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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物质水平的逐渐提高与人们日益满足的生活条件，现今对居民小区的要求大大不同于以往，在追求上逐渐偏靠于

功能与美观并存，要求其居住的生态环境优美、具有传统的古典山水风格、符合精神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展现较高的物

质底蕴等。因此，小区中对景观设计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其设计方面：立意、主题、手法、景观范围等对小区的景观进

行介绍，并通过对其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讲解，在绿地、绿化方面进行着重分析，用以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质量、甚至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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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level and people's increasingly satisfied living conditions, the demands on 

residential areas nowadays are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past. In pursuit, they gradually rely on the coexistence of function 

and beauty, and require their li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be beautiful.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ical landscape style, in line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an show a high level of material content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attention to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community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in its design aspect: intention, theme, technique, landscape scope and so 

on to introduce the landscape of the community, and through the in-depth explanation of its connotation, in the green space, Focus 

analysis on greening to be used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s, quality, and even the environment of urban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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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正处于全面的发展上升期，国家的崛起使得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对城市来说，其公

共设施、基础环境仍处于落后阶段，与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不符，同时也彰显了环境的污染、治理方面的问题。

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居住环境的安全与健康，他们希望拥有绿色、环保的居住地，有益于健康的生活环境。绿色、低

碳的住所被大家所欢迎。生活居住地从最原始的居住需求大步迈向了更高的领域，娱乐、休闲、文化等领域层次理应

被居住区所囊括，其势必与人民的物质生活休戚相关。在景观设计中体现生态绿色的生活理念的同时，兼顾舒适性与

安全性，是景观设计工作者所共同追逐的目标。 

1 居住小区环境景观设计 

（1）尽管今年来我姑居民生活小区的改善逐渐加强，但是仍有许多现实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有些小区的设

计仅仅面向了成年人而忽视了幼童与老者，导致其所需设施严重缺乏；有些小区只在乎通俗地绿化形式，观赏性植被

过多影响了人与环境的互动性；有些只一眛地借鉴甚至搬抄、抄袭外来文化，而忽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统一。对

居民小区的建造需要对多方面进行考虑，建筑、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园林、绿化等。 

（2）对居民小区进行多方面的考量，进而进行实际对环境景观进行设计时需要在整体层面考虑人们的视感。多数

居民只对自己生活楼盘附近的小区环境具有较深印象，对小区全景并没有概念，环境之间的连贯性与秩序性只能通过

同种设施的构成上彰显。所以，对于小区的环境来说，应做到足够安全、舒适度高且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对不同住

户满足多种功能性的需求且能长期使用，能够彰显所居住地区的文化特点与历史底蕴，用心调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营造其独特的地区感与历史性；能够显著分辨与其他社区的不同，突出自身社区的特点，使其具有个性
[1]
。 

2 生态设计 

生态设计是一种常规的辅助手段，在容纳设计的环境因素、明确设计的决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国际园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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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也称绿色设计，学术上被叫做生命周期环境。生态设计是对景观设计工作者的要求、也是一种挑战，它需要设计工

作者在设计产品及开发的各个阶段对环境因素进行考量，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降低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在人工的引导

下使环境具有自行生产和消费的持续发展能力。此种方法设计的绿化不能藉由设计者天马行空的设想，生态园林是一

门包含多学科的生态应用，包括植物共生、水循环、生态位与竞争关系、种群生态学与植物他感等多重原理，根据地

理与地质环境不同适当选择草本植物，在将其混种到同一个群落的过程中，体现不同生物特性植物的层次感、薄厚度、

色彩饱满度等，对阳光、空气、土壤、肥效进行集中管制与利用，三维立体的构建和谐稳定、绿色有序，能自我维持

的混杂植物群落，加强我们居住型绿化的生态效益发挥
[2]
。 

3 居住小区景观环境设计的原则 

3.1 确立以人为本思想 

不论和中的景观环境设计，对其来说都是为了提高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接触自然、接触绿色的几率与空间大小，

对于人来说，渴望对自然亲近是不可避免、不可控制的本能，而自然的体现主要是在水资源与绿色环境方面。但是只

顾追求自然而丧失了自身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内涵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这样的园林是原始的、空洞的，流于粗糙而

又失败，只有将人文气息与人类史观赋予到园林设计中去，园林的意义才真正得到了体现，生活也是这样。 

3.2 追求生活情趣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模式与居住环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享受生活成了当代人所追

求的要义，大家更愿意将自身时间安排在居住地进行娱乐休闲体验。所以，对生活情趣的需求促使小区内设施必须富

有品味与内涵，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提供美的欣赏，营造安全有趣、放松舒适的休闲环境
[3]
。 

3.3 注重动态的景观效果 

在传统的园林设计上，静态构图是应用最为广泛、适用性最强的设计方式，它讲究设计出的园林能够表现图案的

美感与增强对视觉的冲击，但是景观设计偏离了这一点，相对于此它更侧重造景要素中的流线组织，类似线路的设计

方式串联起整个园林景观中的重要节点，排成有序可变的观赏路程，这种方法设计出的园林空间免除了以往的单调性，

抛除了乏味，增强了住户的体验感与生活情趣，使居住区具有其独特的、易于识别的丰富特征
[4]
。 

3.4 强调可参与性 

对小区等居住区进行环境的设计，除了营造良好的视觉美感，也有益于居住者的考量。居民们可以通过其居住环

境接近自然，满足亲近自然的本能，同时也能将其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证明。例如，承德市一些居住区通过合

理运用水资源营造喷泉、水池等景观，增加了人们对水的接触机会，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好评。 

3.5 兼备观赏性和实用性 

园林景观在居民生活以及居住地的环境应用，不能仅保持单方面的单一特点，必须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兼具观

赏性，利用开放性格局增添绿化系统中的布局，建设利于人际关系优良发展的绿色空间。让阳光、雨露、空气能随时

充斥在小区中，人民安居乐业
[5]
。 

4 居住小区道路景观设计 

4.1 车行道景观 

车行道是不同于人行道的、垂直于道路或是平行于住宅，是小区级或者组团级道路。道路景观应具有连贯性，能

够引起大众的持续审美，在特殊景观点可以对外部空间进行改变，考虑到大部分人出入小区依靠车辆，所以其格局更

能契合小区。也可以对道路路面进行改善，改良其道路材质，如间断感等，可以有效避免因景观单一造成的单调感
[6]
。 

4.2 步行道景观 

步行道在功能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作用，由于它通常处于居民住宅的中心地域，能够为居民出行、休闲娱乐提供便

利活动，在整个景观设计中处于重要地位。步行道一般宽 4M 左右,整个空间的丈量度可以通过对道路旁的设施、植被

构造与景观特色来得到扩张与延伸。 

4.3 人车共行道景观 

在一些具有独特想法的景观设计师眼中，人车分离不失为一个保障行人及车辆安全，创建安全稳定环境的好办法，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人车往往是共行的。这就造成了共行道的景观设计必须多重考量，其构造囊括步行、车行双方面；

在路面设置各种减速岛,通过地面铺砖的不同,形成安全美观的街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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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植物造景 

植物造景是景观园林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应用乔木及其它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这不同于纯功能性用途的人工林，

果园，苗圃及花圃等绿化场地，其不同就在于植物造景的艺术美感与设计内涵。植物造景也有其内在的规则，我们要

充分利用植物的物侯，形态，颜色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品种优势，发挥它们的观赏特性，通过合理布局组成富有四季变

化特色的园林艺术景观。 

5.1 种植设计的形式 

在设计实践中，我们掌握各种植物之间的艺术配置与自然配置的关系，还应理解植物与其它景观构成要素之间的

关系，以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达到植物与植物之间，植物与环境之间协调与平衡的目的。 

5.2 种植设计的基本规律和方法 

景观中的植物种植并非任意而为，我们在设计实践中应该认真场地环境的自然物理条件与气候特点，从设计理念

出发，选择适宜的植物品种与种植方法，并结合具体区域情况时行种植设计。 

6 居住小区景观环境设计中的绿化设计 

（1）居住小区的绿化设计应强调人性化意识。在住宅入口、公共走廊、直到分户入口，都引入绿化，使人们在日

常生活的每一个关键点都能够接触到绿化。居住小区的绿地形式多样，故在植物配置上应灵活多变，切忌单调而呆板。 

（2）点、线、面相结合，这里的点是指居住小区的公共绿地，平面配置形式以规则式为主的混合式为好，植物配

置宜突出“草铺地、乔遮荫、花藤、灌木巧点缀”的公园式绿化特点。线是指住宅小区的道路、围墙绿化，可栽植树

冠宽阔，枝叶繁茂，遮荫效果好的小乔木、小灌木或藤木。面是指宅旁绿地，是居住小区绿化的基本单元。 

（3）应充分考虑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做到“适地适树”。即根据气候、土壤、水分等自然条件来选择能够健壮生

长的树种，通常的做法是选用乡土树种和地方品种。是绿化树种种植设计应考虑到园林艺术构图的要求。 

（4）绿化布局要考虑艺术效果和今后的管理。采用不同高度的树木进行配置，并用具有不同风格树冠的树种进行

配置，以形成变化的天际线，从而形成立面丰富的景色。居住区环境景观保持绿化空间的连续性。使人进入居住区后，

随处见绿，心旷神怡，亲切怡人。 

结束语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生态环境的日益严峻，都迫切需要对小区乃至城市的环境景观进行有效而又合理的设计。在

景观环境设计中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最大的环境效能，实现绿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立足居

民的实际生活需要，塑造具有独特风格和地域文化特征的景观环境，营建丰富的人性场所空间，是小区景观环境设计

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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