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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地区多尺度水景观系统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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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景观生态学的起源介绍了其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将生态景观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区域多尺度的水景

观设计，探索了以水域为载体的景观空间布局和多尺度资源的优化，应用于南京市浦口区水景观设计。该方

法解释了水生态、水文化与景观体系的内在关系，耦合多元景观资源，确定以水为载体的景观格局。对多尺

度景观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出水景观开发方案。方案的最终目的是使区域内涉水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

资源得到最大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城市化地区水域景观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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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国内外研究进展

#% 世纪中叶，伟大的动植物学家和自然地理学

家洪堡德（WC=Q34EM），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的术

语引用到地理学中来，并将其定义为“某个地球区域

内的总体特征”。早在 #%H% 年，德国著名生物地理

学家 (I344 就提出了“景观生态学”（48EOF7LD DF343J@）

的概念。他把地理学家研究自然现象空间关系的

“横向”方法，同生态学家研究生态区域内功能关系

的“纵向”方法相结合，研究景观整体的结构和功能。

!$ 世纪 ;$ 年代以来，城市滨水区的开发与复兴成

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不少案例产生了世界性的

影响，如美国 X74M>=3ID 088DI W7IQ3I、伦敦 S3FR478EO、
多伦多 W7IQ3I NI38J、加拿大 YI78K>44D 0O478E、威尔士

.7IE>NN X7@、日本横滨新港等［#!G］。!$$! 年，日本学者

丹保宪仁提出了现代城市新型水环境代谢的基本构

思，为城市水环境修复提供了理论指导［"］。董哲

仁［9］提出了“生态水工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西方

城市化地区的滨水景观设计呈现出 H 个主要特点：

"体现生态；#赋予景观历史与地方文化内涵，建设

独具特色的城市滨水区景观；$体现巨大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世纪 %$ 年代，国内对滨水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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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如曹新向等［!］对城市水系具有

水利、航运、生态、旅游游憩、历史文化、纳污等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及保护作了分析和研究；同时不少著

作有滨水区的专题讨论［"!#$］。近几年，将人文景观

与滨水自然景观结合在一起，日益成为国内水景观

设计的热点，如上海对苏州河的治理、沈阳市新开河

带状公园的规划和建设、成都市环城滨河绿化规划、

桂林“两江四湖”规划等。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于城市化地区的水景

观已有较多的研究，但各自的重点不一样。国外的

研究主要以滨水区恢复与再开发为主，而我国的则

是新开发为主，仅有的研究又多以城市设计和生态

规划的单方面角度，对景观的整体性考虑较少。我

国景观生态学尚缺乏宏观上系统的、跨尺度的理论

研究和实际应用。本文将在区域滨水景观多尺度设

计方面，应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及系统优化理论探索

区域滨水景观设计方法及其应用。

! 研究区域概况

浦口区位于南京市西北部、长江下游北岸，地处

北纬 %$&’#( ) %*&#’(，东经 ##"&*#( ) ##"&+,(。东北与

六合区为界，南临长江，西接安徽省和县，北与安徽

省全椒、滁州、来安三市（县）毗邻，前临长江，中跨老

山，后有滁河，自古享有“金陵天然屏障”之誉。浦口

区境内以及流经区境的市级以上河道共 , 条，区内

总长 #’$ -.；区级河道 #$ 条，总长度 +,/#" -.；镇级

河道 !$ 条，总长度 *’*/+ -.；村级河道 ##, 条，总长

度 *+"/0’ -.。区内水库星罗棋布，现有各型水库 *’
座。长江的绿水湾、江外滩、滁河沿岸，形成绵延数

十公里的天然生态湿地系统。

" 水景观系统的构建

水景观规划设计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以一种

多学科的知识为基础的，运用生态原理，在一定尺度

对景观资源的再分配，通过研究景观格局对生态过

程的影响，在景观生态分析、综合及评价的基础上，

提出景观资源的优化利用方案。其基本任务是协调

和改善水域景观内部结构和生态过程，保护人类健

康，增强自然生态的经济价值，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

生态保护、发展经济生产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而改

善景观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其抗干扰能力和稳定

性，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完整。研究的主要景观要素：

"自然景观：包括水体、堤岸、植被、地形地貌、生物

等；#人工景观：包括构筑物、亲水设施、码头、游步

道、广场等；$人文景观：包括历史文物古迹、地域文

化、城市记忆等。

如果说生态讲自然的体，环境强调自然的用，人

文反映自然的实，那么景观讲自然的象；如果生态反

映自然本质之真，环境体现自然实用之善，人文展示

自然之质，那么景观强调的是自然现象之美。滨水

景观作为景观子集，体现自然之美，它与水生态、水

环境、水文化等因素密切相连，是人和水相互协调的

产物。

" 1# 滨水景观建设的生态学基础

生态反映自然的生命力，它是水景观功能单元

定位的首要条件。根据生态效益最优化原理，在进

行绿地斑块规划时，绿地斑块的数量越多、斑块越

大、斑块之间的连接度越大，则生态效益越高；紧凑

或圆形的斑块在保护内部资源方面具有最高效率；

在进行廊道规划的时候，需特别强调它在维持和恢

复景观生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水景观

廊道根据河系的生态功能，确定不同廊道的宽度和

廊道中植被的分布。在景观生态学中，滨水绿地系

统不仅是城市水景观的组成要素，而且它本身又是

一个异质的镶嵌体。根据其地位和形状，规划中采

用了斑块（23425）—廊道（26778967）—基质（:3478;）模

式［#$］，充分考虑水陆交接带的生态景观基质，浦口

滨河绿地面积达 #*$$ 5.*。不仅完全保留了现有的

城市滨水公园斑块，还规划了 #+ 个重要的生态湖泊

斑块，形成独特的观赏游览群。以朱家山河和驷马

山河为“二轴”的廊道、以滁河和长江为依托的“二

带”，以及环山河为载体的“一环”景观链，沟通了浦

口区 "$<以上规划的骨干水系和滨水景区。

" 1! 滨水景观建设的环境美学基础

环境是水景观建设的目的所在。滨水区是水涨

落之间的特殊区域，也是防洪、护坡、造景、游憩等多

种功能交织的场所，是滨河区景观建设的重点之一。

河系的环境功能和旅游功能是水景观建设的重要前

提。设计护岸景观时，要因地制宜，依托自然地形、

地貌、环境。在设计思路上，以整体美为基本原则，

突出特色美，体现意境美，进而增强滨水景观的变

化，延伸河流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强化生态系统功

能，体现和丰富生态文明。景观的异质性能增加景

观的类型，增强游赏的乐趣。设计中，景观治理就利

用景观的异质性，在绿地中合理布置水体、湿地、草

地、林地等景观要素，在空间上增强它们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促进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如绿

水湾生态公园节点不仅综合了生态湿地、草地、林

地、人工湖体和部分河系等资源，还设计人工景观堤

岸、观赏性水工建筑物。在植被选择上，注重基本草

种、树种和花的选择，以当地适生品种为主，尽量减

少从外地引进品种，设计推荐由水域到河岸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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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次序为浮水植物 ! 沉水植物 ! 挺水植物 ! 常青

草本植物 ! 低矮灌木 ! 高大乔木；在断面设计上，针

对自然段断面、堤坝段断面、宽阔段断面和收缩段断

面，“随高就低”、“不拘模式”。直落式、分级式、多级

式、挑台式、自然式、组合式等多种滨水护岸在河系

分段规划中给予体现。同时，面积近 " ### $%& 的老

山森林公园为景观基质的多样性和构建提供了更加

丰富的发展空间。

! ’! 滨水景观建设的文化基础

水景观作为区域景观要素之一，应该能反映当

地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征。景观规划设计中，应融

入当地的传统文化，体现当地的地方精神，使水景观

具有独特的风格，甚至成为当地的标志。近些年，许

多城市对创造良好的城市景观都非常关注，但是应

在创造良好的城市景观的同时，使城市景观具有自

己的地域文化背景，提升人文景观底蕴。南京市浦

口区的水景观设计中，引入了“文化规划”的概念，充

分利用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恢复后的自然景观

形成良好的文化内涵，延续和再现人文景观的历史

风貌，并且自然和人文景观相互作用，形成景观动态

平衡的可持续性。如浦口的“泉水文化”是一道重要

的水文化亮点，“十里温泉”的汤泉、琥珀泉等，江北

名泉的珍珠泉、卓锡泉、珍珠泉、碧泉、清泉等。千年

古井、名桥也纳入水景观规划的设计范畴，凸现了水

景观的文化底蕴。古文化遗址群也体现出“古人随

水而栖”的特点，展示了以水为背景的深厚底蕴。

" 宏观体系结构和功能优化

" ’# 景观河系的优化

河流绿色走廊是当今绿色景观工程重要形式之

一，具有多重的生态和景观功能。!河流绿色走廊

是保护河流免遭污染的屏障；"绿色是休闲绿色走

廊和具有娱乐功能的场所；#绿色走廊是生态意义

上的走廊和自然系统；$绿色走廊具有历史传承和

文化价值。水环境的改善依赖于构建更广阔和更稳

定的绿色植被系统，以河流沿岸植被为基础的绿色

走廊网络系统，将在水环境修复和景观重建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浦口区规划骨干景观河网包括区域

性河道 & 条，总长度 &()*( +%；市级河道 & 条，总长

度 &&), +%；区级河道 ,, 条，总长度 -.)&" +%。其中

长江、滁河、驷马山河、朱家山河、城南河、七里河、高

旺河、石碛河、石头河、周营河、陈桥河、团结河、永宁

河等共同构成以老山森林区为中心的水景观循环通

道，河道两侧分别设计景观绿地，构成绿色生态走

廊，设计了重点河段的景观主题，如图 , 所示。

图 # 浦口区水景观骨干河系规划

" ’$ 建立完善的区域景观格局

景观格局是指空间布局，包括景观组成单元的

类型、数量以及空间分布与配置［,#］。优化的原则是

统筹空间整体布局、中心城区的开敞空间系统、重点

景观区域、景观轴线规划、景观节点规划，力求景观布

局做到整体和局部相统一，点、线、面相结合，城、乡兼

顾。经过区域景观生态优化处理，浦口区的水景观格

局为“一环、二带、二轴、三片、十四点”（图 &）。

图 $ 浦口区水景观格局规划

" ’! 地方特色（水文化）功能的优化

根据水景观格局，结合区域“浦口区文化紫线规

划”，对涉水、近水的水文化要素进行合理配置，经过

遴选得出人文景观节点 *, 处，如图 * 所示。

" ’" 水景观的游憩功能的优化

根据浦口区水景观格局和水景观资源的分布特

点，重点规划 - 个水旅游风景区（图 -）。

%& 珍珠泉—朱家山河水旅游风景区：该区背靠

老山，面临桥北城区，贯通南北两片。目前已有的景

点有珍珠泉、琥珀泉、明清一条街、碧泉、吴武壮公

祠、泰山庙等。规划以桥北城区为平台，珍珠泉、琥

珀泉为旅游节点，朱家山河为载体，沟通滁河休闲渔

业带，发展复合式旅游观光线和现代旅游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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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浦口区水文化景观要素规划

图 " 浦口区水旅游概念规划

#$ 环山河—老山水旅游风景区：依靠老山环山

而建，途中经过诸多人工湖泊节点，连通汤泉新镇

区，水上旅游特色鲜明。目前已有的景点有惠济寺、

兜蟀寺、龙王山风景区、象山水库、享堂水库、雨竹农

庄、双井等。规划以汤泉为旅游节点，带动老山的森

林景观和滁河片区的休闲渔业景观的旅游价值的

实现。

%$ 绿水湾—珠江水旅游风景区：以绿水湾生态

公园为节点，以中心城区规划片区为依托，发展现代

城市旅游与自然观光相结合的现代生态型旅游。主

要包括新区行政、商业文化中心至滨江一带，目前已

有的景点有求雨山公园、艺莲苑、浦珠广场、滨江公

园、绿水湾等。

&$ 驷马山河—乌江、桥林水旅游景观区：规划

以乌江、桥林为节点，开展文化为主题的观光旅游和

水上漂流项目。结合山丘区成规模的农庄休闲旅

游，发展水为主题的多种旅游项目相结合的旅游片

区。目前已有的景点有赭洛山农庄、楚汉文化带等。

规划恢复古桥林十二景，楚汉文化遗迹等旅游资源，

结合休闲农庄开展特色水旅游。

’ 结 语

水景观宏观规划必须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变

化的眼光来对待，通过整体考虑规划方案，利用人工

设计和工程措施，恢复城市滨水区的自然生态景观，

保护人文景观，发展以水为载体的多元经济，同时也

通过经济开发手段来保护水景观资源的延续。但由

于城市滨水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不断受到不可

预计的干扰，并且自身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恢复

其美丽的景观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是

要建立一个开放性整体框架，与其他各模块进行有

机的对接，满足各个层次的需求。如何在创造良好

的城市滨水景观的同时，使城市景观又具有自己的

地域文化背景，塑造具有多元景观资源的品牌效应，

加速地区经济发展，将是景观设计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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