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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居住区绿化景观规划作为生态环境规划的一个方向，已越来越被人们

所关注; 根据德州市武城县李古寺社区规划实例，对该居住区绿化景观规划中植被选择、不同环境下绿化景观

设计及各种时空下植物组合作了初步探讨，以期对新农村居住区绿化景观规划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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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党中央提出“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以来，我国统筹城乡发

展、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农村社区规划成为城乡规划、村庄建设的新

课题。农村居住区绿化景观规划对于建设具有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为避免重复出现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生态缺失问题，更好的实现新农村居住区景观生态化和环境的可

持续性，充分发挥及挖掘农村景观的特质，给农村居民创造一个宜人、可持续的乡村人居环境，绿化景观规

划显得尤为重要。以德州市武城县郝王庄镇李古寺社区绿化景观规划建设为例，主要就规划思想理念、规
划目标、总体布局构思等内容作初步探索，以期为新农村居住区绿化景观建设提供参考。

1 项目概况

李古寺社区位于德州市武城县郝王庄镇驻地西南。社区位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要输水干线六五河

东岸，也是陈公堤百里林果长廊南部起点。靠近 105 国道和镇政府驻地，紧靠乡镇主干道，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发展条件良好。社区建设前，李古寺社区辖东李古寺西和李古寺 2 个村民小组，李古寺社区现有村落总

占地面积 800 亩，耕地面积 3 126． 75 亩。2009 年总人口 1 674 人。规划前，没有村级的公共活动场所，文化、
体育、商业等村级公共服务设施缺乏; 村民建房随意性较大，材料、形式繁多，没有形成整体、统一的村庄特

征; 村庄缺乏特色产业，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2010 年，根据当地的区位交通条件、自然文化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方式等实际情况，原东、西

李古寺两个村落合并建立新社区，规划选址为西李古寺村北侧。根据国家、省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及

李古寺社区现状用地情况与未来发展，新社区建设规划确定社区建设用地规模为 18 hm2，人均建设用地

100 m2，居住人口 1 800 人。

2 规划构思

2． 1 展现独特乡村景观

通过对地形、建筑、道路、水体、植物、气候以及其它景观元素的合理组织，注重体现李古寺社区的文化



氛围与特色，体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地域特点。充分运用花草、树木、水、石、木等自然景观元素，以赋予乡

村社区特有的自然的生机与活力。
2． 2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景观

通过对乡村传统居住空间“院落”的理解和拓展，汲取传统文化和建筑形式的符号并加以创造性的运

用，注重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居住空间共生。通过对山石、水池、地面、院墙等景观构件的处理，同建筑风格

相融合，形成统一中有变化的完整的绿化景观体系［1］。
2． 3 “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化景观体系

在居住区中心形成大面积的公共绿地空间，结合地下输水管线，形成数条向外发射的景观绿廊，延伸到

各组团绿地。形成大集中，小分散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化景观体系。
根据德州市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村庄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结合李古寺社区产业优势和地域

文化，社区绿化景观规划主要指标见表 1。
表 1 绿化系统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居住区绿地率 ≥35%

绿地覆盖率 ≥60%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60 m2 /人

道路绿化普及率 100%

居住区边界绿化防护带 居住区与区域景观之间设置 15 m 的防护绿带

树种的选择 以本地树种( 国槐、白蜡、旱柳、西府海棠、香椿、柏、大叶黄杨、小叶黄杨等) 为主。

配置类型

以植物群落为主，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相结合的多种植物配置形式。速生与生长缓慢

树种比例控制在 6∶ 4，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种植数量的比例控制在 1∶ 4 ～ 5，乔、灌木的

种植面积和非林下地被植物种植面积的比例控制在 7∶ 3。

植物的配置位置 乔木距建筑物 5 m 以上，灌木距离建筑物 1． 5 m 以上，乔、灌木远离地下管网 0． 5 ～ 2 m

种植丰度 乔木量≥40 株 /hm2 绿地，复层种植占绿地面积≥30%，木本植物种类≥20 种

3 规划内容

社区绿化景观规划主要景观结构概况为“一环、一带、一轴、一广场”( 图 1) 。“一环”指社区外环路绿化

带;“一带”指东西向的水道及滨水绿带;“一轴”指东西向的跨区城镇道路绿化带;“一广场”指社区服务中

心广场绿化景观。除了以上带状和块状的绿地之外，还设置了多处景观节点，如休闲公园和组团中心等。
这些绿地同宅间道旁绿地一起，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完整的景观绿化体系，并构成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

景观格局，景观典型植物( 表 2) 反映新时期平原地区乡居的地域特色。
3． 1 “一环”绿化景观

在社区外环路布置绿化带，形成村庄绿色保护屏障，发挥其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营造宁

静、舒适的生活居住环境。并且作为边界过渡带，实现居住区景观与农业景观自然过渡，使居住区内的绿

化、水体等自然生态要素与农村系统的自然生态要素相互联系，有机融合，更好发挥其生态功能。在绿化带

中选用滞尘、杀菌、减噪、吸收有害气体等功能显著且生长快、经济效益明显且宜管理的树种( 如速生杨) ，并

在群落结构上保持优化，从而形成绿树环翠的优美环境。
3． 2 “一带”绿化景观

在社区南部，利用村庄原有河道改建成为新村的景观通廊。水道的两侧设置适当的绿地范围( 保护带

不小于 15 m) ，在保留河道两岸原有树木和灌木等基础上，充分利用乡土植物，适当补充景观树种，并在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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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李古寺社区绿化景观规划植物配置平面图

种植部分水生植物，使之成为水-湿地-旱地生态

系统的综合体。

3． 3 “一轴”绿化景观

社区内东西向过境道路担负着内外的联

系，由于车流量大，在绿化布置时应在较高景观

效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虑尽量借助植物材料吸

附尘土、有害气体和隔离噪音，道路两侧配置了

大规格整齐排列的乔木和流线型搭配的灌木及

地被植物［2］。路侧绿化带设置宽度为 7 m，分别

以棋盘式栽植两行乔木，选用树冠整齐、叶面大

而粗糙、生长迅速、耐修剪的植物; 乔木下方点

缀常绿造型植物; 靠近居住区选择叶色常绿或

鲜艳的宿根花卉。
表 2 李古寺社区典型植物群落规划

编号 绿地类型
植物群落结构

乔木 灌木 攀援植物 地被

1 广场

国槐、白蜡、悬铃木、
大 叶 女 贞、雪 松、桧

柏、龙柏、垂柳

石榴、西府海棠 金银花、葡萄

月季、白菜、油菜、美

人蕉、萝卜、花生、金

针菜、菠菜、大叶黄杨

2 道路绿地
国槐、悬铃木、苦楝、
构树、枣树、香椿

苹 果、梨 树、山

楂、桃
丝瓜、括楼

月季、丝兰、地肤、蜀

葵、甘薯

3 组团绿地
合欢、垂柳、旱柳、臭

椿、皂角
香椿、龙爪槐

丝 瓜、山 药、南 瓜、
葫芦

鸡冠花、美人蕉、大丽

花、花生、大叶黄杨

4 防护林带 速生杨 苜蓿

5 水生植物 芦苇、蒲草、荷花

3． 4 “一广场”绿化景观

社区服务中心广场为半休闲式广场。以社区服务中心楼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南部广场以硬质铺

装为主，在满足植物造景的同时，设有花坛和停车场。北部广场布置为休闲绿地，以植物造景为主，适当点

缀园林小品。广场绿化景观是社区景观的主要展示区域，应在结合传统造园手法和城市小区绿化设计手法

的同时，融入乡村景观的田园野趣元素［3］。

3． 5 其他

居住区景观节点作为景观的过渡，并给居民提供休闲活动的场所。设计中应当注意各节点的尺度不宜

过大，形态应该与周边环境协调。应结合自然景观要素进行设计，形成尺度亲切、树影相荫、有景可赏、设施

方便的综合生态系统。选择形姿优美、观赏性强的景观树种，配置形式宜集中简洁，视野通畅。
居住区组团的绿化空间摒弃以往城市住宅小区通常的塑造大型中心绿地的做法，以南北方向的多条带

状绿地作为休闲绿带，使得公共绿地有更好的阳光，更好的共享性和更好的尺度，也更有利于村民的活

动［4］。同时结合当地主要树种选用植物，充分尊重场地内的现状植被条件，尽量减少人为景观。
居住区主要道路绿化以遮荫为主，次要道路、游步道以美化为主。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沿道路布置公

共绿地，以形成点上成景，线上成荫，面上成林的全面绿化系统，以高绿地率来达到宜人的生活休憩环境。
道路两侧绿地布置要做到灌木和乔木相结合，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相结合，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结合，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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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与低矮植物相结合，体现出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空间层次分明的景观效果。

4 结 语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居住区绿化景观规划应对村庄空间形态、布局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尊重村庄所

在地域的地形地貌、自然植被、河流水系等环境要素，充分考虑人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将新村与周边环境融

合成有机的整体，体现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态内涵，满足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使村庄的历史文化、社
会结构、自然环境特色得以传承，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乡村绿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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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of Green Landscapes in Ligusi Community
Based o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WANG Shuai，LIU Fu-gang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Dezhou University，

Shandong Dezhou 253023，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village reconstruction，green landscape planning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as a
direction of eco-environmental planning，i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aking Ligusi Community of
Wucheng County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lant selection in specific landscape planning，

green landscape design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 and plant combination in different space-tim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gree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 By doing so，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 support for residential green landscape planning i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w village; residential area; landscape planning; Dezhou City; Ligusi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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