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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快速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愈加突出,如何谋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就尤为重要

了。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城市,在城市居住区景观设计中引入景观生态学理念,有助于降低环境承载力,提升生态环境建设工作

成效。但是,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较为多样,需要在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规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以便于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就居住区景观设计中景观生态学应用展开分析,实现居住区优化设计,保持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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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居住区占

据绝大多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深远影响。当前我国房

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如何提升企业竞争

优势,积极迎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开发和建设环境友好

型城市是必然选择。这就需要在房地产开发中,结合区域实

际情况,在景观生态下指导下进行居住区景观设计,营造更

加贴近自然的居住环境,改善生态环境,提升人们生活质量。

基于此,通过居住区景观设计中景观生态学理论应用,在改

善城市环境的同时,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推动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 

1 城市居住区景观设计的景观生态学理念分析 

1.1 保持生态系统平衡 

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保护居住环境十分重要,需

要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开发居住景观系统,为人们营造舒适的

生态环境。但是,居住区景观开发和建设中,对于生态环境会

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污染和破坏,破坏居住区的植被,需要对

居住区开发和建设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平衡。如果生态系

统内部生物结构出现问题,将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

能力,影响到系统功能发挥。故此,为了保证生态系统稳定运

行,需要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融入生态理念,为人们营造舒

适的生活环境[1]。 

1.2 优化建筑周围环境设计 

当前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对于居住环境的低碳环保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居住区域的环境质量则成为人们购房的

主要标准。故此,建筑设计中,不仅需要考虑到建筑本身功能

设计要求,还要注重周围环境的设计优化,促使景观设计和

自然环境协调契合,为人们创设舒适、自然、环保的居住环

境,对于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1.3 丰富景观系统 

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由于传统理念束缚和影响,导致

景观设计过于单一,不仅影响到景观设计合理性,还会破坏

生态环境平衡,不利于原本景观功能防御,就影响居住区景

观设计的因素来看,主要是由于景观设计结构过于复杂,在

不同程度上制约景观设计合理性；城市建筑物规模不断扩大,

土地资源逐渐减小,而居住区的景观多为建筑,这样的景观

结构十分单一,影响到居住环境质量；居住区公路覆盖面积

比较大,影响到居住区景观设计合理性[2]。 

2 景观生态学下的居住区景观设计要点 

为了可以有效提升居住区景观设计合理性,应结合实际

需要,将景观生态学应用其中,把握设计要点,为后续景观开

发和建设奠定基础。 

2.1 协调景观和城市空间布局 

居住区景观设计,在景观生态学理念指导下,应该协调

居住区景观和城市空间布局设计,满足城市的文化背景和经

济水平。这一设计理念强调 大 大程度上降低人类活动对

生态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设计和建设更具欣赏性的景观,

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 

2.2 具备生态环保效应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加强居住区景观设计需要将生态

理念融入其中,在开发和建设的同时,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3]。城市建筑占据面积较大,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如果生态系统生物结构发生

改变,将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原有自我恢复功能,致使生态系

统失衡。这就需要通过系受外界能量和物质,保持生态系统

正常运行。所以,居住区景观设计中应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原则,综合考量影响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问题,编制合理

的设计方案,为后续的居住区景观设计提供可靠依据,打造

环境友好型城市。 

2.3 设计多样性 

城市居住区景观过于单一,结构较为复杂,不仅影响到

景观生态系统稳定运行,还会影响到居民生活质量[4]。但是,

影响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因素较为多样,由于城市

土地资源紧张,具体景观规划中,景观设计面积会受到不同

程度上的影响；居住区建筑物和道路修建,不仅会占据较大

的居住区面积,也会影响到景观原有生态功能发挥。人的需

求是多样的,这就需要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保持群落功能

多样性,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实现土地资源使用 大化,可以

显著提升人类生活质量,迎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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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景观生态学下优化居住区景观设计 

3.1 在优化居住区景观设计布局 

在景观生态学下的居住区景观设计,如何营造舒适、自

然、环保的环境,首要一点是结合实际情况优化景观设计,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当前城市中分散

着众多居住区,构成了大小不同的版块,整合在一起则成为

城市板块。基于此,在居住区景观设计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划分板块,将板块形成一个完整系统[5]。在板块设计中

需要考虑到河流、绿地和生态花园等板块,根据设计需要将

这些板块整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更为关键的是,

具体设计中需要准确把控绿地和建筑用地,合理划分,确保

景观系统更具可行性。居住区道路设计中,可以适当的增加

公共绿地面积,将其作为景观核心,在丰富绿地系统层次的

同时,实现景观创新设计。借助前沿技术和手段,将绿地和水

流廊道整合在一起,赋予景观设计新颖性[6]。 

3.2 整合自然要素进行设计 

居住区景观设计中,需要设计人员正确看待居住区景观

设计中的构成要素,结合设计要求进行整合和配置。通常情

况下,自然要素中包括山川、河流、森林和草地等,结合设计

要求来塑造良好的自然风貌。结合前沿设计理念和方法,将

自然要素合理配置,与居住区景观相互映衬,营造更具新颖

性的景观。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选择人工要素

协调设计,如生长良好的植物,提升居住区域绿化面积,如果

是噪音较大的区域,可以选择密集灌木丛或高大的乔木,可

以起到吸引和隔音作用。 

植物是构成景观的自然要素之一,在植物选择中尽可能

选择乡土植物,具备更强的观赏价值和适应性。将乔木和灌

木结合、常绿树和阔叶树结合、不同花期草木结合,促使各

个季节都可以获得可观的景观效果[7]。不同区域所选择的植

物不同,儿童活动区域的树木分布合理,色彩鲜艳,通常是选

择树姿漂亮、长势健壮和无飞絮的树木,满足儿童的身心健

康成长需要,带给儿童深刻的记忆。多数中年人户外活动中,

通过色块丰富结合的方式,可以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效果；

老人活动区域,可以选择高大的乔木遮光,并且为锻炼身体

的人提供休息环境。 

3.3 优化居住区景观视觉设计 

为了可以给人们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在景观设计中应

注重视觉形态要素设计,实现组成要素的有机整合,在呈现

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提升视觉享受。为此,应该合理整合与

开发边缘区域资源,适当增加边缘长度；栽种层次分明的植

物,完善生态系统,构建生态效果更加客观的居住区生态景

观；水资源的优化布局,在生态景观学理念指导下优化水景

设计,水资源经过相应处理后输送到灌溉区域和水景区域,

在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营造良好的生态景观环境。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景观生态学下的居住区景观设计,需要正

确看待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性,培养设计人员良好的环境保

护意识。在前沿理论指导下,优化居住区景观设计,整合资源,

实现植被和生物资源的合理配置,协调城市整体空间布局进

行设计,为人们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带来舒适的视觉

享受,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满足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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