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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B1_85_E

4_BD_8F_E5_8C_BA_E7_c61_646090.htm 居住环境使人类最为

重要的生存空间，由于城市人口的高密度集聚和生产、生活

造成的污染，“城市病”已成为世人所关注。注重生态，万

物生机勃勃；忽视生态，导致生灵涂炭。因此，城市的一切

建设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城市健康有序的发展。海滨城市青岛

“蔚蓝的大海，蓝天应白云，绿树映红瓦”；杭州城环绕着

浩瀚的西湖，桃红柳绿的苏堤、白堤似彩色的绸带漂浮于湖

面，远处青山环抱，湖光山色于城市融会一体；苏州园林的

粉墙黛瓦、漏窗，植几株芭蕉，或几株亭亭玉立的腊梅，微

风之下，倩影婆娑，曲径通幽，路边兰花幽香，或麦冬铺地

，溪流随石径而迂回，曲廊随山势而起伏，林间鸟语蝉鸣，

真是“廊引遐思，窗含余韵”，水仙灵气，烘托了建筑环境

的清新幽雅，充满了诗情画意 。这就是人、建筑和自然环境

和谐结合的结果。 全球人口的激增，对经济增长的极度追求

，对环境产生剧烈冲击的生产技术的采用，污染物的排放，

使得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而

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任何部分的改变和破坏都有

可能危及我们自然的生存，引发全球性的生态恶化和环境危

机。目前，地球表面只有24%保持森林植被，自然环境缩减

了，人工环境已扩大至将近76%。 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环境一词涵义较广，狭义的住区环境指的是住宅区中主

体建筑以外的开敞空间及一切自然的与人工的物质实体，自



然的物质实体包括气候、地理、水文、土壤、地形、植物等

，人工的物质实体包括道路、室外平台、广场、小品等设施

。长期以来，在提高住区的环境品质方面，人造硬质景观、

特定的功能活动设施及场地一直是规划与建设的重点所在，

相对来讲，环境的自然性、生态性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被片面的忽略了。 1.住区环境建设的现状分析 随着世界环保

呼声的提高，我国社会的环境意识整体增强了。就住区建设

来说，这种意识的增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开发商意识

到，环境促使房地产增值，开发程序经历了从初期的“容积

率至上”、到后来的“建筑先做、环境补救”，直到现在的

“环境当先，建筑跟后”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居民在购

房时，除了考虑房型、住区外部环境（交通、购物、教育、

文化卫生设施等）之外，住区内部环境也成为决定因素之一

。市场买卖双方的互动过程，推动着住区环境品质的不断提

高。 来源：www.examda.com来源：考试大来源

：www.examda.com 综观近年来的住区环境设计及建设，新建

筑区绿化面积已基本达到30%或以上，但就整体状况而言，

仍存在着下列倾向，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反思。 1.1 对环境

“喜新厌旧” 在所有旧的或新的建筑用地上，基地原有的地

形、地貌等自然环境特征一概抹去，带之以全新的布置。原

有的生态系统 遭到毁坏，动植物被驱散，恶化了小气候。殊

不知，住宅区原址环境中有价值的信息，如水体、生物种类

、地貌、文物、古老建筑和景观等，在提高居住环境质量方

面比崭新的人造景观更具有美学价值。 1.2 重异域或轻本土 

采集者退散来源：考试大百考试题论坛 从住宅建筑的外观样

式带环境设计，欧陆风情，甚至在住宅区的名字上也显露无



疑，诸如东方巴黎、东方剑桥、东方曼哈顿、北美风情、悉

尼阳光等等，环境设计追求的是华贵的洛可可庭园、维多利

亚宫廷园林、英式皇家庭园、意大利式玫瑰中心广场等等。

这种趋向表达了一种对于发达文明历史的崇尚，偶尔为之可

以理解。但是作为大江南北席卷全国的一种时尚，就有问题

了。我国古代长期以来形成的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和一的人

居思想在环境危机的当代更直推崇。规划师、建筑师和广告

策划师应起到本土文化的倡导者角色，而不能推波助澜起负

面作用。 1.3 重人工环境轻自然环境 住宅区中动辄长达100m

以上的轴线，没有下沉广场、喷泉水池、雕塑，就不能称之

为现代化的高档小区。其实，相对于人工环境本身固有的功

能性、时效性的特点而言，自然环境具有田园式的魅力，具

有天然的近人优势。住宅区环境建设应引导人们从逐步追求

精心修饰、超前铺张的人工化环境，转向对丰富多彩的自然

化环境内在精美结构的关照、欣赏与追求。 2.宜人的环境 生

物必须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才能生存，自然条件的改变和破

坏，生物的生存受到威胁，生物与环境的结合，形成生态环

境。生态环境有自然生态，如空气、阳光、水体、土壤、植

被等，也有人工生态，如人工气体、人工绿化、人为小气候

等。住宅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强调其环境的自然性

、生态性特，对于改善城市层面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城

市有机的基本生态单元、及满足住宅区中居民的精神感受来

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2.1 修复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生

物方面而言，人类参与在环境体系中，而成为不可分离的一

部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又费尽心机去利用整个环境来生

产财富。而自然环境中，我们扮演双重角色，是参与者也是



利用者，这使我们对环境的认识容易产生错误。它的后果便

是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修复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绿

化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绿化城市有三种基本的方式

：一种是集中所有的植被和有机体在一个象中央公园的地方

，一种是分离和分散绿化在若干个城市广场。再有一种方式

是将景观与植被和城市的结构、组织有机地相互缠绕。研究

表明，最后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的方法，它保持生态的连续性

。住宅区是构成城市的最基本、最大量的功能空间，是形成

城市生态系统的基水体、土壤、植被等，本形态单元。一般

城市的居住用地占城市用地的30%左右，如果恢复住宅区的

自然环境，再结合城市中心城区的大型公共绿地，就以三种

方式在市中心、区中心、住宅区三个层面上构建了完整的城

市绿化系统，而一旦这些绿化系统形成连续的、生态的关联

时，他的效能决不是简单的代数和，它会形成一个有机的城

市生态系统，从而创造出城市的全面的自然化环境。 住宅区

绿化应作到：（1）注重生态效益、观赏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

合。乔木的生态效益要比灌木、草地的高，生长快、立地条

件不高、树冠开展的落叶阔叶树又比价格昂贵、生长慢、立

地条件严的高。此外，环保植物在环境保护中可起到监测、

绿化、净化、滞尘、隔音、防火等多项功能，可针对不同的

生态区位条件有选择的配置环保品种。（2）减少硬质场地的

使用，从而扩大自然绿化。住区的广场及其他活动设施应根

据居民的数量和使用的频率来确定规模，不应盲目攀大，追

求气派，可通过法定条例来禁绝住区使用大面积的硬质地面

。同时，通过采用铺装植草砖，将住区的停车场等地，变成

积极的绿地系统的一部分。（3）处理好住宅与绿化的过渡关



系。住宅底层院落应尽量采用镂空围墙或低矮的绿篱，以加

强建筑与环境的渗透与交融，封闭的围墙不仅隔断了户内外

的联系，而且生硬的阻碍了人与自然的顺畅交流。 多年来的

小区规划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以小区-组团两级

结构模式，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由于小区管理走向现代

化与科技化，小区内社会活动、安全保卫、环境卫生、设施

维修、绿化管理等业务以远非过去的管理机构所能承担，管

理模式的改变也直接影响小区规划结构，小区基本组成单元

趋向于如何更好的组织和丰富居民的邻里交往和生活活动内

容。除了原有的组团形式外，还出现了以邻里单位和院落空

间为小区构成的基本环节适当扩大住宅间距，结合绿地布置

，形成多种形态的居民交往，老人休闲和儿童娱乐的小区构

成单位。 来源：www.examda.com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来源：考试大 同时，小区规划空间也在不断演变，除了上述

常见的“中心型”以外，结合小区地域特点，将小区入口、

文化设施、绿地、标志性构建物连成一片，贯穿小区，形成

“带状型”。也有将沿小区主路的几种空间，强调为几个景

观节点形成“节点型”，从而创造出地域性强的空间形态和

优美的居住环境。 采集者退散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

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社会的进步和房地产市场的竞争使

居住区的规划与设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善赋予了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新内涵。比如

，现代化、智能化的物业管理方式替代了传统的居委会管理

模式之后，小区的布局形态、空间结构也会因这一些变化而

发生改变，随小汽车进入家庭，居住区内停车方式也会发生

变化。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以后，商业领域的连锁化、生活方



式的休闲化使得小区商业服务设施、休闲娱乐设施都会呈现

新的格局。这就要求居住区规划设计重新研究人们的生活习

惯，考察不断变化的需求层次，关注人的消费心理和审美需

求。在居住区规划中引入城市设计的方法能帮助人们更细致

的解决这一问题。 2.2 居住区环境设计 来源

：www.100test.com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居住区的环境

塑造和建筑设计要研究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地方建筑风格

，近年出现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如苏州桐芳巷小区，锦华苑

小区从苏州民居中提炼了许多建筑和环境符号，营造了较为

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再者居住区地处城市一定的街区，因

此必须与周边建筑和环境相协调，在建筑特色、风格、后退

红线、交通出入口、建筑高度、沿街建筑韵律等方面都要做

一定的构思，这也要求我们在小区规划中融入城市设计思想

。 居住区室外环境的关键，是以人为本，通过规划设计手法

，将住宅、道路、绿化、公建配套、市政配套在用地范围内

进行精心合理的布置和组合，尽可能的采用地埋式电缆，选

用造型别致的夜间照明灯具。创造有序的流动的小区空间序

列。便捷的交通、安全宁静的环境、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

气、清澈的流水、令人满意的公共建筑，齐全的市政公共设

施，构思新颖、和谐的建筑，令人流连忘返的点线面连续不

断的绿化环境，精美宜人的建筑小品和假山水体。“人建筑

环境”在规划设计中予以充分的体现。 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中

要紧紧抓住城市设计要素，处理好规划布局、交通停车、景

观因素、建筑风格之间的关系是营造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关键

。居住区规划布局、空间结构是城市设计的基础，通过住宅

建筑群体、道路系统、绿化景观系统的组织来实现。我国历



史上的传统居住建筑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风貌

特点。如苏州传统民居前路后河、河路平行，中间由客厅、

厢房、伙房、院落等围合成居家环境，河路解决了交通运输

问题，并将一个个院落串联成街坊，构成独特的江南“小桥

流水，粉墙黛瓦”城市景观。80年代以来，居住区的规划设

计进入新阶段，开始讲究规划布局结构和空间序列，比较典

型的布局层次为“居住区小区组团院落”通过建筑院落的围

合形成邻里交往场所，若干个邻里院落围合一个公共绿化空

间，小区公建配套往往结合公共空间中的绿化水面等共同构

成小区中心，空间序列相应为“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私密空

间”，这种布局模式被人们形象的戏称为“四菜一汤”。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物业管理制度的实行，这种传统的布局方

式发生了改变，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共同特点是打破了传

统的四级结构模式，淡化了组团概念，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

种形态：（1）集中绿化型。住宅建筑群体共同围合一个较大

的绿化开敞空间，为居住区服务的商业、物业集中布局于小

区入口。这种布局方式的特点在小区中部布置集中绿化空间

，视觉效果比较好。如湖州“东白鱼潭小区”、上海“名都

城”。（2）轴线对称型。在用地较为狭长的情况下往往采用

这种布局形式，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局，轴线可直可曲，可

松可紧，中轴线上则建造绿化、步道、休闲小广场、喷泉、

小品景观等，该布局特点是将城市步行街的设计方法应用于

居住区规划中，通过轴线的变化和延伸使人产生步移景易的

视觉效果，居民到中心绿化的可达性也比较强。如上海“春

申苑”、“嘉茵苑”、重庆“竞地花园”。（3）自由布局型

。这类居住区往往结合地形山水，因地制宜，强调道路线型



的柔和流畅和建筑布局的自由活泼，将人行活动路线和绿化

景观有机的柔和在一起，规划平面生动自然，建筑布局高低

错落，环境景观富于变化。如上海“万科花园”重庆“龙湖

花园”。居住区规划布局的手法还有很多，一个优秀的居住

区设计往往综合运用多种手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居住区

规划时善于创造、推陈出新。 居住区内的道路是环境设计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进入居住区的第一印象，因此它不仅

是从一处至另一处的交通通道，还应是一条充满情趣的视觉

走廊。因此对道路的线型设计、道路的用料，以及道路两侧

建筑空间的处理，绿地、小品的布置，都要精心考虑，统筹

安排。小区的道路不宜做成等宽的，而应是很自然的、流动

的空间走廊，时而收狭，两侧是爬满青藤的围墙；时而放宽

，或是生气盎然，安静宜人的绿地，或是在开阔处布置一些

小品，诸如石桌、石椅、曲廊小亭，绿树围绕，浓荫依依，

旁边建有别具风格的小卖部，供应一些点心、饮料之类，为

居民提供人际交往和户外活动的场所，使人感到方便、温馨

、真正给人以自己家园的感受。在行道树选种时，东西向道

路宜种落叶树种，夏天可遮阳，深秋树叶飘落，让阳光洒满

大地，有利于冬季积雪的融化；南北向以常绿为主。 居住区

规划中环境设计的引入使居住区的空间富于变化和特色，提

升了整个居住区的品质，营造富于特色的景观环境成了人们

的共识，也是居住区规划的重点。（1）同整个居住区风格协

调的原则。居住区建筑风格奠定了全区环境风格的基础，西

方园林追求恢弘的气势，构图工整、装饰小品多为西洋古典

柱式以及喷泉雕塑，中式园林追求自然朴实，构图自由，装

饰小品多为假山石及亭台楼谢。目前居住区规划中纯西式或



中式园林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以一种风格为主综合运用两种

造园方法。（2）充分利用自然的原则。自然环境是景观绿化

的基础，在居住区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貌、山水环境、

气候特征，对地势的利用、水系的改造、树木的保留要因势

利导，创造具有特色的环境空间。（3）整体和精细设计的原

则。居住区环境要有整体设计的理念，要有总体构思和通盘

考虑，即要有点线面结合的景观结构，又要有不断变化的空

间序列。同时对居住区环境细部要有精细设计，现代景观环

境不但可以借鉴传统的一些东西，更可以将现代社会才有的

声、光、电、喷泉、不锈钢材质、玻璃、彩色涂料等综合运

用在环境设计中，以求创造富有现代设计感的居住区环境。 

总之，我国居住区正在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居住区规划设

计方面需要探索的问题还很多。一个居住区环境的好坏，不

仅反映规划设计的水平，也是居民文化素养、文明程度的反

映，又是社会管理、物业管理水平的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使得人们对住宅的功能需求不断发生变化，这就促使我们

一方面要关注生活、不断创新，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居住区

规划中城市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创造出更富中国特色的人居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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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