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9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1  城市居住区绿地分类
居住区绿地大致可分为：居住区道路绿地、宅间绿地、公

共活动绿地、配套附属建筑所属绿地几个板块，每个板块在总
体规划布局的指引下起到不同的作用，又相互影响。

1.1道路绿地
居住区道路绿地系统不仅解决了居住区各组团之间的交通衔

接，连接不同地块景观的功能板块，构建生态绿网，增强整
体的连贯性，还可以增加邻里之间的交流。

1.2宅间绿地
宅间绿地是住宅景观设计中比重较大的一部分。宅间绿地

可开展各种活动，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增进邻里友谊，是
社区重要的交流场所。

1.3公共活动绿地
公共空间的绿地不仅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居民活动

最密集的地方，此区域也是居住区景观设计的核心内容，是景观
投资最重要的一环。

1.4配套公用建筑所属绿地
配套公用建筑所属绿地根据社区规模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在

规模较大的综合性社区中往往会按规范要求设置商业、配套幼儿
园或一贯制学校。其景观设计要求根据不同属性又有着不同的区
别，但总体应遵循开敞通透的设计原则。

2  居住区绿地景观规划设计布局要点
2.1居住区公共绿地景观设计
居住区公共绿地景观在规划设计时应考虑其服务的范围和受

众群体。在选址时更要考虑各个居住组团间交通的便捷性。该位
置往往设置于中央核心区。该绿地兼顾整个社区的形象功能。

例如在当下以新亚洲风情或新中式为主流风格的居住区中，
公共绿地往往会设置尺度较大的草坪空间，该草坪空间具备场地
的综合活动功能和形象展示功能。围绕草坪空间会设置系列的文
化景观墙、铺装广场来进行空间分割。结合景观亭廊来形成多层
次的景观空间递进关系，该区域是整个社区的形象点。

在植物造景的手法上以序列化、开敞式的表达手法为主。如
在社区大门入口形象绿地至核心中央绿地处会设置色叶植物来强化
中央核心区的轮廓。景观亮化也是整个社区空间里等级较强的。

2.2老人活动区景观设计
老人活动区的景观表达应以功能为主，除了设置必要的亭廊

休憩空间，也可布局健身小广场、林下弈棋空间和老年球类活动
区，如老年门球场或迷你高尔夫推杆练习场地。在植物的造景上
应结合康体养生植物，如银杏、杜仲、七叶树等养生类植物。也
要注意少量栽植花粉类植物，避免特殊群体花粉过敏。

2.3入户单元景观设计
无论是高层或多层住宅，居住区的单元入口都是景观打造

的重点。在设计手法上通常以绿化造景为主。结合标牌或标识
景墙来区分单元和楼栋号。围绕单元入口的植物造景也可以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树种进行布置。如在单元两侧栽植红枫和
火棘球寓意红红火火，栽植桂花寓意富贵吉祥，栽植橘子树取
吉祥如意的寓意，栽植石榴寓意多子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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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居住区的景观设计以绿化功效为主，在人性化设计和美学艺术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能满足当下地产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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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延展出来的功能变化和具体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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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儿童活动区景观设计
儿童活动区景观近年来已成为地产商重点打造的板块。主题

化，IP化，已成为趋势。该区域在分布位置上要考虑不同建筑组
团的受众群体，可在一个综合社区内设置多个不同规模级别的儿
童活动区。在设计手法上要考虑安全性、和趣味性。在自身布局
上要考虑全龄化。如3-6岁的儿童所使用的游乐器械和空间要和
6-12岁儿童有分别。在场地材料的选择上要注意选择防撞材料，
如软性塑胶。留给大人看护小孩的休憩点，也是必要的。其分布
点应在视线可达范围。儿童活动区的植物品种不宜选择针刺类植
物，如构骨球或凤尾兰等。

2.5居住区道路景观设计
居住区道路有着不同等级的划分，如主机动车干道、入户宅

前道、游园步道、消防环道等，不同级别的道路景观的营造方式
也各有不同。如机动车主环路要考虑行道树的遮阴性。游园散步
道的绿化还要考虑不同种植形式的树种和色彩搭配的景观特点，
避免植物的单调性，从而形成开和有秩，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
景观效果。消防环道的景观设计各个地方消防规范略有不同，但
近年来随着消防部门审查力度的加大，消防扑救面的场地硬化已
不可避免，该区域可以结合塑胶场地将康体健身、户外休闲洽谈
等功能进行统筹考虑，以确保景观的实用性和美观性。

3  居住区绿地景观设计原则
居住区绿地景观设计首先要满足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对绿地率

及绿化覆盖率的报批的要求。在设计原则上首先应坚持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各类公共配套设施要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包括道
路景观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的尺度关系等。其次，要注重投资管
控，在硬质材料的选择上尽量避免后期容易老化破损的材料，如
行车路面少铺设石材铺装，在人流活动密集的区域应减少使用防
腐木等容易老化破损的产品。在植物的运用上宜选择当地的乡土
树种，少用外来未经气候训化的名贵植物品种。除了社区形象绿
地需要设置部分水景外其余地方宜尽量减少水景的设置，以减少
后期物业的维护成本。

4  结束语
生态的设计理念应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通过对自然生态

环境的模拟与场地实际环境相结合，使居住区景观环境更加生态
化，使人们感受到自然生态之美，从而构建生态和谐的居住环
境。在此理念指导下的景观功能板块设计加强了居住区建筑与景
观环境的联系，达到景观与建筑和谐共处的空间效果，构建出人
们生活和交流的场所，满足居民日常休闲活动的需要，改善居民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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