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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公园”中的景观设施创新设计

俞思君，赵中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211100

摘要：在调查、分析与概括智慧技术在城市建设、公园建设以及公共设施的创新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对百度AI公园设计进行个

案研究，进而归纳与概括出智慧景观设施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景观创新设计的基本方法。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智慧公

园”中的景观设施发展现状；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百度AI公园中的智慧技术创新应用的方法；运用理论归纳和演绎法分析景

观设施系统以及景观设施创新方法。智慧技术是“智慧公园”发展的驱动力，是当前景观设施的创新途径和发展趋势。智慧技

术在景观设施创新中具备如下系统：景观设施创新技术应用系统、智慧景观设施系统构成、智慧景观设施运行管理系统、智慧

公园环境的智慧修复系统，最终呈现出“智慧技术应用-智慧景观设施创新-城市公园智慧管理的创新设计”的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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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Design of Landscape Facilities in“Smart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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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duct single case study on Baidu AI park by investigating,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smart technologies in urban construction, park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facilities, so as to

conclude the smart landscape facility systems and sum up the basic methods of landscape innovation desig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landscape facility development in“smart park”;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mart technologies in Baidu AI Park; and the theoretical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landscape facility systems and landscape facility innovation methods. Smart technology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Smart Park”and also the current approa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landscape facilities

innovation. Smart technology has the following systems in landscape facility innovation: landscape facility inno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ystem, smart landscape facility system composition, smart landscape facility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smart

park environment smart restoration system, which shows the application mode of“smar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mart landscape

facility innovation-innovative design of smart management of urba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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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在维持城市生态平衡，满足公众户外休

闲活动，塑造城市景观环境以及满足群众健身运动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然而，当前城市公园建设也存

在生态环境监测机制不足、卫生保洁率不高、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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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厕所设置不到位、灌溉用水浪费严重、照明设备损耗

较大、公园景观设施维护不足、景观植物养护滞后等一

系列问题[2]。这些问题降低了公园景观的美观度和公

众游憩的体验度，公众对在智能技术应用的基础上提

出的智能景观设施建设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但景观

设施设计或公园设计在这方面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

段。面对即将到来的智慧生活，迫切需要导入智慧技

术来促进公园建设的品质提升。

一、“智慧公园”的概念

进入新世纪以来，智慧技术应用得到了蓬勃发展，

促进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领

域的创新性发展。“智慧城市”理念于2009年由 IBM公

司提出，“智慧城市”的理念是将智慧技术结合城市管

理，从而提高城市生活效率[3-4]。“智慧公园”则是基于

“智慧城市”建设提出的一个概念，其目的是在处理公

园现存的系列问题的时候，引入智能化、信息化与互联

网等现代智慧技术进行系统管理和建设，优化城市公

园现有的管理和服务系统。不难推论，智慧公园主要

具备如下三种类型：一是运用智慧技术进行公园维护、

管理与养护的传统公园；二是在公园建设设施与建筑

设计过程中融入智慧技术手段，使其成为具有较高科

技含量的新型公园；三是运用前沿智慧技术对公园进

行系统性改造，达到具有明显的智慧技术展示和技术

体验式效果的公园，比如百度AI公园在很大程度上就

属于这一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公众的层面上来

看，对公园“智慧性”体验的满足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具

有智能化、信息化与自动化功能的公园设施系统实现

的。而在公园设施系统中，景观设施因为具有良好的

艺术性、展示性和实用性，所以具备良好的智慧技术应

用探索与展示的条件。

二、“智慧公园”中的智慧技术应用

通常人们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云计算、物联网技术、新能源利用等一系列前沿新

技术统称为智慧技术[5]。从这些前沿新技术在公园设

计中的探索和尝试上来看，可以将这些应用概括为如

下三种基本形式：单一智慧技术的单一应用、单一智慧

技术的系统应用，以及智慧技术系统的公园系统应用。

（一）单一技术的单一应用

智慧技术作为一种统称，在具体公园建设应用中，

通常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技术方法上。目前较为成熟的

应用是全区WiFi覆盖技术、AI语言识别、AI人脸识别

等公众较为熟悉的技术形式。对于相对传统的城市公

园而言，在公园设施或景观设施中可结合其中的一种

或多种技术，以此提高公园的体验度和美观度。比如

百度AI未来公园中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海淀百

度AI公园的入园口设置了智能化人脸识别器，这些人

脸识别器有序地分布在园区内的跑道旁，在公园内形

成了百度AI公园——“智能步道”，见图 1。只需要在

入园时简单注册，就能在“智能步道”上运动，而“智能

步道”可借助智慧技术记录运动数据，还可以将数据上

传至后台数据库。如此，公众在公园进行锻炼时，不仅

能增强锻炼的趣味性，还能更加科学、健康地健身。这

种应用具有容易操作、成本较低、可行性高、实用性广

的特点，特别适合老旧城市公园的局部优化和改造。

（二）单一技术的系统应用

单一技术的系统应用，是强调一种智慧技术的应

用系统化，比如语音识别技术，能在公园景观设施中用

于游客身份识别、游客容量统计、声控门禁系统、噪音

环境监控等一系列与声音要素相关的设施上。这类应

用系统主要有两种体现形式，一是将单一智慧技术应

用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中，促进同一类型的设施变革。

比如将在公园应用的装饰照明统一纳入智慧控制技术

中，完成公园夜景照明的提质增效。二是将不同的智

慧技术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公园景观设施类型上，并在

图1 百度AI公园——“智能步道” 图2 百度AI公园——“未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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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类型中发挥系统性的作用。例如百度AI公园

中的“小度智能语音亭”，这个智能语音亭将公园内的

景观设施与人工智能操作系统有效地结合，用户只需

要用语言对话的形式与智能亭进行“沟通交流”，就能

通过语音识别技术将声音数据有效地传送至信息平

台，紧接着经过平台数据处理即可实现智能语音亭实

时播报，查询天气、路况、新闻等资讯。又例如在园区

内设置智能储物柜，结合 AI 人脸识别技术，通过“刷

脸”来储物，完成更加安全、便利的智能化管理。

（三）智慧技术的系统应用

系统是事物的基本特征，智慧公园本身就是一个

综合系统。在公园建设中，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与选择

各类智慧新技术，并在公园与景观设施中综合应用，共

同构成从公园设计、公园建设、公园管理、公园维护到

公园更新的全系统智慧应用，是智慧公园的最高层

次。在这类应用中存在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能否能将

不同智慧技术组建成一种技术系统。比如利用全区

WiFi覆盖的网络信息平台连接AI语音识别、AI人脸

识别、物联网等技术，使技术突出系统优势。二是能否

在公园或景观设施中集合应用智慧技术，扩大设施的

智慧功能。比如在导向系统设施中，可以将AI识别系

统、信息查询系统、景观节点AR体检等集合在单一装置

当中。又比如设置小型科普室——百度AI公园——

“未来空间”，见图2，“未来空间”利用AI人脸识别技术

实现刷脸进门，用语音控制灯光设备，还有AR体验项

目等，公众可以在“未来空间”中体验到科技带来的乐趣。

三、智慧景观设施的设计系统

（一）智慧景观设施的基本类型

城市居民在游憩休闲场地上会优先选择城市公

园，城市公园在城市绿地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维持城市生态平衡，提供给市民休闲、娱乐、教育

的场地。在城市公园中，景观设施系统是直接服务于

人的，景观设施能够为公众提供巨大的帮助，是城市公

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6]。景观设施系统需要兼具

功能美与形式美。在功能方面，景观设施是公园景观

环境的要素之一，更是公众在进入公园系统后直接接

触的媒介。在形式方面，景观设施不仅是设计师观念

的传递，而且有时它还肩负了文化传递的功能[7]。随

着智慧技术在公园建设中的应用与探索，传统景观设

施产生了新的形态和形式，智慧景观设施的具体分类

见表1。

从表 1中不难看出，目前智慧技术应用在景观设

计创新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景观设施使用、运

行等控制的自动化与智能化；二是景观设施对公园环

境指标与使用者的感知与记忆性；三是景观设施对感

知信息的自我处理与自动反馈；四是景观设施与使用

者的交互性、体验性与沉浸性。

（二）智慧景观设施的设计系统

随着智慧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生活越来越成为

今后的一种趋势。人们必然会对城市公园产生智慧性

需求。景观设施的智慧性创新会以系统的形式构成智

慧公园的子系统。以百度AI公园为分析样本，将这些

系统进行归纳分析。

1. 智慧导览系统

现今，城市公园中的景观导览设施多由各类指示

牌、导视牌所组成。公众在游览过程中，极易对导视牌

产生误解，从而造成游览不便的问题，并且现存的各类

指示牌整体风格不美观，指向性信息不够明确。而且

现存的导览设施信息在读取时多为被动式，极易使游

客在自行查阅时产生错误判断，因此在导览设施中融

入智慧化手段，同时在城市公园内全面覆盖无线WiFi

网络，将传统导览设施变成主动的信息发布平台，不仅

使公园能更好地与游客互感、互知，而且能使游客游览

路线不再单一，而是富有趣味性。智慧导览联同物联

和新型智慧技术，结合真实的数据来建立虚拟现实场

景。在建立场景后，公众可采用体验式游览，率先欣赏

整体景观。智慧导览系统可以更好、更加主动地为每

一位游客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德国学者Robert等人基

于互联网技术、数据库技术，研发了智慧城市导览服务

表1 智慧景观设施的具体分类

景观设施

智慧导览设施

智慧休憩设施

智慧卫生设施

智慧照明设施

智慧装饰性设施

智慧娱乐设施

智慧管理设施

智慧养护设施

具体分类

数字化导览图、智慧型标识与导向牌、智能语音

提示与警示设施等

自适应性休闲座椅、感知性休闲座椅、智能控制

性休闲景亭等

智慧厕所、智能饮水机、智能垃圾回收与处理设

施等

感应式景观照明灯具、智能控制性水底灯、感应

记忆性步道灯等

壁饰、雕塑、喷泉、植物造景、多媒体地面铺装设

施等

沉浸式娱乐设施以及体验式健身设施等

护栏、消防栓等，辅助设施等

智能喷灌系统、植物疫病自动检测与治理设施、

水质监控与景观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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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包括社区分享、当地信息、虚拟现实导览、服

务推荐、城市开放数据库等，并开发了手机端应用[8]。

2. 智慧休憩设施系统

传统公园内的游客休憩设施分类有：座椅、坐凳、

亭、廊架等。这些休憩设施的功能非常单一，只满足了

游客的基本需求。如果在智慧休憩设施中融入人工智

能技术，如AI语音识别技术，那么就能使座椅、廊架等

具有与公众互动的特征。就如上文提到的通过在智能

亭等休憩设施中加入智慧技术，增加了公众在园区内

的游览便利性和游览趣味性。

3. 智慧卫生设施

公园内的卫生设施主要包括智慧垃圾桶、雨水排

污井、厕所等。客流量的大小是影响城市公园环境卫

生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公园垃圾桶的投放为例，

在面积大的城市公园中，垃圾桶的投放数量通常会较

大且比较分散，这大大增加了保洁人员的工作强度。

当公园面积增加时，公园游客的设计数量必定会随着

面积相应地增加。而游客数量的增加也会大大降低保

洁员的工作效率，因此客观上需要采用更为高效的卫

生清洁设施和更为合理的卫生清洁流程。而借用在垃

圾桶上设置传感器的智慧技术，能够抓取垃圾桶中的

垃圾，甚至还可以嵌入自动分拣垃圾的智能模块，将相

关的处理信息借助网络技术、垃圾箱定位技术，引导就

近保洁人员及时处理，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除

此以外，垃圾分类政策正在实行，如在垃圾箱上设置传

感器，当公众分类丢垃圾时，垃圾能主动靠近智能垃圾

箱，从而让垃圾箱实现“自我分类”。

4. 智慧照明设施系统

公园照明设施不仅为公众夜晚游园提供照明与保

护，同时也是公园夜晚景观的基本构成要素。而公园

照明设施与其他灯具的在功能上存在不同，公园灯具

往往具有类型多样、投放数量大、设置环境多样和审美

需求高的特点。既需要满足人们对公园照明设施的功

能与审美需求，又要尽量降低能耗，因此将城市公园的

照明系统与智慧技术结合的方式，越来越成为当今公

园照明设施建设的一个发展趋势。比如通过公园信息

网络数据分析，实时监测不同区域游人密度分布数据，

在夜晚根据人流量来自动控制并调节光照强度和灯具

点亮的数量，甚至还能通过灯光智能控制技术创造光

影装置，进一步提高公园的夜晚景观质量。再比如在

人流量较少的区域可通过信息网络来调整分时灯光，

即在不同的时间段照明灯光强度、灯光数量不同，在经

数据处理以及平台分析判断后，可远程自动控制灯光，

有效地减少了能耗。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的 Miguel

等人在技术层面研究了智慧城市中的智慧照明系统，

并提出了应用方案[9]。

5. 智慧娱乐设施系统

智慧娱乐设施包含了体验式健身设施和沉浸式娱

乐设施，随着社会进步，公众对于游览公园也产生了更

多的需求。传统的建设设施通常形式单一，公众互动

性、参与性与体验性不足，且无法为公众提供较为全面

的、依据个人情况而制定的健身计划。实践证明，将人

工智能技术引入建设设施系统中，建立公园游客的信

息数据库，然后根据使用设施的个人信息，自动形成适

应性的运动计划，并借助智能终端及时反馈给游客的

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而在娱乐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

在沉浸式娱乐设施方面，借助GPS定位技术和紧急救

助系统，当游客在使用娱乐设施时，在遇到突发事件或

受伤的情况下，能借助这个智慧化系统快速地完成求

救信息传播、游客定位、救护或处置方案制定、伤员救

护或事件处置等系列工作流程。以百度AI公园在游

客健身设施上的智慧型创新应用为例，首先在公园入

口设置人脸识别器对入园游客进行信息录入与甄别，

同时在智能跑道上也设置人脸识别装置，并通过与入

口处人脸识别时搜集到的游客的数据信息进行比对，

自动完成游客对跑道使用权利的识别，并将锻炼数据

上传至平台，然后通过后台数据处理，得出游客个人的

运动偏好和运动数据，进而基于科学的健身方法制定

出较为合理的运动计划。

6. 智慧养护系统

植物是保障公园优良生态环境的基础，传统的人

工灌溉方式不仅进度缓慢，而且不同植物的养护方式

也不同，养护过程也存在差异。智慧养护系统能够根

据不同植物的生长状态与其不同的养护方式，将数据

传输到信息平台，利用物联网技术，按照植物生长的需

水指标，自动控制灌溉，并按需浇灌养护，从而提高资

源利用率。除此以外，智慧养护系统还需借助 IBM技

术，建立和借助三维模型来模拟植物在不同季节的成

长演替情况，也可以模拟公园里的植物在不同季节中

的景色，使得园区景观更加优美。日本茨城大学

Tsuyoshi[10-11]等人提出了“智慧花园”的概念，运用增强

现实技术指导公园中植物种植，将现实中的植物生长

情况与电脑制作的虚拟图像进行对比，便于管理者作

出种植决策。厄瓜多尔慈幼理工大学Gabriela[12]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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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感器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提出了一种用于城市

公园的智慧化灌溉系统，采用传感器技术来获取植物

的温度、湿度等信息，并通过物联网将这些信息传输给

公园管理者。

四、结论

智慧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景观设施的创新设计研

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城市公园建设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路。百度AI公园的建成，标志着将智慧

技术应用于景观设施维护和更新将成为未来景观设施

创新的一种主要途径。智慧景观设施的系统特征越来

越明显地突出了系统化的特征，并逐渐呈现出繁荣发

展的趋势，显现出智慧技术在景观设施创新应用的基

本脉络——由简单应用，到基于智慧技术的设施创新，

再到公园智慧系统，将为今后公园景观规划和设计提

供新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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