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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口袋公园景观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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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公园能够帮助人们在拥挤繁忙的都市生活中缓解身心的压力，舒缓内心的情绪，为人们营造一个良

好的心情。城市公园通过原始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引入，为人们提供一个同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从而为人们提供一个

释放精神压力、逃离都市喧嚣、恢复精神健康的场所。分析口袋公园的概念，城市口袋公园建设的意义，并探讨了城

市口袋公园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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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口袋公园系统想要在真正意义上为城市生活

中的人们作出贡献，就必须要秉承容易利用、方便可及

的理念。因此，口袋公园，是充分利用城市中闲置的土

地，建成供人休闲、游憩的公园，其自身具备微小、便

捷、多元化等特点。

口袋公园是指依附于建筑外的小场地，它可以是一

个小型植物空间，或是喷泉小广场，亦或是具有纪念意

义的一块小场地，有时也是零散簇成的很多块空间，分

布在现代城市的各个角落。景观设计师罗伯特·载恩提

出了“口袋公园”这一形式，他认为口袋公园是将会成

为为纽约服务的新公园，占地面积可以只有一两所建筑

的大小。口袋公园是呈斑块状分布的城市微型公园，最

初就是为了缓解高密度城市中人们对休憩空间的需求。

起初目的是给商务区及商业区的工作人员及购物者提供

一个休息放松的户外空间，在人群密集的居住区和老城

区也能够起到效果。由于口袋公园面积虽然比较小，但

是具有公园一样的特性，包括开放性、便捷性、面积

小、选址灵活、功能齐全、服务对象众多、针对性强、

使用方便、内容丰富的特点。口袋公园可以满足包括白

领、购物者直至老人、儿童等不同人群活动、交流、休

息等，使用频率较高。

口袋公园通常是由较小的空地或闲置遗忘空间发

展起来的，具有规模小、尺度人性场所、多样化、

针对的功能性以及突出的社会性等主要特点。目前

口袋公园的规模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根据经验，参

考公园设计规范的规定，认为口袋公园的规模应在

20m×20m~100m×100m之间。口袋公园的使用者多为当

地居民，承载的活动多为日常、高频率的活动，其各种

景观、设施的设计均为较亲切的尺度。口袋公园场所的

多样性体现在通过不同空间的界定和相应设施的配置来

为多种类型活动提供发生的可能[1]。针对的功能性是指口

袋公园具有满足各种功能需求的独特空间，主要包括活

动空间、休息空间、交谈空间、午餐休息空间、儿童游

乐空间等。口袋公园因其较好的可达性而承担了较高强

度的日常交往和社会活动使用，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使用

者的需求，可以改善邻里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交往。口

袋公园作为狭小的绿色斑块，多位于城市中的高密度地

区，作为可渗透的地表界面,为鸟类提供生态廊道，从而

使自然更好地融入城市。许多老城区规划往往不合理，

缺少活力。口袋公园可重新界定、整合城市开发时留下

的剩余空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土地资源，使土地效

益增值，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并

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健康发展[2]。

完善城市公园体系

公园同城市中其他形式的绿地不同，它不仅仅涵盖

了其他露地具备的某些功能，还具备了它们不具备的游

戏、休憩、服务功能，可以供人们驻足休息。当前，我

国在建设城市公园时，通常都是单纯地将目光停留在一

些“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或者“城市公园绿地面积”等

这一系列的硬性指标上，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这些指

标能够将城市绿地的实际建设情况反映出来，但是却不

能将公园对人的服务价值进行完全的体现。城市中设置

的一些大型综合性质的公园，人们通常只能是在周末或

者是假期的空闲时间才能去的地方，比如说，在纽约居

住了一辈子的人，他们有可能会经过中央公园无数次，

但是却没有时间真正地走进去观赏过；再如，在曼哈顿

上班的职员，没有人会在午餐的时间匆匆地赶到中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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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对正午美好的阳光加以享受。但是口袋公园却拥有自

己独特的优势，正如其名字一样，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

在口袋公园中得到自然赋予我们的温暖[3]。

口袋公园是城市生活的真正主角

对于城市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强大磁力的空

间，同时也是一个生命的容器。城市不仅仅会将更多的

人吸引来生活，还会使其中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虽

然口袋公园在所有城市景观中只能以一个“点”的形式

存在，是城市生活中一个十分微小的空间，却能对城市

的生活作出一个真实的写照，同时人们还能通过口袋公

园来获得对城市的印象。所以说，需要对这些分散在城

市中角角落落的小型开放空间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占

据统治地位的、大规模综合性的城市景观与活动空间并

不能将城市空间的品质真正地体现出来，真正能够体现

出来的确实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十分微小的空间。由此可

见，城市生活中的真正主角应该是口袋公园[4]。

带动良好的社会效应

因为口袋公园具备微小的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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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居民们将口袋公园作为了平日里主要的室外活动之

处。口袋公园能够在极其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将尽可能

丰富的室外活动场所提供给了人们，在满足居民的休闲

活动上具备了多种多样的功能。如果能够将口袋公园设

计好，就能使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文化层次甚至不同年

龄的居民提供出不同的休憩空间，令人与自然之间的交

流得以促进，还会为人们提供出一个社会空间用以居民

之间进行公共交往，使人们之间冷漠的尴尬局面得以改

善，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进而使社会能够得到

健康和谐发展的促进[1]。

合理布局空间

在城市口袋公园景观设计中，从美学的角度出发，

让口袋公园与周边建筑及景观风格形成统一整体。为体

现环境美学的科学性，利用区域的地形、地貌特点，依

托环境，使公园景观的造型、色彩、材质等相互呼应。

结合口袋公园的概念特点与居住区所在地的民俗民情，

包括地域文化，对口袋公园进行科学布局，使设施的数

量平衡，合理配置景观小品等元素[2]。因此，景观设计

师们还要注意城市口袋公园功能和美观之间的联系，让

各功能空间相互联系，交织成网，渗透到各个景观功能

区，塑造出富有合理性与美观性的景观空间。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环境保护的使命是让人更好地生活，创造美好环

境。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一个整体，让人们更好

地生活是二者共同的目标。我们要把环境看作一个客观

存在的自然体系，要尊重自然环境，口袋公园作为城市

与自然的连接点，要避免对环境进行过多的人为破坏。

在实施过程中，设计师要遵循共生原则，选择绿色无污

染的材料，同时加大投入，推广绿色建筑理念，使其得

到广泛的应用。人类与自然环境没有主客之分，我们要

发挥自身主体性与环境的双向创造作用，由自然环境到

人，再将人类自身生命个体存在价值置于自然之中，走

人与城市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之路。

植被选择

植物是口袋公园的关键要素，在开展景观设计时，

应结合对区域内的自然地理和气候因素分析，来进行相

应的植物类型和植被选择，为保障植物保持最佳的生

长状态，应尽可能采用乡土植物。比如，在此城市口袋

公园的设计中，可选择南洋楹、扁桃、秋枫、苹婆、杨

梅、洋蒲桃、四季桂等常绿乔灌木的种植，也可在其中

种植一些观赏草，如小兔子狼尾草、紫穗狼尾草、坡地

毛冠草、矮蒲苇等，以营造有层次感的植物景观[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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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予不同年龄层的人群提供良好的休闲游憩空间。

空间具有标识性

形象识别标识设计要充分了解公园的主题、立意以

及其历史文化背景,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有特色的形象识

别。它是不同类型空间性气质的研究与表达。它能使一

个公园从众多的公园中脱颖而出,它就象人穿衣服一样，

要得体，才能体现人的独特气质。形象识别标识设计的

新颖有利于提高竞争力[4]。在标识系统设计中，还要综合

考虑标识的选材、造型、色彩以及应用的字体等。以便

有利于整个公园的形象突出，加强视觉冲击力，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口袋公园多由城市旧街区改造而成，承载

着该区域对历史的记忆及社区文化精神。因此不要求每

处绿地“五脏俱全”、各种景观元素面面俱到，但尽可

能具有可识别性。比如一座造型亮眼、包含喻意象征的

构筑物；一处具有街区文化特色的公共设施；一块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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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记载着文化历史的景观置石。合理运用标志性

的景观元素，充分展现公园与众不同的可识别性，同时

也彰显出别具一格的景观主题、展现出街区独特的文化

风韵。

结语

从人类城市转化为科学技术城市，人类的活动区域

已经有了不同的变化，现在55%的人在大都市中生活，

预计到2050年，将会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居住在都市中，

那时所有的一切都是智能的、互联互动的、视觉化的。

将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创造充满活力的地方，扎根于

社区，致力于创造充满活力的地方和社区，成为都市记

忆叙事的最佳表达空间。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创造持久

的价值，将都市空地和未充分利用的空间变成自然、美

丽、功能性的口袋公园和社区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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