策略与方法，不仅对于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增强居民生活体验具有

重要意义，也对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 智慧城市与交互景观设计 

智慧城市的概念源于对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和服务中潜力的认识。其发展历程标志着从简单的技术

应用到综合城市系统的信息化转变[2]。智慧城市的核心特点在于利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ICT)集成城市

运行的各个方面，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并增强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一转变不仅涉及技术

层面，还包括政策制定、城市规划和居民参与等多个维度。 
在智慧城市的框架内，交互景观设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核心在于创造能够与公众进行互动

的空间，通过引入传感技术、智能界面和用户参与机制，使得城市空间变得更加生动和富有吸引力[3]。
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美学价值，还增加了城市空间的功能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促进了居民的社区

参与和文化交流。 

3. 交互景观分类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感官体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系统和服务的连

通与集成，也为景观设施的服务智能化提供了无限的创作动力与创新空间[4]。各式各样的交互景观开始

出现，主要向着多个类别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数字城市、地理信息系统、植物生长模拟、虚拟旅游及虚

拟博物馆等多个领域。 

3.1. 感官交互景观 

感官交互景观是一种独特的设计方法，旨在通过激活人的基本感官——视觉、听觉、触觉等，来增

强空间的体验性和互动性。这种设计理念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直接感官交流，创造出既美观又富有互动

性的空间体验[5]。通过视觉艺术、听觉效果和触觉体验来吸引用户，使他们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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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空间的吸引力和记忆点。例如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感官交互公园，作为一个互动和体验空间(如图 1)，
吸引不同的感官(触觉、嗅觉、视觉和味觉)，通过与空间的敏感对话增强人们对景观的感知，将花园中的

自然元素联系到体验之中，即气味、纹理、风味、声音、场景装置将一系列场景与感知相连，在有形和

无形的景观之间创造出一个多层次花园—嗅觉景观、味觉景观、触觉景观和视觉景观。 
 

 
Figure 1. Sensory interactive landscape 
图 1. 感官交互景观① 

3.2. 物理交互景观 

物理交互景观是指那些设计元素可以通过物理方式与人互动的空间。核心在于通过身体活动如触摸、

攀爬、行走或其他动作与环境产生互动[6]。这种设计不仅提供娱乐和审美价值，还促进身体健康和社交

互动。通过可移动或可变形的结构创造不断变化的环境，如可调节的遮阳结构或可变配置的座椅。尽管

以物理互动为主，但这种设计通常结合多感官元素，如触觉材料的多样性、声音的变化或颜色的互动，

创造丰富的体验。通常用于公共空间，例如济南绸带公园中“星空乐园”是一个新型公共空间(如图 2)，
既安装有蹦床、转椅、趣味跷跷板、秋千，传声筒等互动设施，还布置了一座大型沙坑，配套滑梯、攀

爬绳、摇椅等配套设备，供游客和儿童使用与互动。 
 

 
Figure 2. Children’s activity area in Jinan Ribbon Park 
图 2. 济南绸带公园儿童活动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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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交互景观 

数字交互景观是借助计算机技术，综合运用 GIS、遥感、遥测、多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仿真技术和多传感应技术等数字技术，对景观信息进行采集、监测、分析、模

拟、创造、再现的过程、方法和技术，是区别于传统的用纸质、图片或实物来表现景观的技术手段[7]。
例如在在中国艺术疗愈数字花园中选取“花修”理念中的七种花作为表达媒介(如图 3)，不同的花反映着

人不同的情绪与状态。配合图像识别技术，游客在手机端收获属于他的专属花卉图案后，即可前往七色

花装置完成交互。以“花”作为整体造型的灵感，利用超高清 LED 柔性屏的特性，通过参数化建模，打

破了传统显示屏规则形状的限制，创造出动态而富有韵律的曲线弧度，使显示内容更灵活多样。结合全

域环绕音场、自然疗愈声效等的应用，为用户呈现了一个多维度、多感官的艺术自然疗愈场域。 
 

 
Figure 3. Seven color flower device 
图 3. 七色花装置③ 

3.4. 生态交互景观 

生态交互景观重点在于融合自然元素，如水体、植被和地形，以及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创造一个

能与环境互动的空间。运用环保材料和设计理念，如使用本土植物、建立生态水体，促进生物多样性和

环境可持续性。在中国峨溪河流域设计中，采用了以“梯田”形式设计植物景观绿化带，其同时也具有

生态滞留池和雨水花园的作用[8]。生态滞留池就如同海绵吸水一样，在应对环境的变化与洪涝灾害等方

面具有良好的可控性。汛期时变成蓄水池来增大河面宽度，减小防洪堤的抗洪压力，起到了缓冲作用，

并逐步改善并恢复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如图 4)。 

4. 交互景观设计 

4.1. 体验式交互景观设计 

体验式交互景观的侧重点在于人们能够亲身参与其中，实现体验式的互动。在互动中，人是以使用

者的身份参与并完成体验过程的[9]。体验式交互景观在进行设计时除了满足景观对城市市容的改造及创

造功能外，更重要的是需要符合人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实现景观对人的情绪及体验的影响，从而达到

人景互动的效果。例如，美国波士顿公园的 Swing time 秋千，为不同尺寸圆环形式的秋千组合形成的秋

千群，材质为半透明塑料，内装有根据秋千的摆动角度改变颜色的 LED 灯(如图 5)，灯光颜色随晃动的

剧烈程度进行深浅变化，为公园增添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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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lant purification zone 
图 4. 植物净化带④ 

 

 
Figure 5. Swing time swing 
图 5. Swing time 秋千⑤ 

4.2. 创作式交互景观设计 

创作式交互景观设计将用户从被动观众转变为主动创作者。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以人为本的理

念始终贯穿其中，景观创作的价值导向正在转变，创作式交互景观与传统景观相比不再是单向的叙述，

更加强调设计的双向性。通过多样的反馈形式调动用户的创作积极性，以设计师的专业能力为基础，从

用户自身的参与体验出发进行创作，内容不再由设计师的个人意愿决定，因此更加具有趣味性与实用性。

例如，蒙特利尔艺术家马修·勒素和艾蒂安·帕克特设计的萤火虫之光(如图 6)，通过邀请观众运用手工

方式打造自己的视听节目实现参与体验，运用携带感应装置的反射灯泡产生萤火虫的效果，利用多媒体

表现形式打造出夏夜风景。 

4.3. 虚拟式交互景观设计 

虚拟式交互景观设计是一种结合了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现代景观设计方法。该设计

方法通过创建虚拟环境或增强现实场景，提供一种新型的空间体验，使用户能够沉浸在一个由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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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虚拟世界中。这种设计充分利用了数字技术的潜力，为传统景观设计带来了创新的维度，在智慧

城市中，可以使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来扩展或增强现实世界[10]。例如，通过 VR 头显，

用户可以体验到不同的虚拟环境，或者通过 AR 技术在实际环境中叠加虚拟信息。这种策略的目标是通

过提供一个交互性强的虚拟环境，来增强用户的感官体验和知识吸收。Teamlab 团队创作的水粒子消除

作品的边界，众多的水粒子代表流动的虚拟瀑布，盛开的花朵以运动的方式与参观者进行互动，水与花

给人以真实灵动的沉浸感，营造出微风拂面的花海环境(如图 7) 
 

 
Figure 6. The light of fireflies 
图 6. 萤火虫之光⑥ 

 

 
Figure 7. Eliminating the boundaries of a work 
图 7. 消除作品的边界⑦ 

5. 济南绸带公园中交互景观设计实践 

泉城济南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独特风貌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著称——遍布城中

的泉水、由泉水汇流而成的大明湖，以及泰山脚下、黄河之畔的地理位置，都是让这座历史名城闻名遐

迩的丰厚底蕴(如图 8) [11]。该公园设计的核心是结合当地的自然和文化特色，创造一个既有生态价值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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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公园与当地的景观生态紧密相连，并与泉水元素和泉城的悠久历史相结合，

为不同年龄和喜好的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城市景观空间。在济南绸带公园的设计中，在济南中央商

务区的核心部分创造了一个世界级的生态公园系统——通过一系列标志性的开放空间与区域内的景观生

态建立连接，同时融入济南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公园与当地的景观生态紧密相连，并与泉水元素和

泉城的悠久历史相结合，为不同年龄和喜好的居民和游客提供引人入胜的丰富城市景观空间。 
在儿童区设有多样化的游乐设施，蹦床、转椅、跷跷板和秋千等提供丰富的体育活动，促进儿童的

身体发展，沙坑作为传统的游戏环境，结合滑梯和攀爬绳，鼓励儿童进行创造性游戏和身体锻炼。拥有

传声筒等配套设备，增强儿童的声音互动体验，同时促进社交技能的发展。中央的莲花湖设有湖滨漫步

道和岩石瀑布景观，为市民提供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公园中安装了多个互动艺术装置，如反应游

客动作的灯光装置和声音互动装置。这些装置不仅提供视觉和听觉的享受，还鼓励游客参与和体验，使

他们成为景观的一部分。设计考虑了生态景观互动和可持续性，如使用本地植物，建立雨水收集和利用

系统(如图 9)，以及太阳能照明装置[12]。这些设计不仅降低了公园的环境影响，还教育公众关于生态保

护的重要性。 
 

 
Figure 8. Jinan Ribbon Park 
图 8. 济南绸带公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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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Rainwater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system 
图 9. 雨水收集和利用系统② 

6. 交互景观设计在智慧城市中面临的挑战 

6.1. 体验式交互景观设计 

在智慧城市的背景下，交互景观设计面临着将先进技术与可持续环境实践相融合的挑战。设计师必

须在创造吸引人的、技术驱动的空间和保护自然生态之间找到平衡。例如，当利用太阳能板来供电时，

需要考虑它们对自然景观的影响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这要求设计师不仅考虑技术的实用性，而且

考虑其长期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物种多样性、水资源管理和土地使用。 

6.2. 成本效益与后期维护 

高科技交互景观设计的实现往往伴随着高成本，特别是在初始阶段。这些成本不仅包括物质和技术

设备的费用，还涵盖了安装和后续维护的开销。例如，一个装备了交互式触摸屏、动态照明系统和自动

环境监测传感器的公园，可能需要昂贵的技术支持和定期更新。这种高成本的投资需要有效的预算管理

和长期的财务规划，以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6.3. 数据隐私与安全性 

随着智慧城市项目越来越多地利用数据收集和分析来优化城市空间和服务，数据隐私和安全性成为

重要议题。在交互景观中，可能会收集关于用户行为、偏好和移动模式的数据。这些数据虽然对城市规

划和服务优化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带来了个人隐私保护的挑战。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必须确保所有收集

的数据符合隐私保护法规，并采用适当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7. 未来交互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与更新方向 

7.1. 自然与科技的融合 

在交互景观的未来发展中，自然元素与科技的融合将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设计师将探索如何利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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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增强自然环境的美学和功能性，而不是替代它们。可能包括使用可持续技术，如太阳能和雨水收集系

统，以及将本地植物和生物多样性融入设计中。通过这种融合，设计旨在创造出和谐的环境，既展示自

然之美，又提供现代科技的便利。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在未来的景观设计中也将发挥更大

的作用。这些技术将被用来创造沉浸式体验，为用户提供新的视角来探索和互动。例如，AR 应用可以

用于在现实环境中增添虚拟元素，提供教育内容和互动体验。此外，VR 技术可以用于模拟设计方案，

使公众在实际建造之前参与设计过程。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设计师可以创造出超越传统物理限制的

新型空间。 

7.2. 跨学科的方法论 

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利用未来的趋势，交互景观设计需要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景观设计与建筑

学、环境科学、信息技术等领域结合起来，共同探索创新的设计解决方案。例如，景观设计师可以与环

境科学家合作，开发出既美观又生态友好的设计方案，或者与信息技术专家合作，集成最新的智能系统。

通过这种跨学科合作，可以更全面地解决复杂的设计问题，创造出符合当代城市需求的创新景观。 

7.3.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 

在未来的交互景观设计中，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将成为一个核心理念。这意味着设计过程需要围绕用

户的需求、偏好和体验来展开。设计师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深入了解目标用户群体的特征和需求，确保

设计既满足功能性要求，又符合用户的审美和体验期望。例如，设计师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用户测试和

社区工作坊来收集用户反馈，并将这些信息融入设计过程中。通过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可以确保

设计不仅技术先进，而且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8. 结论 

当前的城市智慧化发展脚步加快，人们对于生活要求也逐步提高，智能化的手段已经渗透到了生活

工作的各个角落，城市景观作为居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人的需求为导向，适应城市智能化手段

和要求，通过 5G、时空信息云平台等方法提高景观装置的虚实协同发展，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快虚拟化交

互手段的完善，在虚实结合的装置中探索以智能化手段为依据，更加适应本景观装置的虚拟化表达手法，

真正实现虚拟交互景观的智能化发展。交互景观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 1 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不断的技

术和手段更新，满足城市发展需求，促进人与环境的发展关系，以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当下的发展现状，

实现“人–机–环境”与城市发展的重新定义。虚拟化作为交互景观表现的一种手段，推动了城市智慧

交互景观的发展，在交互景观传统表达手法的基础上做出了创新的探索，基于智慧城市背景下对于未来

交互景观创新手段的研究和探索对城市景观未来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图 1 来源：网页引用，https://mooool.com/en/sensory-landscapes-by-x-studio.html#pid=21  
②图 2，图 9 来源：作者自绘 
③图 3 来源：网页引用， 

https://www.urbanlight.cn/newsdetail/705bff01-edd9-7b37-864d-e821923fc5ca  
④图 4 来源：网页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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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BLEName=cjfdlast2020&nonce=36ED5B7AA2DD4BD89A46295821ECB754&TIMESTAMP=171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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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图 5 来源：网页引用，https://www.toodaylab.com/68152  
⑥图 6 来源：网页引用，https://www.sohu.com/a/311837405_283238  
⑦图 7 来源：网页引用，https://art.team-lab.cn/e/tankshanghai2019/#modal-1  
⑧图 8 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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