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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级别各类型的花卉展览会举办已久，其中以梅花、菊花、牡丹等

传统花卉为盛，成为了展示城市形象、宣传花卉文化的重要阵地，对绿化行

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传统花卉展的室外展园设计往往有较为固定的模式，

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如何常办常新，使用现代景观手法让花展紧跟时代步伐，

是留给园林从业者的一道课题。

中国梅花蜡梅展览会（以下简称“二梅展”）由中国花卉协会梅花蜡梅分

会与各承办地政府共同主办，自1989年至今，相继在北京、杭州、昆明、武

汉、上海等地成功举办。2020年，第十七届中国梅花蜡梅展览会首次移师南

京，在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景区内梅花山、梅花谷举行。与以往展会不同的

是，主办方提出制作优秀且与景区环境相融的展园将得以长久保留，成为梅花

山的重要景点，这对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展园创新的好时机。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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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传统花卉展室外展园的设计已进入2.0时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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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团队以“麓栖苑”展园项目为契机，探索花展室外展园的现

代演绎方法，实践总结出四项设计策略，以期为传统花卉展

室外展园营造提供参考。

1 文化背景

此次展园项目涉及多元文化主体，主办地南京钟山风景区

梅花山决定了展园的环境氛围及后期管理，建设方南京栖霞

区决定了展园的文化特色与景观亮点，而真正的体验者——市

民游客决定了展园的功能定位。将三者综合考虑，探索展园定

位与设计方向。

（1）钟山风景区文化。梅花山是全国著名的赏梅胜地之

一，有“天下第一梅山”之称，占地面积28 hm2，栽植梅花数

量在3.5万株以上，逾350个品种，已逐渐成为全国的梅文化

中心 [1-2]。梅花山为展园提供了丰富的苗木资源，奠定了良好的

观赏氛围。此外，相隔一墙的明孝陵有着梅花鹿的传说，为

梅园带来了灵气与生机，是独特的文化资源。

（2）南京栖霞区文化。南京栖霞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门户

地带、宁镇扬同城化的核心区，具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

文化积淀和进取的创新精神，是“创新之城、产业之城、生态

之城”。栖霞美景、栖霞文化都是展园景观创意的重要来源。

（3）赏梅文化。南京人民每年初春观赏梅花的习惯由来已

久，盛花期周末游客量可达10万人次，是全国赏梅文化最浓郁

的地区之一。随着市场消费的升级，游客需求也在改变，以往

“拍照—发朋友圈—走人”的逛公园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市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体验感、强调参与感成了如今游

园的趋势。

2 定位与设计理念

2.1 定位与愿景

调研发现，国内花展展园设计常出现“程式化”问题，“千

园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小到城市范围的梅展、菊

展，大到国际级别的花博会、世园会，都喜欢用茅草屋顶、粉

墙黛瓦及一些等比例缩小的微缩景观来表达地域文化及标志性

景点，这种将传统文化标签化、元素化、简单化的做法，缺乏

文化的深度理解，显然不可取。

“麓栖苑”展园位于有着悠久植梅历史的梅花山，加之建

设主体栖霞区正在打造创新之城，设计更应发挥梅花“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将现代景观手法应用于展园设计中，实现从

“展园1.0”到“展园2.0”的升级质变。因此，设计团队以展

现美好生活、体现秀美栖霞、糅合梅花精神为目标，以市民

游客需求为导向，以长久保留、可持续发展为愿景，计划将

展园打造为一个标杆式的现代梅园。

2.2 设计理念与构想

设计团队采用“花、鸟、鹿”等形象代表自然生灵，用

“水、树、谷、园”等意向代表自然环境，通过“云栖霞、鹿栖

谷、人栖园、凤栖树、花栖水”五大区块描绘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美好生态画面，进一步提出“鹿鸣梅谷，霞满天下”

的设计理念，展园“麓栖苑”的名字由此诞生。“麓栖苑”一

语双关：“麓”与“鹿”谐音，且梅花谷位于紫金山麓；“栖”

意指“栖霞”，更有“栖息、自在生活”之意，正是“人，诗意

地栖居在大地上”。

3 设计营造策略

3.1 因地制宜，构园得体

正如《园冶》中所说“相地合宜，构园得体”[3]，园林景

观设计不是在白纸上造园，应充分进行场地勘察，了解地形、

地势、植被等基本信息，从而形成符合基地特征的展园格

局。南京“二梅展”的室外展园主要集中分布在梅花谷东侧，

靠近景区3号门，而“麓栖苑”展园则位于西侧的“非热门”

展位，距2号门约200 m，总面积约1 500 m2，人流量相对较少

（图1）。场地有两个主要特征：（1）地势不平坦。总体说来东

北高西南低，东部起坡上抬，最大高差约4 m；（2）现有植

被较多。整体以梅林为主，四周点植数棵枫杨、榉树、池杉、

柳树等大乔木。

设计团队将场地各项信息转变为展园特色与优势（图2），

依势布置“云栖霞、鹿栖谷、人栖园、凤栖树、花栖水”五大

分区，并设计“光映幻境、璧山流霞、鹿憩仙谷、栖山枫径、

梅岭揽胜、凤鸣树居、梅影探春、四季流香”八大景点（图3）。

（1）因高就低。《园冶》“相地”篇有云“园地惟山林最

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3]。利用场地山坡地势，设置阶梯

看台及观景亭，在低处建造水池，背山面水，形成山环水抱之

势；相应布局园中道路系统，形成环水景小圈游线及环坡地大

圈游线两条主要游览线路。

（2）因地制宜。将四周梅林保留，形成梅海环抱之景，展

园范围在视觉感受上也有所扩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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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游客决定了展园的功能定位。将三者综合考虑，探索展园定

位与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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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天下第一梅山”之称，占地面积28 hm2，栽植梅花数

量在3.5万株以上，逾350个品种，已逐渐成为全国的梅文化

中心 [1-2]。梅花山为展园提供了丰富的苗木资源，奠定了良好的

观赏氛围。此外，相隔一墙的明孝陵有着梅花鹿的传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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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趋势。

2 定位与设计理念

2.1 定位与愿景

调研发现，国内花展展园设计常出现“程式化”问题，“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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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美好生活、体现秀美栖霞、糅合梅花精神为目标，以市民

游客需求为导向，以长久保留、可持续发展为愿景，计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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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场地有两个主要特征：（1）地势不平坦。总体说来东

北高西南低，东部起坡上抬，最大高差约4 m；（2）现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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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3]。利用场地山坡地势，设置阶梯

看台及观景亭，在低处建造水池，背山面水，形成山环水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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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保留场地中大乔木与长势较佳的梅花，以此打造展园重要

景点，强调在地性，将场所精神延续。

（3）因势利导。依托展园区位，建造一个相对独立且具

有完整游园系统的梅花谷“园中园”，以期能够长久保留在拥

有千年历史的钟山风景区。

3.2 与古为新，多元文化转译

展园设计找到共性与个性，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手法，

以“与古为新”的理念将继承与创新相融合，将文化故事重新

“转译”。

3.2.1 在地文化转译

钟山风景区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项目结合展园主旨，从

中选择最能表达设计意图，引起参与者共鸣的主题，打造令

人过目不忘的视觉形象 [4]。设计团队使用梅花鹿这一惹人喜爱

的形象作为展园吉祥物，它们代表了景区在地文化与梅花文

化，是设计师将地域文化转译为景观语言的重要媒介。“鹿栖

仙谷”景点位于展园水池中（图4），用光面的钢结构材料雕

塑抽象出两头形态各异的梅花鹿，成为展园中的“精灵”和

重要打卡点，让六百年前的梅花鹿常驻梅花山，给游人以想

象和回味的空间。

3.2.2 展区文化转译

在花卉展览中，通过景观来辨别参展城市（城区）是观展

的乐趣之一，同时也起到了城市形象宣传的目的。栖霞区的好

山好水好风光将成为“麓栖苑”展园的重要景观主题。

（1）古法新用。展园入口的“光映幻境”景点是对栖霞名

胜“千佛岩”的隐喻。设计师从“千人千面千佛心”的佛理出

发，摒弃“微缩景观”做法，用镜面、绿植组合成的几何形构

架凝练出山、石意象（图5），观者可以从镜中看到千万个自己

与梅花枝条交相辉映，无论是光影中的欢乐，还是“见佛见

心”的哲学思考，都能换来会心一笑。同时该装置也起到障景

的作用，用现代景观形式演绎古典园林中“移步换景”与“欲

扬先抑”的手法。

（2）抽象写意。“幕府登高”是栖霞区最负盛名的景点之

一，绵延起伏的幕府山，景天一色，万里长江经山下奔流向

前，见证了金陵城千年的历史。“璧山流霞”景点位于园区中心

水面上，设计师将古画《幕府登高》之中的幕府山山形提炼出

来，抽象成山形雕塑，搭配雾森系统，在水面中倒映出“云游

栖霞”的意境（图6）。若在园中高处观看此景，绵延的“幕府

山”雕塑与“长江”意象的流线型舞台，确是一幅金陵盛景。

（3）依势造景。“凤鸣树居”，取义“有凤来栖，霞满天

下”，是栖霞人杰地灵的象征。该景点位于展园中心北侧，以

环抱着枫杨的树屋为主景，将茂密参天的大乔木与现代钢结构

景观小品相结合，搭配一棵原场地保留的宫粉梅，苍劲的树

干、简洁的白色立柱衬得梅花越发娇艳，是自然与人工的完美

融合。树屋背面楼梯下依次雕刻吟诵“栖霞六景”的古诗句，

极具韵律感。

树屋还是展园内的重要观景点，一层梅花形状木平台延伸

至水面，透过树屋立柱形成一扇扇框景，宫粉梅便成了画中美

人，园内景致如画卷般层层展开（图7）。为了增强游人观感，

丰富游览体验，设计师特意打造了树屋二层平台。在这里“坐

观天地得景全”，拥有360°的开阔视野，更是将钟山风景区

远处景色“借”入园中，给人以无边界与景区相融的感受。在

树屋二层围栏处，镶嵌无边显示屏，播放栖霞区风光、人文、

科技宣传片。当夜幕降临，展园中流光溢彩，变成了一幅全新

的幻彩天地（图8）。

3.2.3 游园文化转译

随着市民游客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他们对于赏花的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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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园区位及现状图   

2. 展园设计平面图

3. 展园设计分析图   

4.“鹿栖仙谷”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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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景区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项目结合展园主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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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趣之一，同时也起到了城市形象宣传的目的。栖霞区的好

山好水好风光将成为“麓栖苑”展园的重要景观主题。

（1）古法新用。展园入口的“光映幻境”景点是对栖霞名

胜“千佛岩”的隐喻。设计师从“千人千面千佛心”的佛理出

发，摒弃“微缩景观”做法，用镜面、绿植组合成的几何形构

架凝练出山、石意象（图5），观者可以从镜中看到千万个自己

与梅花枝条交相辉映，无论是光影中的欢乐，还是“见佛见

心”的哲学思考，都能换来会心一笑。同时该装置也起到障景

的作用，用现代景观形式演绎古典园林中“移步换景”与“欲

扬先抑”的手法。

（2）抽象写意。“幕府登高”是栖霞区最负盛名的景点之

一，绵延起伏的幕府山，景天一色，万里长江经山下奔流向

前，见证了金陵城千年的历史。“璧山流霞”景点位于园区中心

水面上，设计师将古画《幕府登高》之中的幕府山山形提炼出

来，抽象成山形雕塑，搭配雾森系统，在水面中倒映出“云游

栖霞”的意境（图6）。若在园中高处观看此景，绵延的“幕府

山”雕塑与“长江”意象的流线型舞台，确是一幅金陵盛景。

（3）依势造景。“凤鸣树居”，取义“有凤来栖，霞满天

下”，是栖霞人杰地灵的象征。该景点位于展园中心北侧，以

环抱着枫杨的树屋为主景，将茂密参天的大乔木与现代钢结构

景观小品相结合，搭配一棵原场地保留的宫粉梅，苍劲的树

干、简洁的白色立柱衬得梅花越发娇艳，是自然与人工的完美

融合。树屋背面楼梯下依次雕刻吟诵“栖霞六景”的古诗句，

极具韵律感。

树屋还是展园内的重要观景点，一层梅花形状木平台延伸

至水面，透过树屋立柱形成一扇扇框景，宫粉梅便成了画中美

人，园内景致如画卷般层层展开（图7）。为了增强游人观感，

丰富游览体验，设计师特意打造了树屋二层平台。在这里“坐

观天地得景全”，拥有360°的开阔视野，更是将钟山风景区

远处景色“借”入园中，给人以无边界与景区相融的感受。在

树屋二层围栏处，镶嵌无边显示屏，播放栖霞区风光、人文、

科技宣传片。当夜幕降临，展园中流光溢彩，变成了一幅全新

的幻彩天地（图8）。

3.2.3 游园文化转译

随着市民游客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他们对于赏花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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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感、参与度等要求也有所提升。“麓栖苑”展园为游客赏梅

提供了不同的观赏线路与角度。在场地东侧的山坡上正好有一

片梅林，设计借助现有“梅岭”景观，将坡地地形进行微调

整，铺设草皮，布置条状白色弧形坐凳，营造自然惬意的看台

休憩空间（图9），坐在上面可俯瞰展园中心景观，与“璧山流

霞”舞台形成对景，四周的梅花盛景尽收眼底，正是“梅岭揽

胜”之意。在“梅岭”顶上园路旁设置“花瓣亭”，该亭采取

线条简洁的红色钢结构造型，以写意的手法复刻了梅花的形态

（图10）。在“花瓣亭”中小憩，透过梅花枝条形成的框景，依

稀可见展园全貌，别有一番韵味。

3.3 继承发展，丰富植配

以梅花为主的植物造景是展园设计的又一关键环节。现代

梅园的打造中，除了梅花的传统植物景观配置外，为了张扬现

代思想理念，应在传统中求变化，追求配置的艺术性、情趣

性，在植物配置、色彩搭配、表现形式上都更加多样 [5]。栖霞

区展园植物景观融古今审美于一体，采用多种植物造景形式，

营造丰满、隽永、绿意盎然的景观氛围。

3.3.1 继承——片植与传统植物配置

专类园大面积集中植梅，梅花作为主景植物可形成香雪海

景观 [6]，这是最为常见的梅花造景手法之一。梅花山景区也采

用该手法形成梅林，重点展现梅花的群体美，花色或统一或富

有变化，构成壮丽的景观 [7]。场地原本就栽植一片梅林，品种

以宫粉梅及绿萼梅为主，设计将四周的梅林保留，花开时粉一

片、白一片，云蒸霞蔚，整个园区被梅花包围，别有一番风韵

（图11）。

把松、竹、梅配置在一起是最有特色的传统梅花配置手

法之一。苍松、翠竹相映成趣，再将疏影横斜、曲干虬枝的

梅花配置在一起，不仅景色怡人，且有岁寒三友临风独茂之

感 [8]。展园在出口处放置造型独特的送客松，用有低矮灌木之

效的菲白竹代替个性较强的竹子，并在合适的位置点植垂枝

梅、龙游梅、探水梅等造型梅树，在表达传统寓意的同时保

持现代展园的风格。

3.3.2 创新——岛式与花坛花境应用

设计将展园北侧次入口处的梅林进行部分保留，依据现

有梅花排布的位置，开辟出林中步道，再将梅花树安置在一

个个绿岛中，形成弧形梅花岛组合而成的“梅影探春”景点，

游人在林下穿梭，蜿蜒曲折，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的韵味。

展园中依势布置了若干花坛花境，为冬季梅展增色添彩。

入口处“麓栖苑”展园标识 logo牌搭配以亚菊、造型梅为主的

花坛，形成热烈、活泼的入口主景；“光映幻境”廊道两侧种

植以洋水仙为主的花境，朵朵黄花与摇曳的梅枝在镜面中相

映，明快而温馨；还有依托地形设计的岩石花境、点植的结

香花、成片的金鱼草，丰富展园植物品种的同时更增添了浪

漫、灵动的氛围（图12）。

3.4 用户思维，长效发展

展园的2.0时代是景观转型的时代，是行业升级的时代，

思想应从建设者向使用者转变，角度应从设计师向策划师转

变。以前做展园大多是抱着“我来做，你来看”的心理，展览

过后即拆除，只是图一时之快，今后花卉展应向环保型、可持

续型发展，应以用户思维为导向，挖掘场地潜力，实现展园多

重功能，才能有利于长效管理。

设计团队力求从游客需求出发，考虑展园的实用性、互

动性和可持续性。“麓栖苑”中心景区有流线型的舞台、烟雾

缭绕的山形舞美、坡地看台，甚至树屋“包厢”，功能齐全、

尺度宜人，俨然一座露天音乐剧场。考虑到展园后期运营及

栖霞文化展示，树屋一层还将入驻栖霞山文创产品及文化互

动体验活动。在“麓栖苑”除游憩赏景之外，还可体验文化

风貌，这样以使用功能为导向的展园将成为未来展园发展的

重要方向。

4 结语与展望

“麓栖苑”提取鹿、梅花、栖霞风光等自然元素，采用因

地制宜、与古为新的设计理念，辅以人工的修饰与再创，营造

了一个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美好空间。花卉展园是市民

群众了解花卉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园林人宣传行业文化

的重要阵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展园设计也应跟上景观设计

升级转型的大潮，实现更新、突破。未来的室外展园景观营造

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思考探索。

（1）策划先行。建议在举办展会之初就有意识地考虑后续

展园能否留下，整体统筹展园从设计到施工再到使用、运营等

环节，设计时有意识地为展园将来举办活动、进行适量的经营

留出场所空间，尽量避免“一拆了之”，实现展园的“可回收、

再利用”，展园的长久使用是生态性与可持续性的最好实践。

（2）理念创新。中国园林文化受中国山水文化滋养千年，

崇尚抽象写意的手法，正如顾恺之先生的画论所说“意在传

神、以形写神”，展园设计从对文化标志的简单模仿，走向写

形写意、形神兼备。同时重视游客获得感与参与度，全方位

展示花卉文化，将花卉展园打 造为展示最前沿花卉景观风格和

最流行花卉文化风尚的综合体验场所。

（3）时代印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或是用

材、或是科技、或是理念，能为设计及管理带来新尝试。在设

计中不妨大胆使用5G、IA、VR等技术，丰富游客体验，实现展

园景观与游客之间的多重互动。“麓栖苑”展园尝试将智能系

统融入设计中，实现灯光、雾森、音响等设备的远程控制，方

便后期管理，为展园增添了时代色彩。

特别鸣谢：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南京市栖霞区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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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感、参与度等要求也有所提升。“麓栖苑”展园为游客赏梅

提供了不同的观赏线路与角度。在场地东侧的山坡上正好有一

片梅林，设计借助现有“梅岭”景观，将坡地地形进行微调

整，铺设草皮，布置条状白色弧形坐凳，营造自然惬意的看台

休憩空间（图9），坐在上面可俯瞰展园中心景观，与“璧山流

霞”舞台形成对景，四周的梅花盛景尽收眼底，正是“梅岭揽

胜”之意。在“梅岭”顶上园路旁设置“花瓣亭”，该亭采取

线条简洁的红色钢结构造型，以写意的手法复刻了梅花的形态

（图10）。在“花瓣亭”中小憩，透过梅花枝条形成的框景，依

稀可见展园全貌，别有一番韵味。

3.3 继承发展，丰富植配

以梅花为主的植物造景是展园设计的又一关键环节。现代

梅园的打造中，除了梅花的传统植物景观配置外，为了张扬现

代思想理念，应在传统中求变化，追求配置的艺术性、情趣

性，在植物配置、色彩搭配、表现形式上都更加多样 [5]。栖霞

区展园植物景观融古今审美于一体，采用多种植物造景形式，

营造丰满、隽永、绿意盎然的景观氛围。

3.3.1 继承——片植与传统植物配置

专类园大面积集中植梅，梅花作为主景植物可形成香雪海

景观 [6]，这是最为常见的梅花造景手法之一。梅花山景区也采

用该手法形成梅林，重点展现梅花的群体美，花色或统一或富

有变化，构成壮丽的景观 [7]。场地原本就栽植一片梅林，品种

以宫粉梅及绿萼梅为主，设计将四周的梅林保留，花开时粉一

片、白一片，云蒸霞蔚，整个园区被梅花包围，别有一番风韵

（图11）。

把松、竹、梅配置在一起是最有特色的传统梅花配置手

法之一。苍松、翠竹相映成趣，再将疏影横斜、曲干虬枝的

梅花配置在一起，不仅景色怡人，且有岁寒三友临风独茂之

感 [8]。展园在出口处放置造型独特的送客松，用有低矮灌木之

效的菲白竹代替个性较强的竹子，并在合适的位置点植垂枝

梅、龙游梅、探水梅等造型梅树，在表达传统寓意的同时保

持现代展园的风格。

3.3.2 创新——岛式与花坛花境应用

设计将展园北侧次入口处的梅林进行部分保留，依据现

有梅花排布的位置，开辟出林中步道，再将梅花树安置在一

个个绿岛中，形成弧形梅花岛组合而成的“梅影探春”景点，

游人在林下穿梭，蜿蜒曲折，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的韵味。

展园中依势布置了若干花坛花境，为冬季梅展增色添彩。

入口处“麓栖苑”展园标识 logo牌搭配以亚菊、造型梅为主的

花坛，形成热烈、活泼的入口主景；“光映幻境”廊道两侧种

植以洋水仙为主的花境，朵朵黄花与摇曳的梅枝在镜面中相

映，明快而温馨；还有依托地形设计的岩石花境、点植的结

香花、成片的金鱼草，丰富展园植物品种的同时更增添了浪

漫、灵动的氛围（图12）。

3.4 用户思维，长效发展

展园的2.0时代是景观转型的时代，是行业升级的时代，

思想应从建设者向使用者转变，角度应从设计师向策划师转

变。以前做展园大多是抱着“我来做，你来看”的心理，展览

过后即拆除，只是图一时之快，今后花卉展应向环保型、可持

续型发展，应以用户思维为导向，挖掘场地潜力，实现展园多

重功能，才能有利于长效管理。

设计团队力求从游客需求出发，考虑展园的实用性、互

动性和可持续性。“麓栖苑”中心景区有流线型的舞台、烟雾

缭绕的山形舞美、坡地看台，甚至树屋“包厢”，功能齐全、

尺度宜人，俨然一座露天音乐剧场。考虑到展园后期运营及

栖霞文化展示，树屋一层还将入驻栖霞山文创产品及文化互

动体验活动。在“麓栖苑”除游憩赏景之外，还可体验文化

风貌，这样以使用功能为导向的展园将成为未来展园发展的

重要方向。

4 结语与展望

“麓栖苑”提取鹿、梅花、栖霞风光等自然元素，采用因

地制宜、与古为新的设计理念，辅以人工的修饰与再创，营造

了一个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美好空间。花卉展园是市民

群众了解花卉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园林人宣传行业文化

的重要阵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展园设计也应跟上景观设计

升级转型的大潮，实现更新、突破。未来的室外展园景观营造

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思考探索。

（1）策划先行。建议在举办展会之初就有意识地考虑后续

展园能否留下，整体统筹展园从设计到施工再到使用、运营等

环节，设计时有意识地为展园将来举办活动、进行适量的经营

留出场所空间，尽量避免“一拆了之”，实现展园的“可回收、

再利用”，展园的长久使用是生态性与可持续性的最好实践。

（2）理念创新。中国园林文化受中国山水文化滋养千年，

崇尚抽象写意的手法，正如顾恺之先生的画论所说“意在传

神、以形写神”，展园设计从对文化标志的简单模仿，走向写

形写意、形神兼备。同时重视游客获得感与参与度，全方位

展示花卉文化，将花卉展园打 造为展示最前沿花卉景观风格和

最流行花卉文化风尚的综合体验场所。

（3）时代印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或是用

材、或是科技、或是理念，能为设计及管理带来新尝试。在设

计中不妨大胆使用5G、IA、VR等技术，丰富游客体验，实现展

园景观与游客之间的多重互动。“麓栖苑”展园尝试将智能系

统融入设计中，实现灯光、雾森、音响等设备的远程控制，方

便后期管理，为展园增添了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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