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住区景观设计论文参考文献 居住区景
观设计思考的论文(优秀8篇)

导游词可以增加游客对旅行目的地的了解和兴趣，使旅行更
加有意义和丰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撰写一篇引人入胜的导
游词呢？通过阅读这些导游词范文，相信您会对撰写自己的
导游词有更清晰的思路和更广泛的想法。

居住区景观设计论文参考文献篇一

晋中银海心悦居住区(见封三彩图1)是一个规模中等、高低层
建筑兼有的普通住宅楼盘，坐落于山西省晋中市开发区迎宾
西路，东侧紧邻市政府。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28769m2，绿地
率35%，容积率2.5；居住总户数2094户。其中，一期建设用
地面积约44100m2，8栋6层板式住宅，2栋配套公建，景观设
计面积约2.4万m2，用地现状近于一个水平面。建筑外立面是
后现代简洁设计，全景式落地窗将周边景观尽收眼底，为当
今房地产市场建筑的主流产品。项目开始阶段，甲方一再强
调除房子本身品质外，景观是最大卖点。

3.2主题的确定

本项目的景观设计主题分为总的设计主题(即整体环境宣传思
路)与各个空间的`分主题。

(1)总体景观主题的确立。银海心悦项目的市场销售理念
是“自然、生态、健康”，也是总体景观设计的主题。“自
然”是指要接近阳光、土地、风、水、植物；“生态”是指
人与周围环境要和谐共存；“健康”是指设计师提倡居民要
有健康意识，注重生活状态与生存环境，引导居民要有好的
生活习惯。

(2)中心区景观主题的确立。建筑与景观空间的布局特点是中



心区景观的确立依据。如封三彩图2所示，建筑的平面布局有
以下特点：沿入口南北轴线，8栋住宅建筑，酒店与会所沿轴
线左右对称；小区主入口对景是完全开敞的大面积空地，向
北延伸中轴空间变小；楼间距相对较大(平均约25m)，自然采
光通风条件好；建筑入户各走东西两侧，中轴空间不走机动
车；建筑为6层板式低层住宅。从建筑布局特点可以看出，中
心区景观空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而且南入口区“肚子大”，
向北延伸逐渐变窄；景观形式的基本走向一般是“随形就
势”，随着建筑留出的“形”景观来“就势”，这样景观空
间的布局会有一个初步的形式。再结合关键点与中心空间分
析，人们所注意的视觉交点位置正是要重点处理的景观节点。
这样，中心区从南到北就出现了一个景观序列，形成社区独
立的景观轴。另外，从居民对绿地的使用功能进行分析，居
民每天有晨练、呼吸新鲜空气、散步、休憩、观赏、静坐、
游戏等多种需求，因此，有独立的“跑道”是大家梦寐以求
的，而且成人健身场地与儿童游戏场地需单独分开，同时可
以有安静的下棋空间、静坐的聊天交流空间等。本项目景观
空间的整体布局。从以上景观空间的布局特点可以明显地看
出，中心区景观的设计主题与“琴”有关。从楼盘的整体形
象以及目前的时代背景出发，给中心区的景观设计赋予充满
时尚、富有韵律的主题——“琴韵”，因各个关键点都有水
景，故名“水畔琴韵”。水音淙淙，树影婆娑，和谐的乐章
在这里奏响。当然，针对同一种形式，不同的设计师会有不
同的主题名称，取决于设计师个人的偏好以及对同一事物的
不同理解思路等。然而，由建筑布局特点决定景观布局形式，
进而推理出景观设计主题的方式，并不适合所有的居住区景
观设计项目，要视项目的具体情况而定。景观设计主题指导
景观布局，反之，景观空间布局也影响景观主题的确立，二
者相辅相成、互为表达。

(3)楼间绿地景观主题的确立。晋中地区的“大院文化”有着
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当地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也是多年来劳
动人民生产生活思想的积累。其中，精美的雕刻艺术图案如
喜上眉梢图、富贵长春图、榴开百子图、一路荣华图等，以



物喻人，利用自然界动植物的谐音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本项目楼间景观主题的确立，选取6种(牡丹、玉兰、海
棠、石榴、木槿、紫薇)吉祥植物，同时引入“花庭”的概念
作为各楼间的景观主题，即“牡丹花庭”、“玉兰花
庭”、“海棠花庭”、“石榴花庭”、“木槿花庭”与“紫
薇花庭”。一方面，将传统的地域文化在新型社区中得以延
伸，使新社区有“根”可循；另一方面，这种常见植物表达
的吉祥寓意大家乐意接受，使整体设计风格统一的同时，又
突出了各楼间的主题特色。

4结论

没有依据的设计主题让人感到突兀，也影响项目的对外宣传
与市场影响力。所以，无论从哪个层面出发，都应选择贴切
响亮的设计主题来指导设计细节、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提升项目的居住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主题指导下设计出的
作品要满足“经济、适用、美观”的居住区基本设计原则，
同时，又要具有明显的项目特点和市场影响力。银海心悦一
期景观设计主题得到了开发商和营销策划方的高度认可，市
场反响很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楼盘的居住品质和销售价
格。一个项目最后是否宜居、是否为人津津乐道、能否成为
大家所推崇的对象，决定因素还有很多，如前期的策划、设
计细节的表达、后期的施工质量、维护管理等。但有贴切的
设计主题作为指导思想，也就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为项目
的顺利开展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居住区景观设计论文参考文献篇二

主题的基本词义有：(1)也叫“主题思想”。文艺作品中所蕴
含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2)狭义指作者在
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现象时，通过文章或作
品的全部内容表达的基本观点。(3)广义指题材概念，是社会
生活或现象的某一方面，如改革主题、战争主题等。(4)作者
通过文章的全部材料和表现形式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居住区



景观设计的主题包含以上(1)、(2)、(4)点内容。在居住区用
地中，应用自然、人文与艺术等科学原理，通过对有关土地
及一切人类户外空间问题进行科学理性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和解决途径的中心思想。

居住区景观设计论文参考文献篇三

景观主题的分类如同声乐的分类——美声唱法、民族唱法、
通俗唱法及原生态唱法。“美声”可理解为外来文化，“民
族”可理解为传统文化“，通俗”可理解为当下流行文
化，“原生态”即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例如，“欧式”
园林风格可理解为“美声”风格，是外来文化的一种；“中
式”园林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风格；“通俗”的现
代流行文化园林风格即自然、生态、健康。如今，与城市居
民息息相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人口拥挤、环境污染、食品安
全、紧张的心理状态以及对自然回归的渴望等。在这种环境
条件下，人们向往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健康的身体。所
以，“自然、生态、健康”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环境景观设计
大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到今天赋予景观设计行业的时代使命。
一般来讲，一个项目应是一种园林风格，这样主题比较纯粹，
特色明显。但在较大的项目中，几种风格兼而有之的也存在，
如圆明园整体是中国传统园林风格，但其中有园中
园——“西洋景”(大水法等)。居住区项目有“富力城”，
属于“中西合璧”的风格，符合审美与消费需求。

2.2居住区景观设计主题确定方法

(1)依据项目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周围环境等。主题即设
计思想，“因地制宜”中的“地”就是设计思想来源的主要
依据。而这个“地”是指项目用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
周围环境等诸多要素；“制宜”则指通过这些要素得出的设
计思想。

(2)依据楼盘的名称或项目的销售理念。现在，根据楼盘名称



确立景观主题的项目比较多见，如：“怡海花园”以海为主
题；“和庄”以“和”为主题，体现儒家思想；“北京印
象”以北京文化为主题；“罗马花园”则是欧式风格的景观
主题。有的项目从楼盘名称虽看不出明显的文化特点，但有
明显的市场销售理念，如：山东济宁兴唐国翠城，建筑设计
和营销理念都是“节能、环保”，景观设计主题即为“节能、
环保”，“让老天来养活这片地”是主设计师的主导思想，
从雨水的收集利用、硬质地面材料的使用、植物的配置手法
上都得到了体现。

(3)依据时代背景。有时楼盘名称没有明显的主题倾向，
如“北苑家园”、“万科四季花城”、“万科新城”等，更
甚者现场也没有特别之处，即从项目名称和地理位置来说没
有特别契合该楼盘时代性与充满个性的主题。但开发商需要
一个向外宣传的说法，因此，许多楼盘要靠环境景观的设计
理念、图纸效果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提升楼盘的销售价格
与居住档次。

(4)依据建筑与景观空间的布局特点。景观主题的确立与景观
形式的布局密不可分、互为表达，如银海心悦一期中心区景
观主题的确立。

居住区景观设计论文参考文献篇四

科学技术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促进人们对环境认识的觉醒，
景观设计强调公众的参与性，审美主体已由少数人向大众化
转变；西方艺术观念的引入，景观审美情趣与审美思维发生
了转变，审美意识呈现多元化趋势。同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
高度重视，形成了景观设计的全局意识；而对环境功能、经
济、形式的关注，要求景观设计作品既具备功能性、经济性、
科学性，同时要求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总之，居住区景观设
计应在历史延续性基础上，从空间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
境、视觉环境的角度力求建造与自然环境和谐的居住环境。



二、山水画艺术特点分析

山水画的自然环境观。山水画崇尚自然，重视自然生态
观。“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山水画家对自然山水一
直抱着亲和的态度，他们积极投入自然的怀抱，渴望与自然
能够融为一体。山水画的意境塑造。技法是画家情感表达的
手段，而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或雄奇幽静，或空灵淡泊。
山水画利用散点透视、虚实相生、计白当黑等构图手法，让
画面最大限度地展现时空境象，解决了由于造型艺术的瞬间
性和静态感所带来的局限。这种意境既是画境，又是景观设
计中的精神空间。山水画的创意构图。山水画以步移景异的
欣赏习惯处理构图，采取散点透视展现画卷的视野，这样可
以让人看得全面、看得深远、看得精细，同时也具有可观、
可行、可游、可居的视觉感受。山水画的空间处理。山水画
空间并非是单纯视觉空间，而是由视觉探寻引向空间的精神
体验，也就是通过画境中的可观、可行、可游和可居的心理
模拟，引导人们对宇宙人生之道的精神领悟和理想追求。山
水画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山水画
独特的审美内涵。纵观历史，文人墨客大多通过寄情于山水
抒发情感，这一点不仅体现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一
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作卧游”的圣人情趣，更体现了山
水画的精神蕴含。

三、居住区山水意境的营造

1.居住区山水意境表现

意境最早见于佛经，是自我对客观的领悟。山水画的意境是
作者哲学观、美学观在画面中的体现，受儒家、道家、禅宗
的影响，不同的画面体现的人格与精神意志不同。他们利用
墨的皴、擦、点、染，笔锋的转、折、顿、挫，使画面呈现
出枯、润、浓、淡等多种形式变化，实现画面意境的表达。
利用“置陈布势”“经营位置”表达山水画的艺术形式美。
对于居住区景观的意境营造来说，首先，对设计师的审美思



想与文化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设计者的人格特质与精
神意志直接影响着方案构思、立意和风格。设计师主体意识
的表达以及对构图、布局、意象的安排，充分体现自己对环
境、对文脉的理解，也是建构人性化、个性化居住环境的保
障。其次，居住区景观需要的是生态、健康、开敞的空间效
果。山水画创作讲究“意在笔先”，居住区景观设计应充分
挖掘场地的文化品质与格调，做到胸有成竹，然后利用植物、
石材、水体等自然要素营造环境，做到有目的、有感情地进
行设计，这样既能够充分表达设计的主题，也更能表现“回
归自然”的意境。最后，山水画的章法布局讲究起、承、转、
合，疏密相间，虚实相生，留白等，体现了画家对画面的整
体把控能力，也在画面中营造了内敛、含蓄的视觉感受。居
住区景观设计的构图不仅要符合居住区的功能、绿化率要求，
更要按照形式美法则来布局，应依据道路级别将场地划分为
不同用途、不同风格的空间，或采用规则式以表现秩序之感，
或采用自由式以表现含蓄之美，尽力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建造一个可居、可赏、可游的外部空间，诱发人们情感、意
趣、联想、移情等心理反应，满足人们物质精神需求。

2.居住区山水意境营造方法

（1）植物造景植物是山水画景物构成要素之一，常用松、柳、
枫、竹、芭蕉等。山水画非常注重植物的配置。常利用植物
不同的体态、高低、花色、叶形、进行疏密安排，形成不同
的视觉和心理体验。同时善于运用植物的寓意象征人的品格
与精神，寄托了画家疏远污浊、洁身自好的品格追求。居住
区景观设计中也应根据植物不同的审美功能与形态特征，营
造居住区的山水意境。以乔木、灌木、花卉为主体，结合山
石、绿地、水体等构建立体绿化空间，形成多层次、多形式、
多角度、多维度的景观效果，让居住者的视线在游憩时可以
得到空间的延伸，带来意境的想象。

（2）叠山理水山水画以巧妙安排山石与水，体现出“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的绘画宗旨。在现代居住区环境营造中，叠



山理水对山水意境的营造同样有着巨大的作用。山水画中利
用皴、擦、点、染等画法，表现山石的质感、色彩及在画面
中的位置关系，景观设计中则利用太湖石、石笋石、卵石、
木化石、碎石等不同石料结合地形营造山石意象，在借景、
对景、障景、露景等多种传统组景手法的运用中，做到有景、
有境。叠山理水是为造就“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意境，无
水不成景。水在中国传统以及现代山水画中一直占有重要的
地位。水的动可以表达激昂高亢、玲珑婉转，水的静能够体
现晶莹剔透、水雾袅袅。水作为辅景，增加画面整体性，连
贯性，灵动性，使画面内容更加丰富；水作为主景，表现了
画面的气势磅礴，恢宏大气。在当代居住区景观设计中，可
以利用高差、坡道、转弯、阻碍等形成溪流、漫流、叠流等
有趣的水形，可以利用山石孔洞、假山、陡崖表现洪流跌落、
雪浪翻滚的壮美景观，还可以借鉴山水画中的“留白”，形
成一汪静水，将水榭、山石、花草倒映其中，增加景物的层
次美。

（3）空间韵律山水画空间既能表达出静的空间艺术，同样可
以展现动态的时空转换，它是一个叠加的往复循环，同样节
奏与韵味的笔墨构成可以在同一个平面里不停地出现，构置
一种和谐有序的秩序感，表达画家对精神世界不可遏止的追
求。居住区景观设计在平面布局上，应做到景观节点间如绘
画般起承转合，利用“收放”与“开合”的对比，做到主景
突出、客景烘托。同时合理设计交通路线，做到步移景异，
错落有致，既满足人们对景观美的感受，还要满足良好的通
达性。居住区山水意境的营造应注重自然景观要素之间的关
联性，例如空间的转折、起伏、相聚、相离都应满足自然景
观的生长逻辑，人“游”于空间时要有“情理之内，意料之
外”的感受。山水画的意境在居住区景观中以空间韵律来体
现，满足中国传统的审美原则和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理想人
居环境在当代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延续。

（4）色彩写意山水画朴素、淡雅的色彩美学观影响力中国古
典园林的主体色调，无论从哪个角度，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



山石、植物等都是一幅幅水墨淡彩的图画。居住区山水意境
的色彩配置，应从整体色调上把握，做到用色精简、雅致。
景观建构物以及设施小品的用色，应与主色调协调统一；植
物的搭配应做到四季景致不同；同时要避免因工业化生产，
造就千篇一律的景观视觉。传统造园中的材料，如瓦片、青
砖、卵石、方砖、碎石等材质是营造山水意境的重要材料，
适当选择利用，更能体现回归自然的空间意境。

四、小结

中国山水画凝聚了华夏民族丰富的智慧与感情，山水画的自
然环境观、形式意境、构图方法、氛围营造对现代居住区景
观都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作用。居住区景观设计应领会其精
髓，结合自身的地域、文化和历史特色，探索出一种适合中
国国情的居住区景观设计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在西方文明
的影响下，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艺术传统。

文档为doc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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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房地
产光速般的升温。老百姓越来越关心我们的周边环境，尤其
是他们居住区的环境。

关键词：园林景观居住小区设计

前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居住区用地不断增加，
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再局限于房子的档次与质量，他们对户外
环境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居住小区绿化是建立居住小区众
多因素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利用植物的独有特色形
成一个既有统一又有变化、既有节奏感又有韵律感、既有相



对稳定性又有生命力的生活空间，对城市面貌和城市人工生
态系统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衡量居住小区居住环境
质量的重要标志，对居民的身心健康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1我国小区园林景观设计存在的问题

1.1景观设计重形式、轻功能

目前许多小区的园林景观，从设计到营造都未充分考虑“功
能第一”的原则，如居民的活动、休闲、游憩、停车等基本
功能的缺乏考虑，景观营造侧重于外在形式的美观表现，惊
叹于设计图纸平面图案的美妙绝伦，使“景观”成为“仅
观”，参观的作用代替了园林参与性、共融性的功能和作用。

1.2景观设计重气势、轻成本

一些小区的园林景观为追求表面的美观和气势以达到促销的
目的，不惜重金追新求异。例如，在一些小区中营造的大体
量水景，当水景开放时场景非常壮观，然而却没有充分考虑
增加的投资成本，增加了购房者的房款支出，同时后期高昂
的物业管理费用也使得当时壮观的场景一去不复还。

1.3景观设计重人工、轻自然

小区景观设计没有与周围的环境和本身的地理条件联系起来。
一些现代居住小区为了增加建筑密度和容积率，设计时往往
将小区中非常难得的自然条件如山体、水系等加以推平、填
埋和改造，使得原有的天然石块被移走，原有的涓涓细流泉
水被填平，原有肥沃的表土连着野花用洗过的砂砾覆盖，取
而代之的是一些外来的树木花草创造的植物景观……，这样的
“人造的天堂”实际上是破坏了自然面貌，造成与四周极不
协调的“风景污点”，自然美和生态性极差。

1.4景观设计重模仿、轻个性



目前，很多小区景观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各地的景观趋
于雷同，缺乏个性。景观设计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专业，它
最终将以空间景观的视觉形式展现给人们，使人可以享受其
中的艺术产品。同所有门类的艺术一样，创新是其生命力的
源泉，简单模仿抄袭则是一种短期行为。因此，要避免“特
色危机”，景观设计师必须保持清醒的意识，对所处的环境
和地方文化要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并融入设计，同时认真分析
地块、谨慎开发，依居地块的特征来做策划，设计才不会雷
同;重视和挖掘历史人文以及本土文化，把握人们的精神需求，
以创新理念塑造出体现本土文化人文生活环境，使业主真正
回归“心灵家园”。简言之，设计要有自己的思想，才有灵
魂，才具备个性。

1.5景观设计重外表、轻意境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和小区楼盘销售的需要，目前小区景观建
设的投入不断加大，景观外在表现形式的地位也越发突出。
然而在大多数小区中，在场所的意境表现方面做得不够，很
少有象中国传统园林中的那种诗与画一样的意境。当代中国
的居住景观，就是要在注重舒适、开放和生态的同时，营造
出一定的意境，以增强居住空间的艺术感受，提高整个楼盘
的文化品位，这种意境的营造需要融合现代和传统的手法，
整体上是体现自然生态和现代简洁的风格，通过空间、路径
和材料的设计，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有神韵。

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特点

2.1认识人性：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到底需要什
么：人需要交流，害怕孤独；人需要运动，需要坐下休息；
人离不开水，人也爱玩火；人爱采摘和捕获；人需要庇护和
荫凉，需要了望，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他需要领地，需
要适当尺度的空间；人需要安全，同时人需要挑战；人爱走
平坦的道路，有时却爱涉水、踏丁步、穿障碍、过桥梁。同
时，人要交流、要恋爱、要被人关注、同时喜欢关注别



人……。因此，需要设计的场所能让人性充分发挥。

2.2阅读大地：大自然的风、水、雨、雪，植物的繁衍和动物
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刻写在大地上，因此
大地会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有树木，什么地方可以有水渎；
大地也告诉你什么格局和形式是安全与健康的，因而是吉祥
的，什么格局是危险和恐怖的，因而是凶煞的。同时，大地
景观是一部人文的书：大地上的足迹和道路，门和桥，墙和
篱笆，建筑和城市，以及大地上的文理和名字，都讲述着关
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爱和狠，人类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因此，阅读大地是在认识自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人自己。

2.3体验生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地人的
价值观。如果你不到都江堰的江边林下坐上一天，就不明白
为什么成都被认为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如果你不搭一回北
京街上的出租车，就不理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含义；
如果你不到温州街头走走，你也不知道“全民皆商”的意味；
如果你不经历青藏高原的缺养，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
人会成为释迦牟尼的选民。只有懂得当地人的生活，才会有
符合当地人生活的公共空间的设计。

2.4聆听故事：故事源于当地人的生活和场所的历史，因此要
听未来场所使用者讲述关于足下土地的故事，同时要掘地三
尺，阅读关于这块场地的自然及人文历史，实物的或是文字
的。由此感悟地方精神：一种源于当地的自然过程及人文过
程的内在的力量，是设计形式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是设计
所应表达和体现的场所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设计是属于当地
人的，属于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属于当地自然与历史过
程的。

3园林景观设计在小区环境中的协调作用

居住、生存、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与自然界在生态、
社会、文化、经济上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否在某个地方



定居下来，主要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环境条件是否满足人们的
三大需要，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和精神需要。身心疲惫的
现代人以更大的热情渴望自然，希望生活于近自然的环境中，
具有绿地景观生态系统的居住区便成为人们择居的首选地。
而这些绿色居住区始终以人为本、以生态为本，协调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使居住区绿地景观生态系统与自然界的植物、
动物、微生物及环境因子组成有机整体，体现环境多样性、
景观多样性。其次要从非自然造景要素，如人文景观小品、
建筑、灯光、道路等景观以及人类思维行为等诸方面来规划
住宅绿地生态系统，使居住区绿地空间不仅有绿化的数量，
更要考虑绿地的质量和功能，即创造回归自然、融于自然的
诗意景观天地，使居住区景观生态建设不仅仅停留在生存、
生理需求的生物层次，而是迈向心理和精神上的愉悦的高尚
层次，是对美和情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居住区环境
的社会活力，才能同人与自然相协调的规划设计理念相对应，
使居住区内和居住区外的绿地景观系统连接成网络即绿脉。

4结语：

总而言之，人们每天的活动都离不开自己生活的空间——住
宅小区。在其进行生活、休息、工作，在街道上行走、乘车，
在广场上休息、娱乐，小品供人观赏、评价，树木草地调节
气候、使人心情愉快等等。同时人们生活在小区内，进行各
种各样的交流活动，这些环境设施为他们的日常交流提供一
个空间载体。城市景观环境设施正是为了满足这种交流而进
行布置的。布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对空间的利用
和交往的效果。建筑、街道、广场等环境设施的设计，也将
各种自然因素融入其中形成宜人的环境。这些足以表现人对
自然的重视，使人生活的环境中时时透露出“面临小河；临
倚群山”的自然造化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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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的景观和生态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为了更好的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项目的管
理工作，本文展开了研究，首先分析了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
观施工的概念和特点，针对景观施工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并对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详细阐述，
最后针对景观管理工作进行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方面的研究，
希望对园林的景观施工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

一、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项目施工设计管理的概念及特点

城市的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项目涉及的因素众多，尤其是
涉及到土地的利用和工程建设的水网建设以及电网建设工作，
在工程建设中，为了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就必
须明确整个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所涉及到的土方、水
景、园路、假山、种植、给排水、供电工程等内容，整个城
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工作是综合性的建设工程与整个城
市规划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由于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
设的综合性，所以需要对整个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进行综
合的管理和维护，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项目最重要的是体
现在管理上，所以需要对其施工进行管控，以此促进整个城
市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工作的質量不断提升。



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工作，必须要明确整个城市
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工作的主体和对象，一般来说，主要
包括有两种方面，第一是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基础性工程
施工，第二是建设施工主体。这两个方面都对实际的城市居
住区的园林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基础性工程。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工作，首先
要做好基础性工程，其中包括有进行土方工程建设，这是整
个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的基础工程。第二是要做好挖
掘工程和筑山工程以及平整土地和设置基础设施等工程，在
工程建设中，要坚持对基础工程的重视力度，不断提高基础
工程建设质量，为整个基础工程建设工作提供重要的工作保
障。同时在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中，要做好供电工程
建设，科学规划电缆和电路，建立科学完善电力供电系统，
同时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保证城市居住区的园林使用安全。

2.建设施工主体。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要注重
对施工主体的建设工作。主体工作主要包括有山体的建设和
假山的工程建设，在进行假山工程建设中，必须要明确整个
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对园林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要明确周
边环境的适应程度。综合考虑周边的环境，根据原有的环境
来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设计，以此提高整个工程建设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园林的绿化工程是整个园林工程的主要
组成部分，所以在进行建设中要有序开展，对地形进行改造，
同时要建立一定的道路框架，进一步提升景观欣赏的效益，
从而可以保证整个城市居住区的居民享受到更加良好的生态
环境。

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

园林建设工作与园林的设计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进行园
林设计工作中，要加强对园林设计工作的`重视力度，在实际
的工作过程中，要遵循以下设计原则，首先是要遵循区域设
计原则，在新型的园林设计工作中，必须要加强对整个区域



的规划和管理。第二个方面是要坚持生态设计的原则。第三
个方面是要坚持科学艺术设计的原则。在进行园林生态设计
中，要坚持科学的设计方法，同时要坚持艺术性的设计方法，
以此达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不断提高整个城市环
境的良好发展。第四个方面是要坚持文化设计的原则，在进
行城市园林生态设计工作中，要保证园林设计与城市的文化
底蕴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好是能够结合城市的文化底蕴
进行园林建设设计，对于促进整个城市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的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

进行城市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规划建设需要结合具体的城
市环境进行管理首先要对一定的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尤其是
针对一些杂乱或者是没有秩序的施工场所，要加强对施工现
场的整理。针对施工现场中存在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杂
草、石块等要进行及时的清理，这样不仅可以对整个施工现
场进行平整，同时可以减少由于土壤肥力下降或者是土壤污
染导致的生态景观园林的建设工作出现阻碍的情况发生，不
利于整个绿地植物的生长和发育。进行生态城市居住区原园
林景观建设工作，要严格按照施工标准来进行建设，首先要
对土方进行翻挖，对施工现场进行土壤平整工作，这样可以
保证绿地植物的种植工作有序展开，同时进行园林建设工作，
要根据设计方案来进行整坡、整势工作，不可随意更改设计
方案，以免造成整体工程建设工作出现一定的阻碍。

结语

总体来说，城市居住区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对于城市
的规划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的景观和生
态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的进行城市居住
区原园林景观项目的管理工作，首先要明确城市居住区原园
林景观施工的概念和特点，对景观施工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在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观建设中，要遵循科学艺术和文



文化设计与生态设计等原则，针对景观管理工作加强对施工
技术和现场的管理，以此达到更好进行城市居住区原园林景
观建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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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式设计概述

新中式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在建筑不断发展的今天，只
有不断创新应用新中式的建筑手法，才能将新中式风格更好
的应用在居住区建设中。另外，对于设计者来说，还应该认
识到新中式风格的应用并不仅仅是将传统文化因素简单的堆
砌到建筑中去，而是应该在理解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再
将传统文化元素与建筑方式进行完美的融合，进而设计出不
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由具有现代气息的建筑。新中式风
格的特点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就是要求进景观设计不
仅在外形上要体现传统的设计风格，而且还应该具备传统文
化的精神内涵，从而更好的满足居住者的心理需求，比如，
现阶段很多新中式的住宅区都会采用先谷底较为典雅的色彩，
与此同时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图案衬托出新中式风格
的文化韵味，之后在景观布局设计中合理设计，从而创造出
独具中国特色的居住区空间景观。



二、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的特点

随着我国建筑设计的不断发展，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
越来越重视人在设计中的重要性，并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
则，确保居住区空间设计能够满足人们的舒适性和观赏性的
需求。而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的特点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
进行叙述。其一，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注意合理采用各类装
饰元素，并以此来不断丰富居住区的景观空间。我国的传统
民居设计中，设计者为了让居住者的居住空间更具有自己独
特的特点，通过会依据居住者的个人喜好、性格、文化修养
等在空间景观设计中增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装饰件，
而这些装饰件尤其能够突出和展示居住人的力量、权力、高
雅等。而在现代中国的新中式风格设计中，也可以通过提取
传统的装饰元素来丰富居住区空间景观的设计内涵，一方面
用于丰富现代居住区的空间景观，另一方面则可以满足现代
人对传统文化审美的需求，从而起到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
用。其二，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会结合中国园林设计
中的造林手法。在中国传统的园林建设中，设计人大都会结
合儒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将这些传统思想融入到园林建设
中，从而人更好的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达到天人
合一的造林效果。为此，在现代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的设
计中，设计者大都会借鉴中国古代园林建设中的造林手法，
比如，可以在居住区设计一些山水，或者选择一些自然生长
的植物栽种在园林中，以此来体现景观的自然美感，除此之
外，为了让居住区的空间景观设计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
设计者还可以在设计中融合现代设计理念，并善于利用现代
的科学技术，体现景观设计传统文化特点的同时让人感受到
设计的时代感。

三、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的设计方式

在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中，设计的主体是体现中国的
传统文化，并能够在景观设计中体现新的时代元素，比如，
在很多城市的新中式居住空间景观设计都会借鉴中国传统的



居住景观设计方式，在设计的外形上尤其注重采用高墙、灰
瓦的应用，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除此之外，还有很
多地区的建筑设计在布局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庭院的设计方法，
形成了合院的.布局方式，这不仅体现了务工传统院落的概念，
也满足了当下人们对生活休闲娱乐的需求。现阶段在新中式
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经常会借鉴其他空间景观的设计方法，
通过借鉴古典园林的设计方法来体现空间设计的传统文化韵
味。其一，我国的传统园林设计中经常会借用框景式的景观
设计方法，在窗口位置设计花石、流水等，以窗口为画框，
让居住者从窗口看出去犹如看到一幅美丽的画卷。而这种设
计方法可以应用在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中，以不断提
高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的审美效果。其二，设计者还
可以借助多种造景方式的结合来增加居住区景观设计的多样
性，同时也让景观设计的空间层次也愈发丰富。在实际的设
计中，设计者可以利用门框、窗框等设计出完美的景观搭配，
同时采用移步换景的方式将不同的景观相互隔断，达到一步
一景的景观设计效果，给居住者以更好的视觉体验。其三，
在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中，设计者还可以借鉴轴线的
对称性来设计景观，对景设计一般是在观赏者所在的轴线中
央，让两个景物相互对比、对称，从而凸显出整个景观设计
的和谐对称性。比如，在实际的新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
设计者可以把对景用在比较大的景观设计中，在轴线上设计
亭榭，而与之想对衬的设计则是瀑布，通过两者的对称来达
到对景的设计效果。其四，运用夹景的造景方式，为了突出
主要的设计景观，可以在道路两侧设计花草树木作为遮挡，
并在中间留出一定的空间，让居住者可以感受到园林景观设
计的深远，给人以更好的视觉享受。

四、结语

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计在建筑物的建设中已经越来越重要，新
中式居住区空间景观设设计不仅注意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而且注意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而这无疑为我国
的建筑空间景观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为此，在今



后的居住区景观设计中设计者尤其应该注意不断总结设计经
验，善于借鉴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因素，以更好满足现代人的
居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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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基本词义有：(1)也叫“主题思想”。文艺作品中所蕴
含的中心思想，是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2)狭义指作者在
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现象时，通过文章或作
品的全部内容表达的基本观点。(3)广义指题材概念，是社会
生活或现象的某一方面，如改革主题、战争主题等。(4)作者
通过文章的全部材料和表现形式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居住区
景观设计的主题包含以上(1)、(2)、(4)点内容。在居住区用
地中，应用自然、人文与艺术等科学原理，通过对有关土地
及一切人类户外空间问题进行科学理性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和解决途径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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