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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对公园城市建设的系列指示以及《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等相关要求，和落实市委市政府战略

部署“探索建立健全公园城市建设细则、标准、地方性法规”“推

进屋顶、墙体、道路、驳岸等绿化美化”等要求。同时，依据市政

府 2018年发布《实施“成都增绿十条”推进全域增绿工作方案》，

提出通过多元绿化建设，初步呈现“绿满蓉城”盛景，并要求到 2022

年，成都的立体绿化面积达到 330万平方米。当前，公园城市立体

绿化建设已成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见缝插

绿”多元多维拓展城市生态空间、丰富城市空间绿色层次、增进民

生福祉的重要创新举措，而在目前还暂时缺乏科学指引立体绿化的

规划、建设、管理的标准规范，因此研究制定《公园城市立体绿化

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

1.成都公园城市高密度建成区“水泥森林”增量补绿难度大，

立体绿化将绿化从平面转变为立体空间，是拓展绿色空间的重要增

长点，改善生活环境质量、丰富城市绿化景观。

目前，中心城区城市用地有限，高密度建成区绿色空间匮乏，

整体、大面积绿地的增绿难度较大，城市生态环境品质有待提升。

基于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建设目标，以及“双碳”目标的提

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要求，需迫切挖掘拓展立体绿化空间，增

加城市绿量、提升土地利用率、节约能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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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体景观艺术效果，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2.公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拓展绿色空间、发挥多重价值，是厚

植绿色生态本底、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的重要举措。

立体绿化是适应未来城市高密度发展模式、丰富城市绿化、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立体绿化比传统的平面绿化模式更为

灵活，能充分利用有限空间、因地制宜从立体维度增加绿化覆盖率、

营造城市绿化景观，应绿尽绿，厚植公园城市绿色生态本底。同时，

除注重立体绿化的美观性外，现阶段更侧重结合多元绿化技术，使

立体绿化兼具生态、美学、休憩娱乐、美化环境等多重价值，成为

市民易接触、易感知的美好生活元素和城市风貌中具有艺术特色的

标识符号，推动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实现公园城市多层次的城

绿协同和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

3.《指南》将为规范引导公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提供具体标准

支撑。

目前，随着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立体绿化持续发展，

针对立体绿化的研究逐渐增多，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但同时也

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初期建成效果良好、但植物品种单一、后期景

观效果不稳定、绿化效果不佳的情况。《公园城市立体绿化技术指

南》围绕公园城市建设目标、立足成都市实际条件、针对立体绿化

建设存在的问题，聚焦多维拓展绿化空间、生态补偿城市发展等实

际需求，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推动城市绿化空间从平面走向立

体，增加绿化覆盖率，形成多维度、多类型公园城市生态空间，改

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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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优美的公园城市。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结合成都市公园城市充分利用现有城市用地，从平面走向立体，

进一步拓展绿化空间的实际需求，研制《公园城市立体绿化技术指

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从成都市实际条件和普遍现

存问题出发，对国内挖掘城市绿化空间、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领

域标准进行针对性补充，有助于解决公园城市建设背景下城市绿化

用地紧张、城市环境污染影响、“水泥森林”遮天蔽日的突出问题，

使立体绿化建设更加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二是围绕成都公园

城市建设目标和理念特征，制定符合成都特色的立体绿化指南，对

各类立体绿化的规划设计、绿化形式、施工管护起到引导和规范作

用，推动成都公园城市特色立体绿化生态空间建设。三是推动机制

建设，助力完善多方参与、多元协同的公园城市共建共享共治的现

代化治理体系，推动公园城市生态、经济、美学、人文、生活、社

会等多元价值持续增值。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计划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根据《成都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年度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第二批）

的通知》（成市监函〔2022〕347号），正式列入 2022年度地方标

准制定计划（第二批），项目编号为第 14项，项目名称为《公园城

市立体绿化技术指南》，标准归口单位为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

局，起草单位为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成都市风景园林

规划设计院）、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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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三、工作简况

（一）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包括：陈明坤、张清彦、胡志坚、黄浩、

朱俊糖、于乾靠、黄远祥、吕德星、孟雨竹、曾艳、兰雪珍、徐爽、

邓雯、任雁、李小雯、文萌川、成亚娟、朱源、周鹏、高平、李青

青、阳梦竹、张柯琦。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任务分工

1 陈明坤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院长/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15390059500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把

控标准研制方向，并对

重难点问题进行决策。

2 张清彦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总风景园林师/

高级工程师
13980988390

组织、指导标准研究，

并参与重难点问题的研

究与讨论决策。

3 胡志坚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总工程师、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13688114561

组织标准研究，参与标

准重难点问题的决策。

4 黄 浩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院长 18280238833
组织标准研究，参与标

准重难点问题的决策。

5 朱俊糖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主任/高级工程

师
13699098729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全

文内容编制。

6 于乾靠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副院长/高级工

程师
13808052138

组织标准研究，参与标

准重难点问题的决策。

7 黄远祥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正高级

工程师

13908190556 制定计划与分工

8 吕德星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主任/高级工程

师
13111887871

参与标准重难点问题的

研究。

9 孟雨竹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参与标准主要章节内容

编制。

10 曾 艳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7380640901

参与标准主要章节内容

编制。

11 兰雪珍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工程师 18381662872

参与标准主要章节内容

编制。

12 徐 爽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18202834203

参与标准主要章节内容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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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邓 雯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项目主管 13096348968
参与标准编制、标准语

言及格式调整。

14 任 雁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主任/高级工程

师
15982349829

参与标准编制、标准语

言及格式调整。

15 李小雯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13551281768
参与标准编制、标准语

言及格式调整。

16 文萌川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副主任/高级工

程师
13881757802

参与标准编制、标准语

言及格式调整。

17 成亚娟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项目主管 18981762895
参与标准编制、标准语

言及格式调整。

18 朱 源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项目主管 13398253506
参与标准编制、标准语

言及格式调整。

19 周 鹏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

工程师
18780165421 内容审核

20 高 平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院长/高级工

程师
18108122149

内容审核与修改内容并

提出建议

21 李青青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中级工程

师
18782259896

分析研究项目内容与并

修改

22 阳梦竹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13541181788 资料整理与内容撰写

（二）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项目组

2023年 7月，成立由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市标准化院、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起

草工作安排进行总体部署。标准起草组按照项目要求，明确了标准

的使用范围、主要框架内容、编制时间节点、任务分工以及工作方

案等。

2.资料收集与调研

2023年 7月-8月，标准起草组广泛收集、分析国内外立体绿化

案例、我国城市立体绿化设计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

准，研读学习《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2021)《城市

立体绿化技术规范》（TZS0133-2020)《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

（CJJT236-2015)《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2007）《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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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基本术语标准》（CJJ/T 91-2017）及《成都市立体绿化美化规

划建设导则》《成都市屋顶绿化及垂直绿化技术导则》《成都市居

住小区绿化导则》《成都市公园社区人居环境营建》等相关文件。

基于文献资料搜集和研读，通过实地调研成都市锦江区、高新区、

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等典型点位，深入了解成都立体

绿化建设典型案例，经过总结、提炼、识别、梳理后，形成标准草

案并修改完善。

3.标准起草研讨

2023年 8月-2024年 1月，标准起草组采用组织专家研讨会、

发函、线上研讨等多种形式，多次开展集中讨论，对标准中相关的

术语和定义、总则、各类立体绿化分类指引等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研

究，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有力有效推进标准研制进

程。同时，根据最新的标准编写规范 GB/T 1.1-2020 对标准结构和

语言表述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工作中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

原则，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编写要求。

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国家行

业标准为主要依据，以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城市绿化空间拓展、生

态环境品质优化、城市立体景观美化等的现实需求为导向，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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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各项内容要求及各类导引的可行性，同时考虑必要的前瞻性，使

标准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重点引用和参考相关法律法规、中央及

国家各部委的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地方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及相

关技术性文件等，包括：

1. GB/T 123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

垫圈技术条件

2.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3. GB 50046-95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4.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5. GB 50203-2019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6.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7. GB 50420-2007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8. GB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9. GB 50755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10. GB 51192-2016 公园设计规范

11. GB 55003-2021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12. GB 55014-2021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

13. GB 55030-2022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14. CJ/T 24 园林绿化木本苗

15. CJJ 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16. CJJ/T 91-2017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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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JJ/T 236-2015 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

18. CJJ/T 287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19. CJ/T 340 绿化种植土壤

20. JTG F80/1-2017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第一册土建

工程

21. JGJ155-2013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2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Z].2019年.

23.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都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Z].2022年.

24. 四川省人民政府.《成都平原经济区“十四五”一体化发展

规划》[Z].2021年.

25. 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Z].2022年.

26.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都市园林绿化条例》

（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Z].2019

年.

27. 成都市人民政府.《实施“成都增绿十条”推进全域增绿工

作方案》[Z].2017年.

28. 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成都市规划管理局，成都市城

乡建设委员会.《成都市立体绿化美化规划建设导则》[Z].2018年.

29.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公园社区人居环境营建指南》

[Z].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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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成都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站,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成都立体绿化植物手册》[Z].2022年.

31.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都市城市既有建筑风貌提升

导则》[Z].2022年.

32. 成都市住建局.《成都市公园城市有机更新导则》[Z].2022

年.

33.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

计导则》[Z].2020年.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标准结构

本标准共有 8个章节，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分类、总则、设计指引（屋顶绿化、架空层绿化、墙面（体）

绿化、棚架绿化、桥体绿化、窗阳台绿化、硬质边坡绿化、围墙栅

栏绿化、驳岸绿化）、施工指引、管护指引、附录和参考文献。

表 1 公园城市立体绿化技术指南内容

总体内容 分项内容

公园城市立体绿化技术

指南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分类

总则

设计指引

施工指引

管护指引

附录 A 常见立体绿化形式指引

附录 B 立体绿化常用植物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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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二）主要技术条款说明

1.范围

本章说明了《公园城市立体绿化技术指南》内容体系，主要包

括公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设计指引、施工指

引和管护指引。按照《成都平原经济区“十四五”一体化发展规划》

要求，高标准建设绿色城市、推进城市空间绿色化、加强生态价值

转化示范等实际需求，说明本文件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内新建、扩

建、改建和修复的立体绿化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汇集了标准编写所引用的主要标准及文件，是引用标准的

清单，充分保证了本标准条款的可依性和可行性。

3.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标准中引用的重要术语进行了详细说明，共计 2个。

（1）公园城市

《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例》第三条将“公园城市”定

义为“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文明为引领，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

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人城境

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是开辟未来城市发展新境界、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和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

的新模式。”参考上述定义，总结理论实践资料，结合《成都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国家文件对成都公园城

市示范区的最新定位，将“公园城市”定义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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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为引领，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合的复合系统，是山水人城和谐

相融的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2）立体绿化

《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将“立体绿化”定义为“平面绿化以外

的其他所有绿化方式”。本标准结合公园城市立体绿化建设实际工作

内容，在综合考虑公园城市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和塑造公园城市大美

形态的要求下，相对以地面为载体的平面绿化，立体绿化充分利用

现有不同的空间结构与立地条件，结合多元绿化技术手段，选择以

植物为主体或依附或铺贴或悬垂与各种建（构）筑物及其他空间结

构上，进行绿化增量与景观美化的绿化美化形式。基于以上界定，

本标准将“立体绿化”定义为“以建（构）筑物及其它空间结构为载体，

以植物材料为主要材料，以多种形式实施的绿化。”

4.分类

为更好适应公园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和实际需求，充分结

合实地调研和行业主管部门最新意见，在梳理、提炼《成都市立体

绿化美化规划建设导则》等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标准进一步

将“立体绿化”划分为屋顶绿化、架空层绿化、墙面（体）绿化、

棚架绿化、桥体绿化、窗阳台绿化、硬质边坡绿化、围墙栅栏绿化、

驳岸绿化九类。

5.总则

5.1立体绿化是高密度城市多维度拓展生态空间的重要增长点。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实施立体绿化，可提升城市空间使用效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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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景观层次。

5.2基于不同类型载体空间立地条件和周边环境特征，科学评估

其绿化方案的可行性、稳定性，避免影响载体原有的结构安全与功

能需求。以保障绿化空间环境安全、绿色节能可持续和艺术美观为

基本原则，进行立体绿化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协同化增加城市

绿量、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5.3成都生态本底良好、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为建设符合实际、具有公园城市特色的立体绿化，因地制宜充分依

托多元艺术造景手法、地域性花木资源与在地文化元素进行设计配

置，坚持人居环境与城市发展相协调，充分营造“绿满蓉城、花重

锦官、水润天府”的公园城市生态景观，彰显天府文化内涵，体现

“清新淡彩、蜀风雅韵”的城市总体意向特色。

5.4贯彻公园城市以人为本特征，在立体绿化设计和建设中聚焦

“人的体验”。在保障安全且有条件建设的前提下，在立体绿化中

融入生态、文化、服务、业态、科普等多元复合场景，营造绿色健

康、舒适宜人的空间体验，提升生态宜居水平，进而为市民提供有

多重价值的绿色生活方式，让城市幸福美好生活可感可及。

5.5立体绿化逐步实现从简单绿化到艺术美化的升级，鼓励结合

不断推陈出新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工艺、高强度耐久性的绿色材料、

智慧管理系统等，全方位提升立体绿化的场景创意、绿化品质和可

持续性。

5.6以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为原则，立足全周期管理理念，统

筹生态、生活、经济、安全需要，创新提出多维度系统性绿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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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思路。协同公园城市重点实践行动，包括全域增绿、公园社区

建设、街道一体化、区域生态修复等，根据场地立地条件、绿地率

要求、全年龄美好生活需求等，综合营造绿色景观，鼓励因地制宜

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立体绿化建设，做到应绿尽绿。

6.设计类型

6.1屋顶绿化

6.1.1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扩大城市绿量的重要途径。根据成

都公园城市建设实践经验，根据建筑物的具体情况，确定适宜的屋

顶绿化类型、绿化形式与施工工艺等，以达到最佳的绿化效果。在

确定屋顶绿化类型（如密集型、粗放型）时，需要考虑载体的屋面

荷载、建筑高度、坡度等；在确定绿化形式时，需要考虑载体的使

用功能类型、屋面荷载、面积、结构特点等因素。在确定施工工艺

时，根据载体的建筑高度、结构特点、材料供应和预期绿化目标等，

明确绿化材料的选用、绿化设施的设置、绿化土壤的配制、绿化植

物的养护等细节。同时遵循相关的建筑规范，确保立体绿化工程的

安全可靠。

6.1.2 保障空间环境安全和原有功能完整是进行立体绿化建设

的基本原则。基于不同类型的建（构）筑物屋顶和周边环境特征，

综合评估其立体绿化建设的可行性、安全性，且荷载设计满足《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有关规定。结合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建设、成都立体绿化建设等实际工作经验，科学实施

屋顶绿化。

6.1.3聚焦生态融合、安全低碳、绿色建筑的城市环境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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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于推行绿色城市建设，结合公园城市绿色建筑及屋顶绿化建设

等实践经验，提出宜优先采用低能耗、无污染、经久耐用、轻质、

低维护等的新型绿色材料，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制造过程

中的污染及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实现建筑材料的无毒无污染，同时

促进材料的回收和利用，创造舒适健康的人居环境、推进建筑与周

边环境和谐共生，贯彻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理念。

6.1.4参考《成都市公园城市有机更新导则》相关内容，提出充

分利用屋顶空间，根据建（构）筑物的使用功能、建筑高度、周边

风貌等，鼓励协同公园社区建设、老旧院落改造等公园城市实践行

动，因地制宜进行整治遮挡、绿化彩化、艺术化等，并结合“微绿

地+”“屋顶花园+”等整合各类功能与业态场景，如社区农场、共

建花园、消费空间等，构建具有价值导向、城市风格的特色公共场

所，丰富建筑功能，实现建筑资源的综合利用，塑造与城市空间环

境统一协调、具有公园城市特色的“第五立面”景观。

6.1.5参考《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相关要求，

提出结合建筑荷载、绿化荷载等进行总体布局，兼顾恒荷载和活荷

载。荷载较大的景观材料、园林小品和设施设备宜设置在承重墙、

梁等位置，留有安全余量，并由屋面荷载验算资质的相关单位进行

复验且出具证明，保障建筑载体结构安全和原有功能使用。

6.1.6为保证屋顶绿化的正常生长和长效效果、保护建筑物的结

构安全与正常使用，于载体上自下而上分别布置防水层和排（蓄）

水层——防止水分渗透到建筑物内部，防止水分于屋顶积聚；隔离

过滤层——过滤雨水中的杂质，防止杂质进入种植基质层；种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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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层——为植物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和水分；植被及景观层——以

植物景观、小品设施等营造绿色景观空间与多元功能场景。

6.1.7为确保屋顶绿化建设安全和建筑功能使用，避免出现植物

倒伏、高空坠物等情况的发生，提出根据屋顶空间的尺寸、功能和

用途，在建筑边缘设置防护设施及缓冲带，缓冲带可结合卵石带、

园路或水沟等设置，保障高空安全，并定期进行巡查排查，营造安

全美观的屋顶绿化场景。

6.1.8屋顶绿化宜根据载体空间环境的在地条件、荷载承载力、

绿化主题功能等因素综合确认适宜的绿化形式、植物类型与规格。

参考《成都市居住小区绿化导则(2022)》相关导引及成都市屋顶绿

化建设实践经验，考虑到建筑物负荷的有限性和高空环境的安全性，

提出植物选择应遵循植物造景多样性原则、适生性原则、易施工易

维护原则、安全易管理原则，宜优先选用抗性强、生长缓慢、浅根

系、抗风力强等适生品种，以规格、密度适宜的草坪、地被植物、

低矮灌木、攀缘植物为主，慎用小型乔木树种，尽量少用或不用中、

大型乔木树种，保障载体的结构安全。

6.2 架空层绿化

6.2.1 架空层空间是建筑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过渡空间，能够淡

化建筑内外空间的界限，在建筑空间序列中起到连接、转化和衬托

的作用。架空层绿化宜统筹协调周边外部空间、共同设计，统一景

观风格与设计元素、延续空间形式，实现内外空间的融合渗透。

6.2.2根据架空层的用途、大小和形状、朝向，选择合适的绿化

方案与合理的设计布局，为居民提供活动、交流、生态、活力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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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空间。为创造美观、实用、安全、可持续性的架空层空间，同时

为保护建筑结构的稳定，在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建筑的结构负荷，优

先考虑轻量适宜的材料与安全牢固的固定或安装方式，避免影响建

筑结构；同时采取防水、防渗、防潮等措施保护载体结构，确保植

物能够正常生长且不影响空间的正常使用。

6.2.3结合成都公园城市架空层绿化实践经验，架空层空间一般

作为市民游客较高频率进行活动交流、交互共享的公共空间，具有

开放、互动、连通和共融的特性。在选择材料时，需要优先考虑其

使用寿命、美观性、安全性以及维护成本；同时，结合实际使用需

求确定架空层的功能场景、空间布局等，选择环保、防滑、耐磨、

易清洁保养的材料。

6.2.4参考《健康住宅评价标准》《健康建筑评价标准》等相关

内容，根据架空层的空间特性，构建品质、健康、美观的公共空间，

改善建筑高密度区域的城市小气候与居住环境。在保证安全、空间

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在有条件实施、管养的场地，可利用石材、木

材、水系、矮墙、灯光、交互设施、小品、植物材料等多种软质、

硬质景观元素进行合理搭配，营造丰富的空间层次，植入多元日常

功能场景，如沉浸式的社区游乐体验园、“萌宠友好”园、疗愈花

园、园艺体验园、健身场地、泛会所等，创造更加健康舒适的城市

生态环境。

6.2.5营建架空层空间绿化时，遵循以人为本、艺术性、经济性

和生态性的原则，根据区域气候条件与场地立地条件，确定科学合

理、长效持续的栽植方案，结合适宜的绿化，克服建设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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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不良等难点。运用不同颜色、质地、形状、大小的植物进行组

合配置，创造丰富的空间层次。结合成都公园城市架空层绿化实践

经验，架空层结构具有仅存在结构支撑而无外围护结构的空间特性，

比较容易形成穿堂风，因此应选择有一定抗风力能力的植物，并注

意根据植物特性采取相应的防风、固定和防倾倒措施，乔木类植物

宜布置在建筑或墙体的背风处，保证安全性。架空层属于半室外半

室内空间，空间净高有限、直接光照面积小、土层条件不如室外土

层条件，因此宜优先选用适应性好、耐阴、耐旱、耐瘠薄、小体量

的植物。考虑到架空层可进入、可参与的不同活动功能需求，从安

全的角度出发，宜优先选择对人没有潜在伤害及不影响健康的植物，

如无毒无刺、不易引起过敏的品种等。基于楼面荷载的限制，应在

架空层种植根系浅、生长缓慢、易于养护、规格适宜的植物，以免

破坏原有建筑结构、保障安全。

6.3墙面（体）绿化

6.3.1墙面（体）绿化相对于地面种植，在相同占地面积下，可

高效提高绿化覆盖率，是绿化概念上从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飞跃。

在增加城市绿化面积的同时，结合植物打破了建筑硬质立面的单调，

增添建筑空间活力、美化城市景观。参考《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

（CJJ/T236-2015），提出墙体绿化应优先对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有效

荷载、安全性等进行评估，可结合防水、防风、抗震等措施，在保

障立体绿化不影响建（构）筑物本身的安全性和功能使用性前提下，

进行立体绿化建设。根据墙体绿化载体的立地条件、雨水利用条件、

预期绿化效果选择适宜的绿化形式、支撑材料、种植基质、灌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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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满足植物的正常生长需求，并与周边环境、风貌协调。其中，

支撑材料应满足《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CJJ/T236-2015）中对

不同支撑材料直径的要求，并满足防火和防腐要求，不应使用易燃

材料；种植基质应有一定的疏松度，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和

肥力条件；灌溉宜优先采用高效节水的微灌溉方式，未设灌溉设施

应设置相应的雨水贮存、利用和排水设施。有条件的墙体绿化工程，

可引入智慧化养护系统，全天候监控植物生长状况与养护工作情况，

精准把控水、肥，极大提高工作效率与植物成活率。

6.3.2参考《成都市城市既有建筑风貌提升导则》《成都市未来

公园社区建设导则》等相关要求，结合成都公园城市墙体绿化实践

经验，提出充分运用均衡与变化、节奏与韵律等形式美法则，进行

绿化景观设计，提高墙体绿化的美观性和艺术观赏性。同时在有条

件的墙面载体，可利用植物多样的形态和特点，进一步结合水、光、

彩绘、雕塑、竹艺等多种景观要素创新组合，形成更好的装饰美化

效果、传递公园城市发展理念与成都在地文化底蕴。参考《成都市

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相关导引，围绕统筹街道两侧空间

及要素进行一体化设计目标及彰显街道的人文特色需求，遵循促进

街道与社区有机融合的设计原则，提出可通过增加墙面民俗元素小

品、互动参与设施、公共艺术装置等造景手法，叠加多元功能场景，

依托墙体打造多时段共享、舒适便捷的城市公共空间，促进街区界

面融合、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6.3.3参考《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居住区绿地设计标

准》（CJJ/T 294）《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CJJ/T236-2015）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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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相关要求，提出植物选择与绿化形式宜根据环境特征、场地气候、

绿化功能和绿化依附条件（内外墙体、墙面粗糙程度等）综合考虑，

确保达到环境安全、生态效益、观赏效果等要求，并使墙体绿化在

色彩搭配、空间大小、工程形式上与周边协调。结合实践经验做法，

宜优先选择浅根性、形态优美、枝叶浓密、易养护管理的植物品种，

以适宜的乡土藤本植物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便于运用植物在墙

体上进行图案组合、自由设计，同时方便施工、保证景观长效、保

护墙体。根据拟采取的绿化工程形式及需要达到的功能要求与观赏

效果，提出充分运用植物的实用性和美观性，遵循艺术美学原则，

结合植物的花、叶、形、香等元素，净化空气、芳香等功能，以营

造具有意境的优美绿色空间，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公园城市墙体绿化

场景。

6.4棚架绿化

6.4.1参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钢结构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GB50205）中关于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和偶然荷

载的有关规定，新设计的棚架载体宜与立体绿化同步设计或提前预

留荷载、栽植空间等绿化实施条件；在已建载体基础上增加的棚架

绿化应优先进行载体结构稳定性及荷载能力验算，需考虑植物本身

生长而逐渐增加的荷载和灌溉产生的附加荷载、依附类藤本植物的

生长是否会影响棚架结构等，确保棚架绿化不影响构筑物的安全性、

稳固性及使用功能。

6.4.2参考《园林绿化木本苗》（CJ/T2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CJJ/T82）等相关规范，编制绿化栽植要点。根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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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公园城市棚架绿化实践经验，为保证棚架绿化的植物有充足的

生长空间与有效土层厚度，新建棚架宜优先留有植物地栽空间；若

绿化载体旁无适宜立地条件时，可采用种植箱种植，且箱体设计（规

格、深度、排水、材料等）应满足植物正常生长要求。在不影响正

常通行和使用的前提下，地栽种植穴、种植箱位置宜均匀分布于支

撑梁柱的两柱中间或柱旁，保证适宜的植物栽植间距与有效支撑，

确保景观的长效性与安全性。棚架绿化实施前，除必要的防护处理

外，当棚架材质为金属或玻璃材质等，为了便于清理、保证棚架顶

端的结构、透光性和清洁，棚架顶部宜架空设置网片，避免植物与

顶面直接接触。参照《林绿化木本苗》（CJ/T24）和《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82）等相关内容，根据载体体量、结构、

材料、环境条件等，进行栽植方案设计，确保景观长期效果。成都

作为川派盆景发源地，在花木艺术手法上有诸多造诣。其中花木编

艺是非遗文化瑰宝之一，主要采用紫薇、女贞、杜鹃等特色树种，

结合多种技法塑造花瓶、亭子、雕塑小品等。因此提出鼓励运用花

木技艺打造自然生长的纯植物编艺棚架，展示植物抽象、生态和立

体之美。

6.4.3参照《园林绿化木本苗》（CJ/T24）中相关内容，根据棚

架的朝向、功能、结构、造型和色彩等因素选择植物品种。为保障

绿化景观的生态性和长效性，宜优先选择适生性、耐贫瘠、耐干旱、

覆盖力强的多年生藤本植物，保证露地越冬。并根据棚架的功能与

周边场景等，选取不同类型的藤本植物：如经济型棚架宜选用果蔬、

药用类植物（葡萄、丝瓜、猕猴桃等）；观赏型棚架可选择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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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观叶类植物（紫藤、藤本月季、凌霄等）。同时，可选择不

同最佳观赏期、色彩与质感的植物进行搭配组合，丰富景观的层次

变化与季相效果。

6.4.4为了保证良好的初期效果以及后期达到预期设计效果，参

照《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CJJ/T 236相关内容，宜根据藤本植物

种类、攀爬方式与绿化载体结构类型，做好前期的攀爬引导，直到

植株本身能独立沿着依附物攀缘为止：如为缠绕类藤本植物提供支

撑物、为卷须类藤本植物提供细线与铁丝等供其抓握等。根据棚架

形式和植株特性，宜选择适宜的附属支撑固定牵引材料，可选用金

属丝、杆，或金属网、格栅或篱等支撑物。采用网线或网架等牵引

形式对攀缘植物进行引导时，金属丝上可设置突起或采取波纹状编

制，以利植物攀爬，保证长效良好的景观效果。

6.5桥体绿化

6.5.1保障桥梁绿化空间环境安全、不影响桥梁长效使用功能是

进行立体绿化建设的基本前提。结合成都公园城市实践经验与现代

立体绿化技术发展趋势，绿化设计从与桥梁载体设计各自独立设计，

转变为协同设计。两者独立设计缺乏相互的配合，如空间结构、给

排水功能等较难与桥梁系统结构完全融合，造成后期施工困难、增

加成本、重复性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共同设计实现了前期紧密的配

合协调，极大提高了系统的完善性和景观的协调性。在既有桥梁上

增加立体绿化，需综合研判具体空间安全情况，在优先保障桥梁载

体稳定性、耐久性和荷载能力的前提下，推进立体绿化建设。

6.5.2结合实地调研与成都市增花添彩工作、成都市二环高架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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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观升级等市政设施绿化美化建设实际经验，在综合考虑环境安

全、经济效益、景观效益的前提下，协同周边城市立面景观风貌，

重点针对有绿化实施条件的桥梁桥上（桥面边缘、防撞墙及栏杆空

间）、桥柱、桥下空间进行多维度立体绿化建设，推动桥梁立体绿

化全覆盖、打造立体绿色花园，让市民游客品味城市之美、生活之

美。

6.5.3在保障安全、不影响功能使用及定期检修维修工作的前提

下，尽可能在桥梁载体上连续布设绿化结构，形成连续性、规模化、

可持续的绿化空间，连点成线、以线带面，可进一步结合桥梁沿线

城市建筑立体绿化，呈现“能绿尽绿，能彩尽彩”的立体绿化氛围

效果。桥梁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纽带，逐渐增多的巨大、单调、立体

的硬质化城市桥梁，影响城市生态与景观，分割城市空间与功能。

桥梁立体绿化从地面桥下延伸至空中栏杆，在增加城市绿量、修复

城市生态的同时，缝补城市绿色肌理、丰富城市绿化的空间结构层

次，打造公园城市立体生态美学名片。

6.5.4桥上空间主要以桥面边缘、防撞墙及栏杆空间作为立体绿

化载体。结合调研情况和成都二环路高架“金角银边”场景营造等

建设实际经验，从种植容器、容器美化设计、植物配置、植物习性

等方面提出具体引导。在保障安全、不影响桥梁本身及交通通行的

前提下，绿化种植容器除满足植物正常生长要求，宜便于花卉更换

和后期养护，配套设置灌溉系统与排、溢水管，防止滴漏对路面造

成污染。在有条件区域推广使用智能灌溉系统，充分发挥其精准控

制、节水节能等优势。参考《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 15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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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提出容器的安全使用寿命宜大于 10年。结合实践经验，提

出通过多元美化方式，可考虑在容器外立面或装饰板等规范性植入

特色化、艺术化、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丰富场景文化内涵，提升整

体景观品质和观赏价值，强化城市“基因”。结合植物的色彩要素

和形态质感对比，遵从动态构图规律，以科学搭配、重复交替的韵

律栽植形式丰富立面层次与色彩变化，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城市景观

花廊。桥梁上的景观花卉维护较难、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无需频

繁修剪打理的植物成为选择重点。同时，为达到“城市空中花廊”

景观美化效果，宜优先选择视觉冲击力强的品种，如群开性强、花

量大、花期长、复花性强、花瓣自洁力强等，为市民营造出“车行

高架、人游花中”的美好体验。

6.5.5桥下灰空间中，体量感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柱作为主要立

体绿化载体，拓展桥梁区域垂直空间绿化、高效提升绿视率，衔接

地面与空中绿化，缝合割裂的城市肌理，使桥梁与周围环境更好地

融合在一起，打造城市翡翠长廊场景。结合调研情况和成都二环高

架绿色走廊等建设实际经验，从种植绿化形式与植物品种选择等方

面提出具体引导。为保障根系生长空间与植物长势效果，在有条件

的区域宜优先选择地栽形式种植；若无适宜立地条件，在保障安全、

不影响桥梁本身及交通通行、视线的前提下，可使用种植槽或种植

箱进行种植。综合考虑桥柱面积、高度等立地条件与栽植管养成本，

桥柱立体绿化主要使用藤本植物进行绿化、利用自身的攀爬能力进

行覆盖。设计时充分考虑植物后期生长所需的空间，兼顾近期景观

效果和植物正常生长达到的预想效果，以此确定种植苗木的规格与



24

密度，不宜选用超大规格或密植。在重要节点区域的桥柱，可考虑

采用模块式或铺贴式绿化形式，结合彩绘、非植物装饰小品等，更

灵活、精准呈现绿化图案造型与文化艺术元素，进一步提升景观品

质、强化城市风貌特色。桥下光照条件不佳、桥柱高处区域管护不

易，宜优先选择易于繁殖、生长顽强、覆盖力强、管理粗放、可露

地越冬的藤本植物；并结合藤本植物的具体种类和攀爬方式，配合

人工牵引、附属支撑物、补栽修剪等，保证安全性与景观效果。藤

本植物分为许多种类，依附方式各不相同，选中品种建议经打样评

估后进行使用，确定植物是否会分泌黏液腐蚀建筑材料、单位立体

面积上的重量是否影响桥梁荷载、是否对桥柱造成结构性的伤害等。

6.5.6 桥梁在带来通行便利的同时也创造了面积巨大的桥下空

间。结合实地调研与二环高架桥下桥区小公园建设实际经验，综合

考虑桥下少光缺水、植物生长受限、养护成本较高，宜优先选择抗

逆性强、耐阴、耐旱的多年生植物，提出通过组团式科学配置以彰

显植物的色彩和形态美学特质，同时可考虑结合多元景观元素、构

筑小品、功能场景、服务设施，打造“花园式”阴生花园、设置旱

溪的雨水花园、以健身运动为主题的桥下小游园等，提升环境品质。

6.6窗阳台绿化

6.6.1阳台、窗台作为建筑空间的延续，是建筑室内外环境相互

渗透的过渡空间、是室内外空气交换的通道，同时也是城市立面景

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利用植物材料对阳台、窗台进行绿化，可

高效增加城市绿化面积、美化环境、丰富城市景观。参照《成都市

居住小区绿化导则》（2022）相关要求，结合调研情况和成都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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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绿化美化实践经验，由于单个阳台、窗台可提供的绿化面积较

小、绿化美化效果不明显，提出宜结合片区统筹规划、协同立面景

观风貌美化、绿廊绿网建设等城市多维绿色网络体系构建，鼓励推

动实施普及化、风貌统一化、设计多样化的阳台、窗台绿化美化，

形成规模效应。在提高绿化率的基础上，引导市民形成绿色健康的

生活方式、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6.6.2参考《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2012)《建筑与市

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2022）《成都市立体绿化美化规

划建设导则》（2018）等规范导则要求并总结实际经验，本条从种

植容器、排灌措施、植物选择等方面提出具体设计引导。在保障不

同类型的建筑物及阳台、窗台类型相应的荷载标准基础上，根据不

同的绿化载体空间，如窗、阳台板面、栏杆、上一层阳台板下方等

选择不同的绿化手法、形式和组合，满足植物正常生长要求，协调

建筑风貌与周边环境风格；同时注意盆器固定、老化、排水等因素，

遵循安全第一、邻里和谐原则。

6.6.3参考《成都市立体绿化美化规划建设导则》（2018）相关

内容，提出根据所在地区气候条件、具体阳台、窗台采光通风情况、

家具装饰风格等，宜优先选择适合家庭种植、便于养护、观赏性强

的植物品种。结合成都公园城市阳台设计实际经验，阳台逐渐成为

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出现了阳台会客厅、阳台工作室、阳台花园、

阳窗台菜园、阳台健身房等多样化阳台利用场景。根据具体场景功

能，提出可选择净化、杀菌、芳香、食用等多样性的植物品种，并

灵活组合搭配，在提高城市绿化面积的同时，创造公园城市宜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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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

6.7硬质边坡绿化

6.7.1 保障空间环境安全是进行立体绿化建设的基本原则。由于

边坡绿化是一种与传统的工程护坡相结合、可有效实现坡面的生态

植被恢复与防护的绿化形式， 需优先现场踏勘，研判评估边坡结构

稳定性、地质条件、土质状况等情况后，因地制宜进行绿化建设，

形成安全、可行、长效的边坡绿化方案，科学规范提升边坡绿化品

质、修复生态环境景观。其中，稳定性不良、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等

的边坡应先治理，采取相应的固土护坡措施等，为边坡绿化创造有

利条件。

6.7.2参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

体方案》等相关要求及成都公园城市边坡绿化建设实际经验，山体

边坡修复作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环，已成为当前自然资源和城

乡建设领域落实“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要求的重要工作内容。我国是一个基建大国，工程建设

所形成的边坡量较大，靠自然界自身的力量恢复生态平衡往往需要

较长的时间，甚至基本无法恢复，因而需要采取工程措施，对边坡

进行山体生态修复保护，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美化环境，减少边

坡破坏带来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害。成都市提出到 2035 年公园城

市示范区建设全面完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化的

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全面形成。城市山体的保护修复、绿化美化是“两

山论”和公园城市建设的重要实践。本条提出边坡绿化设计宜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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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目标为导向，采用生态修复手段，增加植物覆盖，推动塑造观山

景观视域廊道，突出成都川西原生风貌特色、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持续厚植公园城市绿色生态本底，将好山好水风光融入城市。

6.7.3参考《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2012）《建

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建筑与市政工程

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2022）《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T50046-2018）等绿化基础设施相关规范，结合成都公园城市

边坡绿化项目实践经验，从种植基质、排水防渗、建设材料等方面

提出具体引导。种植基质是植物生长的前提，也是边坡生态能否快

速而成功恢复的关键。边坡的特点之一是坡度的存在会导致缺少基

质或基质不稳定，参考《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2012）

的相关要求，提出宜根据具体坡面特征，针对性制定土壤改良与基

质设计方案，满足植物正常生长需求、并保证坡面的长期安全性、

稳定性。边坡的稳定与安全和水的关系密切，边坡排水设计是边坡

工程设计的重要内容，许多边坡支挡结构失效、边坡坍塌等边坡工

程事故，通常都与边坡排水不畅、边坡排水系统设计不合理等有重

要关系。有效的排水设计可排除边坡内部的水分、减少水分对边坡

的侵蚀、降低边坡土体的饱和度、提高土体的抗剪强度，从而减少

边坡滑坡的风险。参考《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GB55003-2021）《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 55030-2022）

相关规范，提出根据植物需水要求和边坡立地条件，进行排水设计，

配合雨水集蓄措施和防渗设计等，保障植物生长、边坡安全。同时，

为保证基础建设材料的安全性、耐久性、强度等，提出注意材料相



28

应的使用年限，并根据气候环境、边坡立地条件、边坡绿化设计方

案等具体需求，对各类材料进行防腐设计。

6.7.4 结合成都市公园城市边坡绿化项目及龙泉山边坡生态修

复等案例实践经验，提出在保证边坡环境安全、绿化生态建设效果

的前提下，植物设计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地形、

土质、气候条件等)、本地区草木的生长情况以及边坡的坡度、坡面

的岩石性质等情况确定适宜的绿化形式、植物配置和施工工艺等。

根据主要预期绿化目标，分别针对不同边坡提出具体的植物品种选

择引导。除满足基本的绿化覆盖以外，防护为主的边坡更加注重护

坡、固坡目标，宜优先选择根系较发达、生长快速、自繁能力强、

覆盖力强的品种，利用植物根系与岩、土体的相互作用对边坡进行

防护、加固，利于保持水土、恢复和绿化边坡环境；修复为主的边

坡多为人类工程建设所导致，少数为岩质边坡等环境恶劣、较难生

长出植物的边坡，这类边坡较难自然恢复，需要采取特殊绿化工艺、

选育特殊植物、通过植物群落自然演替进行边坡生态修复。因此修

复型边坡宜根据边坡所在区域原生生境与群落情况，优先选择适生

性的先锋品种进行组合配比，利用植物群落自然演替进行边坡修复，

提高边坡绿化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景观为主的边坡更加注重观赏性、

艺术性，宜优先选择适生性、防倒伏、观赏性强、观赏期长的常绿

品种。在保障安全、不影响视线的前提下，有条件的边坡区域可融

入多元文化元素与城市内涵，结合非植物材料（如浮雕、贴片、构

筑小品等）进行精细化、创意化的景观设计，打造能有效凸显成都

城市特色和文化特征的边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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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围墙栅栏绿化

6.8.1结合《成都市“中优”区域城市剩余空间更新规划设计导

则》《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等相关文件，提出针

对现阶段无条件拆除的围墙，可通过改造为通透围墙、绿色植物墙

等绿化美化，使其成为具有生态效益、美学价值、淡化边界的分隔

空间，让绿化带、公园等与城市街区内外视线渗透、“无界融合”。

结合《公园社区人居环境营建指南》与成都公园城市 “两拆一增”、

提出在满足安全规范、功能使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对围墙栅栏进

行绿化美化建设，让绿色更好融入城市街区的不同维度，塑造公园

城市优美形态。

6.8.2参考《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成都市公

园城市“回家的路”金角银边景观建设指引》，结合成都公园城市“拆

围透绿”整治行动实践经验，提出设计过程中，基于因地制宜、艺

术美学原则，合理利用矮墙、斜墙、曲线墙等形式墙体栽植各类植

物，有效地营造具有丰富层次及流动感的边界空间。同时，可规范

运用互动设施、新型材料、灯光、装饰小品等非植物元素，从材质、

色彩、形式、功能上丰富载体立面形态、增加趣味性与吸引力。参

考《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相关内容，在有条件实

施、周边空间较为充裕的场地，通过增设座椅、元素小品等，打造

慢行友好、界面优美、特色鲜明的边界空间，拓展景观共享度，增

加市民幸福感、获得感。结合成都市增花添彩工作实践经验，提出

鼓励运用紫薇编艺、三角梅编艺等传统非遗花木编艺技法打造极富

生命力、自然生长的纯植物围墙栅栏，凸显成都公园城市优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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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底、深厚文化底蕴与艺术创新发展。

6.8.4参考《成都市城市道路绿化建设导则》文件相关要求，结

合围墙绿化实际经验，提出为保障植物正常生长需求，围墙栅栏立

体绿化宜优先考虑地栽形式，其次考虑接地种型植箱。种植箱和自

然土壤相通时，应保证自然土壤有良好的通气透水性，不接地种植

箱底部应有排水孔。在不影响安全和通行的前提下，根据植物品种

与预期绿化景观效果，确定种植箱规格、布局、种植密度等。参考

《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CJJ/T236-2015），栽植木本植物种植

箱深度宜≥45cm；栽植草本植物种植箱深度宜≥25cm，种植箱净宽

度应＞40cm，并视场地情况确定长度和间距。结合成都公园城市“两

拆一增”、“回家的路”、增花添彩等工作实际经验，提出根据根

据绿化载体的功能类型、所处内外空间、预期绿化目标和场地立地

条件等综合考虑，结合人的视线、栽植空间与后期管养难易程度等，

确定植物品种选择与具体栽植方案。根据主要预期绿化目标，提出

将围墙栅栏立体绿化分为景观透绿型、安全防护型、增花添彩型三

类，并分别针对三类绿化提出具体的植物品种选择引导。景观透绿

型围墙栅栏着重保障空间内外能够相互交流与渗透，实现公园形态

与城市空间的有机融合，推动“推门见绿”的城市形态全面呈现。

为提高墙体的通透性，宜优先选择枝叶稀疏、无针刺、生长缓慢、

管理粗放的多年生草本或藤本植物，达到增绿、透绿的效果；同时

有利于形成小动物活动廊道，提高生物多样性。针对吸附能力较弱

的攀援植物，初期宜采取人工措施帮助植物攀缘或缠绕；安全防护

型围墙栅栏侧重其阻隔防护功能，宜优先考虑结构牢度与遮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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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选择适生性、抗逆性强、枝叶浓密、覆盖力强的品种。在符合

安全稳定性、隔离需求的基础上，根据载体方位、体量、结构、材

料、环境等，确定植物品种、规格、密度和布置形式，满足空间功

能需要、实现美化与生态防护效果；增花添彩型围墙栅栏重点考虑

塑造优美舒适的景观效果，宜优先考虑观赏性强、观赏期长的观花、

观果或芳香芳香植物品种。植物色彩、造型图案等宜与周边环境相

协调。

6.9驳岸绿化

6.9.1成都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的城市。千年

来，城市与水共生相依。按照《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总体方案》建立蓝绿交织公园体系、塑造见山望水的城市

格局、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等相关要求，《成都市“十四五”水

务发展规划》要求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多方面统筹

治理，基于锦江水生态治理、锦江公园建设等系列滨江空间“金角

银边”场景营造等实践经验，提出在保障安全、不影响水体基础功

能的前提下，应绿尽绿。以形态自然河湖水系为基础、健康持续岸

线绿地为关键、可亲可触滨水空间为核心，夯实生态空间本底、推

动水域生境修复、人居环境改善、生态价值转化，打造水岸城一体

的“天府蓝网”体系。

6.9.2结合成都锦江绿道等建设实际经验，提出在保障安全、协

调周边城市风貌特色的前提下，创新运用多元景观要素，融入在地

文化元素，打造能有效凸显成都城市特色和文化特征的滨水空间。

结合成都宜居水岸工程建设实际经验，“有条件的驳岸区域”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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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合该类立体绿化空间中融入亲水设施、亲水活动、亲水场景等

一定程度上受防汛安全、空间尺度、开发保护等方面的限制，需综

合研判具体空间情况后进行设计。对于可开发提升的滨水空间，结

合立体绿化植绿筑景与宜居水岸场景塑造，推进水生态要素与城市

空间融合，形成支撑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的水生态新格局，塑造

城市水文化。在有条件区域推广引入智慧系统、设置数据中心，提

供应急报警、水质检测、水位流量监测等智慧服务。

6.9.3结合调研情况与项目实践经验，驳岸绿化从过去单一增绿

向水量、水质、水生态等多目标调度转变。根据植物生长习性，考

虑驳岸结构、水流强度、常水位、最高水位等条件，合理配置不同

类型植物，优化植物群落结构，构建由水底生物，到水边花草，再

到水岸林草的生态序列和生物生境系统修复路径，推动调控、修复

和维护水体整体生态。宜优先使用耐水湿、耐冲刷、根系发达的植

物品种，适应岸线环境、可吸附改善水质、涵养水源、减缓水体对

岸坡的冲刷和侵蚀等，打造完整多维的生态群落，构建协同共生的

河岸复合生态系统。

7.施工指引

7.1安全技术措施

施工图纸技术交底是贯彻质量标准化的要求，正确履行交底程

序，明确施工内容、范围与要求等，有利于充分理解设计意图并确

保责任落实，减少因违规操作导致的失误。根据《成都市立体绿化

美化规划建设导则》的规划导引，立体绿化应坚持安全第一原则，

不得影响城市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航空安全，不得影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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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的强度以产生潜在的安全隐患。依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要求，立体绿化施工应合理评估施工场地条件，保障

施工环境安全，对绿化所依附载体进行荷载计算可检验载体的结构

质量，确定工程的可靠性。占用交通道路的施工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应取得相关管理部门同意。高处作业施

工需符合《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的安全要

求。构筑材料钢结构需符合《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

角螺母、垫圈与技术条件》（GB/T 1231）的要求，保证绿化所依附

载体的结构安全稳固。工程现场材料堆放需符合《建筑施工现场安

全技术规程》（GB 50348）的要求。

7.2基础结构建造

基础结构建造的稳定性会直接影响项目的完工后的寿命与维护

成本，良好的基础工程可确保项目可靠性，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完工

后的维修与更换，减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灌溉工程参考《喷灌工

程技术规范》（GB/T50085）与《微灌工程技术规范》（CJ/T340）

的相关规定。充分利用原有水利设施，因地制宜，满足植物灌溉量

需求。地基浇筑混凝土参考《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相关要求，金属结构焊接与安装满足《钢结构工程施

工规范》（GB50755-2012）相关规定。

7.3栽植技术措施

参考《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2021）与《成都市

园林绿化条例（2012）》相关标准，基于实际环境条件进行栽植。

根据《绿化种植土壤》（CJ/T340）要求，按照绿地与人群接触的密



34

切程度，选择满足场地条件与植物生长条件的种植土。合理的植物

栽植措施将会大大提高植物成活率，若是栽植不到位，将会导致苗

木成活率下降，栽植之前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对苗木进行栽

植前处理与施足植物生长基肥能有效提高植物成活率。依据《成都

市 2023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行动方案》与《成都市建设工地文明施

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技术标准（2023年修订）》内容，在立体

绿化植物栽植过程中采取有效防尘措施，规范文明施工行为，能有

效提升施工现场环境品质，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助力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对立体绿化植物进行固定与牵引的目的是防

止枝条脱离依附物，便于植株通风透光，防止病虫害以及形成整齐

的造型或防止枝叶遮挡交安设施等安全需求，打造精细美观、特色

鲜明的立体绿化效果，充分营造“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

的城市生态景观。

8.管护指引

8.1基本要点

施工后的养护对于保证植物的生存非常重要，与地面植物栽植

养护不同，立体绿化管护有其特殊性，根据设计要求，制定有针对

性的管养预案，科学规划后期养护工作，有利于植物正常生长，保

证绿化的长期效果。参考《成都市城市绿化养护质量等级划分》

（DB510100/T239-2017）相关要求，养护质量应当精细化，按照绿

地对应等级进行分级绿化管养工作。依据《全国城市园林绿化规划

(2016-2020年)》中明确的“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向智慧化、数字化、

信息化转型”，在立体绿化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构建智慧园林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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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系统有利于提高园林管理效率和绿化效益。依据《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与《成都市

立体绿化美化规划建设导则》建议，应积极探索和采用现代生态技

术，降低后期维护管养难度，增强立体绿化稳定性，确保持久的景

观效果。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园林绿化管护有助于推进清洁空气计

划和节能减排，运用智慧化生态化的手段进行立体绿化的养护有助

于形成可持续的绿化景观。

8.2设施维护

立体绿化设施在管护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日常管理工作，依据《成

都市立体绿化美化规划建设导则》的安全要求，立体绿化应注重植

物和设施的紧固安全，应能抵抗大风、地震、水浸等破坏。定时、

分项检查和维护设施设备是保证立体绿化长期效果的必要管理措施，

良好的设施管养能大大保障立体绿化的服务功能和景观功能。根据

《成都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与《成都市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导则》中“安全、宜人、智慧、低碳、

健康、共享”的 6大目标，利用智慧园林提升灌溉节水率，提高水

资源利用率，营造绿色低碳的立体绿化景观，充分营造“绿满蓉城、

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城市生态景观。

8.3植物管养

植被成活率与立体绿化的经济效益和立体绿化技术有着密切的

关系，做好植物的灌溉、修剪等工作能大大避免出现绿化植物染病

或死亡等现象，影响城市绿化效果和形象。根据《成都市绿化养护

技术规程》（DB510100/T 238）、《四川省城市园林绿化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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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DB51/50016），对立体绿化植物正常生长过程中采取修剪、

松土、浇水、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养护措施，能使绿化景观最大

限度发挥生态效益并符合景观效益要求。

9.附录

附录 A、B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A在参考立体绿化项目实际经

验基础上，提供了常见立体绿化形式指引；附录 B在参考《成都立

体绿化植物手册》及实际调研、实际项目经验等基础上，提供了立

体绿化植物常用植物指引。

10.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对标准起草过程中参考较多的资料性引用文件列出

的清单，以供标准使用者参阅。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四川省地方标准协调一致，结合成都市实际规定，

从可操作性、科学性细化标准内容。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标准起草组首先将给出《公园城市立体绿化

技术指南》标准实施建议方案；其次，在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

局、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协调推进下，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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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立体绿化技术指南》的宣贯和集中培训，增强实施标准的自觉

性；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

用，逐渐形成标准化建设长效机制。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三维立体拓展城市生态空间、构建可持续增绿模式，节约有限

用地资源，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降低经济成本。通过多元业态场

景的植入和叠加进一步激活周边区域，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活品

质、丰富消费形态，提升城市形象、带动提升经济活力，从而激发

公园城市经济活力，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2.社会效益

多维拓展城市生态空间，弥补城市高密度区域绿化空间不足及

城市生物多样性单一等问题，营造良好的景观效果、发挥生态效益、

提高生态服务水平、构建多元绿色共享空间，增进市民身心健康福

祉。

《公园城市立体绿化技术指南》标准起草组

2024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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