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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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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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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花园建设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生境花园建设的建设原则、建设内容、维护管理等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市生境花园的营建与维护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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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9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192 公园设计规范
DB11/T 21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B11/T 672 城市绿地再生水灌溉技术规范
DB11/T 864 园林绿化种植土壤技术要求
DB11/T 1175 园林绿地工程建设规范
DB11/T 1502 节水型林地、绿地建设规程
DB11/T 1604 园林绿化用地土壤质量提升技术规程
DB11/T 1637 城市森林营建技术导则
DB11/T 1928 小微湿地修复技术规范
DB11/T 2091 生态保育小区建设指南
DB11/T 1615 园林绿化科普标识设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境花园 habitat garden

既能为野生动物提供食源、水源和庇护所等生存环境要素，又具有观赏休憩、绿色碳汇、雨水调蓄、
自然教育、健康疗愈等功能的绿地空间。

3.2

食源植物 food plant

自然生长或者人工种植的可以为鸟类或其他生物提供食物的植物。

3.3

外来入侵植物 alien invasive plant

在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中定居、繁殖、扩散，并对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造成明显损害或不利影
响的外来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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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城市野生动物 urban wild animal

栖息于城市环境中，但是没有经过人类驯化的动物，主要包括从城市外部迁徙进入城市的野生动物，
迁徙经过并停留一段时间的野生动物，以及区域城市化后遗留下来的野生动物等。

4 建设原则

4.1 近自然

将植物以拟自然化的形式组合，形成稳定发展的群落模式，为野生动物构建栖息环境，满足其对食
物、水源及庇护所的多样化生存需求，营造自然野趣的环境氛围，构建生态结构稳定，动植物种类丰富，
充满生机活力的绿色空间。

4.2 低成本

遵循自然群落运行机理和演替机制，采用高韧性的植物种类和配植方式，注重采用节能、环保、低
碳的材料、技术和工艺，实现生境花园管理养护简单、资源消耗减少的低成本维护目标，保障生境花园
长期稳定发挥其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

4.3 多功能

充分结合场地环境资源、发展定位和现状基础条件，展现地域景观及文化特色，因地制宜提升自然
生态服务功能，打造具有参与感、体验感和归属感的多功能人性化场所，满足市民对自然的渴望及高品
质绿色空间的追求。

4.4 多元参与

广泛邀请并鼓励市民、大中小学、科研院所、事企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参与生境花园规划建设及日常
活动。提供多元、公平、包容的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让绿色成果真正惠及全体市民。

5 建设内容

5.1 选址

5.1.1 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等规划为依据，选择具有一定生态价值或能够弥
补和链接周边生态功能的绿地空间。

5.1.2 优先选择周围环境比较安静或闲置的场地。

5.2 调查评估

5.2.1 开展场地本底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空间特征、人文景观、使用者特征等。

5.2.2 宜重点关注地形、土壤、水体、微气候、动植物资源等周边生态环境特征。

5.2.3 宜关注使用者群体构成及诉求，包括使用者年龄、性别、动机、行为规律、绿地使用模式及景
观偏好需求等。

5.2.4 宜最大限度挖掘场地可利用资源，将场地制约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

5.2.5 根据调查结果评估场地特征，识别关键生境要素或保护目标，明确建设内容及实施策略。

5.3 功能分区

5.3.1 生境保护区

5.3.1.1 该区域是必要功能区，宜减少人为干扰，设置必要隔离设施（推荐绿篱等软性材料）。

5.3.1.2 宜设置动物保育设施、自然庇护所、科学监测设施等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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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宜在原有植物群落的基础上，合理调整植物种植，提升植物群落的近自然度，为城市野生动
物提供生存要素，并承担自然教育和科学研究等多元功能。

5.3.2 互动观察区

5.3.2.1 该区域是可选功能区，允许有限度的自然体验活动。

5.3.2.2 宜设置观察装置、动植物科普装置、多功能活动驿站等设施。

5.3.2.3 宜以乡土植物为主，注重科普展示的内容与互动形式，激发观察者的五感体验，形成人与自
然互动的空间。

5.3.3 休闲活动区

5.3.3.1 该区域是可选功能区，是人群活动的主要空间。

5.3.3.2 宜设置灵活多变的休憩设施、科普宣传设施等相关设施。

5.3.3.3 可适度引入具有科普价值的园艺植物，关注不同年龄层对户外空间的休憩需求，鼓励公众亲
近自然。

5.4 基本要素

5.4.1 土壤

5.4.1.1 绿化种植土壤厚度及理化性质等宜符合 DB11/T 864 要求。当不符合时，需进行土壤改良，具
体提升技术宜符合 DB11/T 1604 要求。

5.4.1.2 场地内需保留枯枝落叶层及木质废弃物，有条件的空间宜设置一定面积裸露的沙质或泥质土
壤，供动物栖息、觅食及隐蔽。

5.4.1.3 绿地内裸露地面宜选用碎木、木屑、树皮、卵石等自然材料覆盖。

5.4.1.4 宜尊重场地原有地形特征，坚持土方就地平衡原则，可适度营造小微地形，增加生境丰富度。

5.4.1.5 施工期间不宜夯实绿地空间内土壤，且不宜随意翻动、扰动土壤环境。

5.4.2 水体

5.4.2.1 宜充分结合场地地形地势，在水源能够得到保障的区域，营建缓慢流淌的小溪、浅水池塘、
芦苇石滩、雨水坑、生态水塘等水体，并符合下列要求：

a) 水质符合 GB/T 18921 要求并保持洁净；
b) 水体形态宜营造为有近圆形核心、弯曲边界和边缘指状突起的空间；
c) 驳岸坡度、结构及材料宜符合 DB11/T 1928 要求，有条件的场地宜设置裸露滩涂和砂石驳岸；
d) 基质配置宜符合 DB11/T 1928 要求；
e) 水面面积、水深及驳岸等符合 DB11/T 1175 要求。

5.4.2.2 不具备营建水体条件的场地，宜通过地形处理汇集地表径流，设置周期性积水的植草沟、卵
石沟、旱溪、滞留塘、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生态雨水设施。

5.4.2.3 在缺少水源的场地可预留或新建动物饮水点。

5.4.3 植物

5.4.3.1 植物选择

5.4.3.1.1 乔灌木宜使用抗性强、长寿命的乡土树种，草本花卉和地被植物宜选择低维护、低成本的多
年生植物，在种植后不宜频繁更换或重新播种。

5.4.3.1.2 湿地植物宜选择有驱蚊效果的植物，并符合 DB11/T 1928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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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1.3 宜使用全冠苗，尽量不使用造型苗及异形苗。

5.4.3.1.4 植物选择以动物的栖息偏好为主导，满足动物觅食、繁殖和隐蔽等生存需求。具体植物选择
宜符合 DB11/T 1637 要求，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宜选择浆果类、坚果类、块根类等食源植物；
b) 宜选择树干较高、分枝较多、胸径较大、树叶茂密的阔叶树；
c) 宜选择种植结构紧密、防寒性好的针叶树；
d) 宜选择茎叶密实的禾本科、莎草科和豆科植物；
e) 以招引某一目标物种为目的生境花园，依据目标物种的生活史及食性选择植物品种。

5.4.3.1.5 宜选择具有滞尘、抑菌、固氮等特定生态功能的植物。

5.4.3.1.6 人群活动密集区宜选用色彩鲜艳、芳香、有特殊触觉或有食用价值、保健价值的植物。

5.4.3.1.7 不宜选择自生繁衍能力强、具扩张性的观赏植物，不选用外来入侵植物。

5.4.3.2 植物配置

5.4.3.2.1 宜尽量保留场地现有长势良好的原生植物，移除外来入侵植物。

5.4.3.2.2 宜提高树种丰富度，增加食源树种比例。

5.4.3.2.3 食源植物宜在生境花园内均匀分布，注重不同花期和果期的植物配置，补充夏秋季花卉以及
在冬季和早春挂果的植物。

5.4.3.2.4 增加观花、观果、色叶、常绿植物，丰富景观层次，增加季相变化。

5.4.3.2.5 可适度配置具有香味或有特殊气味的植物，避免使用致敏性植物。

5.4.3.2.6 营造复层、混交、异龄的近自然植物群落，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营造合理的林木垂直结构，增强乔木层透光条件，避免过度密植。生境保护区应增加小乔木及
灌木栽植比例，形成低矮、茂密的林下覆盖；

b) 增加场地环境中的生境类型，形成多生境嵌合的水平空间格局，并在林缘栽植适应性更广的植
物种类，提高灌木和地被植物比例；

c) 宜考虑不同植物的种间竞争，避免干扰和抑制其他植物生长，可适度设置生态留白区域，供植
物群落自然演替。

5.4.3.2.7 生物友好设施附近宜形成植物遮蔽，补植食源植物。

a) 场地周边宜栽植具有降噪功能的植物，并可结合地形塑造，营造静谧空间。
b) 施工期间可保留枯枝、落叶、草屑等自然材料进行资源化利用。

5.4.3.2.8 苗木要求、栽植时间及栽植技术宜符合 DB11/T 1637 相关规定。

5.4.3.2.9 水生植物的种植时间、水位要求及种植方式宜符合 DB11/T 1928 要求。

5.4.4 园路及铺装

5.4.4.1 道路与现有及规划路网有效衔接，形成便捷贯通的游览路线，无障碍设计符合 GB 50763 规定。

5.4.4.2 铺装材料宜在安全、实用、生态的基础上，优先选择透水型铺装材料及可再生材料并满足荷
载、防滑等使用功能和耐久性要求。

5.4.4.3 园路和铺装场地应保证排水顺畅，工程建设宜符合 DB11/T 1175 相关要求。

5.4.5 休憩服务设施

5.4.5.1 场地宜根据不同人群的观赏、停留需求，设置长椅、园凳、廊架等服务设施。

5.4.5.2 有条件的场地可设置种植体验装置、多功能活动驿站等园艺体验设施，方便开展共建共治共
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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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3 可根据需要建设游憩场地，综合考虑游玩的安全性、生态性、趣味性，搭建沙坑、树洞、草
坡等自然游憩设施，不宜设置大面积运动场地或其他硬质广场。

5.4.5.4 设施材料宜采用节能环保、坚固耐用、无毒无污染的材料，形式、材质应与周边自然景观相
协调。

5.4.6 生物友好设施

5.4.6.1 根据城市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范围，合理规划生物友好设施的类型、数量和布局。

5.4.6.2 宜选用环保、安全、耐用、易于维护的材料，宜利用场地原有材料进行改造。

5.4.6.3 设施尺寸、形状、色彩和材质等宜根据城市野生动物的习性和体型设计，避免过度人工化。

5.4.6.4 设施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动物饮水点、昆虫旅馆、蚯蚓塔、刺猬屋、本杰士堆等，具体设施建
设宜符合 DB11/T 2091 要求。

5.4.7 科普标识设施

5.4.7.1 宜充分考虑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并具备安全性、趣味性、体验性和互动性。

5.4.7.2 可设计成翻页式、抽拉式、翻板式、转盘式、滚筒式或与基础设施相结合等形式。

5.4.7.3 设施版面内容与场地中的自然景观紧密相关，使用易于理解的图标和文字。文案结构宜符合
DB11/T 1615 科普牌 3-30-3 要求，指示清晰，信息准确。

5.4.7.4 设施版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场地设计理念说明，场地及周边环境中富有代表性或数量较多的
动植物、种群、群落、生态要素与生态过程等自然科学知识，场地中进行生态保护及生态修复的方式等
信息。

5.4.7.5 设施材料宜选用环保、安全、耐用、阻燃、抗腐蚀、易于维护的材料，有条件的场地可借助
科技手段向公众传授自然与人文知识。

5.4.8 水电配套设施

5.4.8.1 给水排水

5.4.8.1.1 新建给排水管线及设施与现有给排水系统相衔接。

5.4.8.1.2 灌溉用水优先采用雨水和再生水，使用再生水灌溉时，灌溉技术宜符合 DB11/T 672 要求。

5.4.8.1.3 绿地灌溉宜采用节水灌溉方式，灌溉设计宜符合 GB/T 50363 相关要求。

5.4.8.1.4 场地排水宜利用地形以自然排放为主，可结合植草沟、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雨水塘等生
态雨水设施，具体节水建设措施宜符合 DB11/T 1502 要求。

5.4.8.1.5 排蓄水设施工程施工宜符合 DB11/T 212 要求。

5.4.8.2 电气照明

5.4.8.2.1 控制光照强度及时长，减少光污染，避免照明设施对区域内动物生活习性造成干扰。

5.4.8.2.2 采用节能灯具，优先选择绿色能源，灯具设计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5.4.8.2.3 场地内可根据需求设置监测系统和智能管理系统。

5.4.8.2.4 供配电系统、安全防护与接地、设备安装及路线铺设符合 GB 51192 规定。

6 维护管理

6.1 日常维护

6.1.1 综合考虑动物和人的需求，科学制定植物修剪方法，并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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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定有利于城市野生动物的修剪计划，尽量降低修剪频次；
b) 制定场地各区域轮流修剪计划，优先选择非花期修剪，保证生长季节有开花植物；
c) 及时除草，使优势物种保持在恰当的比例区间；
d) 拔除自生繁衍能力强的、具扩张性的物种；
e) 适度保留修剪下的园林绿化垃圾，搭建动物隐蔽空间。

6.1.2 凋落物宜进行资源化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利用草屑、残花、枝条和落叶作为有机堆肥的原料；
b) 在生境保护区保留部分枯枝落叶，为各类城市野生动物提供隐蔽空间；
c) 用堆肥产物进行种植区土壤改良，达到供给养分和保持水分的作用；
d) 结合运营活动进行艺术化创作，打造景观小品。

6.1.3 对误捕、受伤的野生动物，需安排专人负责，及时移交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6.1.4 水质管理方面，宜有计划地对水体底泥进行疏浚，维持合理的水体深度，但不宜过频。

6.1.5 加强病虫害监测、管理和防治，优先采用生物防治方法，尽量避免化学药剂的使用。

6.1.6 当必须使用化学药剂时，宜采取以下措施：

a) 控制用量，选择低毒、低残留的药剂；
b) 尽量避免空中喷洒，或使用低压喷嘴。

6.1.7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监测、管理和防治工作。

6.1.8 保障各类设施的正常运行，定期维护和更新监测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

6.2 管理运营

6.2.1 编制维护手册和工作日程表，指导生境花园维护团队以及相关使用者开展工作。

6.2.2 组织培训课程，学习生境花园维护手册内容及相关专业知识。

6.2.3 宜定期组织交流活动，总结在景观维护和管理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
和帮助。

6.2.4 宜设置奖励机制，鼓励维护人员利用近自然方式进行景观维护和管理。

6.2.5 可联合社会组织及其他相关专业团体开展以下活动：

a) 开展科普活动，结合园内设施及科普牌，采取预约方式在生境花园内适当开展科普教育、自然
体验等活动，控制自然教育活动的范围和强度，避免对保护对象造成干扰；

b) 开展跨区域的生境花园互助交流活动；
c) 挖掘生境花园的生态服务功能，组织公益活动。

6.1 监测评估

6.1.1 根据保护目标、保护对象特征和受众需求，运用红外相机等相关设施设备，搭建科学专业的自
然监测系统。

6.1.2 持续收集、整理、分析数据资料，及时发现生物种群及环境变化。

6.1.3 宜与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科研监测工作，招募周边居民及公众参与生境花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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