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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百年，时至今日，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已扩展得越发广泛。时空范围上，

从数万平方公里的旅游区域发展到规划数百万平方的城市广场、公园、居住小区

景观环境；项目内容上，从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旅游度假区策划规划、主题公

园规划到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道路景观规划设计、滨水地带规划设计；项目性质

上，从自然原始景观的保留到人工生态的再造，从传统文化的发掘到现代精神的

追求，从基于理性的解析重构到基于浪漫的随心所欲，从基于工程技术的计算论

证到基于文学艺术的灵感顿悟。  

  一、居住区景观设计的概念与原则  

  (一)景观设计的概念  

  景观设计是开发商、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城市居民四方互动的过程。在提

出景观的概念规划开始时，就把握住景观的设计要点。 

  (二)居住区景观设计的原则  

  1、科学利用资源  

  材料的选用是居住区景观设计的重要内容,应尽量使用当地较为常见的材料,

体现当地的自然特色。当然,特定地段和业主的需求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环境

景观的设计还必须注意以后运行维护的方便。  

  2、因地制宜的原则  

  景观设计要充分体现地方特征和所在地的自然特色。居住区景观设计应充分

利用区内的地形地貌,塑造出富有创意和个性的景观空间。  

  3、生态设计原则  

  居住区景观设计的人文原则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去把握景观的内涵特征:居

住区景观设计提出和演绎了自然环境、建筑风格、社会风尚、生活方式、文化心

理、审美情趣、民俗传统、宗教信仰等要素，在居住区景观设计时除了选景、造

景、移景、借景等自然景观之外，还应将人文景观吸收进来，从空间形态、尺度、

界面的色彩、细部表达来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让优美的景观与浓郁的地域

文化、地方美学有机统一，和谐共生。  

  居住区景观设计的人文特色就是在解析了传统因素之后上升到又一个新的

层次去阐释和建构的。仅有人文特色是远远不够的，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亦是人



的本性，也是居住区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  

  4、“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是居住区环境设计中最基本原则。人是居住区的主体，人的习

惯、行为、性格、偏好等决定了对景观环境空间的选择，只有最大程度地满足人

的需求，才能使居住区活力得以再生，要将“以人为本”理念贯穿于景观设计之

中，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以及社会关系与社会心理方面的需

求，始终坚定环境景观的建构是服务于人、取悦于人。居住区景观设计的舒适性

原则正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着重体现居民视觉上的感受，让其体验轻松、

安逸的居住生活。  

  二、居住区景观设计要素  

  (一) 植物配置在景观设计中作用  

  植物以其优美的姿态，鲜明的色彩和旺盛的生命力极大的丰富和美化着自然

环境，并有制氧、滤尘、遮阳、挡风、灭菌、防噪声、调节温度和湿度等作用。

据有关数据表明：“一棵树龄为 50年的大树，50 年可以生产价值为三万一千二

百五十美元的氧气，对于防止大气污染所创造的价值约为六万二千五百美元。”

某些花卉的香气还可以兴奋人的大脑神经、松弛人的紧张状态。植物分为乔木、

灌木、花卉和草皮、藤蔓等。每一种植物在环境设计中所担当的角色各不相同。

乔木是植物景观的骨干，以遮荫、观赏为主，灌木用以丰富树冠层次，同时树篱

可起到景物间的联接、过渡、围合的作用，是植物景观中的重要协调因素。花卉

是植物景观中色彩与造型的活跃因素。草皮是底色，是联系各种景色的铺垫因

素。  

  (二)水景在景观设计中作用  

  休闲水景：目的是给人一种心理安慰，往往以静为主。在居住区多作为游泳

池和戏水池。水池造型多样，是既可玩耍又可观赏的水体。居住水景：与休闲水

景不同的是，它仅仅服务于拥有者，例如一个家庭．这种水景严格区分于自然水

景，人工设计意味明显。如儿童戏耍、私家小院以及房前屋后与路径相关联的局

部水景。自然水景：临水人家、湖畔雅居、水岸人家等这类居住区环境周边的水

景，这类水景决定着居住区建筑的性质和拥有这类水景的人的生活质量。  

  (三)建筑小品在景观设计中的作用  

  小品在景观设计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量不在于大或小，而在于一方面

要体现本身功能外，还对环境的点缀作用。根据功能，可分为五种：一是建筑部



位艺术化小品，如室外楼梯、走廊等。二是室外工程艺术化小品，如出入口、挡

土墙等。三是公共设施小品，如垃圾箱、路灯、指示牌等。四是活动设施小品，

如儿童游戏设施、休息亭等。五是艺术小品，如艺术灯座、雕塑等。前三类设施

无论在建筑主体还是景观环境中，多数只起到次要作用，但若设计不当，会起负

面作用。设计时，应在满足其功能的前提下，造型、材料可灵活多变，使其更好

的融入在环境中，增加景观的趣味性、观赏性，丰富空间层次。(周展兴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