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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A_E6_B8_B8_E5_c57_644970.htm 现代城市人民快节

奏的生活，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人们需要通过各

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来缓解。社区内的游园建设就是为了

给居民提供一个好的休闲娱乐活现代城市人民快节奏的生活

，造成人们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人们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

休闲娱乐活动来缓解。社区内的游园建设就是为了给居民提

供一个好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使人们下班回家以后，可以

在游园内游玩、休憩，缓和由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解除疲

惫。因此，游园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游园

规划设计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立地条件所谓合理利

用立地条件，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少动

土方。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资金投入，降低维护成本，而且显

得朴实自然。起伏多变的地形比平整的地形更令人感到轻松

与温馨，更富有诗情画意。采集者退散 科学选择园林植物在

园林植物的选择上倡导以乡土植物为主，还可适当选用一些

适应性强、观赏价值高的外地植物，改善住宅小区的植物种

植结构。设计施工中应根据自然生态条件进行布置，讲求乔

木、灌木、花草的科学搭配，创造“春花、夏荫、秋实、冬

青”的四季景观。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坚持

以人为本人们进入游园是为了休闲、运动和交流，因此，游

园所创造的环境氛围要布满生活气息，做到景为人用，以满

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层次居民的不同需求。在小区入

口，甚至是住宅入口，都要进行布景、绿化，使人们尽量接



触到更多的绿色，观赏到更丰富的园林景观，可以随时随地

享受到新鲜空气、阳光雨露、鸟语花香。来源

：www.examda.com 注重创新游园的规划设计与其他规划设计

一样，要不断创新，在不同的环境中作出不同的设计。游园

的规划设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园，它应以自然为主线，

开拓人与自然充分亲近的生活领域，使身居闹市的人们能获

得重返自然的美好享受。创新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设

计者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要灵活运用，能够将时代气

息和游园设计巧妙地融为一体。 游园的规划布局位置选择游

园应建设在方便四周居民的位置。一般说来，在规模较小的

社区中，游园应设在社区一侧，沿街布置。这种布置形式是

将绿化空间从社区引向“外向”空间，与城市街道绿化相连

。其优点是：既能为小区居民服务，也可向小区外市民开放

，利用率较高；由于其位置沿街，不仅为居民游憩所用，还

能丰富街道的景观；沿街布置绿地，亦可分隔居住建筑与城

市道路，阻滞尘埃，降低噪音，防风，调节温度、湿度等，

有利于社区小气候的改善。而另一种设计形式则是将游园布

置在社区中心，使其成为“内向”绿化空间。其优点是游园

至社区各个方向的服务距离均匀，便于居民使用；小游园居

于社区中心，在建筑群环抱之中，形成的空间环境比较安静

，较少受到外界人流、交通的影响，能增强居民的领域感和

安全感；游园绿化空间与四面的建筑群产生明显的-“虚”与

“实”，“软”与“硬”的对比，使社区空间有疏有密，层

次丰富而富有变化。 平面布置规则式规则式即几何图式，园

路、广场、水体等依照一定的几何图案进行布置，有明显的

主轴线，给人以整洁、明快的感觉。 自由式自由式布局灵活



，能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山丘、坡地、池塘等，迂回曲折的

道路穿插其间，给人以自由活泼，富于自然气息之感。自由

式布局能充分运用我国传统造园艺术手法于社区绿地中，获

得良好的效果。 混合式混合式为规则式及自由式相结合的布

置，既有自由式的灵活布局，又有规则式的整洁，与四周建

筑、广场协调一致。 面积规划游园的大小应适宜适度，如面

积太小，则与宅旁绿地相差无几，不便于设置活动场地；反

之，如集中太大面积，不分设小块绿地，则会使绿地分布不

均，给居民带来不便。因此应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我国居住

小区规模一般以一万人左右为宜，小区公共绿地面积平均每

个居民12平方米，则游园面积约为0.5-lha左右为宜，即游园面

积为社区公共绿地总面积一半左右，另一半可以分散安排为

住宅组团绿地。另外，在游园的利用率上，其服务半径起着

重要的作用。其服务半径一般以200-300米为宜，最多不超

过500米，使居民步行5-8分钟即可到达。游园还应尽可能地

和小区公共活动或商业服务中心结合起来布置，使居民的游

憩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使游园以其能方便到达而吸引居民前

往。采集者退散 游园的具体设计园路的设计园路的交通性与

游览性园路不同于一般纯交通性道路，其交通功能从属于游

览功能，对于交通的要求一般不以捷径为准则。一般主路比

次路和小径的交通性强。 园路的主次性与引导性园路系统必

须主次分明，引导性强，不致使游人感到辨别困难，甚至迷

失方向。园路的引导性来源于自然或人工的安排或某种形式

的暗示一一如缓冲物、屏障以及空间外形的变化等。 园内的

主路不仅要在宽度和路面铺装上有别于次路，而且要在景观

的组织上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游人在行进中能从不同



地点、不同方向欣赏到造型别致的建筑、水花四溅的喷泉、

五彩缤纷的花坛、茂密苍郁的树木。 园路的布局地形地貌往

往决定了园路系统的形式。狭长的绿化用地，主要活动设施

和景点沿带状分布，和它们相连的主要园路必呈带状形式。

有山有水的绿地，其主要活动设施往往沿湖和环山布置，主

路则多为环状。从游览的角度而言，路网的安排应尽可能呈

环状，以避免出现“死胡同”或走回头路。方格状路网会使

园路过分长直、景观单调，设计中应予避免。 园路的线型园

路担负着连接各个景点的任务，连接方式应是能调动人的视

觉情绪波动的一条美丽的曲线。一般园路线型多自由流畅，

迂回曲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形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功能和

艺术的要求，自由的线型，使园路在平面上有曲折，竖向上

有起伏，游人的视线随路蜿蜒起伏，或左或右，或俯或仰，

饱览不断变化的景观。曲折的园路亦可扩大景象空间，使空

间层次丰富，形成时开时闭，或敞或聚，辗转多变，含蓄多

情的景观空间。当然，设计中也必须防止矫揉造作，“三步

一弯，五步一转”会使人感到杂乱、琐碎，迷失方向。百考

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园林建筑及园林建筑

小品的设计园林建筑具有使用和造景的双重功能，在空间构

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园林建筑在游园内所占比重，应

根据面积大小和功能需要来决定。受面积限制，一般多采用

小品。园林建筑小品功能简明、造型别致、体量小巧，是构

成游园空间活跃的要素，起到丰富空间和点缀、强化景观的

作用。常见的小品有园桌、园凳、栏杆、花架、园灯、园门

、窗、景墙等。建筑小品既可独立成景，也可成组设置。如

形式多样、构造简单的花架，既能自成一景，也能与花坛、



园灯组合，形成活泼的景观。园林小品要有地方特色和民族

特色，重点是突出其点缀功能，同时也要注重与环境的紧密

结合。 水体的设计水体的各种造型，能形成不同的景观效果

。游园内水体设计分为动态水体和静态水体。动态水体主要

分为喷水、涌水、瀑布等，可增添空间的活跃气氛。静态水

体以不同深浅的水池形成平静的水面，增添空间的宁静气氛

。水体与植物、园林小品一样，在改善环境小气候，丰富景

观，增加视觉层次等方面都有其特有的作用。 相关推荐：大

学校园城规建筑划设计研究初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