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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8F_E5_8C_BA_E7_c61_646643.htm 一、居住区环境景观

构成元素及设计概念 环境景观设计是一门边缘性、综合性较

强的新兴学科。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是指住宅建筑外环境景

观设计，其构成元素有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居住区的环境

景观，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景观设计师的目标，

就是将居住区的景观环境与住宅建筑有机融合，为居民创造

经济上合理，生活和心理功能上方便舒适、安全卫生和优美

的居住环境。 1.精神元素居住区环境景观构成中的精神元素

，指精神范畴的内容，是人们心理上的需求，是环境景观在

人们心中的感受、在心理上产生的共鸣。精神元素带有地域

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职

业、地位、文化观念的居民，对居住区景观环境的要求都各

不相同。精神元素的内容包括居住区景观环境的主题、立意

、居住区环境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这些都是通过物质元

素来体现的。 2.物质元素居，神，这些都是通过淀、人文精

神，这些都是通过物质元素来体现的居住区环境景观构成中

的物质元素，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实实在在存在于

生活空间中的。通过对人们视觉、触觉、嗅觉等感官刺激而

感知、体味到的。其中包括自然元素和人工元素。正如吴良

镛教授在《广义建筑学》中指出：“人类的居住包括必不可

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其人工的构成部分。二是其自然的

构成部分，两者综合起来，便构成了‘居住环境’。” ①自

然元素。自然元素是指居住区基地内原有的自然环境、地形



地貌，包括原有建筑物、构筑物、大树、古树、山坡地形，

河湖水体，原有道路及地下管线等。在设计中，要强调对这

些自然环境资源的尊重，并加以充分利用。 ②人工元素。在

保护和利用自然元素的基础上，根据居住区基地的具体条件

，通过人工的手法，创造出的令人舒适又赏心悦目的环境景

观。居住区的环境景观分为软质景观和硬质景观。 软质景观

：指花草树木等自然植物所构成的植物景观。在居住区景观

环境中，软质景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从占地面

积来看，通常占整个绿地面积的70%以上；另一方面，它们

不仅具有一定的观赏性，而且有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生态功

能。绿色植物可以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毒气体，并呼

出氧气；可以隔离和减少噪音；可以调节气温，改善居住区

环境的小气候等。由此看来，居住区软质景观的质量，直接

影响居住区景观环境的生态性、舒适性、观赏性及市民对居

住区环境的认同感，在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中应特别重视。 

硬质景观：指居住区内除植物景观以外的环境景观元素。所

谓硬质，含有土建的意思，通过土建建设完成的景观。包括

道路景观、休闲活动场所、景观建筑（亭、廊等）、景观小

品（花坛、雕塑、标志等）、水景、假山石景、景观照明等

。 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包括上述软质景观和硬质景观的组织

、设计，是运用一定的设计手法，将环境景观的构成元素按

一定的规律、形式及设计理念组合成一个综合的环境景观系

统，最终目的是使整个居住区环境景观系统具有生态、功能

和观赏的效应，并与城市大环境相协调。 二、居住区环境景

观设计的原则 1.景观的自然生态原则。居住区的环境景观设

计，要在尊重、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前提下，根据景观生态



学原理和方法，充分利用基地的原生态山水地形、树木花草

、动物、土壤及大自然中的阳光、空气、气候因素等，合理

布局、精心设计，创造出接近自然的居住区绿色景观环境。

2.“以人为本”的原则。居住区的环境景观建设，是为城市

居民创造一个舒适、健康、生态的居住地。作为居住区的主

体，人对居住区环境有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要求。具体

有生理的、安全的、交往的、休闲的和审美的要求。环境景

观设计首先要了解住户的各种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要注重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强调对人的关怀

。体现在活动场地的分布、交往空间的设置、户外家具及景

观小品的尺度等方面，使他们在交往、休闲、活动、赏景时

更加舒适、便捷，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生态、更具亲和力的居

住区环境。 3.地域性原则。居住区的环境景观设计，要突出

其地域性特征，充分表现基地所在地的自然景观特色和历史

文化传统，使景观设计根植于地方土壤。 4.经济性原则。居

住区的环境景观设计，要在保证各项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

可能降低造价。既要考虑到环境景观建设的费用，还要兼顾

到建成后的管理和运行的费用。采集者退散 三、居住区环境

景观设计的着手点 1.考虑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布局其一，考

虑当地的气候、民风、民俗、生活习惯和周围环境特点，并

了解该地的历史与现状，掌握其发展趋势。这种因地制宜的

自然环境与人联系，与历史环境相结合，贯彻生态原则、文

化原则的设计布局，最易于为当地居民接受和认同。其二，

考虑基地内的原有地形地貌的不同的形态，在对居住区景观

环境进行总体布局时，首先以贯彻“尊重自然”与“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在尊重原有自然地形地貌条件，维护和保持



基地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布局设计。比如，包

括山水地形的处理、水体的设计、活动场地的布置及与绿化

场地的界限划分、景观建筑的布置与营建、景观小品和山石

小景的点缀、室外家具的设置、景观照明的布局等。其三，

考虑利用居住区外部的自然景观资源。居民的居住环境可分

为两大类：居住室外环境和居住室内环境。在现代化城市中

，衡量人们居住生活水平的标志，就在于整个居住环境的质

量。在设计时，需运用各种造景手法，将居住区周围有观赏

价值的自然、人文景观资源纳入到居住区的景观序列中，或

为视觉交点，或遥相呼应，创造出居住区宜人的自然山水景

观。来源：www.100test.com 2.考虑景观空间创造的多样性一

个好的居住环境，应该让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感到安全、方便

、舒适。景观空间的设计应通过居住区景观环境绿色活动空

间的创造，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年龄层次及不同兴趣爱好的

群体的需要，满足居民进行各项户外活动的需要。景观空间

的设计，也应该动、静结合，开、闭相间。通过对地下、半

地下车库的地形处理、架空层的利用等，营造多层次的立体

绿色景观活动空间。利用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树木花草、

花坛坐凳、山石小品，使居住区户外活动空间掩映在一片绿

树丛中，使户外活动空间在形式、内容、性质、景观等方面

呈现出多样性，达到生态化、功能化、景观化、便捷化、多

样化。 3.考虑植物景观创造的生态性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

辑们 ①以植物造景为主，形成层次丰富，点、线、面相结合

的绿色景观系统。居住区的环境绿化是居住环境形象的外在

表现，具有非常现实的物质和精神功能。不仅能起到遮阳、

隔声、防风沙、杀菌防病、净化空气、改善小气候等诸多功



能，而且能美化环境、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点，

指居住区中的公共绿地、组团绿地，是居住区绿色景观系统

中的景观节点，是居住区居民进行户外活动的公共活动空间

；线，指居住区中的道路景观绿化、居住区周围的防护性绿

化带；面，指居住区中面积最大，与居民日常生活最为贴近

的宅旁绿地。 ②增加植物多样性，构筑稳定的生态植物群落

。增加植物多样性，包括植物景观层次上的多样性，植物品

种的多样性和景观色彩上的多样性。在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

中，增加植物品种的多样性，形成自然植物群落的生态布局

。一是能增加绿量，提高植物群落的生态效益；二也是植物

造景的需要，可以形成层次、色彩丰富、多样的植物景观。

为形成稳定的生态植物群落，在植物的选择上，要注重适地

适树，选择乡土树种。由乡土树种组成的植物群落，结构稳

定，长势良好，还能体现出居住区环境景观的地方特色。 ③

立体绿化，增加居住区的绿量和生态效果。立体绿化，包括

屋顶绿化、墙面绿化、阳台窗台绿化、棚架绿化等，是一种

不占用地面的绿化形式，可以增加绿地面积，更进一步地将

绿色景观与建筑有机结合，使绿色空间与建筑室内空间互相

交融、渗透。立体绿化不仅能增加居住区的绿量，软化建筑

平直的线条，使建筑与绿地形成自然过渡，而且还能减少屋

顶、墙面材料的热辐射，减少局部的热岛效应，改善居住区

的小气候，屋顶绿化就像在建筑顶面增加的隔热层，能降低

顶层住户的室内温度，产生生态的环保节能效果。来源：考

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结语 居住区景观环境是城市大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市民生活中停留时间最长、接触最密切的场

所。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要提高自然生态意识，应以植物



造景为主，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提高居住区的生态环境质

量，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还要满足居民各种活动的

需求，为居民创造多种户外活动的绿色空间，便于居民的活

动、休闲、交往。更要突出地域性历史文化特征，使居民在

居住区环境内就能感受到地方的人文精神，满足居民生理和

心理上对居住区环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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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