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本教材是“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在对园林规划设计实践经验进行归纳总结
的基础上，介绍了中外园林发展概况、园林绿地的效益、园林构成要素、园林规划设计基本原
理、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基本原理、园林规划设计实训基本技能、城市道路与广场绿地设计、居
住区绿地规划、单位附属绿地规划、公园规划设计、屋顶花园设计共 １１ 章内容。 每章后附有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研讨与练习。 重点的实训章节精心选取了多个实训项目，还选登了学生
设计作品及点评，并附有工学结合优秀案例等。 教材编写力求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注重图
文并茂、简练直观、深入浅出，益于理解掌握。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可在重庆大学出版社教学
资源网上下载。

本书可供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园林、园艺、城市规划、景观规划设计、建筑学、旅游、环境艺
术、林业及相关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园林绿化工作者和园林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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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特别是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在不断增加，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据 ２００４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高校
２ ２３６ 所，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 ２ ０００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 １ ０４７ 所，其数目已远远超过普通本
科院校的 ６８４ 所；２００４ 年全国招生人数为 ４４７．３４ 万，其中高等职业院校招生 ２３７．４３ 万，占全国
高校招生人数的 ５３％左右。 可见，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近年
来，高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其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强调以核心职业技能培养为中
心，与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明显不同，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
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系列配套教材已成
为当务之急。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特别是环境的美化，园林建设已成为城市美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园林不仅在城市的景观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而且在生态和休闲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功能。 城市园林的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许多城市提出了要建设国际花园城市
和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加强了新城区的园林规划和老城区的绿地改造，促进了园林行业的蓬
勃发展。 与此相应，社会对园林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既懂得园林规划设
计、又懂得园林工程施工，还能进行绿地养护的高技能人才成为园林行业的紧俏人才。 为了满
足各地城市建设发展对园林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全国的 １ ０００ 多所高等职业院校中有相当一部
分院校增设了园林类专业。 而且，近几年的招生规模得到不断扩大，与园林行业的发展遥相呼
应。 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园林类教材建设速度相对缓慢，与高职园林
教育的迅速发展形成明显反差。 因此，编写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显得极为迫
切和必要。
通过对部分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和教材的使用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目前众多高等职业院校

的园林类教材短缺，有些院校直接使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材，既不能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
标的要求，也不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使用的教材较少，
且就园林类专业而言，也只涉及部分课程，未能形成系列教材。 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提出了出版一套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系列教材的计划，并得到了全国 ２０ 多所高等
职业院校的积极响应，６０ 多位园林专业的教师和行业代表出席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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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业教育园林类专业教材编写研讨会。 会议上代表们充分认识到出版高等职业教育园林类
专业系列教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对该套教材的定位、特色、编写思路和编写大纲进行了认
真、深入的研讨，最后决定首批启动枟园林植物枠枟园林植物栽培养护枠枟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枠
枟园林规划设计枠枟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枠等 ２０ 本教材的编写，分春、秋两季完成该套教材的出
版工作。 主编、副主编和参加编写的作者，由全国有关高等职业院校具有该门课程丰富教学经
验的专家和一线教师，大多为“双师型”教师担任。

本套教材的编写是根据教育部对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以职业能力培养
为核心设计的，包含了园林行业的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三大能力模块所需
要的各门课程。 基本技能主要以专业基础课程作为支撑，包括有 ８ 门课程，可作为园林类专业
必修的专业基础公共平台课程；专业技能主要以专业课程作为支撑，包括 １２ 门课程，各校可根
据各自的培养方向和重点打包选用；综合技术应用能力主要以综合实训作为支撑，其中综合实
训教材将作为本套教材的第二批启动编写。
本套教材的特点是教材内容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理论基础重点突出实际技能所需要的内

容，并与实训项目密切配合，同时也注重对当今发展迅速的先进技术的介绍和训练，具有较强的
实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 ３大特点，具有明显的高职特色，可供培养从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
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植物生产与养护、园林植物应用，以及园林企业经营管理等高级应用型人
才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园林技术、园林工程技术、观赏园艺等园林类相关专业和专业方向的学生
使用。
本套教材课程设置齐全、实训配套，并配有电子教案，十分适合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弹性教

学”的要求，方便各院校及时根据园林行业发展动向和企业的需求调整培养方向，并根据岗位
核心能力的需要灵活构建课程体系和选用教材。

本套教材是根据园林行业不同岗位的核心能力设计的，其内容能够满足高职学生根据自己
的专业方向参加相关岗位资格证书考试的要求，如花卉工、绿化工、园林工程施工员、园林工程
预算员、插花员等，也可作为这些工种的培训教材。

高等职业教育方兴未艾。 作为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类型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已基本
明确，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等诸多方面还要不断进行探
索和改革，本套教材也将会随着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编委会

２００６ 年 １月

２



　　枟园林规划设计枠是高职高专院校园林类学科的一门重要的专业主干课程，自 ２００６ 年出版
以来，受到高职院校师生的好评，已多次重印。 但由于当时时间仓促任务重，在整体和局部编写
上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经过 ５年多教学实践使用，在出版社和使用者的肯定和建议下，
我们对第 １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

第 ２版在继承第 １版高职特色的思路上，对教材的结构和内容上进行了调整，重点对第 ２
章、第 ６章、第 ７章、第 ９章进行了修改，补充了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和案例。 同时对其他各章的
个别实例、文字、图表进行了修订。 此外，针对实训技能还结合市场与课堂教学经验，补充了工
学结合案例，使读者对园林设计的整个过程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并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综合理
解，力求使教材内容更加贴近市场的需求，更加方便教学和自学。
全书共 １１ 章，前 ５章为基本知识篇，主要内容有中外园林发展概况、园林绿地的效益、园林

构成要素、园林规划设计基本原理、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基本原理。 后 ６章为实践技能篇，主要有
城市道路与广场绿地设计、居住区绿地规划、单位附属绿地规划、公园规划设计、屋顶花园设
计等。
第 ２版教材编写的宗旨依然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继

承与创新相结合，适应高职高专为主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条件，尽可能地反映现代园林设计发展
的最新成果。 在编写内容的安排上，我们将园林设计的基本理论和设计技能实务的内容相结
合，突出了理论联系实际，更全面、系统和完整地适应高职高专教学的需要。 在编写体例上，我
们针对高职高专教学的特点，用引例和简明的分析作先导，以激发学生深入学习的兴趣，并在书
中尽可能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由长期从事高职教育的 ９位老师和两位企业高级工程师共同编写，周初梅任主编，潘
冬梅、宁妍妍任副主编。 各章节编著者分工如下：周初梅，第 １ 章、第 ６ 章、附录；胡彧、魏绪英，
第 ２章；潘冬梅，第 ３章、第 ４章、第 １０ 章；宁妍妍，第 ７ 章、第 ９ 章；贠禄，第 ５ 章；刘学军，第 ８
章；肖雍琴，第 １１章。 黄诚毅、李海斌、朱彬彬、肖妮参加修订工作。
唐浪、樊晟承担了全书的主审工作，部分插图由金梦媛、韦玲、李杨、彭章华等完成，在此向

各位深表感谢！
在编写中，因园林规划设计内容涉及较广，我们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著作、论文，未一一注明，

敬请谅解，并向作者深表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难免有疏漏与错误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５ 年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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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２　文物艺术景观 ７９⋯⋯⋯⋯⋯⋯⋯⋯⋯⋯⋯⋯⋯⋯⋯⋯⋯⋯
　３．２．３　民间习俗与其他观光活动 ８１⋯⋯⋯⋯⋯⋯⋯⋯⋯⋯⋯⋯⋯
３．３　园林工程要素 ８２⋯⋯⋯⋯⋯⋯⋯⋯⋯⋯⋯⋯⋯⋯⋯⋯⋯⋯⋯⋯
　３．３．１　山水工程 ８２⋯⋯⋯⋯⋯⋯⋯⋯⋯⋯⋯⋯⋯⋯⋯⋯⋯⋯⋯⋯
　３．３．２　道路、桥梁工程 ８６⋯⋯⋯⋯⋯⋯⋯⋯⋯⋯⋯⋯⋯⋯⋯⋯⋯⋯
　３．３．３　建筑设施工程 ８９⋯⋯⋯⋯⋯⋯⋯⋯⋯⋯⋯⋯⋯⋯⋯⋯⋯⋯
３．４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９７⋯⋯⋯⋯⋯⋯⋯⋯⋯⋯⋯⋯⋯⋯⋯⋯⋯⋯
本章小结 ９８⋯⋯⋯⋯⋯⋯⋯⋯⋯⋯⋯⋯⋯⋯⋯⋯⋯⋯⋯⋯⋯⋯⋯⋯⋯
研讨与练习 ９９⋯⋯⋯⋯⋯⋯⋯⋯⋯⋯⋯⋯⋯⋯⋯⋯⋯⋯⋯⋯⋯⋯⋯⋯
本章推荐参考书目 ９９⋯⋯⋯⋯⋯⋯⋯⋯⋯⋯⋯⋯⋯⋯⋯⋯⋯⋯⋯⋯⋯

４　园林规划设计基础知识 １００⋯⋯⋯⋯⋯⋯⋯⋯⋯⋯⋯⋯⋯⋯⋯
本章学习目标 １００⋯⋯⋯⋯⋯⋯⋯⋯⋯⋯⋯⋯⋯⋯⋯⋯⋯⋯⋯⋯⋯⋯
４．１　园林艺术基础知识 １００⋯⋯⋯⋯⋯⋯⋯⋯⋯⋯⋯⋯⋯⋯⋯⋯⋯⋯
　４．１．１　园林美学概述 １００⋯⋯⋯⋯⋯⋯⋯⋯⋯⋯⋯⋯⋯⋯⋯⋯⋯⋯
　４．１．２　形式美的基本法则 １０４⋯⋯⋯⋯⋯⋯⋯⋯⋯⋯⋯⋯⋯⋯⋯⋯
４．２　景与造景艺术手法 １１８⋯⋯⋯⋯⋯⋯⋯⋯⋯⋯⋯⋯⋯⋯⋯⋯⋯⋯
　４．２．１　景的形成 １１８⋯⋯⋯⋯⋯⋯⋯⋯⋯⋯⋯⋯⋯⋯⋯⋯⋯⋯⋯⋯
　４．２．２　景的观赏 １１９⋯⋯⋯⋯⋯⋯⋯⋯⋯⋯⋯⋯⋯⋯⋯⋯⋯⋯⋯⋯
　４．２．３　造景手法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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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园林空间艺术 １２７⋯⋯⋯⋯⋯⋯⋯⋯⋯⋯⋯⋯⋯⋯⋯⋯⋯⋯⋯⋯
　４．３．１　园林空间布局的基本形式 １２７⋯⋯⋯⋯⋯⋯⋯⋯⋯⋯⋯⋯⋯
　４．３．２　园林空间艺术构图 １２７⋯⋯⋯⋯⋯⋯⋯⋯⋯⋯⋯⋯⋯⋯⋯⋯
４．４　园林色彩艺术构图 １３５⋯⋯⋯⋯⋯⋯⋯⋯⋯⋯⋯⋯⋯⋯⋯⋯⋯⋯
　４．４．１　色彩的基础知识 １３５⋯⋯⋯⋯⋯⋯⋯⋯⋯⋯⋯⋯⋯⋯⋯⋯⋯
　４．４．２　园林色彩构图 １３８⋯⋯⋯⋯⋯⋯⋯⋯⋯⋯⋯⋯⋯⋯⋯⋯⋯⋯
４．５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１３９⋯⋯⋯⋯⋯⋯⋯⋯⋯⋯⋯⋯⋯⋯⋯⋯⋯⋯
本章小结 １４７⋯⋯⋯⋯⋯⋯⋯⋯⋯⋯⋯⋯⋯⋯⋯⋯⋯⋯⋯⋯⋯⋯⋯⋯
研讨与练习 １４７⋯⋯⋯⋯⋯⋯⋯⋯⋯⋯⋯⋯⋯⋯⋯⋯⋯⋯⋯⋯⋯⋯⋯
本章推荐参考书目 １４７⋯⋯⋯⋯⋯⋯⋯⋯⋯⋯⋯⋯⋯⋯⋯⋯⋯⋯⋯⋯

５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基础知识 １４８⋯⋯⋯⋯⋯⋯⋯⋯⋯⋯⋯⋯⋯
本章学习目标 １４８⋯⋯⋯⋯⋯⋯⋯⋯⋯⋯⋯⋯⋯⋯⋯⋯⋯⋯⋯⋯⋯⋯
５．１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基础知识 １４８⋯⋯⋯⋯⋯⋯⋯⋯⋯⋯⋯⋯⋯⋯
　５．１．１　种植设计的意义 １４８⋯⋯⋯⋯⋯⋯⋯⋯⋯⋯⋯⋯⋯⋯⋯⋯⋯
　５．１．２　植物景观与生态设计 １５３⋯⋯⋯⋯⋯⋯⋯⋯⋯⋯⋯⋯⋯⋯⋯
　５．１．３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与生态学原理 １５５⋯⋯⋯⋯⋯⋯⋯⋯⋯⋯
５．２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的依据与原则 １５８⋯⋯⋯⋯⋯⋯⋯⋯⋯⋯⋯⋯
　５．２．１　种植设计的依据 １５８⋯⋯⋯⋯⋯⋯⋯⋯⋯⋯⋯⋯⋯⋯⋯⋯⋯
　５．２．２　种植设计的原则 １５９⋯⋯⋯⋯⋯⋯⋯⋯⋯⋯⋯⋯⋯⋯⋯⋯⋯
　５．２．３　种植设计的一般技法 １６１⋯⋯⋯⋯⋯⋯⋯⋯⋯⋯⋯⋯⋯⋯⋯
５．３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基本形式与类型 １６２⋯⋯⋯⋯⋯⋯⋯⋯⋯⋯⋯
　５．３．１　种植设计基本形式 １６２⋯⋯⋯⋯⋯⋯⋯⋯⋯⋯⋯⋯⋯⋯⋯⋯
　５．３．２　园林植物种植设计类型 １６４⋯⋯⋯⋯⋯⋯⋯⋯⋯⋯⋯⋯⋯⋯
５．４　各类植物景观种植设计 １６６⋯⋯⋯⋯⋯⋯⋯⋯⋯⋯⋯⋯⋯⋯⋯⋯
　５．４．１　树列与行道树设计 １６６⋯⋯⋯⋯⋯⋯⋯⋯⋯⋯⋯⋯⋯⋯⋯⋯
　５．４．２　孤景树与对植设计 １６８⋯⋯⋯⋯⋯⋯⋯⋯⋯⋯⋯⋯⋯⋯⋯⋯
　５．４．３　树丛设计 １７０⋯⋯⋯⋯⋯⋯⋯⋯⋯⋯⋯⋯⋯⋯⋯⋯⋯⋯⋯⋯
　５．４．４　树群设计 １７２⋯⋯⋯⋯⋯⋯⋯⋯⋯⋯⋯⋯⋯⋯⋯⋯⋯⋯⋯⋯
　５．４．５　树林设计 １７４⋯⋯⋯⋯⋯⋯⋯⋯⋯⋯⋯⋯⋯⋯⋯⋯⋯⋯⋯⋯
　５．４．６　林带设计 １７５⋯⋯⋯⋯⋯⋯⋯⋯⋯⋯⋯⋯⋯⋯⋯⋯⋯⋯⋯⋯
　５．４．７　植篱设计 １７６⋯⋯⋯⋯⋯⋯⋯⋯⋯⋯⋯⋯⋯⋯⋯⋯⋯⋯⋯⋯
　５．４．８　花卉造景设计 １７８⋯⋯⋯⋯⋯⋯⋯⋯⋯⋯⋯⋯⋯⋯⋯⋯⋯⋯
　５．４．９　草坪设计 １８２⋯⋯⋯⋯⋯⋯⋯⋯⋯⋯⋯⋯⋯⋯⋯⋯⋯⋯⋯⋯
　５．４．１０　水体植物种植设计 １８５⋯⋯⋯⋯⋯⋯⋯⋯⋯⋯⋯⋯⋯⋯⋯
　５．４．１１　攀缘植物种植设计 １８７⋯⋯⋯⋯⋯⋯⋯⋯⋯⋯⋯⋯⋯⋯⋯
５．５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１８８⋯⋯⋯⋯⋯⋯⋯⋯⋯⋯⋯⋯⋯⋯⋯⋯⋯⋯
本章小结 １９０⋯⋯⋯⋯⋯⋯⋯⋯⋯⋯⋯⋯⋯⋯⋯⋯⋯⋯⋯⋯⋯⋯⋯⋯
研讨与练习 １９１⋯⋯⋯⋯⋯⋯⋯⋯⋯⋯⋯⋯⋯⋯⋯⋯⋯⋯⋯⋯⋯⋯⋯
本章推荐参考书目 １９１⋯⋯⋯⋯⋯⋯⋯⋯⋯⋯⋯⋯⋯⋯⋯⋯⋯⋯⋯⋯

３



实践技能篇
６　园林规划设计实训基本技能 １９５⋯⋯⋯⋯⋯⋯⋯⋯⋯⋯⋯⋯⋯
本章学习目标 １９５⋯⋯⋯⋯⋯⋯⋯⋯⋯⋯⋯⋯⋯⋯⋯⋯⋯⋯⋯⋯⋯⋯
６．１　实训课程特点与技能要求 １９５⋯⋯⋯⋯⋯⋯⋯⋯⋯⋯⋯⋯⋯⋯⋯
　６．１．１　实训课程特点 １９５⋯⋯⋯⋯⋯⋯⋯⋯⋯⋯⋯⋯⋯⋯⋯⋯⋯⋯
　６．１．２　实训过程与技能要求 １９７⋯⋯⋯⋯⋯⋯⋯⋯⋯⋯⋯⋯⋯⋯⋯
６．２　实训步骤 １９９⋯⋯⋯⋯⋯⋯⋯⋯⋯⋯⋯⋯⋯⋯⋯⋯⋯⋯⋯⋯⋯⋯
　６．２．１　园林规划设计的一般程序 １９９⋯⋯⋯⋯⋯⋯⋯⋯⋯⋯⋯⋯⋯
　６．２．２　实训步骤方法 ２０１⋯⋯⋯⋯⋯⋯⋯⋯⋯⋯⋯⋯⋯⋯⋯⋯⋯⋯
６．３　实训方法要点 ２０２⋯⋯⋯⋯⋯⋯⋯⋯⋯⋯⋯⋯⋯⋯⋯⋯⋯⋯⋯⋯
　６．３．１　设计前期准备工作要充分 ２０２⋯⋯⋯⋯⋯⋯⋯⋯⋯⋯⋯⋯⋯
　６．３．２　方案的构思与选择 ２０９⋯⋯⋯⋯⋯⋯⋯⋯⋯⋯⋯⋯⋯⋯⋯⋯
　６．３．３　调整与优化方案 ２１４⋯⋯⋯⋯⋯⋯⋯⋯⋯⋯⋯⋯⋯⋯⋯⋯⋯
　６．３．４　不要轻易推翻方案 ２１５⋯⋯⋯⋯⋯⋯⋯⋯⋯⋯⋯⋯⋯⋯⋯⋯
　６．３．５　方案设计的表达 ２１６⋯⋯⋯⋯⋯⋯⋯⋯⋯⋯⋯⋯⋯⋯⋯⋯⋯
　６．３．６　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 ２１７⋯⋯⋯⋯⋯⋯⋯⋯⋯⋯⋯⋯⋯⋯⋯
６．４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２１８⋯⋯⋯⋯⋯⋯⋯⋯⋯⋯⋯⋯⋯⋯⋯⋯⋯⋯
本章小结 ２２６⋯⋯⋯⋯⋯⋯⋯⋯⋯⋯⋯⋯⋯⋯⋯⋯⋯⋯⋯⋯⋯⋯⋯⋯
研讨与练习 ２２６⋯⋯⋯⋯⋯⋯⋯⋯⋯⋯⋯⋯⋯⋯⋯⋯⋯⋯⋯⋯⋯⋯⋯
本章推荐参考书目 ２２７⋯⋯⋯⋯⋯⋯⋯⋯⋯⋯⋯⋯⋯⋯⋯⋯⋯⋯⋯⋯

７　城市道路与广场绿地设计 ２２８⋯⋯⋯⋯⋯⋯⋯⋯⋯⋯⋯⋯⋯⋯
本章学习目标 ２２８⋯⋯⋯⋯⋯⋯⋯⋯⋯⋯⋯⋯⋯⋯⋯⋯⋯⋯⋯⋯⋯⋯
７．１　城市道路绿地规划的基础知识 ２２８⋯⋯⋯⋯⋯⋯⋯⋯⋯⋯⋯⋯⋯
　７．１．１　城市道路绿地的作用 ２２８⋯⋯⋯⋯⋯⋯⋯⋯⋯⋯⋯⋯⋯⋯⋯
　７．１．２　城市道路的分类 ２２９⋯⋯⋯⋯⋯⋯⋯⋯⋯⋯⋯⋯⋯⋯⋯⋯⋯
　７．１．３　城市道路绿地设计专用语 ２３０⋯⋯⋯⋯⋯⋯⋯⋯⋯⋯⋯⋯⋯
　７．１．４　城市道路绿地类型 ２３１⋯⋯⋯⋯⋯⋯⋯⋯⋯⋯⋯⋯⋯⋯⋯⋯
　７．１．５　城市道路绿地规划设计原则 ２３４⋯⋯⋯⋯⋯⋯⋯⋯⋯⋯⋯⋯
　７．１．６　城市道路绿化形式 ２３５⋯⋯⋯⋯⋯⋯⋯⋯⋯⋯⋯⋯⋯⋯⋯⋯
７．２　城市道路绿化带的设计 ２３７⋯⋯⋯⋯⋯⋯⋯⋯⋯⋯⋯⋯⋯⋯⋯⋯
　７．２．１　人行道绿化树种植设计 ２３７⋯⋯⋯⋯⋯⋯⋯⋯⋯⋯⋯⋯⋯⋯
　７．２．２　行道树的设计 ２３８⋯⋯⋯⋯⋯⋯⋯⋯⋯⋯⋯⋯⋯⋯⋯⋯⋯⋯
　７．２．３　分车绿带的设计 ２４２⋯⋯⋯⋯⋯⋯⋯⋯⋯⋯⋯⋯⋯⋯⋯⋯⋯
　７．２．４　花园林荫道的绿化设计 ２４５⋯⋯⋯⋯⋯⋯⋯⋯⋯⋯⋯⋯⋯⋯
　７．２．５　滨河路绿地种植设计 ２４６⋯⋯⋯⋯⋯⋯⋯⋯⋯⋯⋯⋯⋯⋯⋯
７．３　街道小游园设计 ２４８⋯⋯⋯⋯⋯⋯⋯⋯⋯⋯⋯⋯⋯⋯⋯⋯⋯⋯⋯
　７．３．１　街道小游园的布局形式 ２４８⋯⋯⋯⋯⋯⋯⋯⋯⋯⋯⋯⋯⋯⋯
　７．３．２　街道小游园的设计内容 ２４９⋯⋯⋯⋯⋯⋯⋯⋯⋯⋯⋯⋯⋯⋯
　７．３．３　景观设计 ２５０⋯⋯⋯⋯⋯⋯⋯⋯⋯⋯⋯⋯⋯⋯⋯⋯⋯⋯⋯⋯
　７．３．４　植物配置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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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城市广场绿地规划设计 ２５０⋯⋯⋯⋯⋯⋯⋯⋯⋯⋯⋯⋯⋯⋯⋯⋯
　７．４．１　城市广场的分类 ２５０⋯⋯⋯⋯⋯⋯⋯⋯⋯⋯⋯⋯⋯⋯⋯⋯⋯
　７．４．２　城市广场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 ２５１⋯⋯⋯⋯⋯⋯⋯⋯⋯⋯⋯
　７．４．３　现代城市广场绿地规划设计原则 ２５３⋯⋯⋯⋯⋯⋯⋯⋯⋯⋯
　７．４．４　各类城市广场绿地规划设计要求 ２５４⋯⋯⋯⋯⋯⋯⋯⋯⋯⋯
　７．４．５　广场绿地种植设计的基本形式 ２５８⋯⋯⋯⋯⋯⋯⋯⋯⋯⋯⋯
　７．４．６　城市广场树种选择的原则 ２５９⋯⋯⋯⋯⋯⋯⋯⋯⋯⋯⋯⋯⋯
７．５　公路绿化和立交桥绿地设计 ２６０⋯⋯⋯⋯⋯⋯⋯⋯⋯⋯⋯⋯⋯⋯
　７．５．１　高速公路绿化 ２６０⋯⋯⋯⋯⋯⋯⋯⋯⋯⋯⋯⋯⋯⋯⋯⋯⋯⋯
　７．５．２　公路绿化 ２６１⋯⋯⋯⋯⋯⋯⋯⋯⋯⋯⋯⋯⋯⋯⋯⋯⋯⋯⋯⋯
　７．５．３　交叉路口和交通岛绿地设计 ２６２⋯⋯⋯⋯⋯⋯⋯⋯⋯⋯⋯⋯
７．６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２６５⋯⋯⋯⋯⋯⋯⋯⋯⋯⋯⋯⋯⋯⋯⋯⋯⋯⋯
本章小结 ２６９⋯⋯⋯⋯⋯⋯⋯⋯⋯⋯⋯⋯⋯⋯⋯⋯⋯⋯⋯⋯⋯⋯⋯⋯
研讨与练习 ２６９⋯⋯⋯⋯⋯⋯⋯⋯⋯⋯⋯⋯⋯⋯⋯⋯⋯⋯⋯⋯⋯⋯⋯
本章推荐参考书目 ２７０⋯⋯⋯⋯⋯⋯⋯⋯⋯⋯⋯⋯⋯⋯⋯⋯⋯⋯⋯⋯

８　居住区绿地规划 ２７１⋯⋯⋯⋯⋯⋯⋯⋯⋯⋯⋯⋯⋯⋯⋯⋯⋯⋯
本章学习目标 ２７１⋯⋯⋯⋯⋯⋯⋯⋯⋯⋯⋯⋯⋯⋯⋯⋯⋯⋯⋯⋯⋯⋯
８．１　居住区规划基础知识 ２７１⋯⋯⋯⋯⋯⋯⋯⋯⋯⋯⋯⋯⋯⋯⋯⋯⋯
　８．１．１　居住区组成和规模 ２７２⋯⋯⋯⋯⋯⋯⋯⋯⋯⋯⋯⋯⋯⋯⋯⋯
　８．１．２　居住区住宅组群的布置形式 ２７３⋯⋯⋯⋯⋯⋯⋯⋯⋯⋯⋯⋯
　８．１．３　居住区道路系统 ２７６⋯⋯⋯⋯⋯⋯⋯⋯⋯⋯⋯⋯⋯⋯⋯⋯⋯
　８．１．４　居住区公共建筑与设施 ２７９⋯⋯⋯⋯⋯⋯⋯⋯⋯⋯⋯⋯⋯⋯
８．２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 ２８０⋯⋯⋯⋯⋯⋯⋯⋯⋯⋯⋯⋯⋯⋯⋯⋯⋯
　８．２．１　居住区绿地的概念 ２８０⋯⋯⋯⋯⋯⋯⋯⋯⋯⋯⋯⋯⋯⋯⋯⋯
　８．２．２　居住区绿地的组成与定额指标 ２８１⋯⋯⋯⋯⋯⋯⋯⋯⋯⋯⋯
８．３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基本理念与原则 ２８３⋯⋯⋯⋯⋯⋯⋯⋯⋯⋯
　８．３．１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基本理念 ２８３⋯⋯⋯⋯⋯⋯⋯⋯⋯⋯⋯
　８．３．２　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基本原则 ２８３⋯⋯⋯⋯⋯⋯⋯⋯⋯⋯⋯
８．４　居住区绿地规划布局 ２８４⋯⋯⋯⋯⋯⋯⋯⋯⋯⋯⋯⋯⋯⋯⋯⋯⋯
　８．４．１　居住区公共绿地 ２８４⋯⋯⋯⋯⋯⋯⋯⋯⋯⋯⋯⋯⋯⋯⋯⋯⋯
　８．４．２　居住区道路绿化 ２８８⋯⋯⋯⋯⋯⋯⋯⋯⋯⋯⋯⋯⋯⋯⋯⋯⋯
　８．４．３　居住区宅间宅旁绿地和庭园绿地 ２９０⋯⋯⋯⋯⋯⋯⋯⋯⋯⋯
　８．４．４　郊野高档社区的环境绿化设计 ２９３⋯⋯⋯⋯⋯⋯⋯⋯⋯⋯⋯
８．５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２９５⋯⋯⋯⋯⋯⋯⋯⋯⋯⋯⋯⋯⋯⋯⋯⋯⋯⋯
本章小结 ２９８⋯⋯⋯⋯⋯⋯⋯⋯⋯⋯⋯⋯⋯⋯⋯⋯⋯⋯⋯⋯⋯⋯⋯⋯
研讨与练习 ２９８⋯⋯⋯⋯⋯⋯⋯⋯⋯⋯⋯⋯⋯⋯⋯⋯⋯⋯⋯⋯⋯⋯⋯
本章推荐参考书目 ２９９⋯⋯⋯⋯⋯⋯⋯⋯⋯⋯⋯⋯⋯⋯⋯⋯⋯⋯⋯⋯

９　单位附属绿地规划 ３００⋯⋯⋯⋯⋯⋯⋯⋯⋯⋯⋯⋯⋯⋯⋯⋯⋯
本章学习目标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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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单位附属绿地概述 ３００⋯⋯⋯⋯⋯⋯⋯⋯⋯⋯⋯⋯⋯⋯⋯⋯⋯⋯
　９．１．１　单位附属绿地的概念 ３００⋯⋯⋯⋯⋯⋯⋯⋯⋯⋯⋯⋯⋯⋯⋯
　９．１．２　单位附属绿地的类型 ３００⋯⋯⋯⋯⋯⋯⋯⋯⋯⋯⋯⋯⋯⋯⋯
　９．１．３　单位附属绿地的功能 ３０１⋯⋯⋯⋯⋯⋯⋯⋯⋯⋯⋯⋯⋯⋯⋯
９．２　工矿企业的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３０１⋯⋯⋯⋯⋯⋯⋯⋯⋯⋯⋯⋯⋯
　９．２．１　工厂园林绿化的功能 ３０１⋯⋯⋯⋯⋯⋯⋯⋯⋯⋯⋯⋯⋯⋯⋯
　９．２．２　工厂绿地的环境特点 ３０２⋯⋯⋯⋯⋯⋯⋯⋯⋯⋯⋯⋯⋯⋯⋯
　９．２．３　工厂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３０３⋯⋯⋯⋯⋯⋯⋯⋯⋯⋯⋯⋯⋯⋯
　９．２．４　工厂绿地的组成 ３０５⋯⋯⋯⋯⋯⋯⋯⋯⋯⋯⋯⋯⋯⋯⋯⋯⋯
　９．２．５　工厂园林绿地设计要求 ３０５⋯⋯⋯⋯⋯⋯⋯⋯⋯⋯⋯⋯⋯⋯
　９．２．６　工厂局部绿地设计 ３０６⋯⋯⋯⋯⋯⋯⋯⋯⋯⋯⋯⋯⋯⋯⋯⋯
　９．２．７　树种规划 ３１２⋯⋯⋯⋯⋯⋯⋯⋯⋯⋯⋯⋯⋯⋯⋯⋯⋯⋯⋯⋯
　９．２．８　工厂绿化树种选择的原则 ３１３⋯⋯⋯⋯⋯⋯⋯⋯⋯⋯⋯⋯⋯
　９．２．９　工厂绿化常用树种 ３１３⋯⋯⋯⋯⋯⋯⋯⋯⋯⋯⋯⋯⋯⋯⋯⋯
９．３　学校园林绿地规划设计 ３１５⋯⋯⋯⋯⋯⋯⋯⋯⋯⋯⋯⋯⋯⋯⋯⋯
　９．３．１　大专院校校园园林绿化 ３１５⋯⋯⋯⋯⋯⋯⋯⋯⋯⋯⋯⋯⋯⋯
　９．３．２　中小学校园林绿地设计 ３２２⋯⋯⋯⋯⋯⋯⋯⋯⋯⋯⋯⋯⋯⋯
　９．３．３　幼儿园绿地设计 ３２２⋯⋯⋯⋯⋯⋯⋯⋯⋯⋯⋯⋯⋯⋯⋯⋯⋯
９．４　医疗机构的绿地设计 ３２３⋯⋯⋯⋯⋯⋯⋯⋯⋯⋯⋯⋯⋯⋯⋯⋯⋯
　９．４．１　医疗机构的类型 ３２３⋯⋯⋯⋯⋯⋯⋯⋯⋯⋯⋯⋯⋯⋯⋯⋯⋯
　９．４．２　医疗机构的绿地规划 ３２３⋯⋯⋯⋯⋯⋯⋯⋯⋯⋯⋯⋯⋯⋯⋯
　９．４．３　医疗机构的绿地设计 ３２４⋯⋯⋯⋯⋯⋯⋯⋯⋯⋯⋯⋯⋯⋯⋯
　９．４．４　不同性质医院的一些特殊要求 ３２６⋯⋯⋯⋯⋯⋯⋯⋯⋯⋯⋯
　９．４．５　医疗机构绿地树种的选择 ３２７⋯⋯⋯⋯⋯⋯⋯⋯⋯⋯⋯⋯⋯
９．５　机关单位绿地规划设计 ３２７⋯⋯⋯⋯⋯⋯⋯⋯⋯⋯⋯⋯⋯⋯⋯⋯
９．６　典型实践案例分析 ３３１⋯⋯⋯⋯⋯⋯⋯⋯⋯⋯⋯⋯⋯⋯⋯⋯⋯⋯
本章小结 ３３５⋯⋯⋯⋯⋯⋯⋯⋯⋯⋯⋯⋯⋯⋯⋯⋯⋯⋯⋯⋯⋯⋯⋯⋯
研讨与练习 ３３５⋯⋯⋯⋯⋯⋯⋯⋯⋯⋯⋯⋯⋯⋯⋯⋯⋯⋯⋯⋯⋯⋯⋯
本章推荐参考书目 ３３６⋯⋯⋯⋯⋯⋯⋯⋯⋯⋯⋯⋯⋯⋯⋯⋯⋯⋯⋯⋯

１０　公园规划设计 ３３７⋯⋯⋯⋯⋯⋯⋯⋯⋯⋯⋯⋯⋯⋯⋯⋯⋯⋯⋯
本章学习目标 ３３７⋯⋯⋯⋯⋯⋯⋯⋯⋯⋯⋯⋯⋯⋯⋯⋯⋯⋯⋯⋯⋯⋯
１０．１　规划设计的基础知识 ３３７⋯⋯⋯⋯⋯⋯⋯⋯⋯⋯⋯⋯⋯⋯⋯⋯
　１０．１．１　城市公园的概念 ３３７⋯⋯⋯⋯⋯⋯⋯⋯⋯⋯⋯⋯⋯⋯⋯⋯
　１０．１．２　公园的发展概要 ３３７⋯⋯⋯⋯⋯⋯⋯⋯⋯⋯⋯⋯⋯⋯⋯⋯
　１０．１．３　公园的分类 ３３９⋯⋯⋯⋯⋯⋯⋯⋯⋯⋯⋯⋯⋯⋯⋯⋯⋯⋯
　１０．１．４　公园的功能 ３３９⋯⋯⋯⋯⋯⋯⋯⋯⋯⋯⋯⋯⋯⋯⋯⋯⋯⋯
　１０．１．５　公园规划设计原则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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