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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居住区户外景观的建设状况, 并且以一个典型小区户外景观设计为例 , 探索营造高品质居住区户外活动空间
中活动场所的设计语言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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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tdoor space in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 And the author tried to explore th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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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趋成熟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居

住区户外景观成为衡量小区品质的重要标准。笔者从实例

出发, 探讨北方居住区景观设计, 在相对合理资金投入的前

提下, 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需求而提高户外空间的使用

率; 研究居住区景观设计的真正内涵。

1  项目背景

春晓华庭小区位于咸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 东临

崇文路 , 西倚里仁路, 位于“西咸一体化”大都市圈的主轴线

世纪大道的南侧。小区分两期建设, 此次规划设计为一期建

设项目。一期用地面积3 .2 万余m2 , 绿化用地13 260 m2 。一

期总建筑面积为10 .2 万 m2 , 容积率2 .8 左右。住宅包括多

层、小高层、高层以及其他公建和生活服务设施。2006 年10

月～2007 年1 月 , 笔者受建设方委托, 依据设计要求完成对

春晓华庭一期建设项目建筑外环境景观设计, 该项目整体定

位于城市次中心中档居住小区 , 核心概念为“人性化关怀社

区”, 即从人的需求出发, 提倡营造人性化景观环境, 给小区

居民“不一样的家, 不一样的关怀”。

2  人性化居住区思路在“春晓华庭”小区环境中的特色体现

2 .1  人车分流的同时营造以步行为主导的多样性景观空间

 考虑到居民的安全性和小区的通达性, 小区内采用人车分

流的交通系统, 在满足车行交通的前提下强调步行交通的舒

适性及安全性。围绕人行入口处的纵向景观主轴以及横向

集中绿地进行景观设计。注重沿路景观和宅间绿化设计; 在

集中绿地中利用弯曲的道路创造步移景异的景观空间。

2 .2 特色鲜明、自然、简洁的整体结构  以用地自然条件为

资源, 围合式的整体布局将外部城市道路交通对小区的干扰

降低到最小程度, 也有利于住户的景观均好性 , 同时丰富了

空间层次。

2 .3 高品质、具有活力的室外活动空间  利用硬质和软质

材料分割、围合多种空间, 形成从公共到私密的不同领域。

在中心广场及集中绿地上设置各种种植池、水景及小品丰富

室外活动空间, 在观赏的同时可以为人们所利用, 成为停靠、

小憩和交流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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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具有鲜明归属感的居住外环境  好的外环境可以促进

交往, 提高小区居民的归属感。所以设置尽可能多的合理的

休息设施, 增强户外活动空间的使用率 , 使得户外环境充满

生机。为住户与室外环境绿化的沟通提供便利, 极大地促进

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2 .5  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 通过环境设计最大限度满足所

有人的使用需求, 使得人性化的内容更加充实。中心广场与

外围空间的无障碍通道的设计, 种植池边缘可兼做坐凳, 对

种植池高度的不同处理 , 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使用, 园林

植物的选择和配置等方面均体现了人性化原则。

3  “春晓华庭”总体规划

高品质的环境设计应体现生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

具体设计上, 以园林和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根据

小区中各绿地的位置、性质、功能的不同, 从绿地的使用对象

出发, 进行空间分隔, 通过不同环境的氛围来确定不同空间

的性质和形态 , 从而创造居民乐于使用且实用的居住外环

境。在立意上以“春晓”为主题, 利用丰富的春景植物营造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的优美意境。

图1 春晓华庭一期总平面

3 .1  景观功能分区 一期工程项目总体布局可分为入口与

中央广场景区、春晖闲庭景区、晓月明院景区三大区域。利

用一条纵轴线以及两块集中绿地将整个空间组织起来 , 使得

整个空间显得严谨而有序。

3 .2  中心广场景区 纵向景观轴线从小区入口以铺装和带

状种植池为导向延伸至小区中心广场。中心广场的平面构

图为以半圆形和弧形为构图要素的规则式, 布局强调景观的

向心性 , 同时利用种植池和竖向的高差将广场的停留集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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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空间作一划分, 形成小区中的开敞空间。考虑到建设方

预算以及景观效果, 在轴线的尽端布置跌水幕墙, 成为整个

广场的主景。水幕墙的石体结构和造型又具有很强的观赏

性, 不跌水时也不影响景观效果。这就避免了在北方建造喷

泉水景带来的前期投资高、后期维护费用大等问题。同时依

据环境行为学原理, 通过利用树池、小品对广场内部作进一

步的分隔, 创造若干边、角等人们习惯于停留的亚空间, 尽可

能多地丰富空间形态, 合理布置条椅、长凳, 以充分满足人们

休闲的需求。

图2 中心广场效果

图3 竹钵与水幕墙效果

3 .3  春晖闲庭景区  春晖闲庭

位于轴线西侧一块较为集中的

楼间绿地 , 为自然式布局。场地

局部放大形成小广场, 通过花

架、地形及植物对场地进行空间

界定与围合, 利用卵石、嵌草砖、

青石等不同铺装以及自然材质

分割出不同性质的休闲场所。

以樱花、贴梗海棠、白玉兰、广玉

兰和榆叶梅等春景植物为主调 ,

辅以其他园林植物 , 营造春意盎

然的愉悦气氛。

3 .4 晓月明院景区  晓月明院位于纵轴线东侧的楼间绿

地, 以规则式为主, 采用圆形作为构图要素与小区中心广场

和春晖闲庭小游园相呼应。用较为轻盈的钢架结构的圆亭

为中心, 引出一条游步道, 局部拓宽设置适合不同年龄层的

多种康体设施, 以增加户外交往的机会和频率。整个空间简

洁明快, 结合棕榈、栾树等干型较好的园林植物, 营造一个富

有动感、轻松活泼的环境氛围。

4  植物配置

植物配置从植物多样性和人的需求出发, 除了遵循图纸

要求和实际情况, 更注重整体环境氛围的塑造和植物季相色

彩的变化。运用50 余种园林植物, 遵循乔灌草相结合, 速生

慢生树种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植物特性和观赏特点合理配置

植物群落, 美化小区的居住环境。在植物选择上, 主要以落

叶阔叶的乡土植物为主, 适当配置部分常绿园林植物。社区

环形主干道以冠大荫浓的乡土树种国槐为行道树, 既保证了

成活率和景观效果, 更为小区居民的四季出行提供方便。春

晖闲庭小区以银杏为基调树种, 晓月明院则以栾树为主, 既

增加环境的可识别性, 又强化了景观特色。中层植物以樱

花、刚竹、紫荆、木槿、牡丹、腊梅、火棘等观赏性较强的灌木

为主, 下层以冷季型草坪结合白三叶、德国鸢尾、福禄栲、南

天竹、黄杨球、十大功劳等配置成景 , 形成色彩绚烂、形态丰

富多变的绿色空间。整个植物配置在季相上色彩丰富 , 在立

面上又形成起伏的天际线, 与错落有致的建筑相呼应, 使整

个小区景观富于空间层次的变化。

图4 晓月明院局部效果

图5 春晖闲庭局部效果

在植物景观设计中注重选择一些具有专类生态作用的

植物类型, 如选用银杏、木瓜等保健型植物品种; 从生物的多

样性考虑, 选用一些蜜源植物及鸟嗜植物如火棘、紫荆和十

大功劳等以及一些香花植物, 吸引鸟类和昆虫 , 恢复生物多

样性, 真正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居住环境。

植物在该设计过程中不仅具有观赏和生态作用, 且作为

一种特殊的绿色建筑材料起到了建造、围合、分隔不同空间

的作用 , 结合中国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形成具有深远意境的

居住区园林景观。

5  竖向设计

地形作为园林景观的四大要素之一, 直接影响着景观感

受。为使小区景观在空间上更丰富, 春晓华庭中心广场与园

区主干道存在0 .6 m 高差, 四周以种植池与坡道、台阶围合 ,

广场主景水幕墙南侧绿地局部土坡最高点2 .6 m, 种植水杉、

雪松等乔木作为水幕墙的背景, 中央下沉广场与小区其余绿

地间可实现自身土方平衡。这也为建设方最大限度地节省

了资金投入。

为了丰富绿地的空间形态, 活跃空间气氛并改善居住区

的小气候, 小区其他集中绿地和部分楼间不进人绿地, 在设

计时注重利用微地形设计来营造高程变化丰富的景观。地

形整体标高控制在1 .5 m 以下, 其他部分竖向设计则结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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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黄霉素对小鼠胸腺、脾脏组织结构的影响

2 .2 .1  黄霉素对小鼠胸腺组织结构的影响( 图1 、2 、3) 。试

验A 、B 组与对照组胸腺的组织结构均比较一致, 即胸腺皮质

所占比例接近, 皮质内胸腺细胞密集, 着色较深; 髓质内含有

大量胸腺上皮细胞 , 着色较浅。因此, 两试验组与对照组相

比, 胸腺组织结构无明显差异。

2 .2 .2  黄霉素对小鼠脾组织结构的影响( 图4 、5 、6) 。试验

A、B 组与对照组脾脏的组织结构较一致 , 即脾中白髓所占比

例比较接近, 白髓与红髓界限明显, 生发中心清晰、明显。因

此, 两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 脾的组织结构无明显差异。

   图4 对照组脾(10×10)          图5 试验A 组脾(10×10)         图6 试验B 组脾(10×10)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在小鼠饲料中按20 或80 mg/ kg 的剂量

添加黄霉素 ,30 d 后小鼠的胸腺指数、脾指数以及胸腺组织

结构、脾的组织结构均未出现显著变化, 黄霉素对小鼠免疫

器官没有影响, 黄霉素可能并非通过抑制动物的免疫系统而

实现促生长作用的。对于黄霉素的防病促生长机制, 张继瑜

等[ 4] 认为, 黄霉素可以影响肠道细菌的滋生, 使肠道菌群的

代谢活动变得有益于动物, 间接地改善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利

用; 饲料中添加黄霉素可把竞争性消耗营养物质的微生物数

量控制在一个生理水平上, 从而减少能量和蛋白质的消耗 ,

并使肠腔内挥发性脂肪酸和氨的含量降低, 提高氨基酸的消

化率; 能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 , 抑制有害菌的繁殖 , 使动物

肠道内细菌毒素和氨的含量降低 ; 可使肠壁的重量和厚度降

低, 从而使动物对能量、蛋白质、维生素吸收及大肠对水分的

吸收提高; 可使动物保持稳定的肠道菌群平衡 , 并可降低动

物死亡率和增强动物的抗应激能力。因此, 黄霉素对小鼠免

疫器官没有影响, 它不是通过抑制动物的免疫系统而实现促

生长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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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与植物造景需要, 充分丰富景观层次, 提高空间品质,

形成了“林、路、坡、人”相依相伴的生态化环境。

6  以“人”为本 , 打造具有较高使用率的住区外环境

春晓华庭外环境景观规划设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景

观作以诠释, 即从理性的、科学的角度对园林要素进行布

置,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出发。

6 .1  在把握经济性的前提下, 提高户外环境的使用率  通

过相对少的投入最大限度地提升居住区户外环境效果, 避

免了轴线式喷泉水景、罗马柱、尺度夸张的中心广场等与人

的尺度相背离的设计手法 , 使户外环境空间设计真正为人

服务 , 而非只是从感观上吸引人的眼球。

6 .2  从人性化的角度开展景观建设  无障碍设计的应用,

合理的布置休息设施 , 自然材质的运用等最大限度体现人

性化设计, 注重创造户外交往空间 , 提升住区外环境使

用率。

6 .3  户外活动空间强调与自然的亲和  在植物配置中加

强对乡土生态群落的应用 , 从生态价值、环保价值、修养保

健价值、美学价值、文化娱乐价值、社会公益价值与经济价

值出发, 最大限度发挥植物的生态效应, 因地制宜地创造不

同类型的生态绿地植物群落。运用多种鸟嗜植物、保健型

植物、芳香植物以及彩叶植物充分调动人的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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