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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位于余杭市余杭镇凤凰山，紧邻杭州市西郊，交通十

分便捷，基地总用地面积78.54hm２，山明水秀，鸟语花香，

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该居住区由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下属

的杭州桃花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加开发。面对多样化的

社会结构，充分利用风景区环境景观，提出了高档独立住宅

与面向大众的休闲度假村相结合的新型模式，也作为对高档

风景独立住宅园区规划研究的一项探索。 2 对用地状况的评

价与分析 用地范围内以丘陵为主，相对高度30～50m，地形

缓和起伏，地势北高南低，西北多山冈，东南多缓坡。针对

不同坡度的基地，可以设计富于变化的不同类型的住宅户型

。现状用地主要由水塘、山地、农田以及农居组成。基地东

西两边各有一行政村，东部修筑有三个水库和若干水塘，西

部有两个大水塘、一个水库，可保留开发作水景之用。农田

耕地主要集中在用地东南部，可保留作农业观光园。基地内

主要植被是树龄不大的马尾松，还有部分杉树林、竹园和茶

园，考虑尽量择良保留。根据坡向分析，可以看到基地内的

坡地以适宜居住的南向坡地为主，在建筑安排上可以有良好

的选址。综合以上各项，可以看出大面积的用地都是适宜居

住的。 3 规划定位 桃花源生态休闲居住区，规划定位于风景

区游憩休闲与高档居住相结合的新型模式，因而，规划设计

上除了普通独立住宅园区所必须的内容外，还应考虑到游憩

度假地的规划原则：以不破坏地区的生态和优美景观为原则



的建设；满足短期休闲度假地的基本设施，包括少量的住宿

设施、餐饮设施(会馆中心)、游憩设施(30项游憩景点)以及交

通设施；游憩项目的策 划；如季节休闲游、农业观光游、体

育健身游、团体组织游等。交通上除了预留游憩的停车位外

，还设置作为保安巡逻、游客接送之用的电动车。 4 规划原

则 (1)生态性原则：作为与游憩相结合的居住园区，对自然环

境的尊重以及对生态结构的调整，是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在

规划过程中，仔细分析了现有地形的基础，不采用对基地进

行大规模的平整、开挖等，对现状地形适当整治改造，依托

山势和溪流湖水，合理组织场地排水走向。道路线形设计结

合地形，尽量减少开挖。 住宅建筑不能全面铺开过于平均，

而应做到局部集中留出必要的山林绿地，留出优美的山体轮

廓线，突出园区田园风光的景观特色。并且，住宅建筑多安

排在山坡向阳面，争取大面积和良好的日照与观景朝向，尽

可能利用自然能源。 (2)文化性原则：以“天人合一，回归自

然”的文化理念出发，突出居住园区的文化特色，使传统文

化和现代生活相融合，乡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交融，营造出

多元文化共存的氛围。 景观设计上，重视中国文人山水园林

之主题，重视壶天模式的中国传统理想景观。居住区紧靠城

郊快速道路，出入便捷，同时，通过毛石挡土墙、实心围墙

、葱郁绿篱形成封闭界面， 隔绝外部环境的喧嚣；茂盛的桃

花林，幽静的竹林，层层跌落的瀑布，高耸嶙峋的石壁，四

季常青的草地等入口景点的引导性处理，在连续的封闭界面

中出现一个亮点，使过往车辆行人一眼难忘并产生好奇心理

。沿路进入居住区，穿过竹林便“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

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犹



如进入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 建筑风格多样化，体现对现

代多元文化的认同。细部设计是建筑文化的重要标志，融会

贯通地运用中式、欧式及日本建筑符号可以更好地反映规划

设计思想增加居住区景观的丰富性、多元性，提高建筑文化

品位的同时增强居住建筑的可识别性。 (3)整体性原则：强调

规划的远近期结合，在结合远期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完善内部

结构，同对园区的经营管理、环境形象等都有整体的考虑。 

从现状条件出发，考虑开发分期要求。整个园区分成东西两

片，各有宽阔的湖面核心，东为桃花湖，西为凤凰潭，通过

桃花河中部设绿地及桃源林荫路向南延伸至河边，预留出远

期园区向南发展的通道。 整体性原则还体现在景观设计、规

划设计、建筑设计紧密联系，共同营造居住环境。同时，相

互之间具有延续性，有利于地形复杂、休闲要求高的项目的

设计。 5 规划设计 (1)规划结构：桃花源生态休闲居住区外围

用大坝、高墙、防护林围合，形成封闭界面，以减低繁忙交

通产生的噪音、废气等对园内环境的影响。居住区内部形成

“一路、二核、 八村、十景”的格局，即：一路为桃源林荫

路，是园区的主要道路，贯通全园，联系各景点。二核在于

从分期建设的要求和现状条件出发，把园区分成两片，两片

的核心为宽阔的湖面，东为桃花湖，西为凤凰潭。八村为住

宅建筑形成的八个聚落，根据住宅群所处的不同位置以及周

围绿化特色而分别取名。各村建筑形式可有较大差异，各村

之间由道路和宽度20m以上的绿化带(包括山林湖溪等)分隔，

使村落镶嵌在绿色环境之中，景观优雅。十景是桃花源最吸

引人的十个景区，各个景区由若干个小景点组成，为居民及

休闲度假游客提供众多观赏游憩项目。 (2)道路交通：园区道



路结构以桃源林荫路为主干，支路呈尽端局部环状，园路分

成三个等级。主要道路根据地势而形成，相对平缓，纵坡

在6%以内满足车辆通行要求，并适当增加线形的曲折，设置

路拱石、小拱桥，以限制车速，同时丰富空间层次，达到步

移景异的效果。 园区交通量少，完全人车分流的意义不大，

人车分离主要体现在建立园区游憩步行系统和重要赏景路段

，例如在入口区行人能够走车道旁边的小径穿过桃源洞，游

赏桃花园而不受车辆干扰，增加游赏入口花园时的舒适性。

设置山林游憩步行道，串联各个公共绿地，为居民提供不受

干扰的健身游憩环境。 结合地形与建筑设计，考虑多种形式

的停车，如：架空层、平台底层、单独的车库车棚等。公共

建筑周围，结合主要道路路边布置部分公共车位，独立式住

宅除每户设一个车库外，庭院中设一个临时停车位，以满足

居住和游憩的需要。 (3)建筑设计：建筑设计从景观与环境的

角度出发确定住宅层高与形态，独立式住宅为1～3 层，联立

式住宅和公寓2～3层。建筑设计应反映滨水地、山坡地环境

特征，并与环境巧妙结合 ，例如多采用举架、出挑、错层等

等。材料上多选用卵石、块石、仿木材质。色彩追求明快淡

雅，做到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另外建筑位置和形式应尽量保

护原有具观赏价值的植物。 (4)绿化系统：对应于居住区的地

形及性质，绿化系统包括中心绿化、村落绿化、庭院绿化、

周边绿化、道路绿化和山林绿化。 远近两期各有由大片水面

及沿湖绿化草坡构成的相对中心绿地，中央服务点由游泳池

沿南部湖边向北伸入湖面。综合楼为层层退台、底层围廊，

屋顶平台绿化层层挂落，象征结合自然的绿色建筑。八大村

落绿地分别体现各自的主题。不同的植物群有助于增加村落



的个性，提高园区居住环境的可识别性。住宅庭园尽量保留

原有良好植被，除道路、铺地之外，用草坪灌木等加以绿化

，边界用矮墙、竹篱、绿篱围栏，甚至仅用高差划分边界不

设围栏。除住宅庭院以外用地范围内绿地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园区南边沿河绿化防护林带和游憩步行道带，北边堆土筑

挡土墙种植杉树林、珊瑚树绿篱作为阻挡外部杂乱噪音的防

护林。行道树采用不规则式栽植，间隔性开辟草坪花坛，增

加绿化空间层次；停车场地采取嵌草铺装，增加绿色面积，

提高绿化效果。对人工针叶林采取更新择伐、林冠下更新等

措施，人工诱导培养针阔混交林，发展果林、经济林，不仅

提高山林群落环境质量，还提高了观赏游憩价值。同时应注

意制定山林防火、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的措施规章。 (5)景观

环境：园区的整体环境特征确定为镶嵌在田园山林之中的村

居聚落，充分利用并呈自然景观。建筑风格结合自然环境，

反映滨水地、山坡地的环境特征，形成多元化建筑景观环境

，并且强调“二核”中心景观。自然式大水体桃花湖和凤凰

潭视野开阔，四面山体围合，形成山水相依的主体景观。建

筑轮廓线与背景山体轮廓线相协调，起到丰富和增强的作用

，两者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景观形成序列，

且有山有水、有屋有林、有幽有敞，具有节奏和变化。主要

道路串联各大景观：先是桃花林、桃花洞岩壁，穿过竹林便

豁然开朗，见良田美池，屋舍俨然，经过起伏的桃花村道路

，眼前呈现出广阔的桃花湖，接着穿过桃花山、桃花岭住宅

建筑群，见到迷你高尔夫公园的大草坪，然后就是由堤分隔

的凤凰潭，真正做到了步移景异的效果。山林景点由次要道

路和步行游憩道串联，形成山林、坡地、湖溪等立体化的景



观游憩系统。 6 结语 处在激烈变化的新世纪，社会不断进步

，人们的需求日益丰富。以独到的眼光寻求选择住户的需求

，将是房地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位于风景优美的桃花源

生态休闲居住区，选择了游憩休闲与高档居住相结合的新型

模式，并进行了一些尝试，仅作为抛砖引玉。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