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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设计是在符合人类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袁强调精神
与情感等综合需求的设计遥它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一直
追求的目标袁是设计发展的更高阶段遥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袁人性化的居住区景观设计将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青睐袁重视自然与和谐尧体现文化与美感尧促进健
康与交流将成为人性化居住区景观设计的重点遥
1 重视自然与和谐

许多居住区只注重展示性和视觉形式[1]袁造成软质景观
与硬质景观严重失衡袁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袁人们期待的
自然环境和宁静惬意的社区氛围得不到充分体现遥因此袁人
性化的居住区景观设计应当尽可能地加大植物配置和水景

营造等软质景观的比例遥
1.1 植物配置 植物景观能净化美化环境袁丰富园林空间袁
营造生活情趣袁是人们亲近自然的最好方式之一遥在进行居
住区景观设计时袁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遥
1.1.1 因地制宜袁适地适树遥园林植物的生态习性应与栽培
条件基本适应袁以保证植物的成活和正常生长遥植物选择应
以乡土树种为主袁引种成功的外地优良植物为辅袁根据功能
与造景要求合理配置植物袁这样不仅成活率高袁还可以显现
居住区景观的地方特色遥
1.1.2 乔灌草复合搭配遥 自然植物群落的多层结构可分 3
个基本面院乔木层尧灌木层尧草本及地被层[2]遥 乔灌草合理的
搭配能有效提高绿地的空间利用率袁增加城市绿量袁使有限
的城市绿地发挥更大的景观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1.1.3 远期与近期效益相结合遥 居住区植物配置应合理搭
配速生植物与慢长植物袁以解决近期向远期的过渡问题袁同
时注意不同树种的生态要求袁使之成为稳定的植物群落曰从
长远效益考虑袁应根据成年植物冠幅大小决定种植距离袁若
想在短期内取得良好的绿化效果袁可适当密植袁并在一定时
期予以移栽或间伐遥
1.1.4 注重季相变化遥 园林植物随季节变化会产生周期性
的季相景观遥在居住区植物配置中应注重植物的季相交替袁
延长植物的观赏期袁形成春季花艳尧夏季浓荫尧秋季红叶尧冬
季梅芳的四季变化景观遥

1.2 水景营造 水是生命之源且富有灵性袁水景在居住环
境中具有重要地位遥 设计时应充分考虑人的行为特征袁满足
人的心理需求袁体现亲水性尧参与性尧安全性及其形式与尺度遥
1.2.1 满足亲水性遥人天性喜水袁并喜欢用身体的各个部位
感受水的亲切袁实现近距离的接触遥 因此袁水景不仅应满足
视觉功能袁还应便于居民近水尧亲水和戏水袁从而达到参与
和娱乐的目的遥

居住区水景的亲水性设计应充分考虑居民的年龄结

构尧生活习惯遥如儿童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好动的行为特征袁
可设置适合儿童玩乐的游泳池尧戏水池袁使他们能够在水中
畅游或赤脚在水中嬉戏袁直接感受水的清澈和纯净遥居住区
的水景是成年人紧张工作后放松心情的良好场所袁 设计时
应注重水景的多样化袁注重水景与植物尧建筑等景观要素的
协调袁强调居住区的整体舒适性袁提高生活品质遥
1.2.2 考虑安全性遥 主要体现在水深设计和驳岸设计 2方
面院淤水深设计遥一般水池尧溪流深度为 0.2耀0.4 m袁普通溪流
的坡度宜为 0.5 % 袁急流处为 3.0 %左右袁缓流处不超过 1 %[3]曰
设计人工湖时应考虑景观效果以及水体的自净能力袁一般
水深不宜过浅袁整个水底设计应为缓坡形袁至少在距湖岸
2 m以内的湖底坡度应平缓 遥陡坡形式容易让人没有提防袁
有可能导致少年儿童误入其中而引发生命危险遥 如果有居
民涉入可能的溪流袁其水深应控制在 0.3 m以下袁涉水池水
深 0.1耀0.3 m左右袁池底应做防滑处理遥娱乐休闲用游泳池的
水深一般为 0.5耀1.5 m袁将水深差保持在 20 cm以内遥 于驳岸
设计遥水体驳岸有规则式和自然式袁也有的设置护栏和半开
放式遥 溪流水深超过 0.4 m时袁应在溪流边采取防护措施
渊 如石栏尧木栏尧矮墙等冤遥 对于半开放式的水岸以及个别水
深的区域应设置警示牌等加以提示袁石块垒成的驳岸连接
应牢固袁尽量将不安全因素降至最低遥
1.2.3 表现丰富性遥 从环境行为学尧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袁不
同水景形式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遥静态的水面安静平和袁
给人以平静的心情袁在居住区环境中多用于安静尧私密性较
强的空间曰动态的水景如瀑布尧跌水袁容易造成人们心灵和
视觉上的震撼袁其设计的尺度与形式应当恰当尧怡人遥

居住区景观设计应根据不同的环境氛围设置不同的水

景遥在人流活动较为密集的场所适当采用动态的水景袁可活
跃环境氛围袁产生较强视觉冲击力袁如设置喷泉尧较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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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居住区景观设计应对居民的综合需求进行深入理性思考袁并从自然与和谐尧文化与美感尧健康与交流 3个方面对人性
化的居住区景观设计进行了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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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跌水等曰在住宅周边或私密/半私密空间中袁应以静态水
景为主袁以免影响住户休息袁可设置噪音较小的涌泉尧雾化
喷泉或落差较小的浅溪遥
2 体现文化和美感

居住区的外部形态是其形袁而蕴涵其中的文化和审美意
境是其神遥 唯有体现地域文化和园林美感的居住区设计才
能真正吸引居民袁使他们找到心灵的归属遥
2.1 体现地域文化 每个城市都拥有独特个性的地域文

化袁它们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袁不仅应得到重视和保
护袁而且应当得到发扬和光大遥居住区是城市生命体的细胞
之一袁也承载了地域文化继承和传播的重要功能[4]遥居住区景
观具有双重性袁它既是物质财富袁也是精神作品曰它既是技
术产物袁又是艺术创作遥一个有魅力的居住区景观袁总是巧妙
融合了景观的功能性与文化性遥 例如院创造整体环境袁营建
文化氛围袁模拟地带性植物群落以满足生态功能的同时袁选
择具有特殊寓意的植物营造意境曰 引入文化景观元素于楹
联题刻袁增添居住区优雅舒适的文化氛围曰塑造典型景点或
小品让人触景生情袁感悟生活遥 同时袁在充分挖掘该地域文
化内涵亮点的前提下袁 融合现代居住小区绿地设计手法并
利用新技术尧新材料袁创建具有独特文化含义和居住区精神
风貌的景观[5]遥
2.2 体现园林美感 园林美实质上是一种艺术美袁艺术是
生活的反映袁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袁这就决定了园林艺术有其
明显的客观性遥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 园林美是一种自然与人
工尧现实与艺术相结合的袁融哲学尧心理学尧伦理学尧文学尧美
术尧音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美遥 园林美源于自然美袁又
高于自然美遥居住区的园林美不仅包括树石尧山水尧花草尧亭
榭等物质因素袁还包括人文尧历史尧文化等社会因素遥其表现
要素也是众多的袁如整体布局美尧主题形式美尧造园意境美尧
章法韵律美等遥
3 促进身心健康与邻里交流

健康与交流是人们必需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袁创造既有利
于身心健康又有利于邻里交往的场所能有效缓解居民的生

活压力袁淡化陌生感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遥
3.1 营造休闲交往空间 交往空间是吸引尧 促进人们活
动尧交往的空间袁营造交往空间的方法有院淤围合遥这是限定
空间的最常用方法遥 围合物可以是墙体袁建筑物袁也可以是
树丛尧绿篱尧水流袁还可以是灯柱尧雕塑等遥于覆盖遥覆盖物具
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袁覆盖的手法很多袁如在宅间空地
上种植大树或者建亭袁或者搭建藤架袁栽植攀援植物袁则可
形成覆盖遥 盂隆起或下沉遥 改变地面标高就能起到划分尧限
定空间的作用遥 如在禁止汽车驶入的地域袁 设置 1~2级台
阶袁提高地面标高袁就使得人的活动区域与车的活动区域合
理分开遥
3.2 设置运动健身空间 公共空间的户外活动分为必要

性活动尧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 3种类型袁它们与户外物
质环境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袁 设计一系列室外活动空间诸
如健身运动空间尧儿童游戏场地尧老年人活动场所等将大大
促进自发性及社会性活动的产生遥

3.2.1 健身运动空间 在居住区景观中应设置相应的运动

场所袁如篮球场尧羽毛球场尧网球场袁乒乓球桌等遥 这些场地
的设计要满足相应要求袁把比赛场地设在绿地边缘袁产生的
噪声和拥挤就不会干扰安静区曰在场地周围为观众设置长
椅袁如有可能袁可以把场地设置在缓坡下面袁以便观众可以
看清整个场地曰场地应远离儿童活动区曰场地周围避免栽植
大量落果尧落花的树木袁以减少对运动场地的不利影响遥
3.2.2 儿童游戏场地遥应远离街道袁用有高度而又不遮挡视
线的围墙或绿篱来围合袁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遥周边可以设
置一些座椅袁有利于大人看护遥 铺装采用橡胶等软性材料袁
避免磕伤幼儿遥 活动项目可以设计沙坑尧滑梯尧秋千等[6]袁充
分发挥儿童的想像能力和动手能力袁使他们的智力尧身体都
有良好的发展遥
3.2.3 老年人游戏运动场遥 老年人除了喜欢独自散步或静
坐袁有的还喜欢参加健身运动如下棋尧门球尧器械健身等袁人
性化的居住区景观设计应为老年人休闲游憩和健身活动提

供场所遥
3.3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户外邻里空间中的配套设施包

括座椅尧灯具尧垃圾箱尧报栏等袁它们的设计对于邻里的交往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7]遥
3.3.1 座椅遥是促进交流的重要工具袁也是人们最需要的基
本活动设施袁可采取椅子尧凳子或高度适宜的台阶尧花台尧矮
墙等形式遥其放置应有更多的灵活性袁常与植物尧水体尧小品
相结合袁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流袁使人们的休息与交往寓于
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遥
3.3.2 照明设备遥是创造夜间良好交往环境的重要条件袁其
光源强度既要满足正常的视觉要求袁又不能因光线太暗或太
强妨碍居民的活动遥灯具的选择和放置要合理袁地灯和夜间
植物尧建筑景观照明要采取遮挡措施袁避免对居民休息产生
干扰遥
3.3.3 垃圾箱尧报栏等遥 在设计中容易被忽视袁但事实上这
些辅助设施的外观形式和放置位置也是人性化居住区景观

设计的重要体现遥
4 结语

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袁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发
生着变化袁对城市居住区环境景观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人性化的居住区景观符合人们全面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袁是
设计追求的理想目标遥设计者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袁并运用
科学的方法袁为居住者提供一个健康尧舒适尧温馨的栖居地遥
参考文献

[1] 俞孔坚.城市景观之路要要要与市长们交流[M].北京院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袁2003院92-93援

[2] 苏雪痕.植物造景[M].北京院中国林业出版社袁2003院48援
[3] 建设部.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导则[S].2004.
[4] 胡玎袁王天青.规划建设体现当地历史文化的居住区[J].青岛理工大
学学报袁2006(3)院53-54援

[5] 王建国,戎俊强.关于产业类历史建筑和地段的保护性再利用[J].时
代建筑袁2001(4)院10-13援

[6] 黄晓莺.居住区环境设计[M].北京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袁1994院42-
43援

[7] 马剑业.城市闲暇环境研究和设计[M].北京院机械工业出版社袁2002院
38-39援

闫晓俊等 人性化的居住区景观设计35卷 32期 10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