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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屋顶花园的概念出发 ,结合屋顶花园的分类 、功能等方面来对国内外屋顶花园的发

展现状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阐述了北方屋顶绿化植物选择与种植设计 ,指出了我国屋顶花园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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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 of roof garden, som e exploitatio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 ard after analyzing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roof garden hom e and abroad. M oveover, p lant selecting and p lan-t

ing design in northern roof garden are describe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action of roof garden in China are

analyzedand the counterm easures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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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工作和居住
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使得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改

善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的工作成为 急待解决的问

题。当今 ,城市建筑朝着多层、 高层和高密度发展 ,
城市绿地面积逐年被无偿还的占用。城市高楼大厦

林立 , 众多硬质铺装取代自然土壤和植被 ,其结果导

致城市生态平衡失调
[ 1 ]
。为了开拓城市绿化空间 ,

很多大中城市都新建了大型的公园等 ,但总的来说 ,
水平方向的发展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在新建和改

建的旧建筑物上开辟园林绿化场地 , 建造屋顶花园 ,
是增加城市绿地面积的有效途径

[ 2]
。

1 屋顶花园的概念及分类

屋顶花园就是在各类古今建筑物、 构筑物、桥梁

(立交桥 )等的顶层 ,露台、天台、阳台或大型人工假
山体上进行造园 ,种植瓜果蔬菜、 树木花卉及草坪地

被的统称
[ 3, 4]
。

屋顶花园的分类形式多样 : [ 3, 5]
( 1)按使用要求

分游览性屋顶花园、 赢利性夜景花园、 科研生产的绿

化屋顶。 ( 2)按绿化形 式分 地毯式、花坛 式、棚架

式、苗床式、花园式、庭园式。 ( 3)按空间位置分开
敞式、封闭式、半开敞式。 ( 4)按高度分 低层屋顶花

园和高层屋顶花园。 ( 5)按花园植物、 建筑的方式

可分为成片种植式、 分散周边式和庭院式。

2 屋顶花园的功能

2. 1 开拓城市空间 , 节约土地 , 增加城市的绿化面
积, 丰富城市景观

[ 6, 7]

在城市规划建筑用地时 , 城市绿地面积被逐年
无偿还的占用。解决建筑占地与绿地的矛盾 , 屋顶

绿化是当今人类为了解决平面绿化与占地面积的矛

盾而寻找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屋顶绿化扩大了城市

绿化范围 ,为城市增加了新的绿源 ,为市民提供了休

闲场所 ,活跃了城市景观。同时 , 屋顶绿化提高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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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品位 , 体现了建筑与绿化艺术、 人与自然的有机

结合
[ 9]

, 还可以提高公众绿化环保意识。它不仅可
增加城市 /自然 0的绿色空间层次 , 还能使居住或工
作在高层上的人们俯瞰到更多的绿化景观 , 给人以

清新悦目之感 ,消除因工作紧张、 住房拥挤等引起的

精神压力 , 发挥其生态效益及美学功能
[ 10]
。

2. 2 改善城市热岛效应的功能
[ 8]

屋顶绿化夏季可以明显降低钢筋混凝土结构或

砖混结构建筑物屋顶的昼夜温差 , 从而防止建筑物
外围墙身被拉裂或楼盖四角出现龟裂。屋顶绿化后

可以减少屋顶眩光和紫外线辐射 , 还可以使它下面
防水层及建筑结构构件得到保护并 延长其使用寿

命。屋顶绿化后植物可以将建筑屋顶的降雨吸收储

存 ,通过蒸腾增加城市空气湿度 , 同时还可以调节城

市温度 , 吸收二 氧化碳、释放氧气、 吸附污染物质。

根据环保科学家对城市空气的测定 : 一个城市如果
把屋顶都利用起来 ,进行有效的绿化美化 ,那么这个

城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 较之没有绿化美化的要低

70%以上。此外 , 屋顶绿化美化 , 对减少城市噪音 ,
降低辐射污染等 ,都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 11]

。

大量的实践证明 , 屋顶绿化所营造的绿化环境

能使人们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 ,修建屋顶花园好处

众多。屋顶绿化的最终效能是降低城市温室效应 ,
改善城市热岛效应 ,增加城市空气的含氧量 ,更好地

促进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 , 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

生态环境 , 从而提高人们 的免疫力 , 减少疾病的发

生 ,而且还可以保护人们的视力和听力 ,使久居都市
的人们能够健康长寿。

3 国内外屋顶花园的发展现状

3. 1 国外屋顶花园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国外 , 新巴 比伦 国王尼 希 甲尼 撒早 在公 元前

600年左右就在宫殿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沿岸建造了
一座空中花园 ,高达 25 m, 上下共分 3层 ,层层盖宫
室 ,处处种花木 , 形成了一个自然山林野趣的环境 ,

花木常年郁郁葱葱。远望犹如花园悬于空中 , 故又

有 /悬园 0之称。后来便成为 /古代世界七大奇迹 0
之一

[ 12]
。自 1959年 ,美国的风景建筑师 ,以开拓者

的精神 , 在奥克兰凯瑟办公大楼的屋顶上 ,建造了第

一个屋顶花园后 ,屋顶花园便在许多国家相继出现 ,

并日臻完善。在阳台或屋顶花园上悬挂或种植绿化

植物在欧洲十分普遍 ,在日本东京市政府规定 ,凡是
新建建筑 物占地 面积超 过 1 000 m2

, 屋顶 必须有

20%为绿色植物覆盖 , 否则房 屋所有者将被罚款。

原苏联、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我国香港等地区也已

建成多处较 大型的、为公 众开 放的 著名 的空中 花

园
[ 11]
。

多数屋顶花园是在大型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的

屋顶或天台 ,向天空展开。目前屋顶花园在国外不

是 / 空中 楼阁 0, 如美国芝加 哥为减轻 城市热 岛效

应, 正推动一项屋顶花园工程来为城市降温。日本
东京明文规定新建筑占地面积只要超过 1 000 m 2

,
屋顶的 1 /5必须为绿色植物所覆盖 , 否则开发商就
得接受罚款。

3. 2 我国屋顶花园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屋顶绿化 , 由于受到基建投资、 建造技术

和材料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影响 , 还处于起步阶
段。但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法规政策的出台 , 屋顶
绿化发展迅速。

国内发展屋顶花园较早的城市有深圳、 重庆、成

都、广州、北京、上海、长沙、兰州、武汉等。 60年代

初重庆、成都等一些城市的工厂车间、 办公楼和仓库

等建筑 ,在平屋顶的空地开展农副生产 , 种植瓜果、

蔬菜等。既有了经济收入 ,又改善了城市环境 , 增加
了绿化面积。近年来这类屋顶绿化通过改造 , 形成
屋顶花园 ,为本单位职工提供了业余休息、 娱乐的场

所。

70年代我国第一个大型屋顶 花园在广州东方

宾馆 10层屋顶建成。它是我国按统一规划设计与
建筑物同步建成的第一座屋顶花园。在 900 m

2
的

屋顶面积上 ,布置有各种园林小品 ) ) ) 水池、湖石及
各类适合于当地生长的精致花木。在这块长方形的

平面上 ,布局简洁明朗 , 空间划分大小适中 , 层次丰

富, 体现了岭南园林风格 , 深受国内外宾客的好评。

1983年, 北京利用外 资修建了长城饭店 , 在建
筑群体西侧矮层的屋顶上 , 建造起有 3 000 m 2

面积

的屋顶花园里 ,水池、花台、各种几何形的种植区等

有机的穿插结合 , 点缀少量的自然山石、 喷泉、瀑布

和小溪流水贯通全园。这是在我国北方建造的第一

座大型露天屋顶花园。

东方宾馆和长城饭店的屋顶花园 , 规模较大 ,投
资也较多。这类屋顶花园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 , 所

以很难大面积推广。因此为了增加城市绿地覆盖率

和人均绿地面积 , 还应该从改造现有城镇的住宅平

屋顶 ,公共建筑物的平屋顶来着手。在这方面四川
成都、重庆等地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

与建筑物同步规划设计的还有重庆园林局和兰

州园林局的屋顶花园 ,它们都是规模较小的屋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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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为本单位职工提供休息场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 在我国各地成批的建造
了各具特色的屋顶花园。如上海首批兴建的豪华旅

游宾馆中的花亭宾馆 ,在它主楼前裙楼屋顶上 ,兴建

具有中西造园风格的大型屋顶花园。

1991年开业的北 京首都宾馆 , 在第 16层和第
18层屋顶上 ,均建造了精美的屋顶小花园。

1992年建成使用的北京林业大学主楼屋顶花
园 ,是一座具有中国园林特色和一定示范性的屋顶
花园。

北京在望京小区内 建立一处面 积达 2 000 m
2

的屋顶花园 ,这一信息标志着 /屋顶绿化 0已开始在

北京全面实施。

2003年北京中关村广场建起了亚洲最大空中
花园 , 形成多层面的不等高阶梯式的楔形绿地 ,绿地

面积 5万 m
2
。所有植物都栽植在土壤厚度 3 m深

的屋顶土层 , 种植大乔木 800多棵 , 灌木 2万株 ,精

品月季 1万多株 , 攀缘植物 700株, 宿根植物 1 000
株 ,植草 1万 m

2
。屋顶花园拥有一个大型的音乐灯

光喷泉 , 水面面积超过 1 000 m
2
。这不仅在亚洲独

一无二 , 在全球也属罕见。
屋顶绿化是提高北京绿地数量和可视绿量的一

种必要措施 ,也是提高北京城市生态和景观质量的
重要手段。目前国内出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规定 ,

人均屋顶绿化面积必须达到 0. 5 m2 [ 13]
以上。为实

现 2008年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5% 的目标 , 为成

功的举办一届真正的 /绿色奥运 0奠定坚实的基础。

4 我国屋顶花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
解决对策

4. 1 屋顶的超重问题

屋顶绿化美化的 关键 , 首先 要考虑的 是安全。

其次是绿化美化的效果和作用的发挥。新修建筑物

在实施屋顶绿化方面相对比较容易 , 这主要是出于
对基础结构等必要条件的考虑 ,而那些老的建筑物 ,
实施绿化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 有的房屋不具备设防

能力 ,改造成本过高。这些都成了不利于屋顶绿化
发展的原因。绿化设计的依据是屋顶的结构和载荷

力。要充分考虑建筑材料、 栽培介质、树木花草、自

然雨雪等的总重量 ,进行科学的测量和计算 ,其总重

量只能占屋顶载荷重量的 80% ~ 85% 。要有 15%

~ 20%的余地作为安全系数 , 保证住房的绝对安全。
现在 , 国家建设部以政策性规定 , 不论在什么地方进
行房屋建筑 ,都必须同时考虑屋顶的绿化 ,把屋顶的

绿化设计、布局 , 一同纳入整个房屋的建筑内容 [ 3]
。

解决屋顶承重问题还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 选择
设计屋顶绿化专用的轻质基质。这样可在许多屋顶

进行绿化。

4. 2 屋顶的水体设计及防水排水被破坏的问题

屋顶花园中已广泛设置各类水体 , 喷泉系统 ,取
得了良好的造景效果。但由于水深较浅 ,水的污染
严重等原因给管理上带来了许多困难 ,还有的屋顶

花园的泉池假山水系未通。所以 , 屋顶花园水体工
程必须要通盘统筹考虑 ,处理好水电设备 ,并对建成

后使用管理问题多加考虑。

屋顶的防水排水设施被破坏的问题在旧建筑物

改建屋顶花园中较常见 , 有些屋顶花园将刚性防水
层当作水泥地面使用 ,在其上任意建造各项园林工
程, 穿孔打洞 , 对刚性防水层的弹性填缝也未加妥善

保护 ,以致破坏了原防水层 , 造成层顶漏水。屋顶防
水能否保护的另一主要方 面就是屋顶排水 是否通

畅, 而旧建筑物上屋顶的排水设施一般均未考虑增
建屋顶花园的需要 , 因此容易造成排水管道的堵塞。

这些问题应由园林管理和建筑物使用管理单位来共

同解决。

意大利、法国、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采

用一种 APP防水 卷材解决 屋顶 花园的 防水问 题。

APP以聚丙烯等高等分子聚合物改性沥青制成的一
种新型防水材料。这种 APP防水 卷材已经在我国
生产使用 , 2003年我国研制的 APP改性沥青抗根防

水卷材也投入生产使用
[ 14 ]

,可根治屋顶花园渗漏问
题

[ 15]
。

4. 3 屋顶花园的统一规划与建设问题

目前屋顶绿化大多是在已建起的建筑物屋顶上

进行的 ,此时已贻 误了最佳时机 , 操作起来 较为被

动, 技术难度增大 , 导致屋顶绿化屋顶花园常缺乏统
一规划、精心设计。如果将屋顶绿化设计与建筑设

计同步进行 ,诸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大面积的屋
顶绿化通过精心规划设计 , 不但可以确保房屋结构
的安全和抗震能力 , 给水、排水、卫生、防雷等诸多因

素也可综合考虑 , 而且可以设计出丰富多彩的园林
小品。

5 北方屋顶花园中植物选择与种植设

计

5. 1 植物选择

由于北方 气候干燥 , 土壤贫瘠 , 冬季西北 风频

繁, 气候寒冷 , 因此北方植物种类相对较少。根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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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这些自然因素和屋顶花园的具体特点 (如屋顶上

的风力比平地强大 ,夏季炎热而冬季又寒冷 ,阳光充
足易造成干旱 , 土层浅 )选择能适应这种环境的优
美植物。

( 1)少用乔木 , 尽量选择喜阳、 耐旱、耐寒的浅

根性花灌木、攀缘植物、地被植物、花卉 ,而且还必须
属低矮 , 抗风、耐移植的品种来创造园林景观。

( 2)规格较大的花灌木、 小乔木用桶栽或盆栽

( 3)视各植 物之间的搭配 , 将不同 形态、颜色、

花色、花期的植物有机结合起来 , 形成一个微型的生

态群落 , 从而有效的改变小气候 , 创造一个优美舒适
园林空间

[ 16]
。

( 4)选择适应能力强管理 粗放的乡土植物 , 这
样不仅能表现地方特色 ,而且便于今后的养护管理。

( 5)多用常绿植物如矮化龙柏、 洒金千头柏、铺

地柏、金心黄杨、早园竹、阔叶箬竹、凤尾兰等植物 ,
以减少冬季萧条景色。

5. 2 屋顶花园种植设计

屋顶花园的植物选配形式 ,视其使用要求而异 ,

但无论哪种使用要求和形式 , 屋顶花园主体应是绿
色植物。在屋顶有限的面积内 ,各类植物所占比例
应有 50% ~ 70% 以上。植物品种应比陆地花园更

为精美。在选配各类植物时 , 应先了解各类植物习
性确定其应用形式。因场所狭小 , 所选用的植物应

估计其生长速度 ,以及其充分生长后所有的空间和
面积 , 以便计算栽植距离及达到完全覆盖绿地面积

所需时间。

屋顶花园既然要保持一定数量的植物种类 ,就
要有适应其生长的种植区。因此应用各种材料 ,修

建形态各异 ,深浅不同的种植区或种植池。其中花
池 (花坛、花 台 )的高度 根据植 物品种、景观 而定。

种植土厚度从 10~ 200 cm以满足植物生长发育要
求。自然式种植区 大型屋顶花园 ,特别是与建筑同

步建造的屋顶花园多采用自然式种植池。种植区内

首先可根据地被、 草坪、花灌木、乔木的品种和形态 ,
形成一定的绿色生态群落 ; 其次 , 可利用种植区不同

植物要求、种植土深度不同 ,使屋顶出现局部的微地
形变化 , 增加屋顶的造景层次 , 微地形既适合种植的

要求 , 又便于排水 ;第三 ,自然式种植区与园路结合 ,
可使中国造园基本特点得以体现。

屋顶花园可采用的绿化植物的形式 , 按植物的
用途和应用方式分类可包括园景树、 花灌木、地被植

物及草坪草、藤本及绿篱。

5. 3 种植池构造及种植土种类 、厚度的问题

目前国内多采用砖墙来做池壁 , 一方面增加了

屋顶的荷载 ,另一方面使池内的种植土窄小 , 不利于
植物生长。所以最好找一些由现代先进材料如玻璃

纤维制成的容器 ,以减轻屋顶所承重的重量。

在屋顶上栽培花木 ,最主要的就是种植土 , 它是

花卉生长的基础。屋顶绿化的介质 , 它既要适合植
物的生长发育 ,又要质地轻、疏松、透气、保水、保肥。
比如人造土、 腐殖土、森林中的腐叶土。这些轻壤

土, 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 , 通风透气、干不开裂 , 湿不
泥泞、保水好、肥力足等特点。种植土厚度应该根据

地形和植被、花卉品种等不同而定 , 一般厚度从 15

~ 150 cm,按植物的生 态习性 , 填入适宜的 栽培介

质, 既可减少栽培介质的用量 ,又可减轻屋顶的承受
重量 ,从而保证楼房的安全。

为了解决在屋顶上种植较大的灌木和乔木这个

问题 ,在屋顶花园施工时 , 应对较大灌木和乔木进行
特殊加固处理。其方法有 : ( 1)在树木根部土层下 ,

用塑料网以扩大根系固土作用 ; ( 2)在树木根部 , 结
合自然地形堆置少量石体 , 以压固根系 ; ( 3)将树木

主干成组组合 ,绑扎支撑
[ 17]
。

5. 4 植物造景管理

5. 4. 1 重视养护管理 植物之景 , 乃是活景 , 必须
进行长期、连续地、科学地管理 , 才能保住景观。如
无及时地施肥、浇灌、打药、修剪等科学管理 , 植物就

不会旺盛生长 ,也就不会有艳丽色彩 ,就达不到预期
效果。造成浪费。严格说来 ,园林工作无忙季、 闲季

之分。所谓季节性 , 只是一年四季各有重点而已。

5. 4. 2 科学管理 选择适宜的绿化植物种植后 , 科
学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当今科学技术发展为屋顶提

供了便利的条件 ,如微型喷灌、滴灌、低温调节器、保
水剂、轻质基质、基质干湿控制器、 有机复合肥等 ,科

学的管理方法仍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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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两边规划和改造 50~ 200 m生态绿化廊道 ,优
化两旁的生态环境质量。

在带状廊道之间可设置 50 m宽的连接带 ,以加

强廊道的联系 ,形成网络状的廊道系统 ,充分发挥区
域绿地的景观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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