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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市人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花费在

住区中，居住区环境景观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理、生理

以及精神生活。在人们活动的步行道、广场、休息观景的空

间中，创造性地设计能赋予空间一定的特色，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 早期居住区的景观设计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绿化设

计，景观布置也以园艺绿化为主，景观规划设计在居住区规

划设计中往往成为建筑设计的附属，常常是轻描淡写一笔带

过，未经深入设计的环境效果难免不尽人意。如今，居住区

的景观环境愈来愈受房地产发展商和居民的重视。 从上世

纪90年代开始风靡一时的“欧陆风格”逐渐失去的昔日的光

环。到我国历史和文化为主题的中式楼盘越来越得到人们期

待，从房地产经营理念发生变化，概念地产（主题地产）开

始出现，如景观主题地产、环保主题地产、文化主题地产、

休闲主题地产、智能主题地产等，房地产营销从单纯的卖楼

盘转向更多地关注环境和文化，倡导社区新的生活方式。纵

观楼市的风云变幻，我们发现景观是永恒的主题。与传统相

比，现代居住区环境景观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在这些趋势

中，我们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相对论，对居住景观可以得到许

多更深刻的认识。 发展商VS建筑师VS景观设计师VS城市居

民 在提出景观的概念规划开始时，就把握住景观的设计要点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之中，景观设计师、建筑工程师、开发

商要经常进行沟通和协调。不应像以前一样先规划好房子，



再做景观规划设计。二是，四方互动，甚至先规划好整体环

境，再把房子像种树的一样种进去，用建筑去巧妙的分隔和

围合空间，使建筑和景观能融化在居住区整体设计之中。同

时景观设计必须呼应居住区设计整体风格的主题，硬质景观

要同绿化等软质景观相协调。不同居住区设计风格将产生不

同的景观配置效果，现代风格的住宅适宜采用现代景观造园

手法，地方风格的住宅则适宜采用具有地方特色和历史语言

的造园思路和手法。传统文明VS现代化任何一个从不发达状

态上升的民族，都会遇到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它必须扎根在自己历史的土壤中，熔炼一种民族的

精神，并且在殖民者的个性面前显示出这种精神和文明的再

生；另一方面，为了走向现代化，为了参加现代文明，它又

必须参与到科学、技术和政治上的理性行列中来，而这种理

性又往往要求把自己全部的文化传统都纯粹地、简单地予以

抛弃。事实上，所有传统的文明都在经受这样的冲击：如何

既成为现代的而又回到自己的源泉；如何既恢复一个古老的

、沉睡的文化，又参与到全球文明中去。当然，现代的不一

定就是没有地域特征；受了外来文化和文明影响，就不一定

是完全抛弃传统。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比如芬兰建筑

师阿尔瓦#8226.柯里亚、拉兹#8226.法赛等从当地的气候和生

活方式出发，通过独特的形体和布局也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

域建筑特色的现代建筑。 而现代材料的选用，则成为了当今

传统建筑或现代建筑的主流。在现今的楼盘建设中，大多都

使用当地较为常见的材料，体现当地的自然特色。在材料的

使用上有几种趋势，（1）非标制成品材料的使用，（2）复

合材料的使用，（3）特殊材料的使用，如玻璃、萤光漆



、PVC材料，（4）注意发挥材料的特性和本色，（5）重视

色彩的表现，（6）DIY材料的使用，如可组合的儿童游戏材

料等。而特定地段的需要和业主的需求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

。环境景观的设计还必须注意运行维护的方便。常出现这种

情况，一个好的设计在建成后因维护不方便而逐渐遭到破坏

，因此，设计中要考虑维护的方便易行，才能保证高品质的

环境日久弥新。 西方园林VS中式园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

“欧陆风格”影响到居住区的设计与建设时，曾盛行过欧陆

风情式的环境景观，如大面积的观赏草坪、模纹花坛、规则

对称的路网、罗马柱廊、欧式线脚、喷泉、欧式雕像等。90

年代以后，居住区环境景观开始关注人们不断提升的审美需

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提倡简约明快的景观设计风

格。同时环境景观更加关注居民生活的舒适性，不仅为人所

赏，还为人所用。创造自然、舒适、亲近、宜人的景观空间

，是居住区景观设计的又一趋势。崇尚历史、崇尚文化是近

来居住区景观设计的一大特点。随着历史文化的不断升温，

开发商和设计师们开始不再机械地搬用西方式园林模式。甚

至开始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居住区的规划和策划。他

们根据各地方区域特征和基地的自然特色，通过建筑与景观

设计来表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与地域特色。如青岛，“碧水

蓝天白墙红瓦”体现了滨海城市的特色；海口“椰风海韵”

则是一派南国风情；重庆，错落有致那应是山地城市的特点

；而苏州，“小桥流水”则是江南水乡的韵致了。这些案例

无一不是在传统文化中深入挖掘，从而开发出兼具历史感和

时尚感的纯正的中国风格的作品。同时居住区景观还应充分

利用区内的地形地貌特点，创造居住区微地形的起伏变化，



塑造出富有创意和个性的景观空间。 山景VS水景 在现今的楼

盘销售中，生态型的山景、水景楼盘广受欢迎。楼盘依山而

建，围绕山景这个主题，强调自然山势、人工水景、植被绿

化和建筑的浑然一体。整体上看，整个社区建筑就像山上淌

下来一样，舒缓、从容，并不是仅仅靠山而建，做了大面积

的绿化、水系景观、山系景观、建筑小品等等，就可以标榜

自己做到了“家在公园里”的。要真正找到“家在公园里”

的感觉，最需要的是对景观无处不在的细节雕琢，充分利用

靠山而建的优势，怎样与山有效地连接起来。比如对架空层

的处理，比如对绿化和建筑礼堂感官的处理。。例如，同行

们走进某个山景楼盘，就会惊诧于该社区的景观的确是给人

中式园林的享受；换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感觉到层次感和立

体感十足的绿化空间；设置在区间道路中央的小品建筑，更

折射出一种参与性和亲和性；社区的小公园景观、小桥流水

等，更是与人和谐共生；绿化延伸到了架空层；亭台楼阁高

低错落，楼群层次感强，建筑角落的绿化无处不在。 而水景

则是另外一番风味。古人云：“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

。水景住宅就是依水而建的住宅，是借助自然的或人工的水

景，使人，住宅，自然和谐统一的居住模式。 九十年代以来

，欧美流行亲水性建筑，傍水而居，新近自然。受其影响，

中国近年来也风行亲水性住宅。水，在北京作为稀缺资源，

部分发展商利用自然水系，形成风景线；有的在小区内建造

人工湖泊、瀑布、小溪、喷泉、水景广场等，演绎都市水文

化。据调查，香港的水景住宅较之一般住宅价格高达7至10倍

，在台湾，同一块地水岸住宅与普通住宅相比有10％至15％

的价差，上海离水域500米以内的住宅，比离水域外较远的住



宅均价高出约5％至7％。 整体风格VS空间组织 景观设计必须

呼应居住区设计整体风格的主题，硬质景观要同绿化等软质

景观相协调。不同居住区设计风格将产生不同的景观配置效

果，现代风格的住宅适宜采用现代景观造园手法，地方风格

的住宅则适宜采用具有地方特色和历史语言的造园思路和手

法。当然，城市设计和园林设计的一般规律诸如对景、轴线

、节点、路径、视觉走廊、空间的开合等，都是通用的。同

时，景观设计要根据空间的开放度和私密性组织空间。如公

共空间为居住区居民服务，景观设计要追求开阔、大方、闲

适的效果；私密空间为居住在一定区域的住户服务，景观设

计则须体现幽静、浪漫、温馨的意旨。来源

：www.examda.com 共享性VS独有性 共享性是现今住房商品

化的特征，为使每套住房都获得良好的景观环境效果，首先

强调了居住区环境资源的均好和共享，在规划时应尽可能地

利用现有的自然环境创造人工景观，让所有的住户能均匀享

受这些优美环境；其次要强化围合功能强、形态各异、环境

要素丰富、安全安静的院落空间，达到归属领域良好的效果

，从而创造温馨、朴素、祥和的居家环境。 而同时，许多高

端住宅在进行设计时，则强调每套产品的独有性。希望它有

收藏独有性的美学价值，而且是限量版，是不可复制的产品

，非产业化的设计理念，在这些开发过程中，深究建筑细节

，原创收藏价值，是其最为重要，也最为吸引人的部分。 

点VS线VS面 环境景观中的点，是整个环境设计中的精彩所在

，这些点元素经过相互交织的道路、河道等线性元素贯穿起

来，点线景观元素使得居住区的空间变得有序。在居住区的

入口或中心等地区，线与线的交织与碰撞又形成面的概念，



面是全居住区中景观汇集的高潮。点线面结合的景观系列是

居住区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在现代居住区规划中，传统空

间布局手法已很难形成有创意的景观空间，必须将人与景观

有机融合，从而构筑全新的空间网络：（1）亲地空间，增加

居民接触地面的机会，创造适合各类人群活动的室外场地和

各种形式的屋顶花园等等。（2）亲水空间，居住区硬质景观

要充分挖掘水的内涵，体现东方理水文化，营造出人们亲水

、观水、听水、戏水的场所。（3）亲绿空间，硬软景观应有

机结合，充分利用车库、台地、坡地、宅前屋后构造充满活

力和自然情调的绿色环境。（4）亲子空间，居住区中要充分

考虑儿童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培养儿童友爱、合作、冒险的

精神。 变化的空间VS高密度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有人

说，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或者生活空间，很难满足现代中

国因“人多地少”而带来的像“需要高密度住宅”这类要求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设计的一些手法，已经给我

们留下了很多现成的好的做法。 比如，中国古典景观设计中

“对景”、“借景”、“衬景”、“框景”等设计手法，都

是为了更加巧妙地解决“小中见大”的空间扩展问题。 但是

我们在盲目崇拜、接受国外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方法，得到

的往往多是形式上的东西。西方现代设计往往是“用大面积

的空间创造大空间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自然和现实条件允

许他们这么做；而“中国设计更需要用变化的空间来创造大

空间的感觉”。正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问题比世界上很

多发达国家更突出，因此，我们在城市规划、社区规划到住

宅设计的各个方面，就更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

抄国外的东西。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结束语 居住区景观设



计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宏观上，居住区景观设计要

体现出我国历史及现阶段发展的趋势。微观上，景观设计要

结合地方特色与地域特征，更多的采用节能、环保新材料充

分利用二次利用建筑垃圾，才能在各种相对论的对立统一之

后，创造出既具有历史文化又地方特色的优秀景观。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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