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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8F_E5_B0_8F_E5_c61_646736.htm 摘要： 居住小区是与

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场所，如果说工业产品的人

性化设计主要是满足人的生理需要，那么居住小区的人性化

设计则要求在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同时，更要满足不同地域

、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的心理需要，即要求居住小区的

人性化设计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生理和

心理等诸方面的需要，创造出安全、舒适、宜人的生活空间

。本文对小区景观规划中的人性化设计做初步探讨，以期对

今后的小区景观规划有所帮助。 关键词：景观规划；人性化

；尺度；可识别性；规划形态 1、 居住小区景观规划中的人

性化设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对居住质量有了新的追求，我国的住房制度也由福利型

体制向商品型体制转变，居住水平也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

渡，为“人”服务这一基本宗旨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深化。随

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其所拥有的建筑及

其周围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使得越来越多小区规划设

计从单调的平面布局向立体化发展。在景观规划中，应把人

放在中心地位，充分满足人的需要，给居民创造宁静、优美

、宜人的休息和交往空间。 2 、国内居住小区景观规划现状

及存在问题 从1986年开始，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四批

城市住宅小区的建设工作，这些优秀的住宅小区，不但在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们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做出了成绩，给中国当代



建筑界带来了新的启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括水平的

提高，人们的购房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过去购房所热

衷的居室布局开始注重居住区外环境的规划与设计并将其作

为购房的重要选择因素之一。开发商也开始注意到景观规划

对小区自身商业价值的重要意义，并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居住

区的景观建设上来。景观规划师获得与建筑师同等重要的地

位，参与到小区的景观规划中，并以各种高超的手法在居住

区中塑造景致。尽管如此，在实际过程中对景观环境设计的

一些具体问题，设计者并未真正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点。 2．1 小区内部居住环境缺乏有机的组合 百考试

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小区组成的各成分之问

缺少必然的、有机的联系。有的小区虽然营建了功能齐备的

基础设施，而且还营造了部分景观环境，却忽视了自然界最

基本的造物原则：有机组合。从而使整个小区成为僵死的设

施，缺乏活力。 2．2 小区内部居住规划模式单调 对传统的居

住形式和外来居住小区规划理论更多的是沉迷于其丰富的空

间形式和多变的组织手法，依样画葫芦，缺乏地域、民族特

色。 设计者将居住小区的“内环境”定位在城市环境的一部

分，过多的强调了它的开放性，忽视了使用者的心里感受。

设计者将环境设计的重心放在住区整体的视觉、空间环境等

方面，忽视了与居民生活行为息息相关的细节环境的设计。 

来源：考试大 3 居住小区景观规划人性化设计原理和原则 3

．1 研究的基本原理 采集者退散 3．1．1 园林景观艺术原理

运用园林景观设计艺术原理，研究如何科学、合理组织各种

景观要素，因地制宜，同时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进而创造出优美、实用、具有特色的居住环境。



3．1．2 景观生态学原理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进行植物造景，

研究如何创造出多层次、全方位、多色彩生态型、园林式居

住小区。 3．1．3 环境行为学与心理学原理运用环境行为学

和心理学原理，研究小区居民行为产生与环境的关系及心理

特征，从而创造出与之相符的小区环境。 3．2 研究的指导原

则 采集者退散 3．2．1 坚持可持续发展 居住小区不仅应提供

可持续发展的物质环境，而且，必须从历史传统、文化习惯

等人文因素考虑，使构成景观诸因素，为人们提供可持续发

展的精神环境， 以满足因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的文化观和价

值观。 3．2．2 尊重地域文化“传统”与“民族化”、“现

代化”和“世界文化趋同性”一直困扰着建筑及景观规划等

领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同样

，就小区规划设计来讲，小区所在的区位决定了规划的物质

环境和精神环境。规划师在具体设计方案时，必须从小区所

在的地理区位条件出发，充分处理好这两者(实体因素、精神

性因素)的关系，使小区既能满足居民居住、工作、生活、学

习等物质性需求，同时又能满足居民的舒适、亲切、具有认

同感、地域感的心理情结。 3．2．3 创造宜人的景观尺度 尺

度是设计的主要元素之一，近年来，现代主义城市环境景观

设计在发达国家城市表现的最为显著，即不再强调大尺度的

城市景观，而是主张创造宜人、有情趣的城市环境空间，同

样，要使居住小区的景观易于被居民接受，在心理上拉近与

观赏者的距离，就要求景观尺度适宜。 采集者退散 3．2．4 

增强可识别性 可识别性是指使用者对环境形象具有可以辨认

性。具有可识别性的清晰、明了的环境形象易于被使用者识

别、理解与记忆，并可以促进使用者美好的情感体 验。在空



间实体上，特征鲜明的环境形象是可识别的基础。 3．2．5 

兼顾公平，深化无障碍设计老年人、儿童是绿地使用率最高

的人群。2010年我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北京、上海等一些

大城市已率先步人人口老龄化，如何满足更多的老龄人口的

活动需要，给老年人、儿童创造足够多的活动空间，如何创

造易于老年人、儿童使用的景观环境是每个景观规划师所不

能忽视的。让残疾人和正常居民一样得到公平、平等的生活

待遇，就要求我们的无障碍设计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形式上，

一定要做到、做细，如小区人行道，绿地，娱乐处，共建入

口，住宅入口等坡道要组成一个完整的残疾人使用道路系统

。 4 小区景观规划人性化设计要素 4．1 居住小区景观规划形

态 有特色的居住小区的创造不仅仅是住宅单体、地方风格、

有特色园林绿化、组团形式等方面，更有赖于规划方面的布

局形态特色、居住小区的总体规划形态创意。规划形态的选

择 与确定是形成创造性居住小区的关键环节。居住小区一般

是由三至四个住宅组团、小区中心绿地以及相应的配套公共

设施组成。关于三者的不同规划形式，便形成不同的规划形

态。目前不乏一些富有特色的居住小区，但是总体规划方面

尤其是居住小区布局结构形态及小区中心布局形态上的探索

手法还显单一，多以“中心式”布局为主。其优点是向心力

强，小区居民心理凝聚感容易形成；缺点是不同组团的享用

差异性大，领域感差，景观层次感弱，近而造成利用率低。

试点小区也出现了其他一些规划形态上的探索，如“点线式

”、“带状式”，这些规划形态在某些方面很好的克服了中

心式布局所带来的缺点，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点

线式”其优点是布局灵活、新颖、景观效果和视觉效果好，



但是，如果处理不容易造成结构松散，中心感差，不易形成

小区中心聚合感。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小区探索新的规划

模式，创造出景观效果好，居民容易接受的布局形式，满足

居民的生理需要的同时，最大程度满足不同居民的心理需要

，是每一位规划师所必须面对和深入研究的。 4．2 道路与交

通 4．2．1 道路系统 小区道路根据规划结构可分别采用三级

和二级路网。道路不仅供人们行走、车辆通行，而且是人们

锻炼身体、欣赏风景、休闲养性、交谈融情的场所。(a)对宽

窄的要求：小区道路的宽窄对居住小区的景观效果将产生非

常大的影响。道路过窄就会影响交通，过宽一方面会占用绿

地，另一方面会无形中鼓励机动车加速。路若较宽，不妨分

解，中置绿荫小品，增加景观层次，以柔化道路界面，美化

居住环境最宽处也可以衍化为小广场，聚人气，以促进邻里

交流，最窄处可以仅符合规范或仅做铺装变化，简洁明了。

仅用做通行。 (b)对表面材质的要求：小区路面可以是不同的

材质。小区路面材质除具有实用功能外，很大程度上丰富了

小区景观。不同功能的小区道路对材质有不同的要求，步行

路要求路面平坦排水好、相对粗糙，做好防滑。另外根据不

同的地域、气候条件可以采用不同的色调，北方冬季漫长，

气候寒冷，应以暖色调为主；南方城市高温持续时间长，应

以冷色调为主。路面可以是沥青、石板等单一材料，也可以

是多材料的复合，或坚或柔，或光或糙，以暗示倡导和适应

各种活动。(C)路可以不限两条平行的直线。它们可以时收时

放，时宽时窄，或高或低，曲曲直直，升升降降，通达顺畅

，引导人们走向各自目的地，居住区道路提供了动静有效、

开放性和私密性穿插、聚散有度、立体的目的地；是对居住



区环境的重组，是对居住区多样性的活动场所的有的放矢的

建设和限定。 4、2．2 交通组织 (a)动态交通的组织：小区主

路是道路的骨架，应保证“通而不畅”，切忌畅通无阻，并

防止外界车辆任意穿行。通常采用折线形、曲线形、环行形

。主路宽度应容纳两辆机动车对开，路边可设单边人行路且

不必过宽，支路为组团道路可设计成通过式，也可以设计成

尽端式。人车分流为主，人车合流为辅。(b)静态交通的组织

：小汽车已经进入干家万户，小区停车已经成为小区规划的

重点问题。小车住户占到住户总量的30％，这就要求在规划

过程中要留够停车位，同时要兼顾：存取方便；便于管理；

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停车方式主要有：地面存

车：小区外围周边存放；组团入口附近一侧或组团与组团之

间的场地上存放；院落附近存放；小区道路一侧存放；室内

存车：采用多层车库；住宅底层封闭或架空车库；院落高架

车库；坡坎车库；地下存车：中心绿地下的车库；学校运动

场下的地下车库；高层下的地下车库。车位数量的增加对绿

地的占用是小汽车进入小区给每一位规划师带来的挑战，探

索新型、便捷、尽量减少对景观效果影响的停车方式是小区

景观规划的重要内容。 4．3 绿化 植草种树，不仅仅局限用于

改善空气、简单满足视觉感观的要求，而是应更贴近于人的

需要，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更为实惠。另外，居住区绿

化应以改善环境为中心，优化或重新组织居住区的风道和生

态走廊，注重背阴和向阳区域的有区别的利用；种植上，尽

量保持和利用原有的植物和树木，注重绿量，以树木为主，

草坪为副，植物应多选取低养护、常绿、少毒害的品种，种

植方式多取自然，忌平淡，应疏密相分、大小相映，宅与宅



、组团与组团之间，各有侧重，强调可识别性和领域感。 4

．4 设施与小品 设施和小品不应光是简单摆设，而是要做到

自然。周全，便利。安全耐用。与周围和环境协调美观、恰

如其分。同建筑一样，每个居住小区的小品都要有自己的风

格，而且小区内部要保持风格的统一，在统一中求变化；在

形式、色彩、材质等方面相协调、呼应。服务设施要装饰化

、小品化，突出实用价值的同时，又必须具有艺术性。 5 结

语 人性化设计的实质就是要求以人为本，作为居住小区的景

观规划者，我们要处处从满足小区居民的切身需求出发，完

善我们的方案，做到视觉观赏价值高的同时，更要顾及小区

居民的心理情绪。这就要求我们的小区的景观要体量适宜、

充分彰显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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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