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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收人稳步增加，改善居住条件和购置新住宅成了头等大事。
购房者不仅对住宅功能及外观有较高的要求，对外部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给居住者创造一个优美、舒适、生态的外部环境空间是当代环境设计师的历史责任。
　　现代环境设计进入我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同时也存在着经验少、不规范等问题。
市场上提供的资料大多是景观的外表与照片，或是翻译国外的一些构造书，其内容也不完整，并与我
国国情尚有距离。
我们深圳柏涛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的员工根据多年的设计与实践经验，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编写了此
书。
谨献给那些热爱与从事环境设计的朋友们。
　　本书突出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规范了环境设计各阶段应完成的深度与成果，与当前国际设计标准
相接轨。
按照国情，对住宅区环境设计的影响要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对住宅区所在气候带、周边自然景观、住宅区规模给住宅区环境设计带来的影响提出了独立的见解与
对策。
在国内外首次研究与论述了地下车库、架空层、屋面层的覆土厚度，管线埋置及植栽的相互关系、制
约因素，并针对不同大小覆盖面积提出了建议厚度，使设计者有据可依。
同时还提供了在环境设计中经常使用的建筑及相关资料，树木荷载的计算方法与数据，并将其量化，
使结构师能较准确地确定景观设计的荷载值。
　　本书在植物配植一章中，着重论述其配植原则及要点，而不是将重点放在植物学本身上。
特别论述了经过实践证实的促进住宅营销的一系列植物配植方法与原则，强调其广告效应，不再拘泥
于传统配植方法。
　　本书用较多的篇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环境设计中常用建筑物、构筑物、小品的设计。
简明地叙述了其基本设计原理与注意事项及参考数据，便于读者举一反三及再创造。
限于篇幅，对于目前使用较少的一些资料，本书也做了索引。
书中涉及的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信息量大，使读者看后即可操作。
　　本书中收集与编写的各种数据及详细做法不能等同规范与标准图，仅供读者参考与再创造。
凡涉及结构与受力计算，都应由结构师计算确定。
书中不少内容参考了其他著作资料，详见参考文献。
　　本书对环境设计师，建筑师及房地产管理者都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书也为环境景观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与进入环境设计的便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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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住宅区环境设计的影响要素、环境设计的原则和方法。
对地下车库、架空层及屋面环境设计的常见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本书着重对环境景观中的植物设计、居住区公共绿地、环境建筑物、构筑物及小品设计、水体与水景
设计进行了系统论述，而且用施工图把景观细部构造形象地表现出来。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人员、景观设计师、建筑师、结构师等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为房地产开
发商、业主提供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住宅区环境设计及景观细部构>>

作者简介

彭应运，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
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曾在多个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与总建筑师。
现任澳大利亚柏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顾问技术总监，主管环境设计部工作。
曾参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的《建筑设计资料集》第八集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住宅区环境设计及景观细部构>>

书籍目录

一、概述二、住宅区环境设计的影响要素  国家规范和地方指导性意见  建设地点、住宅品位、发展商
意志及建筑规划师的理念  住宅区所在气候带  住宅区周边的自然景观、住宅区的规模、地形地貌  住宅
区总平面与单体建筑风格，业主的商业意图及购房者当前喜好与追求的潮流三、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
和方法  “以人为本”满足居住者的各方面需要  “创新”与“传统”  环境设计的行为与心理  “引导
”与“诱导”  “风水”学说与现代环境设计四、地下车库、架空层及屋面环境设计中的几个问题  顶
板覆土厚度建议  顶板雨水排除与渗水排除  顶板荷载的考虑五、环境设计阶段与内容  概念设计之一草
（准备阶段）  概念设计及效果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计  施工配合六、总平面设计  总平面设计的基本要素
，创意及景点冠名  小空间设计（具体空间的细化）  总平面设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七、环境景观中
的植物设计  植物配植原则  乔木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灌木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花卉在园林绿化中的
应用  草坪与地被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藤本植物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水生植物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八
、居住区绿化的组成及布置原则九、环境建筑物、构筑物及小品设计十、水体与水景设计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住宅区环境设计及景观细部构>>

章节摘录

　　八、居住区绿化的组成及布置原则　　(一)居住区公共绿地　　居住区公共绿化可分为居住区公
园，居住小区中心游园及居住生活单元组团绿地，各项面积控制见表1。
　　1．居住区公园　　为全居住区居民服务，应为本区主景点，可与会所结合，面积较大，居民使
用半径宜控制在800—1 000 m左右，步行10分钟可以达到。
其布局与城市小公园相似，应有立意与风格，地貌、水体、园林小品、活动设施都应精心设计，植物
应匹配合理。
加强照明配置，以利于夏季晚上户外活动。
宜种植芳香植物，以吸引居民前往。
　　2．居住小区中心游园　　为居住小区居民使用，为居民提供茶余饭后的活动场所，设有一定的
文化体育设施。
老人的晨练中心与儿童活动中心场地可设在其内，服务半径为400~500 m，本处为居民主要休息、活动
的场所，利用率高。
植物配植应精心、细致、耐用，以植物为主来造景，应考虑四季景观，因地制宜地设置花坛、花境、
花台、花架、花钵，营造恬静的活动空间及休息空间。
　　3．居住生活单元组团绿地　　以住宅组团居民为服务对象，应设置老人与儿童经常逗留与活动
的一般场地，离住宅人口100 m左右。
配置设施及活动用地时，还应考虑使用者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尽可能地多种花草，终年保持绿色环境
及季相特征。
可利用棚架与高低植物搭配造成立体空间。
　　4．老人中心或活动区宜选在背风、向阳、地势平坦、干扰他人较少的地方。
建筑设施布置要紧凑，应布置座椅，宜有小亭、花架等，应有一定的广场空间，广场边如有一两棵老
树就更好了，可烘托老人们的多彩人生。
老人运动区以种植落叶阔叶林为主，夏季景观丰富、阴凉，冬季有充足的阳光，周边广植花卉，使老
人们心情舒畅。
儿童中心活动区宜位于交通方便，干扰他人少的地方。
应提供座椅、休息性小亭、花架等供家长监护等候使用。
最好有绿篱树墙与他区分隔，乔木也宜用落叶阔叶树，使儿童尽享初春的阳光。
在设计中，往往将这两个区结合起来(规模小时)，既分又连，相得益彰。
　　(二)专用绿地　　指住宅区各类公共建筑及设施的绿化用地。
如会所、幼儿园、小学、医疗机构、商场等专用绿地。
　　(三)道路绿化用地　　指道路间绿地、行道树绿地等。
道路绿化要注意其网络的作用，将居住区的各种绿化有机地联系起来。
植物配植应不同于城市道路，要有居住区气氛。
应将乔木、灌木、绿篱、草地、花卉结合起来，使环境更加生动。
一个街区行道树宜采用同一品种，忌混杂种植。
　　(四)宅旁绿化　　树种及种植方式选择宜多样化，尤其是总平面的住宅行列式布置时，应力求改
变其单调的属性。
在住宅的阴面要注意选择耐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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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出实用性与可操作性，规范了环境设计各阶段应完成的深度与成果，与当前国际设计标准相接
轨。
按照国情，对住宅区环境设计的影响要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对住宅区所在气候带、周边自然景观、住宅区规模给住宅区环境设计带来的影响提出了独立的见解与
对策。
在国内外首次研究与论述了地下车库、架空层、屋面层的覆土厚度，管线埋置及植栽的相互关系、制
约因素，并针对不同大小覆盖面积提出了建议厚度，使设计者有据可依。
同时还提供了在环境设计中经常使用的建筑及相关资料，树木荷载的计算方法与数据，并将其量化，
使结构师能较准确地确定景观设计的荷载值。
书中用较多的篇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环境设计中常用建筑物、构筑物、小品的设计。
简明地叙述了其基本设计原理与注意事项及参考数据，便于读者举一反三及再创造。
书中涉及的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信息量大，使读者看后即可操作。
　　《住宅区环境设计及景观细部构造图集》对环境设计师，建筑师及房地产管理者都是一本有价值
的参考书。
《住宅区环境设计及景观细部构造图集》也为环境景观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与进入环境设计的
便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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