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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居，是一个传统而永恒的话题。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居环境景观也衍生出众多新的空间形态、设计要素。
各色理论和概念也层出不穷，但也日益呈现出众多新问题、新特点。
我国正处于-个划时代的城市建设时期，住区建设的速度远远快于理论梳理总结的速度，编者深感其中
诸多问题在传统早期人居环境设计学教材中是没有体现的。
对当前住区景观教学理论的更新和充实，并对近年来实践中的新问题进行反馈与梳理是十分必要和紧
迫的。
环境设计属于研究范畴宽泛、众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教学也必然具有厚基础、宽口径的特点。
在新时代的实践背景下，在传统的空间形态研习的基础之上，也日益显示出文化、社会研究的更多深
层属性。
同时学习和研究者也必须在新兴的景观建筑学、园林生态学、城市学等相关领域汲取大量的学科养分
，才能更好地充实住区环境建设工作，为人居环境的建设朝着更加科学、合理，更加人性化的发展之
路贡献才智。
本书在注重住区环境众多基础概念的讲授之上，从当前日趋丰富的环境景观形态中梳理出较为明确的
分类教学线索，明确了住区环境的设计整体观和系统性原理，使学生在初步掌握住区环境设计要领的
同时，为将来日益复杂多样的设计实践作准备，在探讨当下设计的趋势、热点和潮流的同时，也注重
从设计原理的角度，科学理性地进行深入分析，对设计案例和新元素进行评析与归纳，在使设计学习
具有现实参考性的同时，也强化了理论的指导和总结作用。
在系列的分析过程中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思辨、求真务实的职业素养和发展取向。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汇聚了多位专业教师的劳动成果，由赵衡宇、陈琦任主编，吴冬梅、张挺任副主编
。
其中，浙江工业大学的赵衡宇主要负责全书的前期策划以及整体统筹，具体编写了第一章、第三章和
第十五章。
中国美术学院的陈琦负责全书的中后期整理，编写了第二章、第四章，并参与了第十五章的编写。
江苏连云港淮海工学院的吴冬梅编写了第五、六、七、八、九章，并参与了第三章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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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住区环境景观设计教程》以住区环境景观设计为主线，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住区景观设计
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景观设计概念、设计原理、住区景观相关理论基础、住区景观分类分析、各设计
要素的介绍、设计流程讲解、设计案例的欣赏与分析等。
《城市住区环境景观设计教程》既注重理论引介与讲解，也注重案例分析与归纳梳理，并介绍了住区
景观环境研究的相关学科知识，穿插了大量精美的案例图片，便于学生理解。
 　　《城市住区环境景观设计教程》内容翔实，通俗易懂，可作为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环境艺术
设计专业教材，也可供中等职业学校等相关专业学生以及专业设计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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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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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系统和中心绿地的设置一、居住区公园二、小游园三、组团绿地第三节 住区室外环境指标的改进与
优化第三章 城市不同类型住区景观分析第一节 住区类型和规划要求第二节 低层住区景观一、低层住
宅种类二、低层住宅的环境特色三、低层住宅园林环境的营造第三节 多层住区景观一、多层住宅的主
要类型二、多层住宅与园林环境的关系三、多层住宅园林环境的营造第四节 高层住区景观一、关于“
高层”二、高层住区外部环境发展历史演变三、高层住区环境空间形态的分类四、高层住区环境优势
分析五、当前高层住区环境建设问题探讨第四章 住区道路景观第一节 车行道设计第二节 步行道及其
设施设计一、步行道路是住区内交通的主要承载者二、步行道路的建立是对人的尊重三、步行道路是
居住区绿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节 车行道与步行道的关系处理第四节 静态交通规划设计一、地
下车库的优化设计二、地上停车的环境优化设计第五节 道路景观和绿化设计一、道路景观的构成二、
道路绿化设计原则第六节 道路铺装设计一、道路铺装设计的作用与类型二、铺装材料的透水性与相关
工艺三、道路铺装设计的手法与灵活性第五章 竖向与地形设计第一节 地形的概念第二节 园林绿地地
形处理原则第三节 原地形的保护和利用第六章 绿化设计第一节 住区绿化植被的概念第二节 住区绿色
空间规划的原则一、植物地带性原则二、生物多样性、群落配置层次性原则三、生态系统稳定性原则
四、经济合理性原则五、地域文化性原则六、可持续发展原则第三节 植物配置的手法第四节 植物组
合的空间效果第七章 屋顶花园第一节 屋顶花园概述第二节 屋顶花园的设计要求一、实用性二、精美
性三、安全性第八章 水景设计第一节 水景设计概述第二节 水景设计的元素一、自然水景二、驳岸三
、景观桥四、木栈道五、瀑布、跌水、喷泉六、溪流七、泳池水景第三节 水景设计的生态性、实用性
第四节 住区环境的雨水利用一、形成雨水充分下渗的地表二、雨水收集及其利用第九章 硬质景观第
一节 景观小品一、雕塑小品二、种植容器第二节 便民设施一、音响设施二、自行车架三、饮水器四
、垃圾容器五、座椅（具）六、信息标志七、栏杆/扶手八、围栏/栅栏第三节 坡道、台阶及照明一、
坡道二、台阶三、照明第十章 儿童、青少年及老人活动场地设计第一节 儿童活动场地设计一、儿童
活动场地设计原则二、自然要素的巧妙运用第二节 青少年户外空间设计一、活动的自主性二、在游戏
中进行知识、人格的培养三、传统活动空间设施的建设四、私密空间设计第三节 住区老人活动场地设
计一、老人行为活动特征二、老人集成活动领域第十一章 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第一节 运动场所的分类
一、大众流行类二、中高档时尚类三、纯粹运动主题类第二节 运动场所的均好性设计要点第十二章 
住区环境的社会文化第一节 住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缩影第二节 现代环境景观建设的文化误区一、视
文化为点缀物二、仿古和崇洋现象三、重奇特轻平常四、没有参与性，忽略文化主体五、重实体轻空
间，缺乏空间体验六、灰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缺乏七、缺乏对地方特定文化的尊重第三节 注重空间设计
对于生活形态、文化的影响第四节 住区邻里社会的环境培育第五节 塑造不同人群住区社会文化第十
三章 住区景观的设计流程和图纸要求第一节 设计流程一、签订设计合同，踏勘现场，总体定位二、
方案设计及方案初审三、方案设计评审会四、现场的踏勘、施工图设计与预算编制五、施工图的交底
六、设计师的施工配合第二节 图纸要求一、方案设计说明书二、方案设计图纸（彩图）三、施工图（
蓝图）第十四章 景观设计工作相关要素的统筹协调第一节 统筹不同专业设计的均好性第二节 统筹设
计施工等前后环节第三节 整合各类参与主体需求要素第十五章 住区景观设计案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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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 住区环境景观设计的相关概念居住区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这样给定了城
市居住区的概念：一般称居住区，泛指不同居住人口规模的居住生活聚居地，特指城市干道或自然分
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30000～50000人）相对应，配建有一整套较完善的、能满足该区居
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
首先要理解我国普遍采用的居住区规划设计的模式。
中国古代城市居住区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唐代以前主要采用的是封闭的里坊制，在北宋仁宗末年以后
为街巷制，至元代又出现了大街.胡同的结构形制。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又出现了里弄式居住区。
1949年后，先后又有邻里单位、居住街坊、居住小区等形式出现。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城市居住区规模扩大，出现了划分为若干小区的、规模在30000～50000人的、
特指的居住区，并作为规范化的结果被广泛使用。
因此，《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的“居住区”，实际上是与居住区.小区-组团的特定规划设计
模式相联系的。
这种模式也是目前居住区规划中采用较多的模式。
但是，使用较为普遍不等于排除其他居住区规划的模式，因此用强制性规范的形式来对这一规划结构
模式加以规定，一方面，对全国的居住区规划设计进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居住区的规划设计
，起到了好的作用；另一方面，限制了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多元化发展方向，也存在不足之处。
今天，在对现代主义思潮进行反思的同时，人们也对居住区.小区.组团这一居住区的规划结构模式产
生了怀疑，许多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这种模式的缺点，并试图用新的规划模式加以替代。
居住区的规划设计，正处于转型探讨之中。
二、城市住区城市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
城市以人口高密度的集约化居住为主要特征。
现代“雅典宪章”提出，城市以提供人们居住、工作、游憩、交往等诸多功能而存在和发展，住区为
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提供生存与休憩的保障，也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场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中国2010年世博会的口号，也成了全体城市人的骄傲和“城市梦”的
理由。
世博会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最博学的学者。
他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住宅已经不再局限于城市的市区，由于城市郊区自然环境好，地价便宜，许
多城市新住宅开发都建造在城市的郊区。
以北京为例，研究表明，1982～1990年间，北京城市中心区开始了郊区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种郊区化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
在郊区的许多地方，兴建住宅来吸引城市人口迁入。
随着郊区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郊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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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住区环境景观设计教程》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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