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卷 第 1期 

20OO年 2月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f cho,am~g J 皿 U 

Ⅷ ．22 N0 1 

E由 2D00 

文章编号 ：1006—7329(2~0)01—0115—04 

论我国居住小区环境绿化的误区及对策 

周铁 军 
(重蕨蓖萌 习 藿再̂蠛规学院，重庆 4ooo45) 

T 暮 ·i~3"-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小区环境绿化的弊病，从绿化模式的多样性、绎化功能的再发现 

两方 面 ，并 结 合 传 统 园林 的 精 神 ，探 索 小 区环境 绿 化 的新 思 路 ，以创 造 良好 的人 类住 区环 

境 。 

关 键 词 、区 苎堡些坐望 苎查；堡垡生丝；竺垫里±L 尼佶 l、西 
中图分类号 ：TU241 文献标识码：A 

住宅建设是我国建筑业中的主体，也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它带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 

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居住环境质量的要求 

提高了，它包括绿化、景观、环境卫生及物理环境等方 

面的内容。对于这一点，开发商及建筑师都已有了充 

分的认识 ，也比较注重小区的绿化和景观设计 ，城市 

规划部门也对小区的绿化指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就当前国内的大多数小区绿化状况来讲 ，还是 

不能令人满意的。当前小区绿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 

下三个方面 ： 

1)小区绿化模式单调：2)小区绿化功能单一：3) 

传统文化情趣遗失。 

本文拟就针对上述问题，在寻求小区绿化模式的 

多样化和重新定位小区绿化功能的基础上 ，借鉴传统 

园林的精神 ，探索小区绿化的新思路，以创造更美、更 

好的住区环境。 

1 小区绿化模式的多样性 

当前 ，我国小区绿化的模式比较单一。其主要表 

现是：绿化不考虑当地地理、气候条件，全国都采用大 

同小异的形式 ，基本上都是大片草坪点缀一些热带树 

术的方式。如图 l所示 ，无论东西南北 中，从绿化模式 

上我们很难看出地域性的差异。然而，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气候条件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大相径庭。草坪 + 

棕榈树的模式适合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却不适台 
北方的寒冷气候。这种做法是不符台自然条件和生态 图1各地住宅小医绿化模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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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也是设计师情 于思考、庸于创造而形成的。 

小区绿化模式单一的另一表现是：在小区绿化的各个层次中，其形式也较为单调、呆板。小区 

绿化的层次体现为小区公共中 b绿地，住宅组团(或邻里单位)绿地和宅间绿地所形成的序列。在 

这一序列中，每个组成要素的功能作用不同，其绿化形式和植物配置也不一样，正是 由于这种差异 

才能使这一序列有机整和，也才能丰富小区绿化的形式。 

为了丰富小区绿化的模式，应首先从地方性及地方特色方面去思考。它包括地方气候、地方植 

被、地方形式等。如苏州竹园小区，石城河从 中部贯穿小区南北。它遵循“邻水而居”和“择河而市” 

的传统，临水结台商业街布置一条绿带，并通过绿化步行道与各住宅组团相连，充分展示了一幅“江 

南水乡”的生活画卷。又如厦门黄厝跨世纪农民新村将高科技瓜果园种植业、风景旅游开发、生态 

环境保护与小区绿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各方面相得益彰，绿地率达 54．8％，创造了优美 、舒适的 

可持续发展的住区环境。 

第二，允许多种价值观念、多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既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东方的；既可以是 

古典的，也可以是现代 的。如由美国龙安建筑设计规划院设计的上海浦东锦华小区，采用西式轴线 

对称的总体布局方式 ，把 2．7公顷的中心绿地作为开放式公园，并在公园的中心布置水体。同时，它 

也将各宅问绿地及组团庭院连接起来 ，形成了一个有机 

的绿化层次系统。又如上海六里现代生活园区的中心花 

园中，既有欧洲风格的规整庭院，又有 自由风格的中国 

园林。为了充分体现其“世纪绿园”的构思 ，并不拘泥于 

风格与形式 

最后 ，应把小区绿化同小区景观设计充分结合起 

来 ，使绿化不受模式的限制而更加灵活、自由。如重庆龙 

湖花园(见图 2)，建在丘陵山地地区，坡度变化较大 ，位 

于九龙湖东南部 。其绿化系统以中心绿地和社区活动中 

b的组合面向九龙湖开敞，形成开阔的以绿地为主的居 

住社区环境 ，将绿化和景观有机结合起来，表达了一种 

“山水花园”式的构想 。 

2 小区绿化功能的再发现 

图 2 重庆龙湖花周 

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人们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绿色”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 

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如 ：绿色食品、绿色生产 、绿色建筑等等。可见“绿色”的概念已深人人 

心。但由此人们却往往进入一个认识的误区 ：比较重视某些环境的表象 ，而少有了解环境要素的功 

能性作用。这就引发了我们在小区的绿化设计 中，对于绿化功能的再思考、再发现。 

如何界定小区绿化的功能呢?我们认为小区绿化的功能本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创造空间，美化环境 ，为住户缔造 良好的生活氛围 

2)从生态、节能的角度出发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 

对于前者人们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认识。从 60年代开始 ，建筑界反对国际主义以来 ，建筑学界在 

这一领域 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反对设计的简单理性，提倡人性化的设计 ，并同行为科学、环境 

心理学等边缘学科相结合 ，为建筑空间环境设计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并且，这些成果也是当前指导 

建筑师工作的主要依据。 

而后者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它作为小区绿化功能的本体之一，有着与前者一样重要 的意义和 

作用。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二十一世纪议程”后
， 全球公民普遍关心我们共同生活着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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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问题的核心是 ：我们如何发展而又不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其中能源问题尤其突出。 

目前，人类所消耗的决大部分能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而资源却是有限的。据资料表明，依照目前的 

能源消耗速度，亚洲地区的石油还可用 12年，天然气还可用 28年，煤还可用 333年。而建筑业的能 

源消耗占全球总能耗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由此可见 ，建筑节能的意义非常重大。而现在能 

源的生活性消耗已经超过其生产性消耗，居住区节能亦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我们应全面把握小 

区绿化的功能，为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添砖加瓦。 

小区绿化节能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用绿化覆盖的地面，由于其大量水分需要蒸发，往 

往可以改善室外热环境。举例说 ，当一个夏季的晴天，每一亩草地每天可以蒸发水分达 1 500矗。按 

此类推，则每亩草地每天可以吸收热量 1．4x 10。J，这就相当于 10个普通房间的空调机每天开动 

20小时所产生的冷却能量 林地与草地所覆盖的地面，其降温的效果是接近的，但林地的遮阴效果 

必须考虑进来，有资料表明：林地的遮阴效果可以使地面出现极度高温的时间延长 2个小时左右。 

所以，小区绿化应该重视林地的作用，常用的大面积种植草坪的方式是应该进行检讨的。 

小区绿化还可以同自然通风结合起来考虑。由于高大乔木的阻挡，可以改变风的流向。因此 ， 

我们可以根据全年及夏季的主导风向选择植栽的位置和植配的种类 ，以获得夏季所需要的穿堂风 

或阻挡冬季寒冷的北风，以减少夏季空调、冬季采暖所需的能源。此外 ，高大乔木所形成阴影区的 

温度可比阳光照射区的温度低 2～3 ，据热压通风的原理可知：温度差可引起气压差，进而产生 自 

然通风。这就再次说明大面积林地在小区绿化中的应用是可行的和必要的。 

最后 ，小区绿化还可以调节空气的相对湿度。其原理是植物的蒸腾作用 ，例如 ，一株中等大小 

的阔叶木一天约可蒸发 100Kg的水分。绿化对于空气的这种调节作用是有一定的作用范围的。据俄 

罗斯科学家鲍德罗夫所作研究表明：一个宽 10、5m的绿化带对空气湿度调控 的作用范 围可达 

600m，最近处湿度可增加 30％，最远处的湿度可增加 8％。由此可见，绿化对于改善小区微气候具有 

十分明显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对小区绿化的功能有了全面的认识之后，才能真正创造可 

持续发展的住区环境。 

3 传统园林的呼唤 

我国传统园林源远流长，格局精雅，师法自然，蜚声海外，正如刘敦桢先生所说“成为世界上 自 

然风景式园林之巨擘”。18世纪英国盛行的风景园就是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效仿。我国传统园林有皇 

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之分。在这二者之中，江南私家园林尤为出色，其聚集传统墨客文人之灵气，并 

在明清时代又融人了一些社会生活 ，为之增添了几分生活的情趣。总的来说 ，传统园林反映了中华 

民族“天人合一”的、与环境“共生”的宇宙观，这与当代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十分接近，都是对人与 

环境关系的一种合理解答，也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观”。 

传统园林的意境和情趣对于当前的小区环境绿化设计有着实践指导意义 ，但应该考虑传统园 

林的现代化，使之更能接近现代生活，这样才能具有生命力。陈志华先生在《文士园林试论》一文中 

也谈到 “‘师法 自然’，不但是在园林的形式上模仿自 

然的景观，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自然的生活”。现代的 

生活方式和过去相比已是大相径庭，现代的建筑技术 

条件也不再是秦砖汉瓦，一切都在变化着。那么，我们 

师法过去 ，把传统 园林运用到小区环境绿化设计中 

来 ，不是泥古，而是要创造现代生活的意境和情趣。 

在小区环境绿化设计 中借鉴传统园林，首先应学 

习传统园林对空间的处理。获得台湾大高雄建筑园冶 

奖的“武卫家国”花园(见图 3)，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 图3 台湾 武卫家园 花园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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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该花园是一个庭院围合的邻里单位，由多瞳高层住宅组成。在其内庭设计中，非常重视空间的 

处理 ，在狭长的庭院里通过曲径小路的迂回变化，植裁的疏密掩映，同时将部分底层架空 ，把 内庭和 

外部空间融合起来，造成空间的曲折变化，以创造无限延伸的空间感受，这是传统园林 中典型的“以 

小见大 ”的手法 

第二 ，注重庭院顶界面的处理，通过选择枝下高较高的树术，由树术的树冠形成庭院的第一顶 

界面，因此就弱化了由高层建筑墙面及其天际线对于庭院的界定 ，恢复到和人体相协调的尺度，从 

而改变了庭院中的视觉观赏条件，也改变了压抑的空间感受。 

第三，应注重传统情趣和意境的创造。巧妙布置路径、水体、亭 

榭、叠石 ，使绿化和环境景观融合起来．以创造幽远的意境。如“武 

卫家 国”花园中对水体的应用 (见围 4)，不采用中央对称式的喷泉 

及各种水法，而将水体布置成一条小溪，蜿蜒曲折，绿树掩映，颇有 

“小桥流水人家”的情趣。在水体与绿化的界愿处理上 ，采用叠石过 

渡，使之交接 自然 又增添了古朴的意境 。而在琼亭的设计上只是 

会其意 ，而摈弃了传统的形式和材料，它由钢材及玻璃这些现代材 

料制作而成，在内庭中形成一定的对比，提示着人们这是现代的庭 

院、现代的生活。 

总而言之，“画无定法 ，物有常理”。小区环境绿化设计虽然只 

是小区设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应本着创造 良好人类住 区 

环境的角度出发，认真思考 ，细心揣摩，做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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