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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美化设计新农村绿化理论与实践》在生态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人地系统协调共生理论
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村庄绿化的经验，分析我国农村绿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村庄绿化模式
研究的指导思想、总体定位和目标。
通过构建新农村绿化景观价值的综合评价指标，将绿化与环境保护、生态工程有机结合，研究兼顾“
社会—经济—自然”的适合城镇型、城郊型、乡村型村庄的绿化模式，解决了村庄绿化树种选择、绿
化树种配置和绿化管理问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绿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农村美化设计新农村绿化理论与实践》中通过典型实践案例对理论成果加以验证和总结，对新农村
绿化规划设计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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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方面，乡村绿化应崇尚个性，展现地域特色。
规划要与当地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流、人文景观相协调，针对不同村庄相异的气候、地形、建筑特点
，采用多样化的绿地布局，不千村同面；对路旁、宅旁、水旁和高地、凹地、平地等采取灵活多样绿
化形式，不千篇一律。
规划要自觉保护、发掘、继承和发展各地村庄的特色，充分展示乡村风光。
如古村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景观特征，其独特的村落布局、优美的水乡风情、统一的建筑形式、以及
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保持地域性景观特色的重要设计要素，在乡村绿化方面更要秉承这样的要求
，坚持景观绿化乡土性。
同时，要依据地域气候、土壤特点选择在当地易存活、利生长的植物品种。
如在气候特别干燥、土壤又较贫瘠的地方，宜选择如合欢、木荷、枫香、杨梅、乌柏、重阳木等较耐
干旱的乡土树种；在比较湿润的地方可选择枫杨、水杉、池杉、落羽杉等树种；在光照较强的地方选
枫香、喜树、苦楝等。
优先选择本地植物品种，一来利于花木顺利成活、良好生长，二来乡土绿化可延续村庄现有风貌，展
现村庄的地域特色。
　　另一方面，一些乡村聚落布局规则规整，有许多非乡土性的现代建筑，这些乡村绿化在形式上可
采取与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式相统一现代风格，但要求多以乡土植物为主，同时切忌不可完全摒弃传统
元素；也可积极采取有机更新措施，将乡土绿化方法简约化，以求达到最佳利用状态。
也可将自然渐变的演进理念运用到乡村绿化景观中，挖掘乡村绿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意向景观，将其与
绿化景观的现实及未来发展相结合，巧妙地将自然的田园绿意组织到现代空间环境之中，使之获得有
持续活力的价值和生命力（图6-14）。
6.2.3长远性与可行性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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