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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的景观设计与研究

□ 王露露

[摘   要] 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的地价上涨、住房成本增加，购买力有限的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只能“望房兴叹”。保障性
住房的推出有效解决了住房紧张的问题，但对小区景观美化的需求则因资金少而受限，可采用低投入景观设计加以解决。对低成本
景观设计进行价值分析，提出低成本景观设计策略和设计手法，用有限成本创造一个生态宜居的环境，满足保障性住房居住人群的
需求，实现各个方面的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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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成本景观设计的起源      
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土地资源的减少导

致房价不断攀升，对购买力有限的人们尤其是一线城市
上班族而言，因生活成本过高，解决住房问题成为终极
生存目标。为了有效解决住房紧张的问题，满足中低收
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国家采取统一下达用地计划、实行
行政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等方式，实施保障性安居工
程，通过一定限额的成本投入实现最终效益最大化，满
足公众生活保障需求，改善居住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在大力提倡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行动下，人们对景
观美化的需求日益体现。面对景观建设和维护资金投入
有限的状况，低投入景观设计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景观
行业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思考，有助于行业健康
持续发展。

2  低成本景观设计的价值      
生态价值方面。尽可能利用现状周边资源及周边废

弃材料，合理利用场地原有地形，科学布局规划，对自
然环境产生最小干扰，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社
会利益与经济利益最大化。通过降低建造成本，实现景
观的低建造与低维护。

文化价值方面。尊重地域环境，延续场地文化，便
于后期管理与维护，也有利于景观文化价值的传承。

社会价值方面。促进景观设计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推
广，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用有限的资金为更多的社
会人群提供舒适的生活居住空间，促进社会和谐，体现
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营造积极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
周边区域价值。

低成本理念延伸和推广到各行业，给我国城市建设
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可估量的附加效益。

3  低成本景观设计策略
3.1  依据场地属性确定植物种类 
尊重场地原有的景物，借鉴场地外部景观。基于不

同的区域特性，以卫生防护和生态保护功能为主，一是
选择树形紧凑、枝繁叶茂的抗污滞尘树种；二是基于绿
化美化功能的考量而选择树姿美丽色彩丰富、花繁叶茂
的品种。保持景观绿化与大环境风格协调统一，处理好
局部和整体关系、近期和长远关系。

3.2  综合分析场地现状合理改造 
综合考虑生态、经济、社会等因素，对场地综合

分析，改造并再利用。各类景观要素重新参与生态系统
的生产循环过程中，保证有效资源的再利用。保留现状
长势良好的植物，植物品种宜选择当地树种，经过长期
的生长发育和进化，当地树种适应了当地生态环境，有
助于苗木成活率，稳定植物生态群落，提升生态环境品
质，节约运输成本，降低养护管理的费用[1]。

充分利用地块空间，在满足承重要求的地方少量栽
植大灌木或小乔木，在进行植物景观营造时还需考虑气
候、土壤等环境因素，冬季要做好保温措施，防止植物
冻伤，同时还应注意土壤的酸碱度，有条件的重盐碱地
要结合土壤改良。

3.3  合理搭配，科学种植
控制软景草灌乔的比例，减 少 景 观 绿 化 成 本 支

出。局部选用速生苗木树种，其景观效果见效快。再
搭配缓生树种，可采用生存寿命长、易成活、耐粗
放管理的品种。考虑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通过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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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地被、草的综合应用，以及常绿与落叶树种、观
花和观叶树种的配合，形成季相变化明显、上中下层
次分明的植物景观。设计稳定的植物群落景观，考虑
后期植物生长的空间环境，减少后期的更换频率和成
本投入。本土植物体现着当地的特色地域文化，有助
于对文化脉络的传承，增强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宜
选用适应粗放管理的品种，多采用品种多样的粗放型
草坪或野生草种[2]。

3.4  结合生产，鼓励居民参与管理 
在部分地块划分出无公害社区菜园，让住户享受居

住、生活、娱乐于一体住宅环境。采用认领的方式参与
种植并负责后期管理与维护，居民拥有菜园的自主权，
这种方式既美化园区绿化，又可获得经济效益，民众参
与园区无公害蔬菜种植，寓教于乐，又节省了管理维护
开支。

4  低成本景观设计手法
4.1  综合运用现有资源
保障性住房小区景观需有成本限定，考虑减少大

量的土方挖填以及大面积水景设计，将水景与景墙、跌
水、种植、雕塑等元素相结合，解决冬季无水期间水景
观赏性降低的问题。为丰富平面空间，在设计上考虑充
分利用原有地形丰富层次变化，微地形设计搭配种植围
合及分隔空间，营造丰富园区的效果。为保证地库顶板
荷载不超负荷，与结构专业沟通可将微地形高度控制在
1m以内。在大面积消防登高场地结合功能空间采用划线
类方法做景观美化。

4.2  空间布局区分主次
在低成本控制的前提下，保障性住房小区在空间布

局上要有所侧重，主次分明。
实行重点空间重点打造原则，主要的景观空间考

虑完备的功能，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的生活需求，其他
的小型活动场地分散均匀布置，控制50m左右的适当间
距，均衡节点面积，方便所有居民的使用。区分主次空
间，合理分配投入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浪费。

4.3  控制用材降低造价
材料选用方面，采取控制节点等级、软硬景比例来

达到降低造价的目的。
在景观工程投资中，材料的无端小品消耗是致使成

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设计初期的预算方面需要考虑经
济、耐用的当地材料。小品构筑等设施建设等工作避
免异形，因曲面切割耗材较大，地面硬质材料宜采用
混凝土预制块、面包砖，在主要的入口及节点区域点

缀石材突出空间变化。主道路以透水混凝土、沥青为
主，其余区域以低于平均成本设计，硬景面积控制在
25%。

4.4   注重生态节能
植物方面采用生长粗放、养护成本低的品种，易成

活且方便后期维护。利用雨水收集系统来浇灌，达到节
约用水并降低绿化植物维护成本的目的。道路以及硬质
材料可使用透水材料，减少雨天的地表径流，有效缓解
排水压力，促进地下水的渗透与储存，为植物的生长提
供充足的水分，从而提高住区的生态环境效益，也有效
降低了居住成本。

4.5  合理配植植物
绿化景观是软景空间设计的重中之重，保障性住房

小区的绿化成活率以及后期维护，有利于降低住区总体
景观造价。通过合理的植物搭配，创造一个生态宜居的
环境，给人们以人性化的体验，打造良好舒适、安全的
幸福社区。

4.5.1  考虑种植成本

与硬质材料相比，绿化植物具有生长性、以及增
值性的特点。选用易存活、易生长、成本低、低成本维
护、冠幅大成荫效果好的乡土植物进行绿化设计，可以
创造更多的价值。

4.5.2  控制大规格乔木用量

绿化场地中应控制大规格乔木的用量，保留项目原
有大树；控制软景草灌乔的比例，减少景观绿化成本
支出；多选用项目本地的乡土树种，有效降低绿化成
本。控制苗木分支点，大乔木胸径在10cm～18cm的
价格范围为曲线上升，小乔木地径选用6cm～12cm经
济树种[3]。

4.5.3  科学搭配种植比例

保障性住房小区的绿化配置中要控制好常绿和落叶
乔木的比例，夏天遮阴冬天晒太阳，低矮的灌、乔木或
绿篱搭配大乔木、地被植物，形成富有层次感的植物景
观，营造不同的植物围合空间。在施工周期内提前种植
籽播的草本、地被类植物，景观见效快，而且地被、草
坪的铺设也给灌、乔木预留了一定的生长空间。

4.6  注重细节设计
园区家具：景观艺术的一部分、造型选材都要与现

状建筑风格和周边环境相融合，户外家具的美感要具有
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吸引游人主动融入，除了
休息之外，还可以欣赏艺术品。儿童游乐设施要特别注
重安全性，依照场地设计的位置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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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点：响应国家垃圾分类，共建文明城市的
倡导，宣传趣味垃圾分类知识，采用植物隐蔽式，避免
味道影响居住人群，除2至3个单元设置一处的生活垃圾
收集点外，主要活动场地及健康步道沿线设置成品果皮
箱，方便居民室外活动时扔垃圾，最大限度保持环境卫
生，减少物管成本。

园区导视：要求导视系统清晰、准确，为住户和访
客提供便捷。在小区主要出入口处设置地图标识，健康
步道每间隔50m设置一处标识，兼具标识距离和健康小
常识的功能；水景处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铺装设计：园区人行道路主要采用低成本的透水
砖铺装，车行道路选用沥青铺装。透水砖是既经济又生
态环保的建材产品，它具有透水性好、防滑、吸音、抗
寒、高强度、降噪等特点，可以广泛运用于居住环境的
硬质铺装中。

沥青道路表面平整、行车舒适、无接缝、振动小、
耐磨、噪音低、不扬尘易清洗、施工期短、养护维修简
便可再生利用。

5  结语
通过对资源短缺、地价上涨、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

低收入家庭住房紧张的分析，引申出保障性住房景观低
成本景观的发展趋势和必要性。

结合设计成本、景观效果、生态理念的分析，论证
将低成本景观作为助力城市发展和增强人居幸福感有效
手段的可能性。在具体的景观设计实践时，以可持续发
展为原则，合理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地运用建筑材
料、现状资源，注意遵循低成本景观设计，采取生态建
设优先、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规划、经济美观适用和效
益补充，在低成本景观设计的条件下实现综合效益的
最大化。希望本项目中设计方法和原则策略，能够为
我国城市保障性居住环境景观提供一些实用的价值和
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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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绿色建筑实施效果后评估研究
 

□ 刘亚美

[摘   要] 当前，我国绿色建筑的后评估处于起步阶段，而广西在这方面的研究与工作基本是空白。在全面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建设
的关键时期，急需对现有绿色建筑的技术设计方案、施工建设和运营效果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和评估，掌握绿色建筑的实施运营效
果，总结绿色建筑的评估手段和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广西地区各类型绿色建筑项目实施和运营效果进行调研和研究，综合评估现
有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在实际项目设计、施工以及运行过程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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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绿色建筑现状调查
1.1  广西绿色建筑发展概况
近年来，广西绿色建筑得到快速发展，推动绿色

建筑发展的政策支持基本形成，技术标准体系逐步完
善，已修订完成《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 45-020-
2016[1]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J/T 45-104-2020[2]。
创新研发能力不断提高，示范带动作用开始显现。绿色
建筑评价标识方面，近年来获得绿色建筑标识的数量
与2013年之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上升。截止到2016年
12月31日，广西共评审190项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
总建筑面积达到2571.56万m2，其中，居住建筑项目99
项，占总数的52.1%；公共建筑项目91项，占总数的
47.89%。

1.2  广西绿色建筑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绿色建筑设计流程，较多是在完成传统建筑

设计后参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附加绿色建筑技术，使
建筑设计方案与绿色建筑要求机械生硬地结合。部分项
目存在着技术堆砌的现象，“硬上技术”虽然也符合绿
色建筑标准条文要求，但与项目本身的契合较差，致使
成本偏高而实际运行效果差。此外，对绿色建筑增量成
本认识不清，误认为绿色建筑就是高成本建筑，一旦施
行了绿色建筑，建筑的造价一定增加。

2  广西绿色建筑技术落实情况调研
研究选取了10个样本进行深入调研，除涉及广西

不同地区、气候分区外，调研样本涵盖了不同星级、不
同功能类型。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调研样本涵盖了一星
级、二星级以及三星级的建筑项目（详见表1、表2）。

通过现场调查和测试报告、相关检测报告、能源管理文
件、设备运行记录、能源账单等文件以及相关图纸查阅
等方式，落实绿色建筑技术项目应用情况。

表1  绿色公共建筑调研样本及星级

项目名称 星级

中国联通广西东盟信息中心通信枢纽楼 ★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科研实验楼 ★

广西妇女儿童医院 ★★
桂林建设大厦 ★★
南宁万科大厦 ★★★

表2  绿色居住建筑调研样本及星级

项目名称 星级

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
工人公共租赁房项目 ★

南宁绿地国际花都 ★

止泊园 ★★

裕丰英伦 ★★

中房翡翠园 ★★★

2.1  节地与室外环境
对调研样本节地类技术落实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控

制项中除了施工控制外，其余项目的完成度较高。通过
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场地建设、场地选址、室外光环境、
污染源等项目，在初期阶段通过合理规划便可以达到，
但施工控制项的落实则难度较大（见图1）。建设场地
施工对周边区域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尤其是城市内的
施工，不仅会影响空气质量，也影响着周边居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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