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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诠释了建筑的品质坚固

、实用和美观。当今，人们理解高品质房的内涵就更加丰富

：以物质层面的适用性能、安全性能、耐久性能、环境性能

和经济性能为品质基础，追求精神层面的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 而园林植物是美化和改善人类生存

环境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园林植物是指一切具有观赏价值

的植物，包括乔木、灌木和花卉，甚至草坪地被。植物观赏

包括：观赏植物的叶片、枝干、花朵、果实和毛刺等；观赏

植物的姿态、色泽、形状、气味等；观赏植物的配置及季相

景观等，也包括观赏人们赋予植物的各种人文内涵等，这些

都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和生理的愉悦与享受。 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环境特别是城市居住

环境的绿化、美化、净化、香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建筑

物的建筑面积、层次朝向、结构及建筑物的外观风格和居住

环境尤为受到业主的重视，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并不注重的景

观环境现已成为大多数住户选房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对

景观环境的重视度在高收入阶层选房时尤为突出，特别是别

墅、排屋及毗邻广场公园等高档住宅区的景观要求，已由原

来单纯的绿化上升为美化，更深层次地发展到艺术的景观环

境及人文景观的挖掘，而对于大环境的重视也使居住环境向

“返璞归真”的生态环境发展。在景观环境的发展中，始终

离不开人类对自然艺术美的追求，特别是离不开自然景观造



景要素中植物造景的追求。来源：考试大 在别墅、排屋、高

档公寓的居住环境中，植物造景除了设计主题与建筑风格必

须统一外，还必须与其所处位置、地理环境相协调，因地制

宜与周围环境和原生植物环境相互和谐是主要的，因此植物

造景的植物配置也有一定的差别。同时，建筑也是户内不同

格局与外在形式的统一体。户内不同格局是指户型空间、隔

墙、过道、走（电）梯间等未来理想人居的客观空间。户内

不同格局的制定主要是设计师通过户型内面积的分配，生活

、休闲空间的规划，在充分考虑居住空间的使用功能上，强

调居住的舒适性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客观制约性。外

在形式是指门、窗、阳台、檐口、屋顶和外立面线条、色彩

等意蕴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设计师在户内不同格局定势的

基础上，运用一系列的物质手段，通过点、线、面，黑、白

、灰及色彩等物质因素的存在，转化为感性外观的“人化的

景观”，因而具有很大的主观创造性。 高品质社区必须包含

一些良好的居住元素，比如户型、建筑设计、社区配套、环

境、通风、采光、密度、居住氛围等等，由于项目规模大，

加上有可利用的江景、山景景观资源，开发商可以有较大的

空间来雕琢产品。为了提高居住和生活质量，对户型、装修

、配套、环境等极为挑剔。 如果说植物是高级住宅区最为自

然天成的组成部分，那么建筑则是人工气息最浓的部分。因

此，植物造景对于协调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作用极其重要

。植物柔软弯曲的线条可以打破建筑的平直和呆板，以不同

手法配置花草树木与形象丰富的园林建筑相配合，可以产生

出千姿百态的园林景观。 一、主题性原则 主题性原则在植物

造景中起到纲领性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性原则，是植



物造景的思想体现，是其神之所在，这一处植物景观要表现

什么样的主题，有时要比怎么样来表现主题显得更重要。拿

园林本身来说，植物造景的变化使高级住宅区的内容、形式

、风格、功能与布局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高级住宅区具有美

化、教育、保健、防护、改善环境、游憩等功能。同时，由

于高级住宅区是为广大业主服务的，它的主要功能最重要的

是为了改善和美化居住环境，所以，提倡植物造景，突出自

然的植物群体景观，强调植物的配置，如表现植物层次、轮

廓、色彩、疏密和季相等，要求尽量利用原有地形，因地制

宜。来源：www.examda.com 现代高级住宅区一般比较开敞，

不设高墙，在造园手法受到新艺术运动的影响，追求自由流

畅，简洁明快、立意新颖、实际高效、新奇惊险、个人参与

等。在植物景观上，追求大色块、大效果，疏朗明快。在建

筑用地上，追求大尺度，即总用地面积大、地下车位大、商

铺及各种形式的住宅空间大。在利用空间上追求高境界，即

大面积环绕水景、亲水景观带构筑自然生活，规模宏伟的景

观架空层和超大景观露台创新立体景观。在构筑专业品质上

追求纯自然，即体现景观架空层、花园水系、商铺屋顶花园

、空中露台构筑立体花园的多重景观。在建筑布局和植物造

景上追求低容积率和高绿化率，完美实现人景观建筑城市的

有机融合。 在主题性原则的体现上，出现了不少成功楼盘，

如杭州的白荡海人家，在建筑形态上采用“马头墙、白墙黑

瓦、庭院”等古建筑元素，在园区景观设计上沿用小桥流水

的江南风味，用以体现“飘逝岁月，重现眼前”。如“江南

水乡”，由庭院别墅、独立别墅及联体别墅构成的低密度高

尚住宅园区。江南水乡承延江南独有的古典建筑文脉，再现



水乡积攒千年的人居精华，在建筑形态上采用“粉墙黛瓦、

月洞花墙、天井”等江南建筑元素，在园区景观设计上原汁

原味地再现江南传统园林与庭院一脉相承的江南风味，以一

句“中国花园，一世情缘”的广告语，重新唤起人们对中式

别墅园区的传统文化的印记，被誉为“江南传统建筑在现代

别墅中应用的典范之作”。如“金都华府”，开工建设

于2004年，以“传承杭州的文脉、体现杭州的特质、和谐杭

州的生活、讲述杭州的故事”为主题。为了体现其“王气”

和历史人文的内涵，在建筑形态上采取了具有传统意象的基

调，外立面非常简洁，且挺直大气，色彩以灰白色作为主基

调，建筑顶部采用退台的方式，加上深蓝色的线条和传统建

筑风格的重叠檐口，保留了杭州传统建筑的“粉墙黛瓦”的

城市意象。在小区主入口的设计上，更突出“府”的景象，

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从而再现了杭州传统民

居的“墙门文化”的神韵和归属感。在园区景观设计上营造

了“五院一庭一中心”的传统氛围，并以一句“人文的月光

照庭院”的广告语，重新唤起人们对市中心庭院生活的向往

。金都华府在表现杭州文化特色方面不是完全的复古，同时

还创新地将高科技产品应用到住宅中，建造出既是“文化的

”又是“科技的”的舒适性住宅，成为“人居科技创新之作

”。 二、美学原则 植物在自然界蒙天地之孕育，阳光雨露之

滋润。一经配置于园林，同样须承日月风雨、阴阳寒暑之调

和，才能与山池路桥房舍相协调形成园林景观。从这个角度

出发，植物就反映了自然代表了自然，欣赏其间就可以“法

天而立道”，抒发心志体现人的价值。 赏心悦目的景物，除

了个人特殊的嗜好外，最受欢迎的是色彩动人，其次才是香



味、体形美、线条美等等。 园林中的色彩，以绿色为基调，

但若园林中只见绿色，则难免单调，如何以色彩美的理念来

进行植物造景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 1．对比色 绿地用色

必须与当地背景的景象相互调和。一些现代化建筑物或人工

设施，若直接应用于自然环境中不一定合适，甚至会造成对

自然环境的莫大冲击。因此，强调绿地的色彩安排，必须先

考虑背景的景象，研究人工设施与自然环境是否能够相得益

彰，才能构成和谐如画的整体景观。 对比色的配色平常被用

得很多，因为可以得到现代、活泼、明视性高的效果，在高

级住宅区用对比色相的植物，即能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 对

比色相的配色，要注意明度差与面积大小的比例。例如以大

森林为背景的漆红建筑物，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红绿、红蓝是最常使用的对

比配色，但两色的明度较低，彩度都较高，甚至有相互渲染

的问题存在，所以至少要降低一方的彩度，才能得到好的效

果。 对比色相调和，若应用于植物造景上，容易产生清新活

泼之感。例如，在花坛配色及花境配色上，同一花期的花卉

最好安排对比色，以便引起住户的兴趣。如果花坛中没有对

比色，就会失去颜色的强度，以致毫无生气。例如一个被冷

色调统一的花境，原先种了蓝花、白花、暗紫等，看起来一

派寂静，但是稍加了一些金黄色的花卉，立即使得花境热闹

活络起来，因为橙与黄，黄与蓝紫都是对比色。 有些花卉色

彩多样、冷暖俱全，如杜鹃、非洲凤仙花、大理花、矮牵牛

、四季秋海棠、三色堇等，种在同一个花坛或花境中不能混

杂在一起，应该按冷色系和暖色系分开，或按花期、高矮等

分块种植。这样可以发挥花卉品种的特性，并且避免给人以



混杂凌乱的感觉。 绿地用色必须与背景景象取得协调。绿地

中的一些垂直景物，如墙面、栏杆等，可以适当利用作为背

景，衬托前景的花卉、树木等，使之更为鲜明、突出、轮廓

清晰，甚至展现艺术效果。如，绿色背景，前景运用红色或

橙红色、紫红色的花木；明色的花坛则搭配白色的雕像，感

觉尤其清爽，这在欧洲是很常见的景致；松柏常绿的主色调

，如果与灰、白两种色泽搭配，就会呈现出既清新脱俗又古

典雅致的气息。 在具体实施中，绿色背景主要是利用常绿植

物和观叶植物等，最好选择枝繁叶茂、叶色浓密、终年常绿

的树木为背景，效果必佳。 2．渐变和条纹配色。彩虹之所

以美，是因为色光渐“变”的自然规律有秩序地排列，构成

一种色多而不杂、井然有序、和谐统一的组合，使人有美的

感受、美的启迪。同样，在植物造景时，尤其是应用五颜六

色的花卉，可以借鉴彩虹的“渐变”原理，如花坛和绿化带

的配置上，避免色彩多而杂乱无章。 当然，仿效彩虹的渐变

配色理念，虽然广泛应用于色泽鲜艳的花卉，但对于数量多

、色数少的树林，则无用武之地。这个时候，不妨采用条纹

状配色的手法，仍然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从美学的角度来

说，这种条纹状配色，是美学原则（组合规律）中的对比、

反复、韵律等多种原则所呈现出来的美，综合起来达到最基

本的原则多样统一的整体和谐。比如以黄绿红绿褐绿来实现

植物配置的循环往复，就可在整个园区内形成色彩的显著差

异，使人感到既丰富又有秩序。 园林中的色彩主要来自植物

，还有一些来自非生物方面的山石、土壤、河湖水面等，也

同样可应用这类手法进行有效配置。 三、艺术原则 植物造景

往往要与立地环境综合考虑，并与建筑设计同时交错进行。



多数情况下，也并非孤立地运用某种处理手法，而是紧密地

结合自然环境、建筑造型、功能特点、画面构图和透视色彩

效果等等统一考虑，并遵循一定的艺术性原则。 1．衬托与

对比 建筑、雕塑周围的植物景观也有衬托与对比的问题，如

浅色的、亮度高的雕塑宜采用深绿色叶的植物作背景，而用

浅色的背景植物，则雕塑与植物之间会产生“渲染”的现象

。如果考虑到秋、冬季落叶的问题，明朗的天空亮度也很高

，最好配植以深绿色的常绿树。如在实施温州万通玫瑰花园

绿化工程时，在建筑外围及水池两旁种植严谨对称的树木，

映衬着喷泉和水池更显得深远。 2．节奏与韵律 犹如音乐中

不能一个调唱到底一样，植物造景也不能一个调“畅游天下

”，否则就显得单调乏味，而应具备一定的节奏感和韵律。 

同样的树种或某种植物在同一绿地中重复如同苗圃一样，久

而久之，会引起人们的视觉疲劳。试着作一个改变，有些地

方补种一些树，而另外一些地方则调整一些树种，做到“密

不透风，疏可走马”，则节奏感应运而生，而不同的节奏感

又会产生一定的韵律。如在南京实施青龙山人居工程时，就

运用大色块的手法，将香樟、女贞、南方枳木具 、枫香、杜

英、红果冬青、喜树、乌桕、香椿等植物大面积片植，形成

了丰富而有韵律的景观带。 在某些重复的硬质景观的坐凳或

小型建筑前种下一定的树木和花草，在自然光影下产生的造

型，也会使群体呈现出一定的节奏，并产生亲切柔和的气氛

，有组织地重复高低变化，会引起人们的节奏感；将植物布

置得三五聚散、错落有致，有规律、有起伏，深浅浓淡的变

化都会激起人们的韵律感，给人们以美的感觉。 四、生态性

原则 城市居住环境园林植物选择的基本要求是：适地适树，



栽植管理简便，易成活，耐修剪，生长速度适中，卫生，寿

命长。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相结合

，增加优良树种的美化色彩；提高景观功能的多样性和生态

功能的针对性；树种选择上不仅要具备良好的生态功能，而

且更应兼备优良的观赏性状；加强对彩叶植物、珍稀物种等

的开发与应用。 就江浙而言，季相景观要求突出的多用银杏

、无患子、黄山栾树、枫香、元宝枫、乌桕、鸡爪槭、黄连

木、红枫、红叶小蘖、金叶女贞、法国梧桐、水杉、重阳木

、香椿、青枫、山膀胱、红花木等；以观花、观果为重的景

观多用梅、桃、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樱花、梨、杜鹃、广

玉兰、棣棠、郁李、火棘、贴梗海棠、月季、合欢、紫藤、

石榴、柿树、桅子花、茶花、茶梅、金丝桃、紫荆、黄馨、

迎春花、桂花、美国凌霄、紫花泡桐、木绣球、八仙花、构

骨、紫玉兰、白玉兰等；以追求清涵宁静环境的住宅区多用

高大乔木，如香樟、榉树、黑松、柳杉、水杉、竹类、栾树

、朴树、法国梧桐、桂花、杜英、木兰科植物、槭树科植物

、合欢、喜树、乌桕、重阳木、黄连木、七叶树、无患子、

樱花等等，同时，配置一些低矮的乔灌木，如构骨、山茶、

八角金盘、桃叶珊瑚、杜鹃、剑麻、书带草、麦冬、沿阶草

、葱兰、槭木、十大功劳、水蜡、腊梅、海桐、杜仲、火棘

、常春藤、枸杞、六月雪等。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园林植物

生长环境中的温度、水分、光照、土壤、空气等各种生态因

子都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产生重要的作用，植物造景要充分考

虑植物的生态习性，不同植物与环境之间存在不同生态关系

。 温度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

作用等生理过程。热带植物如椰子、橡胶、槟榔等要求日平



均温度在18℃以上才能开始生长；亚热带植物如柑桔、枫香

、含笑、香樟、油桐、竹等在15℃左右开始生长；暖温带植

物如桃叶李、槐等在10℃，甚至不到10℃就开始生长；温带

树种紫杉、白桦、落叶松、云杉在5℃时就开始生长。一般植

物在0-35℃的温度范围内，随温度上升、生长加速，随温度

降低生长减缓。一般来说，热带干旱地区植物能忍受的最高

极限温度为50-60℃左右，原产北方高山的某些杜鹃花科的小

灌木，如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白头山顶的牛皮杜鹃、苞叶杜鹃

在雪地里都能开花。 调查显示，常绿树无冻害且抗寒性强的

有：凤尾兰、石楠、杉木、湿地松、油茶、柏木、龙柏、广

玉兰、海桐、柳杉、罗汉松、匍地柏、杨梅、构骨、黑松等

。 落叶树无冻害且抗寒性强的有：池杉、紫薇、白玉兰、泡

桐、水杉、紫荆、国槐、白鹃梅、紫玉兰、凌霄、贴梗海棠

、青枫、红枫、合欢、无患子、红叶李、紫叶桃、马褂木、

鸡爪槭、银杏、柿、木槿、郁李、梧桐、柳树、枫杨、法梧

、枫香、木绣球、金银花、爬山虎等。 因此，植物造景应掌

握适地适树原则，通常的做法就是选用乡土树种，这样就可

以保证树种对本地风土条件的适应性。如椰子在海南岛南部

生长旺盛，结果累累，到了北部则果实变小，产量显著降低

，在深圳不仅不易结实且经常有落果现象。杭州浣沙路上化

巨资引进的加拿利海枣也因无法适应本地的气候而纷纷凋落

。 五、文化性原则 如何通过植物造景来体现传统文化？又如

何通过植物造景来体现现代思潮？最早人们栽种植物是取其

功能用途，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植物的生态、属性。受“

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影响，出现了许多吟诵植物的雅事，

很多植物被赋予了人的性格，还被冠以人的称号。列举一些



常用植物所寄予的美好意境如下，以备植物造景取材之用。 

松柏：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木兰：白

居易诗赞，“紫房日照胭脂折，素艳风吹腻粉开。悟得独饶

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 槐、楸：《朱子语类》中有：

“国朝殿庭，唯植槐楸”，《全唐诗话》中：“槐花开，举

子忙”等等，槐与楸都是高贵、文化的象征。 合欢：申时行

有诗：“隙地不栽无果树，中庭那有合欢花。”采集者退散 

梧桐：梧桐是被古人看作祥瑞物的。晋郭璞《梧桐赞》：“

桐实嘉木，凤凰所栖，爱伐琴瑟，八音克谐，歌以永言⋯⋯

。” 榆：明代吴宽曾作诗赞，“始我种三榆⋯⋯，生钱闻可

食，贫者当瓜果⋯⋯” 女贞：是富于性格的树。明张羽《杂

言》，“青青女贞树，霜霰不改柯。”是赞其形，也是颂其

志。 柳：柳是春的象征，又是极富感情的树，古人多以“折

柳”为送别之词。陆游曾作诗，“村路初晴雪作泥，经旬不

到小桥西。出来频觉春来早，柳染轻黄已蘸溪。” 桂花：桂

花是秋天的象征。李商隐曾作诗，“月中桂树高多少？试问

西河斫树人。” 杏：是古人倍加珍重的树种，是讲学圣地同

义词，也是夏祠之圣果。《庄子.渔父》中：“孔子游缁帷之

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枣：枣

是财富，又给人以温饱，是一种美果良材。欧阳修的七律则

盛赞枣的红艳、可口。“秋来红枣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盘

。甘辛楚国赤萍实，大落韩嫣金弹丸。聊效诗人投木李，敢

期佳句报琅。嗟予久苦相如渴，却忆冰裂慰齿寒。” 枇杷：

四季常绿，冬花夏实。明高启有诗赞道：“落叶空林忽有香

，疏花吹雪过东墙。居僧记取南风后，留个金丸待我尝。” 

柿：柿子浑红而味甘，干高且叶肥，是颇具特色的果树。唐



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称柿有七绝：“一多寿、二多阴

、三无鸟巢、四无虫蠹、五霜叶可玩、六嘉实可啖、七落叶

肥滑可以临书。”也无怪乎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柿子树

要立牌保护，并成为西溪的一个主要景观。 石榴：春花秋实

，花果俱丽，四季有景。晋代潘尼盛赞石榴：“华实并丽，

滋味亦殊。可以乐志，可以充虚。朱芳赫奕，红萼参差。含

英吐秀，乍含乍披。遥而望之，焕若隋珠耀重川；详而察之

，灼若列宿出云间。” 梅：梅是古来传诵的名花，被喻为清

高、韵胜、格高。纵览古今之咏梅诗篇，何止万千，均以褒

为主，绝少贬语，这和名士诵扬有关。其中赞梅的冲寒斗雪

、不畏冰霜的精神，首推元代杨维桢的“万花敢向雪中出，

一树独先天下春”。而林和靖的七律：“众芳摇落独暄妍，

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则

可谓“梅以韵胜”的千古名句。 兰：兰是善，兰是君子。《

家语》孔子曰：“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则与之俱化，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

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兰虽属草本，但其覆盖效果之大

，却是许多植物无法与之比拟的。 竹：竹也是古人情有独钟

的一种植物。早在晋代，戴凯之便写出了世界上关于竹的最

早专著《竹谱》。继而白居易又写了《养竹记》，说：“竹

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竹性直，直以立身”；

“竹心空，空以体道”；“竹节贞，贞以立志”。苏轼也有

“不可居无竹”之说。 菊花：菊花可称是老少皆知的。上自

先秦，下迄近代，总是歌颂其雅洁，特别是魏晋时期更将菊

花推崇至极，无不以吟咏为雅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紫薇：在绿苔斑斑的庭院中，点植



几株红艳紫薇，正应了王安石的诗句：“紫薇花对绿苔斑”

；而王十朋的诗句“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也是紫薇在

园林中广泛应用的明证了。 桃：桃是古老的植物，早在《诗

周南》便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也是理想世界的花

，这在陶潜的《桃花源记》可窥其梗概，后世即把理想境界

称之世外桃源。另外，桃还与避斜、逃凶等传统风俗有许多

联系，至今仍能在农村见到红纸画桃符张贴门上以趋吉避凶

。 海棠：花叶丰茂，婀娜含娇的海棠花，是最惹人喜爱的花

之一。唐代贾耽称之为“花之神仙”，所以名儒巨贤的清辞

丽句极多。宋代陈思《海棠谱序》中有：“梅花占于春前，

牡丹殿于春后，骚人墨客特注意焉！独海棠一种，丰姿艳质

，固不在二花之下。” 诸如杜鹃、芍药、迎春、荷花、茶花

、樟、白杨、牡丹、李、木芙蓉等植物也被付予了美好的寄

寓，这里不一一枚举。 六、环保科技性原则 在当前宏观调控

大势下，开发节能省地型住宅、建设节约型社会更上升为整

个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确保开发楼盘的质量、提升楼盘的

品质，已成为房地产企业能否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同时也是整个行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住宅建设已不单纯是为了满足居住需求，提升生活品质

的需要，并且开始承担起改变城市形象、改变社会结构及构

建和谐社会的职责。作为2005年10月9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国

地产品质高峰论坛”的主旨，提出了以下四点要求。首先，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开发节能、节水、节地、节材

和环保型住宅，促进可持续发展；其次，弘扬住宅规划设计

的合理化创新，全面提升住宅品质；第三，引领住宅技术创

新，促进成果共享；最后，开阔住宅建设视野，体现当代住



宅水准，努力保持与世界发展同步。以“品质是一种方向”

的坚实口号为处于“后宏观调控时代”的房地产企业指出了

一条生存之道。在住宅科技方面，以环保和节能为两大主题

。在环保方面，一是通过双层中空玻璃和新风系统的有效结

合，隔声、防尘、消除室内外的污染空气；二是整个小区采

用变频、变压集中供水、保证生活水质量；三是利用外部先

天的环境优势，将景观设计在高级住宅中完美展现，充分借

鉴国际景观设计中重视组团及宅间景观的传统，在空间上追

求序列变化，整体布局和谐统一。在节能方面采用了墙体保

温节能体系，结合阻断式铝合金、双层中空玻璃门窗，对建

筑物形成整体的保湿隔热体系，部分室外照明还采用太阳能

路灯系统。在植物造景中采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手

法，并合宜运用水景，调节住宅区微气候，改善水循环，并

通过水的不同形态来营造水景，以丰富住户的听觉与视觉感

受。来源：考试大 智能化技术是现代绿色建筑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量的设备管理系统、背景音乐系统、信息系统、网络

智能系统使住宅区真正实现了智能家居生活，设计更为人性

化的住宅、商务空间为城市带来一种全新的居住理念。事实

上，科技住宅带来的舒适，不是改进、改良，而是又一次革

命，是把舒适程度从初级水平向高级水平变换的革命。人的

舒适，说到底是四个方面，即温度适宜、湿度适宜、植物适

宜，再加上空气新鲜，而科技住宅能解决的正好是这四方面

的问题，通过科技住宅的一整套体系，住宅可以做到适应人

体需要的恒温恒湿，可以做到24小时都有新鲜空气供应。这

些高舒适的保障是原来的户型、环境、配套、规划都不能提

供的，这就是科技住宅真正的意义。 由于受宏观调控的影响



，原来的卖方市场局面将被打破，消费者购房选择的空间也

会加大，房产消费的理性也会更加明显，预示着中国品质地

产的时代即将到来，房地产企业的成长条件开始嬗变，所有

企业都是赢家的局面一去不返，一个真正优胜劣汰的时代已

然来临。在大多数楼盘销势步履维艰的时候，却有项目几乎

在一夜之间销售殆尽，根本的原因在于品质，只有产品的品

质才是高级住宅区所在开发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最核心的竞

争力。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植物配景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

劳动。从对项目地块的客观地形地貌、景观配置、水系利用

和区域内的文化底蕴等的选炼，处理好与建筑立面、建筑外

色彩、屋顶檐口等一系列整体效果，是一个对未来即将显现

的客观物体进行艺术化的过程。通过这个标准形成自己关于

美的判断标准，并用这个标准对事物去进行选择、追求，用

植物设计的手段将其奉献给人们，给人们以美的启迪，这是

景观设计师和施工建设者进行规划、设计、创作的共性特征

。但由于各自的审美理想中的人文、心理、审美等因素的影

响以及建筑和园林发展历史的演变、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等的

作用，也就形成了对建筑和植物造景演绎的不同知觉。这不

同的知觉影响和制约着设计师的规划、设计和创作活动，从

而形成不同的园林风格，引领着高级住宅区朝向“专业构筑

品质生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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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