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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口袋公园景观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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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可满足人类基本活动的绿化空间逐渐减少，但生活在钢筋混凝土城市中的

人们对公园、绿植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鉴于此，加快公园的建设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由于目前我国城市用

地日益紧缺，因此兴建大型主题公园存在一定困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口袋公园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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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园通常是指依附在现代都市大厦之中的小空

间，它可能是某个较小的一块绿化空间，或者是一处街

头广场，又或者是有着特定历史纪念价值的一块小场

地。最早提出“口袋公园”这一形式的是美国景观艺术

家罗伯特泽恩，他相信口袋公园在未来将会成为大众服

务的新公园，占地面积最小可以是一两所建筑的规模。

口袋公园这种以斑块形式布置的现代都市微型主题公

园，最初是为了满足生活在高密度城市中的人们，对休

息空间的需求。起初目的是为在办公区，或是商业区里

上班的人们和临时到访的游客创造一个能够休闲放松的

户外空间。口袋公园的设置在人流密集的住宅区里，又

或是在老城区都能达到很好的改善效果。口袋公园的规

模虽然并不大，却有着和公园相同的优点，具有开放

性、便捷性、规模小、设置灵活、设施齐全、服务范围

广泛、针对性强、管理便捷、功能丰富等特点。由于口

袋公园能够满足包括了白领人士、购物者，以及老人、

孩子等各种群体运动、交流、休闲的需要，因此受到了

人们热烈的欢迎，有着很高的利用频率。

在当下的很多城市中，口袋公园已经成为了城市景

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般的城市公园不同，口

袋公园的规模通常非常小，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结构，

以斑块状散落或者隐藏于城市中。多年以来，我国的城

市扩张迅速，尤其是各种建设工作的实施，使得很多城

市都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的政策措施来缓解城市发展中的这一困境，因此口袋

公园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内得到了推广[1]。口袋公园呈现出

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规模偏小，口袋公园在很多城市都得到了推

广，都以小规模的方式存在，但关于其尺寸规定，目前

尚无明确的标准。

（2）形状不规则，因为口袋公园的尺寸偏小，使得

其不与大型公园一样需要占据很多的土地资源，一般都

处于已开发区域的边角地段。

（3）功能相对单一，大型公园具有综合性的功能，

而口袋公园的功能相对简单，只能满足基本的休闲娱乐

与观赏功能。

（4）服务范围有限，仅仅为其所处区域的居民提供

对应的服务。[2]。

缓解城市居民的精神压力

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里，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步提

高，开始向往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随着城市口袋公园

规模的迅速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完善，并产生了由

封闭式向开放式发展的过渡阶段。对于城市中的居民来

说，口袋公园是一种慰籍物，也是社会生活的发生器和

舞台，它的合理存在能够对市民的视觉、生理、心理都

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城市中的口袋公园建设，可以给居

民的休闲娱乐提供场所，人们在此区域内的活动，可帮

助人们缓解其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陶冶人们

的情操，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文化追求。

推动景观人性化发展

城市景观设计一般属于以人为本的艺术，所以艺术

家在表达自己艺术观点的同时，应该明确艺术的起点与

归宿，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艺术理念，满足人们美学体验

追求的多元化特点。人性化原则也是都市空间景观设计

的主要思想所在，能达到城市设计美学的最高层次，使

都市空间设计服务于人的日常行为习惯，并以此促使人

类日常生活与自然景观和谐共存，从而使人享受到更现

代化的城市环境。超大规模的景观空间经常会给人一种

强烈的孤独感和漂泊感，但小尺度的景观空间如口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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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则更富有安全感、私密性，也能使人们空间的体验更

丰富和舒适，让人们感受到慢节奏的都市生活氛围，从

而使人们更乐于参与其中[3]。

完善城市公园体系

口袋公园和城市中的其他类型的绿地功能有所类

似，但也不尽相同，它不但具有了其他绿地类型所具有

的生态、景观、经济等特点，也同时具有了它们所不具

有的休闲、互动、服务等功能。现有城市中规划的某些

大型综合性的公园，人们一般仅仅只有在周末或者节假

日的闲暇时候才有机会前去游玩。不过口袋公园却与之

相反，如同其名称一般，我们能够随时的从口袋公园中

获取大自然给与我们的温暖[4]。

带动良好的社会效应

因为口袋公园规模较小，所以随处可见、无处不

在，同时也就因此而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

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户外休闲之所。口袋公园能够在现

有紧张的城市生活空间里，将尽可能多的户外活动空间

开放给城市居民，在满足了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的同时提

供了互动交流、科普教育等作用。一个优秀的口袋公园

设计，能够满足各种不同爱好、不同文化层次甚至不同

年龄段的人们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提高人和

自然间的互动，也可以给公众创造出一个社交空间满足

城市居民之间开展共同交流，使城市居民间交流冷漠的

尴尬现状得到缓解，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以满足，从而

促使整个社会获得和谐有序的发展。

空间布局

口袋公园通常规模较小，园林景观设计也大多为小

尺度、紧凑型。所以在空间布局上也应仔细斟酌，充分

考虑实用性与美观性。口袋公园根据空间构成可具体

划分为出入口、边界、节点、道路等四个模块。出入口

应具有趣味性和指示功能，设计简洁明了。边界需要保

留一定的视线通透性，区域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节点

突出主题性，有记忆点，尺度适宜，与道路关系明确。

园中的道路的宽度可以适当缩小，既能满足游人的使用

要求，又能符合游人的心理要求。空间结构应有起承转

合，开合有度[5]。

功能分区

口袋公园根据主要的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休憩交

流空间、康体健身空间、儿童游乐空间、文化展示空间

四个类型。休憩交流空间需要兼顾公共性和私密性，

通过铺装变化来营造不同的活动场地，园区中需布置座

椅等休憩设施，同时需要增加适当的互动设施，提高居

民的参与性。通过植物进行空间的分割及围合，同时也

能为人们提供荫庇场所，夜晚的灯光设计也同样非常重

要。康体健身空间可结合林下空间进行设置，提供实

用，易用的锻炼健身器械，鼓励居民进行户外体育锻

炼，周边设置休憩坐凳方便居民运动完休息所需。儿童

游乐空间需要兼顾实用性、趣味性和安全性。采用分龄

段设计能够更好的保护幼龄儿童的安全，同时兼顾大龄

儿童的冒险、探索、学习、社交等需求，并为监护的成

人提供更好的休憩交流空间。文化展示空间需要兼顾文

化展示与特色营造，结合所处场地的历史文化环境，作

为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营造过程可以充分利用传统空

间、历史文脉与现代市民文化元素，通过主题性小型文

化公园空间的建设，为其赋予生命与活力，丰富城市环

境体验。

道路规划

口袋公园的面积相对较小，在开展景观设计的过程

中，要结合规划区域内的特点，科学进行道路交通的规

划。为保障道路交通的合理性，应将现场的地形条件、

现有园路作为规划的基础，内部所建道路应遵循分级制

的要求，布设主要游览道路和观光小道，以满足不同类

型游人的交通需求。人行道、广场、停车场及车流量少

的道路宜采用透水铺装，铺装材料应保证其透水性、抗

变形及承压能力。道路铺装设计形式要多变，以满足游

客不同的使用需求。铺装色彩选择要与周边环境相协

调，不同的颜色能烘托出不同的气氛，可以根据场地特

征进行搭配，从而突出特色。

竖向设计

利用原有的地形，进行微地形设计不仅增加了立体

绿化的面积，同时可以降低噪音，增加斜坡上的绿化面

积。除大多数时候使用草坪坡面进行设计之外，在高差

很大的地方还可以采用台阶、跌水、瀑布等设计方法，

一定的微地形设计可以改变周围微环境的湿热情况。此

外，在夏季的潮湿地带营造微地形景观还能够发挥主导

风向，提高局部地区的环境湿度的调节效果。在冬季的

时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冷风侵袭地面带来的

不良后果，这对于改善公园景观绿地的使用体验至关重

要。同时，微地形所提供的坡面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植被的光照面积和时间，有助于自然植被的正常生长和

发挥它们最大的景观价值[1]。

植被选择

植物是口袋公园设计的关键要素，在开展景观设计

时，应结合区域内的自然地理和气候因素综合分析，从

而进行相应的植物类型和植被选择，为保障植物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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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生长状态，在设计时应尽可能选用乡土植物。植

物配置应采取乔灌木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应避免生态习

性相克植物的搭配。口袋公园的植物选择方面，为更好

呈现植物景观的效果，在重要视线节点，可突出赏花观

景的特色，形成花林种植规模，背景以常绿高大乔木作

为支撑，形成厚实的背景林带，适当堆加小地形空间，

利用乔木、灌木、地被、草地的种植形式打造优美的绿

色天际线；局部节点如儿童活动区域，可选择观花、观

果、观形植物，以满足孩子对事物的形状、颜色、气味

等方面的探索和认知，同时活动场地中也应选择萌芽能

力较好、垂直生长良好的中高型灌木或乔木，并且应采

取通透方式栽植，以方便于大人对孩子进行看顾[2]。

在确定主题风格和功能分区之后，需考虑取舍园林

植物。一个优秀的园林绿化设计，不仅能够最大限度改造

自然环境、提高自然景观价值，同时能够合理克服硬景方

面的各种缺陷。口袋公园的绿化布置，受限于空间的局限

性，因此不同于其他普通公园或居住区绿地那般，品种多

样、层次丰富，需根据场地的功能定位和现场条件来进行

设计。在植被选择上，苗木种类不宜太多或过分分散，而

应尽可能集中，并注重于突出主要品种，即观赏性较强、

季节性变化较明显的观花、色叶植物。

标识设计

形象识别标识的设计，需要我们对口袋公园设计之

初的主旨以及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详细的解读，从

而提取设计的元素和主题，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形象

标识系统。一个好的标识设计，可以让到访的游客眼前

一亮，同时也能更好的将公园的设计意图传达给人们。

造型新颖的标识设计可以增强公园的竞争力，使我们的

口袋公园在其他公园中脱颖而出。标识设计在满足创新

性的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标识的选材、形状、颜色及

其使用的字体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标识更加突出，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口袋公园大多由城市的老旧

街区改造而成，因此它还承载着城市深厚的记忆以及当

地独有的人文精神。我们不要求每处标识都“五脏俱

全”，各种景观元素都面面俱到，但是必须具有记忆点

和可辨识性。如一组造型新颖、富有喻意象征的景观小

品；一套拥有当地历史文化韵味的公共设施；一块专门

铭刻地方志、记录着城市人文发展史的景观置石等。通

过合理运用标志性的景观要素，既全面展现了公园与众

不同的可识别性，同时也反映了城市特有的景观内容、

展现出历史街区独特的人文特色[3]。

人性化设计

人性化设计，也就是在设计功能和细节之间加入人

性化的内容，让设计整体上达到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和诉

求。设计工作进行之前，要以人为立足点展开研究，重

视个体的需求与差异，在设计的过程中尽可能满足个体

的行为需求，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让人感受环境的舒

适。口袋公园的人性化空间设计正是要处处彰显这种人

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把科学有效的借鉴与设计的创新加

以融合，并切实以人进行考量，让人切实感受到设计师

在细节的处理和设计上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口袋公

园的选址应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居民的生活

习惯、活动范围以及该片区的人群密度，同时在空间布

局上也应进行人性化的考量，根据人群的需求因地制宜

的划分区不同的活动区域，使公园内部空间得到合理利

用[4]。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设计，全区无障碍通行，

丰富的标识系统，完善的配套设施，竭力为居民打造舒

适、便利的生活空间。

结语

口袋公园的设计，需要通过对口袋公园所在地的气

候、地形、道路、建筑网、人口结构等各种因素进行分

析，总结得出重点的服务对象及其生活方式、兴趣爱好

等，从而做出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的合理设计，并按照

人流方向等因素规划公园路线，同时又要以人为本，做

好人性化细节设计，如此才能形成一套合理的口袋公园

景观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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