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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加，如何保证精装房的室内居住环境

质量，是当前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结合禹洲中央海岸

项目实际情况，项目管理人员结合精装房内部情况，建

立了系统的全过程管理体系，分别完成空气预测与质量

标准确定工作；同时从开发商角度入手，在精装房施工

过程中，通过调整建筑围护结构、室内结构布局等方

式，优化室内空气流动，减少装修引发的室内空气污染

问题，为人们提供安心住宅，为现代社会精装房住宅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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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总结，并做好应对措施来保障工程的有效

开展。

4  结语

市政污水处理配套工程，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

十分重大。工程实施建设效果关系到项目最终社会服

务能力的发挥，这就对项目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工程项目的管理不仅需要做到全面有效，还要符

合市政建设的特点以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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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格化视角下如何有效加强景区管理模式创新
□  李婉婷

[摘  要] 经济不断提升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景区管理迎来了全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其中网格化
管理在景区管理中的运用作用比较明显，能够将传统管理模式中的被动应对向主动解决转变，保证管理工作的共享性、高
效性以及开放性。同时网格化视角下实施的景区管理具备统一、规范的管理流程与管理标准，能使管理工作在实施过程中
形成闭环，促进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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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格化管理在实施过程中，会将一定标准作为

管理依据，将管理对象划分为多个网格。运用现代化

信息技术与网格共享机制，能够实现对信息的高效共

享，提升景区管理效率，促进管理模式的创新，进而

形成互相协调、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管理格局，推

动景区向着更好方向发展。厦门园林博览苑（以下简

称“园博苑”）总面积为240.61公顷，其中陆地面积为

163.78公顷，水体面积为76.83公顷，景区管理范围较

大，日常维护、管养细而杂，推行实施网格化管理，

能够使景区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1]。

2  网格化景区管理的相关概述
网格技术属于信息技术的一种，是在近几年兴

起后，不断运用于管理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网格化

管理的相关概念。园博苑网格化管理在实施过程中，

需借助于计算机，将计算机作为渠道与载体，将管理

对象作为基础，按照具体标准将管理对象划分为不同

网格单元，运用信息技术与网格单元协调机制，促进

网格单元的信息交流、组织资源共享，进而实现对资

源的整合，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网格化管理已经从

多个层面运用在城市管理当中，促进了城市资源的交

互、整合以及共享，有利于构建跨部门资源利用机制

与共享机制，借此促进城市管理效率的提升。景区管

理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对城市当中实施的网格化管理

进行借鉴，将管理中涉及的精髓内容，运用云计算、

数据库以及互联网进行信息管理，在对景区进行网格

划分时，可以将地理空间作为依据，将景区中的旅游

主体、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保洁绿化等纳入网格系

统当中，然后对景区管理进行业务区域详细划分，做

好对工作流程的梳理[2]。信息共享工作的实施，能够促

进部门和部门之间横向、纵向权利线与业务联系的形

成，构建景区信息互通平台。景区管理在实施时，需

根据系统实际情况进行控制、调整，进而推动景区管

理向着集约化、系统化、高效化方向发展，管理工作

在实施时的高效性，并且确保监管工作落实到位，实

现对现代化景区网格管理体系的构建。

3  网格化景区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园博苑景区管理网格化的实现，需将网络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等作为依托，就园博苑景区发展现状而

言，首先需要实现网络互连，同时通过对电子地图技

术的运用，按展岛划块，实现对管理区域的细致划

分，为网格化管理相关地理空间体系的形成创造良好

条件。景区在发展中，通过对遥感技术的运用，能够

获得景区图像信息，促进管理可视化的实现，为动态

性、实时性管理提供了较大便利，使网格化管理的实

现获得技术性支撑。景区管理在实施时，可以将封闭

模式与开放模式结合在一起，发挥二者优势，推动管

理由主动向被动转变，以及由文字说明逐渐向数字化

方向转变，在发挥传统管理模式优点基础上，对现有

管理模式进行不断创新。通过网格化管理的实施，能

够发现不同单元网格的最新发展动向，及时将出现的

问题发现、通报以解决，保证问题解决的主动性。网

格化管理在实施时，需将数据库作为支撑，实现对数

据的有效分析与存储，这种模式对于大型景区管理尤

为适用。网格化管理在实施时，具有这几方面的优

势：首先，共享性。共享性属于网格化管理在研究时

的核心性问题，网格系统的运用，能够实现对网格资

源的有效收集统计与维护，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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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网格资源进行分析，查看资源实际使用情况，促

进限制资源共享，实现最大化利用资源，同时网格之间

也能实现动态信息共享。其次，高效性。网格化管理在

实施时，可以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方式，将景区划分为

不同网格，运用多种技术实现对区域资源的整合。最

后，开放性。网格管理具有一定开放性，不仅需网格当

中的管理人员参与其中，也需景区其他人员参与其中，

将景区根据应规则进行划分，其中包括道路、河流、景

点、设施、绿化、保洁等，保证管理分工的明确性，促

进资源共享的实现。

4  基于网格化视角下有效加强景区管理

模式构建
4.1  构建网格化管理模型
网格化管理相关模型构建时，可以设置为五个主

要环节，在保证信息实现共享基础上，收集景区工作人

员、景区游客的信息，注重具体需求、实际问题的协

调。在此过程中，监督人员、工作人员、游客、设备可

以作为信息收集主体，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向系统中心

进行报告，同时信息可以通过电话、网站等多种渠道获

取工作人员和游客的问题，并且及时将问题在系统平台

上进行共享。如针对绿化、保洁、安保等方面的管理工

作，平台需对信息进行甄别，将问题传入指挥中心，指

挥中心会将问题性质作为依据，派遣相关管理部门进行

处理，并且调度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最后将处理结果报

告系统中心，而系统中心需将最终处理结果向监督中心

反馈，然后再对事件和问题进行管理。

4.2  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
景区在进行网格化管理过程中，需将地理空间当中

的基础设施作为基础，保证景区单元组建、网格划分以

及编码的标准化，构建无缝、统一景区网格化数据库，

实现对互联网技术、数据库技术的综合运用。在管理流

程中，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系统梳理，实现对敏

捷性、高效性、可视化、精确性网格管理体系的构建，

并且建立景区服务系统和管理系统的数据更新体系。形

成针对地理信息相关数据以及网格化相关数据库的更新

技术与维护机制，实现对景区当中基础性地理信息、部

件信息的实时更新以及动态管理，使景区高效、系统的

运行获得充分的信息保障。

4.3  完善网格化管理流程
园博苑把园林按流派分为中国园林三大流派园区

（北方园区、江南园区、岭南园区）、民族风情园区、

现代园区、国际园区、风景园林师园区和公共园区，集

中展示各园林流派多姿多彩的建筑风格以及各参展地区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个性特色。在对景区进行管理过程中，

编码标准化以及网格划分属于景区构建网格管理相关系统

的基础，在具体实施时，需和景区特点结合在一起，针对

景区进行网格编码以及网格划分，然后将编码作为依据，

景区当中对功能分区、景点结构、观景廊道等大型数据库

进行构建。同时将景区当中的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设施划分

为若干事件和若干部件，如停车场、垃圾桶、服务中心、

指示标识、座椅、卫生、绿化，等等。并且对其进行特

有代码标注，使其在网格地图当中明显体现出来，然后

由景区的工作人员将网格进行分管。在此过程中，需由

监督人员针对网格进行全天候监控管理，利用互联网平

台将景区当中实际情况传送到数据库当中，促进各个层

面的信息共享与实时沟通。其次，针对突发事件进行管

理时，需多个部门之间运用协同联动方式进行合作，并

且将网格化管理当中的具体要求作为依据，构建科学、

系统业务域。业务域主要是指景区当中的网格信息在实

现共享基础上，打破原有管理模式，实现有效分管，构

建跨部门管理相关团队，促进管理单位与管理单元组

织工作的协同进行，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梳理条块

与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高效网格管理系统。最后，在

保证业务域构建合理基础上，针对业务域业务流程以及

其以下业务流程进行系统梳理，将各项工作流程理顺。

4.4  改进网格化管理保障
园博苑能够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

旅游、健身场所，吸引了较多人群。景区管理在运用网

格化模式过程中，为了保证高效性、主动性、协同性，

需将各部门参与到景区管理中的收益和成本理厘清，针

对各个部门运用协作管理与单独管理两种方式，在此情

况下，景区收益预算和成本预算能够比较清晰、明确地

体现出来。在此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部门在行使自身

职责时花费差异进行分析、计算，将不同部门的管理

效率、社会效益、经济收益系统、科学地体现出来[3]。

通过对各部门中的网格协同管理收益与成本的树立，构

建科学、系统的财政预算机制，并且运用管理模型，采

用角色扮演与权力分配方式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保证各项工作在开展时的业务协同性，以及景区管

理工作在实施时的高效进行，构建多部门协同合作和协

同分工的网格化管理相关机制，进而使景区管理中涉及

的权责问题得到比较充分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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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垂直绿化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
□  孟令哲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环保理念逐渐增强，社会开始对城市绿化予以高度重视。城市绿化影响着城市的环境质量及市
容市貌、空间布局、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内容，因此在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应进行充分的考量。目前城市绿化开展，不仅会
对传统单一绿化方式加以应用，同时也会对垂直绿化方式进行发展，确保人居环境得到良好改善。通过分析垂直绿化具体概
念，进而探讨民用建筑中垂直绿化的应用，为城市绿化建设的良好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垂直绿化；民用建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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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园林绿化工作者的

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城市绿化及环境美化等方面，应用垂

直绿化这一绿化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利用每一寸土地资

源，同时也是对环境友好型及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要求

的贯彻。当绿化工作围绕建筑墙面及栏杆等较为狭小的

立体空间开展时，就是城市垂直绿化的一种充分体现，

通过此种绿化方式，能够确保建筑物吸引力得以有效增

强，促使周围环境的和谐、美观。此种绿化方式显著优

势体现在占地面积较小、绿化景致效果明显等方面，

而作为建筑及园林艺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绿化方

式，其体现了园林形态的创新性。当今社会，城市绿

化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之一就是垂直绿化，并且随

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此种绿化方式的技术难关开始不

断被攻克。

2  垂直绿化的提出
城市绿化建设工作开展中，一项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就是垂直绿化。在当今社会，人们关注的一项重点

问题就是居住环境，相关理念也以可持续发展、生态绿

色等为主。立足生态功能层面进行探索，保障建筑实现

节能设计的一项有效举措就是垂直绿化；而立足建筑环

境层面进行分析，在城市绿化中借助垂直绿化方式的应

用，保障了建筑协调发展局面的实现，同时也促使建筑

空间的绿化景观效果更加显著。广义上来讲，作为城市

空间开发过程一项重要内容的垂直绿化，其同时也是城

市基础设施的组成内容之一，并且在城市环境建设方面

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城市环境建设中应用垂

直绿化方式，能够确保土地面积得以高效利用，同时也

能够对绿化空间进行最大限度地开发，美化城市建

筑的同时，为建筑和自然和谐共处及协调发展等奠

定良好基础[1]。

3  垂直绿化作用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人口数量大幅度增

加，城市环境污染及土地资源紧缺等问题日益严峻，并

且也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城市热岛效应。面对此种情况，

城市中大量建筑物墙面及露台等部位开始被高效利用，

借助这些部位开展垂直绿化，通过一些花草树木的种

植、节能环保设施的安装等，不仅能够实现空气净化和

空气质量改善的目的，同时也能够对城市进行美化，还

能够减少室内能量消耗。如在垂直绿化建设过程中，基

于植物叶面蒸腾作用及庇荫效果的良好实现，能够对阳

光直射建筑的现象进行有效缓和，大幅度降低夏季墙面

温度。

4  垂直绿化在民用建筑建设中的应用

4.1  附壁式
植物在建筑物墙面上进行依附生长就是附壁式，吸

附式攀缘植物是此类植物的统称，一些自行攀缘生长类

植物都可以归为此种植物，如地棉及爬山虎等，吸盘是

此类植物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类植物可在不光滑的

墙面上进行生长。此类植物中的一些品种具有较长观赏

期，预计约在半年左右时间，常见的垂直绿化形式就是

附壁式，通常此种垂直绿化形式往往会应用在居民楼及

办公楼等墙面部分。附壁式垂直绿化对环境的要求是植

物生长表面比较粗糙，在此种环境下即可种植附壁式攀

缘植物，同时因较为特殊的位置，能够使得人为破坏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