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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方案是一个居住区的环境设计，其步行景观带为居住区的主要线索，成为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由于道路的蜿蜒变

化，步移景异之感油然而生。绿化景观系统同步行系统叠合在一起，人行于其间，随着视点的变化，处处见景。本设计从活动特性、

节点空间、界面空间等方面提出景观系统的细部外观。 

关键字：居住区环境设计；步行景观带；绿化景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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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背景及概况：  

  襄樊市星月花园位于襄樊市樊城区前进路星月巷内，北邻星火巷的竹叶苑和襄樊市人民广场，南邻前进路，

与人民路小学仅一路只隔。总用地面积为67734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32128平方米，绿地率47.4%。小区内绿地面

积较大，环境优美，植物配置丰富，主要以当地常用绿化树种辅加具有现代气息的园林建筑小品，使小区内的建

筑、道路、景观、小品融为一体，使其打造成为襄樊市的十佳风景园林居住小区之一。  

二、规划设计理念：  

  1、浓缩襄樊名胜、名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具有襄樊园林风格的居住小区。  

  2、把环境设计作为该居住区开放的起居室来设计，充分考虑人的行为规范和活动需求。实施处处以人的需求

为目的，充分体现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3、重点处理景观的构造，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造景的多种手法和材料运用到整个景园之中，包括园林

石景、水景、园林建筑小品、植物造景等等。每一处的景观处理都充分考虑让居民的任意活动空间中都有景可

观。  

三、设计原则：  

  1、强调“家园”的模仿，创造“回家”的感觉。  

  住宅区是人们回家休息、放松、与家人团聚、与朋友交往的地方，因此，这一区域的环境设计与办公区、商

业区的环境有所区别，后者环境需要夸张、炫耀夺目，以体现人的社会从优地位。相比之下“家园”更追求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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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舒适性，居民可轻松随意进入绿色空间。强调“家园”就是将住宅间绿地当作“后花园”考虑，避免城市广

场式的设计。“回家”的感觉就是注意从城市到住宅区的空间变化，是由大空间至小空间、开敞向围合的变化。  

  2、以人为本，注重人的活动。  

  本住宅区居民主要为中青年事业小有成就者，设计针对这一群体活动特点进行研究，使用绿地的行为可大致

分为以下几大类：锻炼休闲与交往活动；群体与个体活动；安静与喧闹活动；兼有儿童、青少年、中年与老人活

动。这几类活动常常交叉进行，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不同的活动类型，使居民各得其乐、各得其所，才能使“家

园”概念落在实处。  

  3、突出生态，突出绿量。  

  人心向绿是都市人的普遍心理，在有限的楼间绿地中增加乔木比重及复层种植，减少不可进入、可看不可游

的草坪，使人的活动在林下进行，感受绿的气息，同时增加地形的变化。  

  4、树立主题与特色。  

  整个小区有共同的特色与其它居住区相区别，同时楼间绿地环境又各有自己的主题，使环境具有可识别性，

居民也有了归属感。  

四、设计依据：  

  1、城市规划法》  

  2、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3、国家相关法规、规范、标准  

  4、襄樊市城市总体规划  

  5、襄樊市居住区绿地规范  

五、环境设计线索与出发点：  

  步行景观带为居住区的主要线索，成为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由于道路的蜿蜒变化，步移景异之感油然

而生。绿化景观系统同步行系统叠合在一起，人行于其间，随着视点的变化，处处见景。本设计从活动特性、节

点空间、界面空间等方面提出景观系统的细部外观。  

  1、活动特性：  

  居住小区从建筑风格色彩、内部空间、广场绿化、植物配置、地面铺砌和环境小品等方面作综合体现，使居

民的生活活动始终置身于舒适的景观环境中，营造丰富多彩的小区景观。  

  2、节点空间：  

  包括标志性节点、交通性节点、小区中心设计性节点，在空间处理上体现二十一世纪花园小区风貌，小区车

行及步行入口通过标志性景观、小广场、构架等，给人一种强烈的入口感、可识别性。住宅组团间的空间力求各

具特色、丰富多彩。  

  3、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包括小区中心、组团绿化中心、中轴节点绿化、广场空间等，强调空间的开敞性，小区公园绿化采

用开放式的设计手段。  

  4、空间界面：  

  通过住宅及公建的立面组合，形成连续及非连续的空间界面，结合绿化形成的绿色界面，形成丰富的有韵律

感与节奏感的空间界面。  

  5、视觉功能：  

  从人出发，以人的视点设计景观。增加景观层次，充分考虑人行于其中的感觉与亲和力，以人的尺度设计环

境小品和细部。  

六、景观节点分析：  

  整个小区以入口广场——星月争辉和中心广场——星月广场（花园）为景观中轴线，作为全区的亮点。小区

内的车行道呈“U”字型和“T”字型，在小区的东北方预留有消防通道和紧急通道，整个小区内交通便利，其人

行通道也可以说是景观廊道，因为其丰富的植物组景和园林小品，使小区内随处是景。小区内的四个楼间花园取

星月的蕴意，都以“天”字开头，即：天景园、天和园、天香园、天爽园。以此构成小区内的景观空间，赋予小

区所特有的文化底蕴。  

  1、入口广场——星月争辉广场  

  星月争辉是取入口广场的广场拼花和其景观灯塔所构成景观蕴意。广场整体形态呈半月形，其中心是一个具

有很强时代感的景观灯塔，其边上是6个小型的景观灯塔和中心的主灯塔构成放射状的星光效果。广场上的拼花造

型自然优美，符合其整体布局。  

  2、中心广场——星月广场（花园）  

  中心广场星月广场（花园）是小区的最中心也是小区景观的最亮点，整体布局呈不规则的半月四边形，其主



景为中心的用喷泉围起的雕塑和其后的荷池景墙，喷泉外围是四个橙色石凳加白色凳柱的休闲广场坐凳，景墙前

的水池里是片片睡莲，睡莲前是9个小喷泉和一个自然的假山石。中心广场的主入口是四个对称的坐凳花池，其中

栽植有小叶黄杨、金叶女贞、红继木和中国活化石植物银杏，是休息的良所。走进入口，便可看见一个跌落式喷

泉，与主景构成一个景观序列，喷泉两侧是广场休闲软座。广场草坪上主要以观花和观姿植物为主，其中模纹采

用自然流线手法红绿搭配，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眼前一亮的感觉。广场草坪上植物种植开阔，便于居民休闲娱

乐，满足人们空间和视野的需求。  

  3、楼间花园  

  （1）天景园  

  人在安闲放松的时候会欣赏到天空的景色，回到儿时的境域，暂时忘掉日常烦恼。在园区内设置了儿童游乐

池和十二星相石雕塑，引导人们观赏天空和回忆起儿时的欢乐时光。在游戏池左下方设有一个带休闲凉亭的花

架，花架入口是一个花坛，其边上的木坐凳是和花架连接在一起的，往里走是坐凳走廊和花架，最后是休闲凉

亭，凉亭的右边是用条石铺装成的石趣。  

  （2）天和园  

  园中遍植紫薇、油松等，常绿树种比重相对多一些，适合静功修炼。阴阳平和是健康延年的根本，故名“天

和”。园区中心是一个欧式风格的凉亭，向左走可以看到  

三个树池和有金边黄杨和红继木组成的模纹。  

  （3）天香园  

  园内种植的植物绝大部分都是具有香味的乔木和灌木，主要以模纹的形式展现在居民的眼前，适当穿插山石

小品，在花木旁设置花木介绍牌，介绍植物习性等。  

  （4）天爽园  

  园内以清音小广场为中心，是人们进行舒心爽心的的宝地，靠近天爽园左边是一个小游园，是人们清净休闲

的好去处。在园区草坪的空地上设置了一些健身运动设施：有跷跷板（200L*50W*80H）、伸腰伸背

（133L*120W*110H）、两联秋千（250L*80W*250H）、仰卧器（210L*80W）、天梯（310L*120W*230H）,方便老

人、小孩等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健身运动。  

  4、停车位以及道路系统  

  停车位和道路系统的景观设计也是本小区设计的一个小重点，停车位和道路系统边主要以植物造景，利用其

地形结合园林建筑小品和指示标牌，使小区内所有景观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贯穿全区。  

七、绿化及种植设计：  

  1、总体设计原则：  

  整个小区的绿化呈现出以绿为主的整体风貌，充分考虑到襄樊的气候、土质等自然环境，因地制宜，乔灌草

自然结合。绿化植物以常绿树种为主，使小区达到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自然景观。同时，绿化通过一定的主题

线索，成为一个呼应的整体系统。  

  2、道路绿化：  

  整个小区的道路构架明晰，道路绿化一是满足小区内步行、遮蔽、防风防尘的需要。二是进一步突出整体道

路骨架。采用：东西向道路连接桂花街和丁香街，使小区内主要车行路呈“T”字型和＂U＂字型，且交点处紧密

结合中心绿地，道路分割了空间也组织了空间。  

  3、公共绿化：  

  整个小区公共绿化分布在各组团中心轴线上，绿化植物设计结合地形，以几何形修剪、不同色彩植物有规律

的间种、强化植物的层次高低错落。  

  4、组团绿化：  

  整体以简洁统一的手法为主，同时赋予各个组团绿化空间以一定的主题，例如“天香园”以植物所发挥的功

能来表达主题，使绿化赋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5、宅间绿化：  

  结合各个建筑形式及住宅性质合理配置，如多层住宅间应以低矮植物为主，窗前2米内植物不宜超过1米，满

足居民的心理需求和光照要求。  

  6、其余公建绿化  

  结合各公建特征配置植物。儿童游戏池选用一些无毒无刺，体量适宜的植物。 

八、结束语  

  该小区结合其原有地形以植物造景为主，园林建筑小品为辅，综合利用硬质景观和软质景观，突出小区特

色，与其它居住区相区别，同时楼间绿地环境又各有自己的主题，使环境具有可识别性，使居民体现到艺术的魅

力，感觉到艺术就在自己身边，就在家中，使居民感觉到在小区内就象在自己家一样。其道路系统和景观系统充

分考虑人的行为规范和活动需求，实实处处以人的需求为目的，突出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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