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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97_E8_AE_BE_E8_c61_451777.htm 一、园林设计中人文

关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园林设计中的人文关怀是福利社会

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我国已进入老龄型社会，目前老龄人口

以年均3% 的速度递增，预计再过10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

人口的1/5.这表明，老龄化将是我国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之一。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如何在园林的规划设计和

建设中，体现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关爱，尽可能满足他们生

活的基本要求，是当前十分紧迫的研究课题。 2. 老年人和残

疾人由于自身的一些特点，对园林环境有特殊的要求 首先，

他们在生活上有体力弱、感官衰退、反应迟缓等现象；其次

，在心理上有重人情、重世情、重乡情的要求；同时还需要

别人的尊重，要求独立自主等愿望。而从社会方面看，他们

的社会角色和经济地位也都发生了变化：一般都由主导变为

辅助，由忙于工作无暇休息变为余暇时间大幅增加，由以社

会工作为主转而变为以社区居住为主等。这些变化势必会给

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情绪上的波动，导致出现孤独感、

失落感、急躁感、自卑感和抑郁感。因此，老年人和残疾人

都有迫切走出居所，到接近自然的园林环境呼吸新鲜空气、

沐浴阳光、锻炼身体、与人交流、愉悦身心并积极参加各种

社区活动的强烈愿望。 3. 园林设计中的人文标准来自老年人

、残疾人的心理和生活的需要，应视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对象

给予合理的照顾。 从目前来看，关键的问题是规划设计人员

的人文意识问题以及实施过程中细部构造处理的问题。因此



，只要我们在园林规划设计初期能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应该

无需花费很多精力和财力，就完全能够消除游赏过程中给老

年人和残疾人带来的不便。 二、园林中的人文关怀 1. 园林空

间的设计原则无障碍性 指园林环境中应无障碍物和危险物。

老年人、残疾人由于生理和心理条件的变化，自身的需求与

现实的环境时常产生距离，他们的行为与环境的联系就随之

发生了困难。也就是说，正常人可以正常使用的东西，对他

们来说却成为一种障碍。因此，园林规划设计者必须设身处

地地为老弱病残者着想。 易识别性：指园林环境的标识和提

示设置。老年人、残疾人易遭危险，这是因为他们身心机能

不健全或衰退，致使感知危险的能力衰竭。因此，空间标识

的缺乏往往会给他们带来方位判别、预感危险上的困难，随

之带来行为上的障碍和不安全。为此，设计中要充分运用视

觉、听觉和触觉手段，给予对方以重复的提示和告知。并通

过空间层次和个性的创造，以合理的空间序列、形象特征塑

造鲜明的标识以及悦耳的音响提示等，提高园林空间的导向

性和识别性。 易到达性：是指在园林游赏过程中的便捷性和

舒适性。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有重返社会和渴望享受

绿色园林环境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这就要求园林场所及其设

施具有可接近性。为此，设计者要积极提供参加各处活动的

可能性，从规划上确保他们自入口到各园林空间之间至少有

一条方便、舒适的无障碍通道，并配备必要设施，且保证他

们有通过付出生理上的努力而使行为得以实施的心理满足感

。 可交往性：是指园林环境中应重视交往空间的营造及配套

设施的设置。老年人、残疾人愿意接近园林自然环境，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里可以消除一些孤独感和抑郁感，



宣泄心中的失落、急躁和烦闷。所以，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上

，应多创造些便于交往的围合空间、作息空间等，以便老年

人和残疾人相聚、聊天和健身等活动，尽可能满足他们对空

间环境的特殊要求和偏好。 2. 园林中的细部构造设计出入口 

宽度至少在120 厘米以上，有高差时，坡度应控制在一定范围

之内，坡道两边宜加棱，并采用防滑材料。出入口周围要有

较为合适的水平空间，以便轮椅使用者停留。另外，入口处

如有牌匾，其字迹应使弱视者可以看清，文字与底色对比应

强烈。 园路：路面要防滑，且尽可能做到平坦无高差、无凹

凸，如必须设置高差时，应在2 厘米以下。路宽应保证轮椅

使用者与步行者可错身通过。另外，应十分重视盲文地砖的

运用和引导标志的设置，特别是对于身体残疾者不能通过的

路，一定要有预先告知标志；不安全的地方，除设置危险标

志外，还须加设护栏，护栏扶手上最好有盲文点字说明。 坡

道和台阶：坡道是帮助老年人、残疾人克服地面高差、保证

垂直移动的手段，对于轮椅要防滑而坡缓，坡长超过10米时

，应每隔10米设置一个轮椅休息平台。台阶踏面宽应在30 35 

厘米，级高应在10  16 厘米，幅宽至少在1 米左右，踏面材料

要防滑。坡道和台阶的起点、终点及转弯处都应当设置水平

休息平台，并且视具体情况设置扶手和夜间照明。厕所、座

椅、小桌、垃圾箱等园林小品的设置要尽可能让轮椅使用者

容易接近并便于使用，并且其位置不应妨碍视觉障碍者的通

行。 3. 园林中的绿化设计老年人、残疾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

因素决定了他们对绿地、庭园的需求比年轻人和健全人强烈

得多 园林植物能净化空气、调节气温、吸尘防噪，十分有利

于老年病患恢复健康。因此，园林的绿化设计首先要以绿为



主，即除了园林建筑、小品、道路外，其余均应以绿色植物

覆盖。要充分利用垂直绿化，通过形成“生态墙”来扩大绿

色空间、改善生态环境、丰富园林景观。其次，在地形的处

理上，要尽可能平坦或缓起缓伏。在植物选择上，要适地植

树，避免种植带刺或根茎易露出地面的植物，以免形成障碍

。再次，在园林植物的配置上，应因地制宜，科学处理好软

质景观内部乔木、灌木、花、草与园林建筑小品之间相互映

衬的关系。让老年人、残疾人在视觉、嗅觉、触觉和生理上

都充分感受到园林植物景观的千姿百态和丰富的生态景象与

季节相变化，激发他们的生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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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