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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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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行道口袋花园布局规划、绿化设计、园路铺装设计以及配套

设施设计管理，全面提升路侧型、坡坎崖型、桥下型、桥头型、

广场型、单位附属型等六类人行道口袋花园设计建设。经广泛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及导则，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建设指引； 5.设计指引； 6.分类建设指引及建

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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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导则规定了人行道及其周边口袋花园的建设的相关术语

和定义、建设指引、设计指引等技术要求。

1.0.2 本导则适用于重庆市主城都市区范围内人行道及其周边口

袋花园的规划、设计工作，其他区县可参照执行。

1.0.3 人行道及其周边口袋花园的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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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人行道口袋花园的建设，除满足本导则的要求外，还应符合

国家和重庆市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凡是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 适用于本文件。

GB 8404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420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CJJ75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

CJJ/T 85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化技术导则

重庆市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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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导则。

3.0.1 人行道口袋花园 Pavement Pocket Garden
指位于人行道及其相邻区域，以绿化为主，有基本配套服务

设施和活动场地，能满足居民休憩游憩观赏需求，向社会公众开

放的小型绿地。人行道口袋花园主要作为一种城市公共设施出现，

补充城市基础设施，满足花园周边公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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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指引

4.1 建设原则

4.1.1 统筹建设。整合公共资源，与道路绿地、城市公共空间、

各级各类城市公园规划建设相结合。

4.1.2 均衡布局。在对城市公园绿地现状布局评估的基础上，优

先选择人流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周边、地铁站出入口、道路交通节

点等区域，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城市绿地 500m服务半径

体系，提高公园绿地布局的均衡度，构建 15min绿色生活圈。

4.1.3 因地制宜。结合旧城改造、边角地美化、坡坎崖绿化美化

等相关工作，依据周边环境及地块性质，因地制宜，利用道路绿

地及其周边的闲置地、边角地实施口袋花园建设。

4.1.4 确保安全。人行道口袋花园选址应符合相关安全规范和标

准，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与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品等危险源

保持安全距离，在高架桥下、坡坎崖等特殊区域建设的口袋花园

应先进行安全性评估，确保安全。在具体实施中，应在确保交通

安全的基础上进行。

4.2 建设类型

4.2.1 位于居民区或人流密集区附近，通达性良好的以下类型可

作为人行道口袋花园进行建设：

（1）绿地连续性好、宽度 8m 以上的路侧绿带或与城市道路

相邻的带状绿地。

（2）坡比小于 1:3、与人行道相接的并通过安全性评估的坡

地、堡坎、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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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于人行道旁的高架桥下空间。

（4）与人行道衔接的桥头节点。

（5）与城市主要道路毗邻的广场、街头绿地。

（6）与道路绿地相邻的城市公共建筑、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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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指引

5.1 设计原则

5.1.1 保障安全，融合环境。设计应对用地现状和周围环境进行

充分调研评估，确保道路交通、人行空间安全畅通；结合城市功

能及周边环境特点，遵循上位规划要求，与周边整体环境、风貌

有机结合，相互匹配，融为一体。

5.1.2 生态优先，保护利用。对原生环境和地形地貌、历史人文

资源最小干扰和影响。具有一定地域特色及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口

袋花园设计，应重点强调区域内文化及特色的展现；尊重原有历

史文化痕迹，花园周边有文物价值的建（构）筑物、遗址、纪念

设施等，应加以保护利用，并将其融入到花园景观中。

5.1.3 以人为本，完善功能。满足居民休憩及文娱活动需要，根

据场地条件，合理组织交通系统，完善服务设施，确保居民游园

安全、便捷、舒适。

5.1.4 植物造景，经济节约。以植物为主，水土为要素，营造适

度合理的空间环境，拓展城市绿色空间。因地制宜，便于养护管

理；同时满足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营造节约型园林。

5.2 布局要求

5.2.1 人行道口袋花园应开放式布置，有较好的可视性、可达性

和参与性，且花园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应与人行道连接。

5.2.2 应与绿道、山城步道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有机结合，纳入

山城公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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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应根据建设规模以及游览、通行、集散等需求因地制宜设

计园路及地形，出入口的选址不宜设置在十字路口。

5.2.4 应根据服务对象合理设置活动空间及设施，且活动区设施

应考虑人行出入方便等因素。

5.2.5 新建 2000m2及以上的人行道口袋花园绿地率不低于 65%；

2000m2以下的人行道口袋花园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65%。

5.3 植物设计要求

5.3.1 遵循本土化、特色化、经济性、景观化等原则，提升城市

绿化环境，与道路周边街景协调。

5.3.2 植物选择以乡土树种为主，突出地方特色，兼顾植物多样

性。乡土树种数量宜占绿化树种使用数量的 70％以上。重点栽植

观花、观叶类植物。

5.3.3 慎用速生树种和有飞絮影响的树种，不提倡使用规格过大、

价位过高的树木。

5.3.4 植物配置应以自然式风格为主，营建丰富多样、自然多彩

的植物景观群落，减少色块或整型修剪类植物的应用。

5.3.5 改建提升的口袋花园，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绿地植物群落

结构，为植物创造足够的生长空间。新建的口袋花园，应依据不

同植物的特性和生长周期，设定合理的初植密度。

5.3.6 口袋花园内的大树及其后备资源应采取保护复壮措施。特

选型植物应选择与设计主题和表达寓意等特殊要求相匹配的观赏

性植物；停留休憩区域应种植树形高大优美、冠大荫浓、有益人

体健康的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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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园路铺装设计要求

5.4.1 口袋花园设计的游步道宽度应不小于 1.2m，不宜大于 3.5m。

游步道纵坡不宜大于 8%，超过最大坡度时应设踏步。游步道应

预留与人行道的接口。在入口处需设置挡车设施。

5.4.2 铺装场地面积应根据花园总体设计的布局要求进行确定。

游憩场地宜有遮阴措施，夏季庇荫面积宜大于游憩活动范围的

50%。

5.4.3 园路及铺装场地应与设计主题风格和使用功能相协调，应

选用透水性能良好的绿色环保材料。

5.4.4 运动场地、健身步道、儿童活动场地等功能性场地应选择

柔性、耐磨、防滑、安全的地面材料。

5.4.5 依山、傍水且对游人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和铺装场地，应

设置安全防护栏杆。

5.5 配套设施设计要求

5.5.1 应依据安全、便利、环保、美观的原则，按照口袋花园面

积大小、居民的行为规律合理设置各类配套服务设施，满足行人

的休憩、视觉和心理等需求，营造宜人的生态环境，提倡优先选

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5.5.2 景观构筑物的形式应与口袋花园的主题寓意相匹配，并能

反映该区域的历史文化，其材质、色彩、体量、尺度、题材等应

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5.5.3 口袋花园设施设置可参照表 1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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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口袋花园设施设置引导表

设施类型 设施项目 口袋花园设施设置

游憩设施

青少年运动器械 ○

儿童活动器具 ○

幼儿活动器具 ○

老人健身器械 ○

智能步道 ○

公用设施
直饮水点 ●

夜间照明设施 ●

服务设施
小卖店 ○

自助售卖机 ●

管理设施

监控设施 ●

消防设施 ●

公共广播系统 ●

报警设施 ●

注：“●”表示应设，“○”表示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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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类设计指引及建设示例

本章针对人行道口袋花园的建设提出综合设计指引。主要包

括路侧型、坡坎崖型、桥下型、桥头型、广场型以及单位附属型

等人行道口袋花园。

6.1 路侧型

6.1.1 设计要求

（1）路侧绿地应根据具体所处滨水、沿路或临墙的位置，以

及所在城市中的区位，因地制宜进行布局，与城市道路相邻的带

状绿地可与道路绿地一并设计。

（2）绿地内应设置简单的休憩设施，应能够满足公众活动、

交流的需要，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文化品位。

（3）植物配置应结合人行道绿化统筹设计，考虑与城市环境

的关系及绿地外行人、乘车人对绿地外貌的观赏效果。

6.1.2 建设示例

人行道周边空间可设置休闲游憩空间，营造良好景观界面，

打造可观、可赏、可游、可憩的绿地空间，如图 1。

图 1 路侧型口袋花园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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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坡坎崖型

6.2.1 设计要求

（1）对生态遭受破坏的区域，按照生态修复措施进行绿化美

化，并结合抗逆性较强的灌木、多年生草本地被美化高陡坡，实

现生态覆绿，打造特色立体彩化景观。

（2）应注重对场地现状的工程处理，应对存在的直立挡墙、

硬化边坡、岩石裸露边坡采取相应工程措施，并应用立体生物网

格技术，在主要的出入口处增加开花或色叶攀援植物，突出整体

景观效果。

（3）宜采用相对平整的场地布局形式，若场地坡度过大，

可利用挑台、错台等方式，提高场地使用效率；有条件的，宜将

主体部分改造为平整场地。边角绿化部分，可适当保留现状地面

坡度。

6.2.2 建设示例

坡坎崖空间主要以生态覆绿和立体绿化为主，在有条件的地

方设置休憩空间，打造特色立体空间，如图 2。

图 2 坡坎崖型口袋花园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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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桥下型

6.3.1 设计要求

（1）在满足桥梁安全相关要求的基础上，以绿化为主，满足

游园设置的条件下可设置休闲空间，休闲空间应与桥梁有一定安

全距离。

（2）应根据桥体样式、光照条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法，

立地于绿地内的桥柱直接种植攀援植物，立地于硬化地面的桥柱

设计种植花箱，花箱放置在车辆行驶方向的两端，避免行驶车辆

撞到种植花箱造成损坏。

（3）因地制宜，采取多种配植形式，应选用具有抗性好、生

命力强、耐干旱、耐阴等特性的植物，在光照条件较好的区域丰

富植物种类，完善空间层次。植物种植应保证桥体净高的要求。

6.3.2 建设示例

桥下空间可根据桥下环境进行景观设计，或滨水或临街，设

置休憩空间以及游步道等设施，如图 3。

图 3 桥下型口袋花园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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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桥头型

6.4.1 设计要求

（1）应合理利用桥头空间，宜结合花境、文化雕塑、设施小

品等建设人行道口袋花园。

（2）应加强桥头空间的生态修复，对土质裸露区域生态覆绿。

（3）根据桥头空间的绿化特色和形象特征，灵活运用花境

和立体花坛等绿化形式，加大造景处理，注重绿化景观的视觉观

赏性。

（4）注重多功能服务设施的打造，在场地适宜区域宜设置

活动休闲功能的服务设施，在交叉口处应注意运用植物进行景观

隔离。

（5）桥头专类园类型的口袋花园宜整体考虑当地区域性，应

根据专类配置相关设施，并运用植物塑造其主题性，强化整体性。

6.4.2 建设示例

桥头绿化可设置形象景观点亮城市节点，宜配合周边自然条

件设置特色休憩空间，如图 4。

图 4 桥头型口袋花园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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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广场型

6.5.1 设计要求

（1）广场型口袋花园应结合人行道旁现状广场进行设计，应

控制区分广场的硬质空间与公园的软质空间，建设动静分离的功

能分区。

（2）广场型不宜栽植过密乔木，宜选用分枝点高的乔木，整

体视线通透且有遮阴效果。宜多利用阳光草坪、规则草阶、模纹

花坛、造型花艺等景观要素，增加场地活动性与趣味性。

（3）广场铺装可作为公共艺术的展示进行多样化设计，可采

用特色铺装、地刻的表现形式，传递历史人文内涵。

（4）宜利用海绵城市理念，采用透水铺装、盖板排水沟与雨

水花园相结合的工艺设计，对广场硬质铺装径流雨水进行消纳，

凸显具有特色性的广场口袋花园景观。

6.5.2 建设示例

广场绿地可通过不同铺装、特色装置等营造特色硬质空间展

示城市文化，通过绿化分隔丰富休憩空间，如图 5。

图 5 广场型口袋花园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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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单位附属型

6.6.1 设计要求

（1）利用建筑退界空间形成休闲广场或小游园、微绿地，丰

富街道景观和活动。对未开发的附属绿地地块宜充分考虑，结合

地块出入口或临街界面设置游园、微绿地，可接入街巷空间，实

现“可进入、可参与”。

（2）口袋花园设计应与单位建筑主体整体协调。

（3）建筑退界空间场地无围墙分割，与人行道无缝相连的，

道路红线内外的铺装应一体化设计。

（4）在具有一定污染情况的工厂类单位附属绿地建设的口袋

花园，应注意选择抗性强、生长快的植被，同时宜利用绿化建设

隔离带。

（5）单位附属绿地口袋花园应多设置遮阴、休憩功能设施，

宜增设健身、活动设施。

6.6.2 建设示例

单位附属绿地交通功能与社交休闲功能为主，可设置休憩、

运动、通行空间，景观界面效果要求更高，如图 6。

图 6 单位附属型口袋花园建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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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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