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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给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带来客观、理性的分析，风景园林教育步入数字化时

代，各大高校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数字景观教学。为了提升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分析与技术应用能力，培

养面向行业、应用、实践的高层次人才，华中科技大学景观学系从数据调研与采集、分析与评价、可视

化与模拟三个模块构建了“风景园林研究生专业实验”课程内容框架。数据调研与采集通过遥感解译与

无人机航拍航测，获取场地信息、高分辨率图像等数据，成为后续许多分析评价的基础数据。分析与评

价主要依托GIS平台，从空间分析、网络分析、模型构建器的使用，授予主流分析方法。可视化与模拟

则提供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支撑规划设计方案的生成。上述课程内容框架实现景观规划设计全周期

的工作流程，对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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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objective and rational analysis to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

sig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digital era.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carrying out digital land-

scape teaching in full swing. To improve the analysi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s and cul-

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oriented to industry,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the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set up the cour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ostgraduate professional experiment” for 

professional masters. The course framework consists of three modules: data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evalua-

tion, and visualization and simulation. Through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and UAV aerial photography, aerial surveys, site 

information, high-resolution images, and other data types can be obtained, which has become the basic data for many subse-

quent analyses and evaluations. The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mainly rely on the GIS platform, including major analysis methods 

from spatial analysis, network analysis, and model construction. Visualization and simulation provide mighty computing power 

to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planning and design schemes. This course helps improv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abil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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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风景园林行业越来

越重视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提高规划设计方

案的合理性、客观性与科学性。依托3S技

术、参数化建模、虚拟现实技术、机器学习

等数字技术，数字景观应运而生，成为当下

风景园林领域的热点之一。

数字景观在国际上的研究呈多样化，网

络体系完整 [1]，伴随着该领域的兴起，风景

园林教育也已步入数字化时代 [2]，数字景观

在教学中的应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近几

年在国内外不少高校中已有部分课程建设

成果。德国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Anhal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是国外较具代表

性的高校，并以此连续举办了多届国际数

字景观大会 [3]。欧美的其他高校，例如哈佛

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英国建筑联盟学院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荷兰

贝尔拉格学院（The Berlage Institute）等学校也均

有开设数字景观相关课程 [4]。国内以东南大学

为代表，率先开展数字景观教学，并建立起

较完善的教学体系、课程平台与教学方法 [4]。

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等国

内高校也在数字景观教学上做了探索 [5-7]。虽

然众多高校开展了数字景观的教学，但相关

的教研研究主要围绕某一高校风景园林专业

的整体教学体系 [8-9]，或某一数字技术在教学

中的应用[10-11]。关于数字景观全流程、一体化

的课程建设需要系统地整合，从而为培养学

生进行规划设计全过程所需的数字技术能力

提供良好的支撑平台。

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中大）开设

的“风景园林研究生专业实验”（以下简称

“专业实验”）是一门依托“双一流”建设的

高水平实验课程，针对风景园林专业型硕

士研究生开展数字景观教学。该课程的培

养注重行业引领性、技术创新性与实践适用

性，从规划设计的场地信息获取、数据分

析评价、可视化与模拟表达等方面，提供

景观规划设计全周期的数字技术教学，并

为其他设计课程提供技术支撑，带来显著

的教学成效。

1 课程概况

1.1 课程建设背景

为适应“双一流”建设，华中大自上而

下重新规划专业学位的课程内容框架，统筹

各学院、学科专业实验教学的改革，于2016

年启动了第一期专业实验的建设工作，风景

园林是其中专业之一。从2017年秋�学期�

2021年，景观学系已连续开设“专业实验”

课程5年。据��，近�年��的专业型硕

士研究生中，其�科专业49.2%为风景园林，

22.2%为园林专业，���术专业�12.7%，

�有少部分为��地理、��规划、���

理等专业。在�科期�，60.3%的同学���

数字景观相关教育，34.9%的同学���过一

点点相关��（�1）。�此，实验课程提供

了从����入的��体系，��不同�面

学生的需�。

学校“双一流”建设以��培养为��，

其����为建设为��一流大学，着力一

流��培养，培养具有�会���、创新�

�、工���、技术�实的专门��。�此，

数字技术是风景园林学科建设与��培养的

关���。在教育教学中，数字景观对培养

面�行业、面�应用、面�实践的高���

�具有重要的地位，�过“高起点、创新性、

行业性、专业化”的建设方法，以�实验�

合应用的��，实现��培养。

1.2 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在教改以�，华中大数字景观课程�针

对�科生开设，以�一��的��为主，�

于课时��，���能������，�此

面�着�以与实际应用相关联的��。较�

的应用性也�以��学生的学习热�，��

教学过程较为����。�一方面，随着国

内对专业型��需�的��，开设一门数字

景观技术的实验课程，是��学生从�科�

�以��为主，���研究生��以实践应

用为主的重要支撑。

从教育��来�，在有�的课时中，�

法��地��所有的相关技术��，�此，

课程以引�学生了�规划设计全周期过程中

所需的技术方法为��，为学生开�了一�

数字景观��的��，以�较为��的�

�模�。�也�进了�课程的教学方法的改

革，从�一�学��理��合应用、理��

合实践。在课程中，不�是呈现技术�果，

�重要的是�引学生��相应的技术在风景

园林领域的应用，并一步步地��课�的实

际�作。

�课程的�位为高起点、高�量，具体

��以下教学��。（1）提供风景园林数字

技术的理���。课程��风景园林领域�

�与��的数字技术，培养学生对数字技术

的兴�与探索能力，��学生依托数字技术

规划设计的理���体系。（2）为研究型课

程设计体系的��提供��。课程��景观

规划设计过程中，��技术的应用方�与�

作流程，�其如�与规划设计相�合，培养

学生的科学规划设计能力，为创新型规划设

计成果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3）为景观规

划设计的实践应用提供支撑。课程��的各

�技术是在风景园林学科领域内�步兴起，

而�会引领���展的��技术，在实践应

用中具有�大的�力，从而提高风景园林专

业学生的创新��与技术��性，培养科学

数字景观教学改革与实践——以华中科技大学“风景园林研究生专业实验”为例      陈    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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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术创��合的高��与技术引领型

��，带动行业的创新性�展。

�过�课程的学习，有�于学生在多方

�上���专业领域�合�系统的创新�

�，据此提高其�体�业技能��养，对培

养面�应用实践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具有重

大��。

1.3 课程特色

（1）数字化技术��设计全程。“专业

实验”��了景观规划设计全周期所需的数

字化技术，对应着���的“��、分析、

方案生成”��流程，�入了数据�研与�

�、分析与评价、可视化与模拟�模�。课

程不是�一数字技术的应用，也���的简

��合，��用或��的技术方法有机地�

合起来，�成一�完善的数字景观分析体

系，提高课程的实际应用价�。

（2）“专业实验”教学成果应用于规划

设计课程。“专业实验”设�在第一学期，可

以与规划设计课相��。其所教�的代表性

分析方法为开设的4门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课

程（���分�对应景观设计、景观规划、�

�设计、�合设计）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

�成科学合理的规划与设计方案。

（3）数字技术与景观规划设计案例相�

合，可�作性�。“专业实验”�理���与

案例实践相�合，��学生对各�数字化技

术在风景园林领域中应用的��，而�简�

地��各���的�作流程��上机��与

学生�作相�合，�过�教�学的方�，�

�学生动��作的机会，提高学生对��的

��效果。

2 “专业实验”课程内容框架

“专业实验”各�模�之�相���，

�筑一���对�的课程�（表1、�2）。

从规划设计的��来�，�期的分析评价是

��中期方案设计的重要依据，数据获取�

是��，而方案生成��也可依托于数字技

术进行��高效、多�的��。�一方面，

�据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一�过程�数字景

观技术在应用中��的�能，可�其分为�

大���景观信息��技术、分析评�技术

表1   华中大数字景观课程内容框架
Tab. 1   Course framework of digital landscape

��
Modular

����
Platform

��
Hour

�����
Digital technology

����
Teaching content

数据调研与采集

ENVI 4 遥感解译 基于监督分类的影像提取

无人机+Smart 3D 4 无人机航拍航测
竖直摄影、倾斜摄影、三维

模型构建

分析与评价 ArcGIS

3 空间分析 生态敏感性分析

3 网络分析
绿地服务范围、设施配置、

路径分析等

2 模型构建器的应用 场地选址分析

可视化与模拟 Rhino+Grasshopper
3 电池组件的使用

坡度分析、汇水分析、视线

分析、建筑密度分析等

5 参数化辅助设计
实际案例的应用，视情况

而定

图1   2017 -  2021年华中大风景园林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本底及学情分析
Fig. 1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situation of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majoring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HUST from 2017 to 2021

图2   课程“知识模块—知识要点”框架
Fig. 2   Framework of “knowledge module-key points of knowledge” in the cours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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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可视化技术 [12]。

其中，“数据的�研与��”�于风景

园林学科特点，以������、��机�

�、POI大数据等为主，从�学科��会��

�的一�需���，��教学内容。例如进

行����的��，可以获���、水体等

不同地�的数据。��高分�率��，�可

进一步划分���型 [13]。��数据是进行景

观格�分析、生���性分析等��分析的

先�数据。

“分析与评价”是数字景观技术的��

所在，�取当�具有较�应用价�的某�

�型的分析方法，例如��分析、��分

析，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于地理信息系

统（GIS）是风景园林领域�主流的技术平台

之一，并�与其他平台有着较好的����，

�此，以此开展上�分析与评价。��学习

能��学生�其应用于相近的分析中，具有

��作用。

“可视化与模拟”是规划设计方案呈现

的����，也有�要进行相关的教学实

践，以获取一�完整的��体系。�此过

程，�规划设计成果展现�来，并依托参数

化设计，模拟不同�景下的方案生成效果，

可进行多方案的��生成与对�。

2.1 数据调研与采集

数据�研与��是规划设计的第一步，

要�学生��一���数据的获取��、方

法，��中�分�率的�����（Landsat系

�）、数字高程模型（DEM）、��、���其

行����的�量数据等�型的数据��，

重点教学��机����、������。

��机的教学主要分为��与����

方面 [14]。����的���过�����行，

获����域的�高分�率正������

���的��获取了场地不同方位的多�地

�������位，并�过Smart 3D平台进

行��模型�建。��模型���统场地分

析��于��平面的��，��观地��场

地现�，可在模型中�量��方�上的��

或面�，或进行日照、视�、水�等分析，

�可实现方案设计�敲过程，以�方案成果

的真实展�。

�于中�分�率����的��，主要

针对Landsat系���卫星���，��ENVI

��，�过监督分�法进行不同地�的�分。

具体��辐���、大气校正、几�校正、

镶嵌、裁剪等��预处理工作，以�监督分

�的整�流程，从而��各�地�的数据。

2.2 分析与评价

分析与评价是��科学合理规划设计

方案的�提与����。实验课程主要��

GIS平台�建了��主要分析评价�度：（1）

�于��分析的生���性分析�（2）�于

网络分析的服务范围、资�分配与�位、�

短��等分析�（3）�于模型�建器的�

址分析。模型�建器（Model Builder）是ArcGIS

中用来创建、编辑��理模型的应用程序，

即一系�地理处理工具串联起来的工作流，

�其��的计算分析优势而具有较高的�用

价�。

生���性分析主要从�建评价��体

系、��评价、�成评价��方面展开 [15]（�

3）。在国土��规划背景下，生���性评

价成为双评价中的重要评价内容之一，�此

该评价也越显�重要。《资���承载能力�

国土��开�适宜性评价�南》（试行）明确

了生���性评价的4�方面，��水土流

失、沙化、石漠化、海岸侵蚀，实验课程�

进一步完善，�入相关评价内容。此外，生

图3   基于空间叠加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Fig. 3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alysis based on spatial superposition

高程

土地利用（分类后）

坡度（分类后）

景源（转栅格）

坡向（分类后）

水体缓冲（分类后）

最终加权叠加（转栅格）

生态敏感性分析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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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的��、过程、方法均可用于

其他�似的分析，例如用地适宜性评价、绿

���布�分析等，具有较�的适用性。

服务范围分析首先依托上一模�搜��

的����网�量数据�建网络数据�，作

为��分析的��数据。该分析�成的以时

�或��为成�的覆�面，考虑了�行过程

中������的阻碍，��统的圆�缓冲

��具科学性，近年来在公园绿地服务范

围、可达性方面的研究�渐�多[16-17]。该分

析也应用于公共设施的布�，��其��分

配的较优方�。�短��依据��的�行点

与终点，可在其�设�一�的障碍点，计算

��点之�的�短��（�4）。

�于各�分析��相���，上一步的

��数据作为下一步的�入数据，�此ArcGIS

模型�建器在实际应用中有着���的优势。

在实现��分析、网络分析等��上，模型

能�观地显�各�分析之�的相�关系，�

可实现分析�作的共享（�5）。当��或方

案的场地变�时，�需改变�入端的数据，

即可�过建�好的模型，短时完成各���

的分析�务，�模型多�反复�用，实现数

据的批量运行。实验课程以�址分析为例，

要���模型�建器的��原理�其�建的

整�流程，提高分析评价的效率。

2.3 可视化与模拟

�模�依托Rhino与Grasshopper平台，�

入参数化技术，支撑规划设计方案的生成。

早期以参数化技术为主，�期注重��多元

的可视化技术。参数化技术改变了�统景观

规划设计�验���的教学方�，培养学

生客观理性的��方�，为规划设计提供

图4   ArcGIS网络分析的应用
Fig. 4   Application of ArcGIS network analysis

图5   ArcGIS模型构建器的应用
Fig. 5   Application of ArcGIS model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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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景观教学改革与实践——以华中科技大学“风景园林研究生专业实验”为例      陈    明    等.  

�合理、有规律、有��的�果。�模�

从����展开，循序渐进�地引�学生开

展课程。

第一��为Rhino与Grasshopper的���

�，�过一�简�的专�让学生初步熟悉平

台中�用的一�组���作方法，例如场地

坡度分析、汇水分析、视�分析、建筑密度

分析�其可视化、日照分析等（�6）。该�

�一�重要的教学��是锻炼学生的逻辑�

�能力，能够举一反�，�过��的若干

案例的组��用方�，���其他�型分析

的技术流程，而���于教学中所���的

�案。

第���为实际应用，以一�场地设计

为案例，�参数化用以辅�设计。规划设计

的过程是需要不断地进行方案修改，�统

以�绘方�表达��方案或�于SketchUp建

立����模型，仍给规划设计工作带来

较大工作量。�于参数化设计能�建一��

�联动的有机系统，�过�改设�的参数

数�即可实现方案�果的变化，�此可提供

多�方案供设计者参考，大大提高工作效

率。具体的设计过程���于��或���

�的设计逻辑提�、参数与变量�择、算法

�择、初始方案生成、参数�节��的终

�方案 [9]。

3 课程成效

（1）面�设计课程的应用成效。“专业

实验”作为技术性较�的一门课，与“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紧密�合，回归风景园林教

学的��，�数字技术应用于规划设计中，

培养�于数字技术分析的规划设计能力。在

“专业实验”开设以�，学生在课程设计上，

��上�用�性或�于��、�能等�统的

分析��进行方案设计。在课程开设以�，

学生�用数字景观分析的自主能动性��，

几乎所有小组都会主动�用合适的分析方法

应用于他们的规划或设计方案中。以华中大

景观学系的教学为例，在课程“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合设计”中，学生应用

多�技术方法，从场地现�分析�规划方案，

均有“专业实验”教学痕迹的应用（�7）。

学生�设计成果投稿各�学科竞赛或行业竞

图6   基于Rhino与Grasshopper的场地分析
Fig. 6   Site analysis based on Rhino and Grasshopper

图7   新疆布尔根河流域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Fig. 7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Burgen River Basin in Xinjiang

7

6

以建筑密度为依据数据可视化表达

以建筑中心为基准，根据面积大小的高度可视化

“狸”智应对——新疆布尔根河干旱流域生态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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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已多�在国际、国家级竞赛中获奖，�

�ASLA学生奖、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大学生

设计竞赛。2021年1月，依托“风景园林规

划与设计（Ⅱ）��景观规划”课程成果，

获�第11届巴塞罗那国际景观双年展国际景

观高校奖，全球�9所院校入�，华中大成

为国内唯一入�的高校。获奖��大多依托

一�的技术��进行场地分析与辅�规划设

计，提�了科学理性的设计方案。

（2）面�实习或就业的应用成效。在

2017年以�，华中大景观学系�建立起研究

生的数字景观课程，�此学生普遍�具�数

字景观技术的应用能力。随着“专业实验”

课程的建立，��了学生的学习热�，每年

�课�数��上达�100%，�为他们在实

习或就业中带来了较大的成效。�期�过�

�，学生普遍反馈在武汉�园林建筑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公司、湖北省�建设计院股份

有�公司（以下简称�建院）等实习�地中，

与同期的�员相�，他们��能�高效地生

成规划设计方案，在设计�位中做�的设计

方案�承担的工作具有�高的�同率�落地

率。例如，在�建院提供的腾冲大盈江流

域治理��中，学生�用��机进行场地�

���，建立����模型，并以此规划

设计�江的绿�。��模型���统，给

绿������的详�设计提供了�贴合实

际�况的方案。在园林院提供的武汉�绿色

生�网络规划��中，�过高清�����

�、生���性等分析，提取�生��地、

绿色廊�等要�，�建绿色生�网络。�

量的分析方法��的客观合理的规划布�方

案，在��汇报时����评审专家的一致

好评。此外，在学生��过程中，��也�

为拥有一�的技术优势，��了他们的�业

竞争力。

4 结语与展望

数字景观在�来很长一�时�都�成为

风景园林领域的热点方�，给景观规划设计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也有�于�进“双一流”

建设。在信息化背景下，依托数字景观的风

景园林教育是�来的一大�展趋势，为技术

性高新��的不断��提供保障，为智慧景

观、智慧��等建设提供�展契机。

为了提升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分析与技

术应用能力，培养面�行业、应用、实践的

应用型��，华中大对数字景观教学进行了改

革，但仍处于初步探索��，随着课程的�

进，仍可不断地完善课程内容框架。一方面，

�来的教学�可�入其他��的技术，例如

机器学习、�度学习、�工智能、虚拟现实

技术等��一方面，�渐�数字化课程扩展，

与景观设计、景观规划、景观工程技术等不

同的设计课程�合，�成�系的品牌课程。

华中大的生�绝大部分来自211或985高校，

但许多在�科��的数字景观教育并不充分，

�此在全国各大高校研究生课程中，可以面�

不同��的学生，�建不同�度的课程内容

框架，以适应不同学生群体的需�。

注：图3、图4均来自“专业实验”课程，由孟诗棋

绘制；图5来自“专业实验”课程，由侯玲玲绘制；图6
来自“专业实验”课程，由王佳峰绘制；图7来自“风景园

林规划设计（Ⅳ）——综合设计”课程，由张仕烜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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