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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5_9B_AD_

E6_9E_97_E5_9F_BA_E6_c61_647307.htm 前 言 《园林基本术

语标准》（CJJ/T 912002）经建设部2002年10月11日以公告

第73号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

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园林基本术语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

标准的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在使用中如发现本条文说

明有不妥之处，请将意见函寄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地址

：北京朝阳区惠新南里2号院，邮政编码：100029）1 总 

则1.0.1 《园林基本术语标准》（以下简称“基本术语”）是

指在园林行业中比较常见，与园林规划设计联系相对比较紧

密的行业专门用语。“基本术语”中所称的园林，包括传统

园林学、城市园林绿化学和大地景观规划三个部分，即通常

所说的风景园林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由于中国园林的历史悠

久、专业覆盖面广、内容丰富以及空间应用范围大，行业术

语的数量也很大，既有园林从古至今约定俗成的术语，也有

从相关行业和不同领域借鉴来的术语，还有园林与相关学科

相互渗透交融过程中产生的词汇，许多术语的确切定义尚需

做进一步的讨论。园林规划设计作为行业的龙头，基本上能

够将行业所涉及的各个专业和相关术语联系起来。术语是各

门学科的专门用语，有严格规定的意义。本标准在筛选了数

百个常见的园林名词之后，选择了117个术语。对于园林行业

中一般的术语和不需要特别解释的名词，目前暂不予以选用

，在以后《园林基本术语标准》的修编过程中，待一些术语



的定义进一步完善后，再进行定义的调整和词条的增减。对

园林术语的选择和定义相对比较困难。有些术语如“园林意

境”属于纯艺术范畴，涉及中国“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独

特的造园境界的追求；有些术语如“绿化”，既是学科术语

，又是行业名词，同时也是大众用语，其内容比较开放、广

泛和不易确定。因此，本标准尽量在与园林学科有关的术语

层面对它们作出规定。本标准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并

采用英汉条文对照和汉语文字、拼音条文对照的方式索引。

英文术语尽量以国家授权过的权威出版物为准。1.0.2 “基本

术语”将有利于园林及其相关行业在科学研究和技术交流中

用语的规范化、行业管理的标准化、规划设计成果的严谨描

述及合同文本的准确表达。2 通 用 术 语 2.0.1 园林学采用“园

林学”一词作为主要行业术语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全国自然科

学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建筑 园林 城市规划名词》（1996）。

该书在“前言”中有如下解释和说明：“如‘园林学’一词

，有的专家认为应以‘景观学’代替，但考虑到我国多年来

习用的‘园林学’的概念已不断扩大，故仍采用‘园林学’

，与英文的landscapepe architecture相当”。“根据国务院授权

，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

及新闻出版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又很年轻。在汉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

区中，韩国称之为“造景”，日本称之为“造园”，台湾称

之为“景园”；名称虽略有不同，但是其所研究的内容是一

致的，因此，我们仍然沿用中国传统的“园林”一词，作为

学科的名称。作为研究园林理论和技术的综合学科，现代的

园林学包括：传统园林学、城市园林绿化学和大地景观规划



。传统园林学主要包括园林历史、园林艺术、园林植物、园

林工程、园林建筑等分支学科，并运用相关的成果来创造、

保护和管理各种园林；选育优良品质的植物；研究表现良好

的植物群落组合；研究植物生境特点及相关栽培管理技术；

提高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水平和绿地的生态效益。城市园林

绿化学研究的是园林绿化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调查研究居

民游憩、健身时对园林绿地的需求和文化心理，测定园林绿

化改善和净化环境能力的计量化数据，合理地确定城市中所

需的绿量并合理布局，构成系统；研究并实施城市规划和城

市设计；研究城市中各类园林绿地的建设、管理技术；分析

评估城市园林绿化在宏观经济方面的投资和效益；以及研究

制定推进城市园林绿化的政策、措施等。大地景观规划是发

展中的课题，其任务是把大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当作资

源来看待，从生态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三方面来

进行评价和环境敏感性分析；最大限度地保存典型的生态系

统和珍贵濒危生物种的繁衍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

自然景观和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最合理地使用土地。规

划范围包括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休养度假胜地、自然保

护区及其他迹地的景观恢复等。2.0.2 园林园林一词始见于西

晋。在历史上，因时间、内容和形式的不同曾用过不同的名

称，如圃、猎苑、苑、宫苑、园、园池、庭园、宅园、别业

等。现代园林包括庭院、宅园、小游园、公园、附属绿地、

生产防护绿地等各种城市绿地。随着园林学科的发展，其外

延扩大到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游览区以及文化遗址保

护绿地、旅游度假休闲、休养胜地等范围。从物质形态来看

，山（地形）、水、植物（生物）和建筑是园林组成的四大



要素。园林不是对相关要素进行简单的叠加，而是对它们进

行有机整合之后创造出的艺术整体。 园林学与园林、园的关

系。“园林学”是关于园林发生、发展一般规律的学问：“

园林”是对各种各样公园、绿地概念的总称：“园”则是指

具体的公园，绿地等绿色空间。2.0.3 绿化绿化包括国土绿化

、城市绿化、四旁绿化和道路绿化等。绿化改善环境包括改

善生态环境和一定程度的美化环境。 绿化与园林的关系。“

绿化”一同源于前苏联，是“城市居民区绿化”的简称，在

我国大约有50年的历史。“园林”一词为中国传统用语，在

我国已有1700年历史。绿化单指植物因素，而植物是园林的

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因此，绿化是园林的基础，是局部。园

林包括综合因素，园林是对其各组成要素的有机整合，是各

个组成要素的最高级表现形式，是整体。绿化注重植物栽植

和实现生态效益的物质功能，同时也含有一定的“美化”意

思；园林则更加注重精神功能，在实现生态效益的基础上，

特别强调艺术效果和综合功能。因此，（1）在国土范围内，

一般将普遍的植树造林称为“绿化”，将具有更高审美质量

的风景名胜区等优美环境称为“园林”；（2）在城市范围内

，一般将郊区的荒山植树和农田林网建设称为“绿化”，将

市区的绿色空间称为“园林”；（3）在市区范围内，将普通

的植物种植和美学质量一般的绿色空间建设称为“绿化”，

将经过精心规划、设计和施工管理的公园、花园称为“园林

”。园林与绿化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是一致的，在审

美价值和功能的多样性方面是不同的。“园林绿化”有时作

为一个名同使用，即用行业中最高层次的和最基础的两个方

面来描述整个行业，其意思与“园林”的内涵相同。园林可



以包含绿化，但绿化不能代表园林。2.0.4 城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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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