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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植物造景

任务一 居住区各功能区植物造景

一、任务分析

居住区植物景观配置是城市园林绿地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的重要环节。居住

区的绿化，面广量

大，在城市绿地中

分布最广,最接近

居民并为居民所经

常使用。它能使人

们在工作之余，生

活、休憩在枝繁叶

茂、富有生机、优

美舒适的环境中。

居住区绿化为人们

创造了富有生活情

趣的生活环境，是

居住区环境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志。

二、实践操作

1. 居住区公园景观营造 面积比较大，各项布局与城市小公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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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设施比较齐全，内容比较丰富，有一定的地形地貌、小型水体、

园林小品、活动设施等。因而可利用植物配置来划分功能区和景区，

使植物景观的意境和功能区的作用相-致。如在老人活动区、休憩区，

可适当多种一些常绿树。在体育运动场地内，可种植冠辐较大、生长

健壮的大乔木，为运动员休憩时遮阳。居住区公园布置紧凑，各功能

分区或景区间的节奏变化比较快，因而在植物选择上也应及时转换，

符合功能区或景区的要求。居住区公园与城市公园相比，游人成分单

一，游园时间比较集中，多在早晚，特别是夏季的晚上。因此，要在

绿地中加强照明设施，避免人们在植物丛中因黑暗而造成危险;另外，

也可利用--些香花植物进行配置，如白兰花、白玉兰、含笑、蜡梅、

丁香、桂花、结香、栀子花、玫瑰、素馨等，形成居住区公园的特色。

2.居住小区中心游园景观营造

是为居民提供茶余饭后活动休憩的场所，利用率高，因而在植物

配置上要求精心、细致、耐用。以种植设计为主，考虑四季景观，如

要体现春景，可种植垂柳、玉兰、迎春、连翘、海棠、樱花、碧桃等，

使得春日时节，杨柳青春，春花灼灼。而在夏园，则宜选悬铃木、栾

树、合欢、木槿、石榴、凌霄、蜀葵等，炎炎夏日，绿树成荫，繁花

似锦。在小游园还要因地制宜地设置花坛、花境、花台、花架、花钵

等植物应用形式，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和实用效果，为人们休憩、游玩

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高级住宅区利用高差形成下沉

式的草坪广场，并在四周种植绿树红花，围合成恬静的休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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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宅组团绿地景观营造

是结合居住区不同建筑群的组成而形成的绿化空间，它的用地面

积不是很大,但离居住区近,居民能就近方便使用，尤其是少年儿童和

老人,往往常去活动。在植物配置时要考虑到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的需

要。利用植物围合空间，尽可能地植草种花,达到乔灌、草兼有,终年

保持丰富的绿貌,形成春花、夏绿、秋色、冬姿的美好景象;又可以绿

色为基调进行植物布置，将居住区建筑融入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也

可利用棚架种植藤本植物，如紫藤、木香、葡萄等，利用水池种水生

植物，如睡莲、浮萍、菱等。但种植植物应避免靠近住宅，以免造成

底层住宅阴暗潮湿及通风不良等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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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用绿地

（1）托儿所、幼儿园的植物景观营造。托儿所等地的植物选择

要针对幼儿的特点进行，宜多样化，多种植树形优美、少病虫害、色

彩鲜艳、季相变化明显的植物，使环境丰富多彩，气氛活泼。同时也

有助于儿童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增

长知识。在儿童活动场地范围内，不宜种植占地面积过大的灌木，

以防止儿童在跑动、跳跃过程中发生危险。可在场地四周边缘、角隅

种植色彩丰富的各种花灌木。

(2)学校植物景观营造(参照校园植物造景)。

(3)医疗机构植物景观营造。主要从营造安静休养治疗和卫生防

护来考虑。植物景观营造要与医院的建筑布局相协调,建筑周围绿化

不应影响室内采光、通风。医院各组成部分应便于识别，植物宜选择

有杀菌作用无病虫害、无飞絮、无飞毛的品种。植物配置要考虑季相

变化，特别是大门人口处和住院部的植物景观，可使患者在精神上、

情绪上比较乐观开朗,利于康复。在住院部还可种些药用植物，使植

物布置与药物治病联系起来，增加药用植物知识。

一般病房与隔离病房应有 30m 以上的绿化隔离地段，且不能共

用同一花园。在医院的外围应密植乔灌木的防护带，其宽度为 10~

15m。

5.居住区道路景观营造 居住区道路是居民日常生活使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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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对居住区的整体植物景观有着极大的影响。道路绿化要有利

于居住区的通风，改善小气候，减少交通噪声、保护路面及美化街景，

以少量的用地，增加居住区的绿化覆盖面积。树种的选择、树木配置

的方式应不同于城市道路，形成不同于市区街道的气氛，使乔木、灌

木、绿篱、草地、花卉相结合，显得更为生动活泼。

6.宅旁植物景观营造 宅旁绿地是住宅绿化的基本单元，最接

近居民。它包括住宅前后及两栋住宅楼之间的绿地，宅旁绿地与居民

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居民的户外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和优美

的环境，满足了居民休憩、儿童活动、观赏等需要。它的植物景观直

接关系到室内的安宁、卫生、通风、采光，关系到居民的视觉享受和

嗅觉享受。宅旁植物景观营造应注意以下几点:

(1)布局、树种选择要多样性。行列式住宅容易造成单调感，甚

至不易分辨。因此要选择不同的树种、不同的种植方式，作为识别的

标志。

(2)适地适树。住宅周围常因建筑物的遮挡造成大面积的阴影，

宜选择耐阴的植物种类。

(3)科学性。住宅附近管道密集，树木的栽植要算准距离，尽量

减少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要注意尺度感，以免由于树种选择不当而

造成拥挤、狭窄的不良心理反应，并且容易形成窝藏垃圾的死角。

相关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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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区绿化的作用

1.改善环境功能 居住区植物景观以植物为主体，可以起到在净

化空气、减少尘埃、降低噪声、保护居住区环境等方面的良好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遮阳降温、降低风速、改善小.气候等;一些树木还具有

耐火、防火及阻挡火灾的功能;各类绿地都可成为理想的避灾场所。

2.美化功能婀娜多姿的花草树木，丰富多彩的植物配置，点缀少

量的建筑小品以及水体等，可美化环境;植物材料还可分割空间，增

加层次，使居住建筑群更显生动活泼。另外，也可利用植物遮蔽丑陋

不雅之物。

3.社会功能在良好的住宅景观环境中， 组织、吸引居民户外活

动，使老人、少年、儿童各得其所，能在就近的绿地中游憩、活动、

观赏及进行社交活动，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增进居民间的相互了解，

和谐相处。

二、居住区植物景观营造原则

以植物造园为主进行布局，充分发挥绿地的卫生防护功能。为了

居民的休憩和景观等的需要，可适当布置园林小品，其风格及手法宜

朴素、简洁、统一、大方。居住区绿化中既要有统一的格调，又要在

布局形式、树种的选择等方面做到多种多样、各具特色，提高居住区

绿化水平。为了达到良好的居住区植物景观效果，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实用性环境不仅要求幽雅舒适，而且需与周边环境设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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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性因地制宜， 结合环境，分散与集中兼顾，便于管理。

3.先进性在满足 现在用户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可持续发展，为

时代的进程、环境景观的深化，留有发展余地。

4.开放性将封闭的绿地进行开放， 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5.多样性乔、灌、草、地被、花卉的合理组合，常绿与落叶植物

的搭配等，都要充分注意生物的多样性，保持群落的良性循环。

三、居住区植物选择要求

(1)要考虑四季景观，采用常绿树与落叶树、乔木和灌木、速生

和慢长、不同花期和色彩的树种配置。树木花草种植形式要多种多样，

如丛植、群植、孤植、对植等，打破成行成列住宅群的单调和呆板。

(2)要考虑绿化功能的需要，不能把所谓的美化置于绿化功能之

上。力求以植物材料形成绿化特色，使之既统一 又有变化。

(3)宜选择生长健壮、有特色的树种，可大量种植宿根球根花卉

及自播繁衍能力强的花卉，既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又可获得良好的观

赏效果，如波斯菊、芍药、二月兰、玉簪、美人蕉、蜀葵等。多种植

攀缘植物，以绿化建筑墙面、各种围栏、矮墙，提高居住区立体绿化

效果，使其具有多方位的观赏性，如地锦、 凌霄、常春藤、紫藤、

南蛇藤、木香、山荞麦、葡萄、木通、络石、薜荔等。

三、居住区绿地的组成

1.公共绿地 指居住区内公共使用的绿地。这类绿地常与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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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及儿童活动场地相结合布置。公共绿地根据居住区规划结构的

形式分为居住区公园、居住小区中心游园、居住生活单元组团绿地。

(1)居住区公园。为全居住区居民服务。面积较大，相当于城市

小型公园。绿地内的设施比较丰富，有各年龄组休憩、活动用地。

(2)居住小区中心游园。为居住小区内居民就近使用，设置一定

的文化体育设施、 游憩场地、老人及青少年活动场地。

(3)居住区组团绿地。是最接近居民的公共绿地，以住宅组团内

居民为服务对象，特别要设置老人和儿童休憩、活动场所，往往结合

住宅组团布置，离住宅人口最远距离在 100m 左右。

2.专用绿地 指居 住区内各类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周围的绿

地。如俱乐部、医院、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等用地的绿化。其绿化

布置要满足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的功能要求，并考虑同周围环境的关

系。

3.道路绿地 指居住区内道路两侧或单侧的绿化，根据道路的

分级、地形及交通等的不同情况进行布置。

4.宅旁绿地 指住宅四周或住 宅院内的绿地，是最接近居民的

绿地，以满足居民日常的休憩、欣赏、家庭活动和杂务等需要为主。

任务二 别墅区植物造景

一、任务分析

别墅区植物景观营造多以私人花园的形式进行。别墅是庭园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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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房屋与亭阁其实只是庭园的一部分。拉开窗帘，房主可以看到户

外景色，而游廊和庭园常常也用来当作纳凉和宴会的地方。因而花园

是生活空间的扩展，在此可以研读和沉思，也可娱乐、欣赏音乐和接

待朋友。

二、实践操作

1.别墅区景观营造的形式.

(1)规则式。其特点是对称和平衡，修剪整齐的树篱和灌木非常

适合这种形式的花园。如果有草坪，也要坚持修剪，保持平整。这类

花园要求主人有足够的时间、兴趣和耐心，可以定期细致地养护花园

中的植物，既体现主人高超的技艺，也使环境更华美和精致。有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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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花园的局部采用规则式的布置。

(2)自然式。在花园里不规则地栽植小片树丛、草坪或花卉，使

生硬的道路、建筑轮廓变得柔和，在景观上具有随意性和灵活性。在

自然式花园里，可以因地就形创造一些自然景观，花费不多，但收效

很好，形成园中之园。可以利用水池种植水生植物，既可以种植荷花、

睡莲等赏花的植物，也可以种植妙趣横生的禾草。可以利用地坪高差

的变化，布置错落有致的花池，即使是简单地种上一株花灌木或几丛

草花，也能使园子变得富有生命力。也可在以石片铺就的台子上随意

种植一些岩生植物，减少人工的痕迹。

2.别墅区景观营造

植物是构成庭园的-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借着特有的季节变化

及生命周期，将植物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应用至别墅景观营造中来，

就可构成四季演变的季相时序景观和步移景异的空间变化。

在进行植物景观营造之前，首先要了解该地区的气候、土壤等大

的环境因子，以及地势的高低、整个花园的朝向、光照和通风状况等，

然后再根据植物本身喜阳、喜阴、耐干燥、喜湿、喜酸、喜碱等不同

生态要求，结合建筑物的风格和花园主人的兴趣与爱好，选择适宜的

植物材料。只有植物生长良好，才能使花园的设计获得成功。在绿化

时要尽量做到:

(1)满足室外活动的需要，将室内室外统一起来安排， 创造合理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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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一家一户共享，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私密性，但也不是和外

界完全隔绝，可以通过植物材料来透景和框景，园外的人看不到园内

的美妙景致，但园内的人却可将园外的大好景色尽收眼底。同时，植

物景观也赋予空间以双重性，对于园内的人是开敞的，而对园外的人

而言则是封闭的。

(3)体现主人的风格，使花园具有个性，如种植果树、蔬菜形成

果蔬园，通过一定方式的配置，满足了日常生活食用的需要，颇有农

场庄园的气氛。对于一些比较疏懒的园主来说，可以在园里种植生长

健壮的、不需细致管理的植物，种植以后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案例分析

家和花园景观设计

一、概况

家和花园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市区内，规划总人口近 5 000 人。项

目用地 21. 4hm2，南临.阳羡东路.北靠阳泉东路，东邻荆溪北路，西

侧邻河。基地规整，既有便利的交通，又有滨河景观、是较理想的居

住区开发用地。

二、总体布局和空间形态

规划方案要结合基地情况，综合考虑土地利用效率与环境品质，

在总体布局上采用“一核、二轴、环水”的结构。

一核:该核心指小区的中心区域，与小区用地的几何中心大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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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既是统领构图的空间要素，也是最大规模的外部空间。这里集中

布置绿化、水体、公共活动空间，并结合部分小高层住宅的底层架空

的处理手法，提高围

合界面的通透性，与

部分组团绿化形成

渗透，同时促进自然

通风、改善小气候。

二轴:南北向轴

线由 阳羡东路主入

口、阳泉东路次人口

通过林荫大道和中

心区的水系连接形

成，东西向轴线由荆

溪北路主入口道路

和中心绿地呼应而

成。纵横两条轴线强

化了以集中绿地和公共空间为主体的中心区域，轴线空间明确而富于

变化，与环形的小区道路一同构建出空间布局的总体框架。

环水:基地临河，在引入水体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而小区水系

的存在，有助于空间划分和领域界定，并为近人尺度的处理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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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主要车行道路采用几何线型，步行空间则结合水系展开，以

柔和自然的形态为主导，疏密有致，相得益彰。小区外部空间主要采

用有机形态，避免生硬僵化的形式，核心公共空间也只是在局部的硬

质铺装中使用了简单的几何图案，并通过岸线、植栽加以弱化，以在

总体风格上保持一致。

规划方案要结合基地情况，综合考虑土地利用效率与环境品质，

在总体布局上采用“一核、二轴、环水”的结构。

一核:该核心指小区的中心区域，与小区用地的几何中心大致重

合，既是统领构图的空间要素，也是最大规模的外部空间。这里集中

布置绿化、水体、公共活动空间，并结合部分小高层住宅的底层架空

的处理手法，提高围合界面的通透性，与部分组团绿化形成渗透，同

时促进自然通风、改善小气候。

二轴:南北向轴线由 阳羡东路主入口、阳泉东路次人口通过林荫

大道和中心区的水系连接形成，东西向轴线由荆溪北路主入口道路和

中心绿地呼应而成。纵横两条轴线强化了以集中绿地和公共空间为主

体的中心区域，轴线空间明确而富于变化，与环形的小区道路一同构

建出空间布局的总体框架。

环水:基地临河，在引入水体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而小区水系

的存在，有助于空间划分和领域界定，并为近人尺度的处理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

小区主要车行道路采用几何线型，步行空间则结合水系展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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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自然的形态为主导，疏密有致，相得益彰。小区外部空间主要采

用有机形态，避免生硬僵化的形式，核心公共空间也只是在局部的硬

质铺装中使用了简单的几何图案，并通过岸线、植栽加以弱化，以在

总体风格上保持一致。

三、景观构成的设计

未小区提报设计在理解助贸彻总休的规划意图的基础 E.重点考

虑开放空间和绿化、话动支持、交通与停车等方面的内容。

1.开放空间与绿化

(1)中心图开放空间，该小区环形道路的内侧都可纳人中心区的

花朗，区域的建筑以小高层住毛楼和会所建筑为主，建筑密度较低，

收放有致的水体贯穿其间。宅间绿地和会所附近(的中心绿地租互渗

透，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连续的开敏空间区域。中央最观区也是小区

两条主要轴线的交汇区域，拥有开阔的水面，起伏的草地和较大面积

的硬质场地，树木种植规整。其周边的小高层组团的宅间绿地以草地

为主，乔、灌木散布其间，空间感受开阔，步道和水体的柔和线型又

赋予场地丰富的变化。

(2)滨河开放空间。小区西侧为长达 600m 的天然河道驳岸，拥

有难得的建设滨河开放空间的条件。这一区域的利用也是本案设计的

重点之一。设计者采用整体有序的策略，力求形成明快、丰富的景观

界面。在规划中，建筑退让岸线 15~ 20m,留出带状的滨河走廊。沿

河步道的外半部标高跌落 1. 5m,增加亲水性，间隔 50~70m 设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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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节点，供驻留和竖向交通联系。滨河区域设有五处小区内部水系的

对外接口，设计者结合这些接口设置跌水、拱桥等小品，并沿岸线大

量种植垂柳，凸显水乡特征。就建成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区域不仅

成为小区内怡人的休闲环境，也为城市提供良好的视觉景观，为地段

整体环境的改善作出了贡献。

(3)组团和宅间植物景观营造。组团和宅间绿化主要根据住宅间

距的大小、水系的走向、人户道路(包括接人底层架空车库的路面)等

条件进行组织。原则上以绿化为主，灵活布置步道、节点小品、亲水

平台和其他活动设施。面积较大的草坪多采用地面起伏的方式，配合

乔木和灌木的丛植，丰富空间感受。溪流驳岸以黄石堆砌和自然缓坡

相结合，局部设置步道。住宅边缘栽植花灌木，利用八角金盘、金边

六月雪、尾、小茶梅等配置密植，形成自然变化的曲线，突出林缘变

化，并对散水、排水沟、窖井盖等起到遮挡的作用。溪流边缘的植栽

也采用了类似手法。

2.道路植物景观与交通

(1)道路交通。小区以环形道路连接三处出入口，形成简单有序

的路网结构框架，进而形成以林荫道为主干，组团道路、人户道路和

绿化步行道为分支的道路系统。

小区道路:路面宽 1m.在保证交通顺畅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线形

的曲折，有利于限制车速，同时丰富了空间层次，达到步移景异的效

果。两侧种植行道树，主人口道路则局鄙放宽，设置中央绿化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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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引导和强化轴线的作用。

组团道路:路面宽 4. 5~6.0m,高密砖铺砌，可人车混行。沿路以

软质地面为主，行道树与灌木结合。

人户道路:路面宽 3m，高密砖铺砌，结合布置小品和停车场地。

绿化步行道:宽 1.2~2. 0m,结合小区绿化布置，串联不同层次的

绿化，线形自由，曲折有致，高密砖或混凝土砌块铺砌。

(2)停车。在私人汽车日益普及的今天，停车同样是小区空间环

境的重要构成，当它与道路、铺地、绿化等组织在一起的时候， 就

会对小区景观的大致形态产生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

小区形体结构的视觉形态产生影响，二是对人的活动的千扰。因此，

提供足够的，同时又具有最小视觉干扰的停车场地也是小区景观设计

成功的保证。小区停车分为路面停车、集中式停车库和建筑底层架空

停车三种，其中前面两种与景观设计的关系较为密切。路面停车主要

结合人户道路尽端布置，植草砖铺砌，减少硬质地面，并在停车场地

周围种植灌木或小乔木加以遮挡，减少车辆对环境的视觉干扰和噪声、

废气污染。半地下车库采用覆土屋面设计，种植草坪和灌木，不仅为

住家提供户外庭院，还丰富了小区整体的绿化层次。另外，小区还在

会所下方结合人防工程建造集中式地下停车库，解决一定数量的机动

车停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