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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新农村绿化景观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湖北省应城市东西村的景观规划建设 ,对村庄绿化的原则、具体的景观规划
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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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农村绿化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建设新农村是党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起点、新目标, 绿化景观等环

境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而在目前的新农村绿化景观建设

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绝大多数农村环境脏、乱、差、散[ 1] , 农民

人居环境不尽人意。

1 .1 无序建设,杂乱无章 绝大多数村庄的房屋建设无序 ,

在房屋周围乱搭乱建现象普遍存在。户户间距有的很远, 造

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有的相当狭窄, 成为清扫不便的垃圾场

和臭水沟, 造成有碍生活、村容村貌的现象。

东西村位于应城市郎君镇东南部, 离郎君镇6 km, 应川

公路纵贯全村, 现总人口3 682 人。东西村房屋结构以砖或

砖混结构为主, 多为2 层楼房或平房, 但住宅布置凌乱, 住区

生活、生产功能混杂, 住宅间关系混乱 , 建筑多紧靠道路。

1 .2 设施不全,环境恶劣 有的村庄能够统一规划建设, 由

集体投资修建村庄基础设施, 但绝大多数村庄建设不仅没有

提供电信、燃气等现代化基础设施, 甚至连起码的给水、排

水、供电都不具备或缺乏。随处倾倒生活垃圾、自然排放生

活污水, 没有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 , 造成道路崎岖、污水

四溢、垃圾成堆、蚊蝇猖獗 , 环境极其恶劣。

东西村目前虽已有供电、供水设施, 但质量差; 道路狭

窄、不分等级; 村民重视住宅本身建设 , 忽视室外环境营造。

1 .3 缺乏管理,组织不善 村庄建设缺少应有的管理, 乱拆

乱建现象普遍。有些新建的农村社区 , 也存在管理机构缺

乏、服务设施不健全、环境缺乏维护等问题, 致使绿地变成烂

草堆、新房变旧房、家禽牲畜乱跑乱窜等影响村容村貌的现

象随处可见。

1 .4 公共绿地匮乏  公共绿地是指满足规定的日照要求 ,

适合于安排游憩活动设施的、供居民共享的游憩绿地, 应包

括居住区公园、小游园和组团绿地及其他块状带状绿地等 ,

城市街旁绿地等公共活动场所也属于该范畴。但绝大部分

农村地区没有公共绿地建设, 只有杂草及零星树木; 即使有

公共绿地, 管理也异常薄弱, 多采用街道办、企业、政府等多

级养护的方式, 不仅管理方不明确, 而且养护水平也很低, 断

株、病虫、杂草丛生等现象非常普遍, 与城市的差距很大。

2  景观系统规划

农村可鲜明感受的是山、水、石、植物、泥土及天空、季节

变化、自然界循环等自然现象, 为能融汇到农村自然与人造

环境中, 村庄建设也应适应当地环境、栽植及生活习惯, 展现

当地独特景象及自然色彩。房屋造型、道路铺设等避免过度

装饰及过分雕绘 , 以达清新、自然和谐的视觉景观 , 在经济、

实用原则下, 使之具地方特色 , 更富生活气息。

2 .1 规划目标  从村庄整体环境入手, 分析村庄景观构成

要素, 对其进行有意识的组织。以当地传统建筑文化和风情

为特征, 适应村庄经济发展需要, 利用现代建筑技术手段来

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观。

2 .2 设计原则  ①尊重村庄现状自然条件和建设基础 , 充

分利用自然环境特色; ②将现代景观和传统格局相结合, 创

造现代乡村景观; ③以人为本, 提供多样性服务和活动, 力求

逐渐形成多样性的乡村空间特性; ④突出村庄文化特色, 使

人文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2 .3 设计内容

2 .3.1 景观分区。

2 .3.1.1 公共服务区。应以为社区公民服务为特色, 建筑强

调格调高雅。公共服务区是整个村庄的景观核心 , 是村民活

动和节假日庆典的重要空间, 应保持其空间的高度开放性和

使用上的弹性, 满足休闲、露天演出、庆典、信息服务、集会等

多样性的公共活动需求, 使之成为村庄主要的公共活动场

所。如东西村可于村庄北部地段建设村委会、小型广场和文

体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 建筑高度宜控制在3 层( 图1) 。

2.3 .1 .2 生活居住区。应结合当地传统生活习惯与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要求, 考虑人性化需求, 户型设计宜多样化。

追求方便、舒适、安静、美观的环境, 建筑布局注重与路网结

合, 延续传统空间特征, 创造舒适优美的室外休闲环境, 建筑

形式体现村庄文化特征和空间特色。东西村住宅建筑高度

以2 层为主, 呈行列式布置, 包括对原有住宅改造和在空地

新建2 种形式。

2 .3 .1.3 商贸活动区。该区是体现村庄商贸形象的重要街

道, 临街建筑及街道应保持宜人的空间尺度, 注重室外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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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西村绿化景观规划图

Fig .1 Thegreening landscapeplanning in Dongxi Village

环境创造, 给顾客提供必要的休憩与服务设施 ,形成亲切宜

人的商业贸易环境。建筑形式要求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的风格, 充分表现其充满生机的现代意识。东西村主要在原

有建筑的基础上, 沿纬二路建设商业带。

2 .3 .2 绿地系统。新农村绿地系统规划应本着“绿中现村 ,

村中有绿, 人、建筑、水、绿地融合”的特色, 结合村庄服务设

施, 突出中心及周边防护绿带建设 , 形成“点”、“线”、“面”[ 2]

相结合的有机绿地系统和高低错落的立体绿化体系。同时 ,

注意多选择经济树种, 绿化建设结合林、果种植, 既美化环

境, 又可以提高农民收入 , 从而形成综合效益好、富有田园风

光和各具地方特色的绿化系统。

2 .3.2.1 绿地系统形态。①中心绿地: 在村委会或文体活动

中心等处布置中心公共绿地, 安排休憩娱乐设施, 注重小品

设计, 使之成为村民活动交流、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之一, 增

强村庄的场所感和凝聚力。据东西村现状条件 , 在纬三路、

经三路交叉地带结合原有空地布置中心公共绿地, 改善村民

交流、休闲娱乐环境。②线状绿地 : 沿村庄道路两边布置绿

化带。东西村可沿经三路两边布置绿化带, 联系商贸空间和

公共服务空间。③点状绿地 : 于各房前屋后布置小块绿地。

④在村庄周边等处布置绿化防护带 , 形成村庄绿色保护屏

障, 发挥其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 营造宁静、舒

适的生活居住环境。东西村在南部工业区边布置绿化防护

隔离带 , 可减弱工业噪声、废气等污染。

2 .3.2.2 绿化原则。①绿地分布结合房屋建筑布置, 既丰富

建筑景观 , 又活跃居住区生活气息。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的方式, 便于居民就近使用。集中绿地要据各地自然条件和

民情风俗进行布置 , 密切邻里关系 , 增进身心健康。东西村

在绿化布局时考虑为老人安排休闲及交往场所, 为儿童设置

游戏活动场地, 铺筑了部分地面和活动设施用地, 为村民提

供运动、健身活动场地。以绿为主, 多功能复合使用。②绿

化结合地形地貌。保护、利用村庄范围内有保留价值的河流

小溪、树木植被等加以改造整治。合理利用坡地, 尽可能减

少土方量, 以创造高低变化、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自然景

观。东西村绿化布局应充分利用藕塘 , 达到水绿结合, 相得

益彰。③注重垂直绿化、立体绿化以及住宅的室内绿化。院

内绿化宜采取通透式, 使其与外部环境的绿化互为映衬, 相

互渗透, 形成完整绿化环境。应加强屋顶等第5 立面的绿

化, 改善住宅小环境。

2 .3.3 景观轴线。规划的主要干道和绿化系统是体现社会

主义新农村景观的主要场所, 应据不同场所活动特征将其分

为生活性景观轴线和交通性景观轴线。东西村主要对经二

路、经三路和纬三路进行生活性景观轴线建设 , 对从住区右

边穿越的应川公路进行交通性景观轴线建设( 图1) 。

2 .3.3.1 生活性景观轴线。其景观控制宜遵循以下原则: ①

行人尺度。以行人尺度为空间塑造的基本原则 , 建筑高度、

立面元素以及招牌、路灯、休闲设施、种植等街道设施都是塑

造的元素, 均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符合人的活动需求和

审美需求。②强化活动特征。在人流密集并有特色的路段

( 如丁字路口、交叉口等处) , 强化其活动特征及景观, 配置齐

全的服务设施和必要的休憩设施、儿童游戏设施, 增加行人

停留机会和时间。

2 .3 .3.2 交通性景观轴线。其景观控制以车行的尺度和速

度为空间塑造原则, 塑造交通性道路的特有环境特征。①在

公路途经的功能区、主要村庄道路及建筑物处应设立明显标

志和指向物, 以形成对村庄的深刻印象。②控制公路路段沿

线建筑的功能和景观, 对交叉口及临街面要特别注意处理。

道路设施的设计力求简单, 绿化隔离带种植灌木, 尽量减少

垂直线条的视觉份量, 强调水平线条, 使得车辆在高速行驶

中感觉顺畅, 不会产生视觉干扰。

2 .3.4 街道景观。道路通过断面形式、绿化种植以及周边

地块建筑围合等条件不同变化形成不同风格、个性的道路景

观。道路两侧的建筑界面应有一定呼应, 在特征区边界应有

明显提示。同时道路空间的封闭与渗透形成空间序列节奏 ,

通过绿化掩映和广告标识点缀塑造丰富的街道景观。

3  绿化景观规划与环境保护、公用设施等的关系

3 .1 强化环保措施, 展现田园风光  调查新农村及其周边

大气、水体、山体、土壤、噪声、灰尘、垃圾处理等方面的情况 ,

营造、体现农村及其周边自然田园风光。在公共活动地段、

主要道路两边设置符合环保要求的公共厕所; 对垃圾进行定

点收集、封闭运输和统一消纳。重视村庄山坡挡土墙的美化

和绿化, 增加绿化覆盖, 努力营造山地村落的山泉叮咚和路

边小沟流水清澈涟漪的自然景观。除此之外, 东西村还可充

分利用住区内、外的藕塘, 形成独特的田园画景。

3 .2 完善基础设施, 提供舒适生活条件  完善新农村的供

水、排水、电力、电信、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3] , 为村庄居民提

供现代化、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 提高环境质量。

3 .3 加强管理, 突出农村特色 要很好地体现农村绿化景

观, 突出村庄优势和特色, 须加强新农村的管理。若村庄供

水不足、排水不畅、照明不够、有“三废”污染等, 则即使有好

的绿化景观, 也不能充分展现出来, 提供好的观赏条件。

4  小结

新农村绿化规划建设宜本着“绿中现村, 村中有绿 , 人、

( 下转第11757 页)

3371136 卷27 期                洪光荣  新农村绿化景观规划建设研究



甲草、垂盆草、费菜、井栏边草、狗牙根等) 。

5 .1 .2.2 山坡部的改造。沿江公路面山坡植被改造的重点

是增加观赏树种种类 , 建成生态景观林。砍除改造林分中的

部分泡桐和生长不正常的其他树种 , 面积约2 hm2 , 将木荷、

千年桐、复羽叶栾树等观花乔木以及枫香、乌桕、无患子观叶

乔木均匀的补植于林中。每公顷须补植苗木( 规格基径10

c m 以上, 高3 m 以上) 300 株。

5 .1.3 标志性林分建设。据考证, 原湘江有一长满苦槠树

( 俗称槠树) 的河洲, 后来人们在此开垦定居, 称“槠洲”, 河洲

渐与岸边陆地相联 , 最后不存在了 , 但“槠洲”名称仍沿用, 只

是改为“株洲”, 这就是株洲名称的来历。为了体现株洲的历

史由来, 应在公园建设一处苦槠林作为标志性林, 供游人欣

赏、回味。建设地点可选择于望江亭处山坡 , 该处可�'望沿

山而过的湘江以及株洲的炎帝广场。望江亭游道两侧在保

留现有部分树种的前提下, 砍除狭叶山胡椒以及其他生长不

良的树种, 大约需补栽苦槠40 株。

5 .2 游道两侧的植被美化改造  石峰公园的游道多穿行于

山林中, 两侧植物颇显单调, 缺乏观赏性强的植物, 因此游道

两侧在配置景点的同时, 栽植观赏植物以增加其景观效果与

指示性功能。改造内容为: 在游道旁栽种观赏灌木带, 在近

游道旁的林下散植观赏小乔木或灌木树种, 在近游道旁的林

下种植观赏地被植物。植物选择与配置方法有3 种: ①游道

旁灌木带植物。植被以杜鹃花类、金叶女贞、栀子花、茶花、

无剌枸骨、鱼鳞木等为主, 在游道旁每侧栽2 ～3 行, 实施分

段栽种 , 可每段栽植一个树种; ②游道旁林下散植植物。植

被以茶花、冬青、野栀子、毛瑞香( Daphne kiusiana var . atro-

caulis) 、黄杨、杨梅、山矾等为主, 在游道旁10 m 左右范围内 ,

挖穴散植上述植物 , 栽植间距为5 ～8 m; ③游道旁林下地被

植物。植被以紫金牛( Ardisia japonica) 、地 ( Melastoma dode-

candrum) 、常春藤、蝴蝶花、大麦冬、垂盆草等为主, 实施小块

状或不规则形状栽种。

5 .3 专类园改造 石峰公园内现建成6 类专类园, 即茶花

园、桂花园、蔷薇园、雪松园、樱花园与玉兰园。蔷薇园、樱花

园与玉兰园园内已形成良好的植物景观效果, 无须大的改

造, 其他专类园应重点改造。

5 .3 .1 茶花园。茶花园现有面积0 .1 hm2 , 园内茶花品种少

( 现存只有56 个品种) 且植物配置零乱、单调。计划将其改

造为茶花品种园, 将茶花园面积扩大到0 .2 hm2 , 同时补种25

个新栽茶花品种, 每种计划栽5 ～10 株。以新栽25 个种计 ,

共需新栽125 ～250 株茶花。为丰富植被景观可将茶梅和茶

花品种栽于一处, 也可将一些小灌木茶花种( 如长瓣短柱茶、

岳麓连蕊茶、川鄂连蕊茶等) 栽于其他茶树林下, 作为林下层

植物。

5 .3.2 桂花园。桂花园内现有桂花品种生长较好, 但品种

较少, 植被配置景观效果不佳。桂花园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增

加新品种, 如丹桂、四季桂和金桂等; 同时将四季桂栽于桂花

园的四周 , 使游客能四季欣赏到桂花。改造时应将其他桂花

品种相对集中栽种, 计划新栽四季桂50 株, 丹桂10 株 , 金桂

10 株, 其他品种约10 株。

5 .3 .3 雪松园。雪松园面积约0 .3 hm2 , 为纯雪松林, 园内景

观单调 , 观赏效果差。据现场勘测, 雪松林长势不佳, 稀疏呈

衰老状。雪松林冠覆盖度约50 % , 林地裸露, 部分地段盖度

仅30 % 。林下地被植物杂乱, 观赏价值低。建议改造雪松园

为观果植物园, 园中可增建藤类植物长廊。砍伐生长衰弱、

无观赏价值的雪松, 保留生长正常的雪松; 在雪松林中分块

自然式栽种观果树种 , 每种栽10 ～20 株, 观果树需光照充足,

注意株距不能过密, 做到四季有果观赏 , 规划栽种观果植物

20 种以上; 林地植被以鸢尾、一叶兰、大麦冬、吉祥草、玉簪、

天冬等为主。百米藤廊建设可选址在现有雪松园中间 , 横坡

向建长100 m 的带状长廊, 架两侧栽种本地具观赏价值的藤

本。藤廊植物可一个种集中一段或混交栽种, 规划种类有常

春油麻藤、五叶瓜藤、辟荔、京梨猕猴桃( 或多花猕猴桃) 、冠

盖藤、五味子等。将藤本交叉栽于廊架两侧 , 株距4 ～5 m( 视

种而定, 如常春油麻藤株距可在8 m 以上) 。苗木规格要求

生长粗壮, 长1 .5 m 以上。

6  小结

石峰公园地处株洲市区城北清水塘工业区和商业区交

界处, 是一道天然绿色屏障 , 其生态效益在整个株洲城市生

态环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公园的植被保护更新, 有

利于地方特色的形成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有利于公园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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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水、绿地融合”的理念, 充分利用自然基础, 院内与院外

结合, 绿化建设与林果种植结合, 形成“点”、“线”、“面”结合

的有机绿地系统、高低错落的立体绿化体系。房屋、道路等

建设应适应当地环境、栽植及生活习惯, 避免过度装饰及雕

绘; 可将村庄分为公共服务、商贸活动、生活居住、工农业生

产等几个景观分区; 以行人尺度为空间塑造生活性景观轴

线, 以车行尺度和速度为空间控制交通性景观轴线。另外 ,

要加强新农村管理, 强化环保措施, 提供舒适的绿化景观的

观赏条件。从而在村庄规划建设中, 绿化村庄、净化村庄、亮

化村庄、美化村庄 , 为村民提供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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