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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2. 正文 2.1 结合所做设计对新导论的看法和理解来源

：www.examda.com 该导则的独创性在于景观设计的重新分类

，它是依据居住区的居住功能特点和环境景观的组成元素而

划分的。其中设计元素根据其不同特征分为功能类元素、园

艺类元素和表象类元素，这三大类元素与绿化种植景观、道

路景观、场所景观、硬质景观、水景景观、庇护性景观、模

拟化景观、高视点景观、照明景观等九类设计共同组成了居

住区的景观环境。这种分类尽管依然存在争议，但也是不可

避免的，只要实用，仍不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而且，主编

单位仍在收集资料，不断丰富内容，希望在试行中检验导则

的准确实用性，更好地为开发企业服务。 就导则的具体内容

而言他们在注重景观环境功能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景观的

安全性与长久性。导则中具体规定了水池的高度、木栈道的

物理处理方式、涉水池与泳池的深度、可能通过轮椅的道路

的宽度，以及沙坑距离窗户的远近距离、适合不同年龄儿童

的大小尺度等。这些规定是在以往景观设计中不曾被重视的

地方。 对原有土地条件的合理利用，改变“三通一平”破坏

性的开发建设局面，保护原来的地形，地貌，充分利用自然

地形、地貌，少动土方，这样不仅减少了资金投入，而且尽

量保护了原生态系统的平衡，显得朴实无华，自然野趣。 2.2 

设计需经济实用来源：www.examda.com 我在昌福小区设计当

中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尽量减少土方工程。适地适树，



建筑周围的土壤由于建筑施工经常有建筑垃圾等阻碍植物生

长的环境，我采用耐瘠薄、抗性强的树种如黄葛树、小叶榕

等。为提高小区的生活质量，绿化要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在

整个小区内以自然植物景观且多以绿色植物为主，增加整个

空间的绿量[11].在居住区内多种植高大的乔木，因为成片的

高大的乔木不仅可以改善居住区的环境而且还为低层植物的

生长创造了较好的生态条件，在高大的乔木下面还可以作为

活动、娱乐的休闲场地[3].并实现绿化的多样性，建立乔、灌

、草多层次的复合结构的植物群落，增加开放性空间的绿化

，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最好的绿化效果。为居民创造一个良

好的自然环境，让居民能真正感觉到大自然的亲切美好。 2.3 

因地制宜，巧于因借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昌

福居住小区绿化是以满足居民生活、为生活在喧闹都市的人

们营造接近自然、生态良好的温馨家园为宗旨，本着经济适

用的原则，因地制宜，巧于因借，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

用最少的投入、最简单的维护、达到设计与巴南区风土人情

及文化氛围相融合的境界[3]. 2.4合理的组织空间 居住区绿化

同居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更具有功能性和实用性。我在

设计中主要采取分割与渗透的手法来组织空间。 2.4.1空间的

分割 绿化空间的分割要满足居民在绿地中话动时的感受和需

求。当人处于静止状态时，空间中封闭部分给人以隐蔽、宁

静、安全的感受，便于休憩；开敞部分能增加人们交往的生

活气息，比如我在方案中设计的花架和景墙。当人在流动时

，分割的空间可起到抑制视线的作用。在方案的第二个景观

接点布置的张拉膜就可以抑制视线。通过空间分割可创造人

所需的空间尺度，丰富视觉景观，形成远、中、近多层次的



空间深度，获得园中园、景中景的效果。 2.4.2 空间的渗

透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空间的渗透与联系同

空间的分割是相辅相成的。单纯分割而没有渗透和联系的空

间令人感到局促和压抑，通过向相邻空间的扩展、延伸，可

产生层次变化。在方案中我用 门窗、花格墙和植物框景。在

设置分割物时，还可利用门洞等手法使被分割的空间既保持

它的独立，让人们有场所感，又与外界联系紧密，相互渗

透[7].小区中的组团式小游园，服务半径小，供居民茶余饭后

休息游乐，就像“袖珍花园” [9]. 2.5 利用自然景观，体现绿

色来源：考试大 在小区园林植物的配置方面：一方面我利用

各种植物相互之间的配置,来考虑植物种类的选择,树丛的组

合,色彩季相以及意境；另一方面我用植物与其它园林要素如

山石水体建筑园路等的关系来配置。 2.6 昌福小区的人性化设

计 《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导则》中强调“以人为本”是园林

设计的前提，强调绿地的可参与性和亲和性。绿地是活动空

间的补充和延伸，是休闲运动交流的重要场所，因此，园林

绿化能创造的环境就应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小区绿地最

贴近居民生活，我在设计不仅考虑了植物配置与建筑构图的

均衡，以及对建筑的遮挡与衬托，更考虑居民生活对通风、

光线、日照的要求，花木搭配简洁明快，树种选择应按三季

有花，四季常青来设计，并区分不同的地域，因地制宜[4].使

健康福气真正走进社区每一家。另外以人为本并非一味迎合

目前人们的趣味，更重要的是通过环境影响人、造就人、提

高人的层次和品味。 在植物配置上强调冬透夏荫，春绿秋黄

，改变小区内常绿乔木一统天下的局面。冬天，温暖的阳光

透过枯荣的落叶，输送进小区；夏天，浓密的树荫给居民带



来了清凉，使植物配置的群落具有保暖防暑降温的作用。引

进色叶植物和香源植物，随着季节更替呈现不同的季相和挥

发不同的气体，满足人们季移景换的审美情趣和不同嗅觉的

刺激。满足人们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需要。 2.7 昌福小区的

文化性主题来源：考试大 小区园林设计除了以生态理论为设

计原则外，设计师应重点阐述园林的立意构思，即项目本身

蕴含的精神文化：一方面吸收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另一方

面吸收国外先进园林设计经验和手法做到内外并蓄，塑造精

神内涵，这是园林的灵魂。我在昌福小区的园林设计中，先

确立了繁荣昌盛平安是福福星高照的主题。利用现代景观元

素来诠释居民对福气的一种乞求。另外还利用植物的精神属

性，来体现小区的意境美。例如，松的永恒、坚贞，梅的傲

雪、气节品质，竹的清高、雅洁，桂花的高雅、吉庆等。使

之与生态、经济、使用功能结合起来，创造出高品味、具有

时代特点的精品社区文化。 2.8 结语 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

展，与之配套的园林环境也随之同步发展，人们对园林环境

越来越重视，但往往是一个项目先规划建筑方案，然后才考

虑去规划园林景观，园林作为建筑的补充和填充，这无疑给

小区的景观带来了欠缺。所以，在项目规划时，强调景观规

划的早期介入可以保证小区开发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形、

地貌、植被等资源，保证景观元素的合理分布，保证小区园

林绿化与建筑的和谐统一，使小区的园林绿化景观功能和实

用功能得到充分满足。 3.总结 居住小区绿化规划，是一个综

合性的课题。它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特点。

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

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探索这门学问。通过建设具有较高水



平的现代居住小区绿色空间环境，以达到改善城市生态质量

和人居环境的目的，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开拓人

与自然充分亲近的休憩生活境域，使久居闹市的居民获得重

返自然的身心享受，这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理想，是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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