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湿地景观的生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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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自然湿地生态系统对人类具有重要 的意义
。

在城

市规划中对湿地景观进行生态设计
,

能充分发挥湿地的生

态和社会效益
。

保持湿地系统的生态完整性
,

植物的科学

配置和岸线环境的设计
,

是城市湿地景观设计的重要 因素
。

以美国圣保罗市安姆斯湖计划
、

英国伦敦湿地中心和中国

成都活水公园为例
,

介绍 了城市景观与湿地生态意义的成

功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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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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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湿地
,

是指不 问其天然或人

工
、

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
、

湿原
、

泥炭地

或水域地带
,

带有静止或流动
、

咸水或

淡水
、

半咸水水体 者
,

包括低潮时水深

不超过 6m 的水域川。

因此
,

湿地不仅仅

是我们传统认识上的沼泽
,

滩涂等
,

还

包括部分河流
、

湖泊
、

鱼塘
、

水库和稻

田
。

湿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

是 自然

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
,

也是人

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
。

首先
,

湿地

是许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
;
其次

,

湿

地在涵养水源
、

调节河川径流
、

补 给地

下水和维持区域水平衡中121
,

发挥着重

要作用
,

是蓄水防洪的天然屏障
;
另外

,

湿地的生物和化学过程还具有降解过

滤污染物的功能
,

使当地河流下游区域

受益
。

总而言之
,

各类湿地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和保护环境方面
,

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作用
。

由于人类与湿地相互依存的关系
,

1 9
71 年 2 月 2 日在伊朗的拉姆萨通过

的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

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 <湿地公约 》)
,

旨在认证
、

保护并促进合理使用全球范

围内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湿地系统
。

相

应于对湿地重要性认识的提高
,

许多国

家也积极投入到对各类广义湿地的保

护和恢复的行动中
,

包括在规划人类居

住 区时更多地考虑体现其 自然环境的

意义
。

文章将以城市湿地环境 为对象
,

结合国 内外成功 的例子
,

对湿地的景观

设计与生态意义 的结合作一次尝试性

1 为什么要对城市湿地景观进行

生态设计

湿地环境是与人们联系最紧密的

生态系统之一
,

对城市湿地景观进行生

态设计
,

加强对湿地环境的保护和建

设
,

具有重要意义
。

首先
,

能充分利用湿

地渗透和蓄水 的作用
,

降解污染
,

疏导

雨水的排放
,

调节区域性水平衡和小气

候
,

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
。

其次
,

这将为

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接近

自然的休憩空间
,

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相

处
,

促进人们 了解湿地的生态重要性
,

在环保和 美学教育上都有重要的社会

效益
。

一定规模的湿地环境还能成为常

住或迁徙途中鸟类的栖息地
,

促进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
。

此外
,

利用生态系统的

自我调节功能
,

可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

等的使用
,

降低城市绿地的 日常维护成

本
。

收稿 日期 20 02 一 0 7 一 1 3 ;
修回 日期

:
20 03 一 0 3 一 2 5

2 如何对城市湿地景观进行生态

设计

2
.
1 保持湿地的 (系统 )完整性

湿地系统
,

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
,

由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组成
。

特定空间

中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

体组成生态系统
。

在对湿地景观的整体

设计中
,

应综合考虑各个因素
,

以整体

的和谐为宗旨
,

包括设计的形式
、

内部

结构之间的和谐
,

以及它们与环境功能

之间的和谐
,

才能实现生态设计的目
nJ口口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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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调查研究原有环境是进行湿地景观设

计前必不可少的环节
。

因为景观的规划设

计
,

必须建立在对人与 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

最大程度的理解之上
。

对原有环境的调查
,

包括对 自然环境的调查和对周围 居民情况

的调查
,

如对原有湿地环境的土壤
、

水
、

动植

物等的情况
,

以及周围居 民对该景观的影响

和期望等情况的调查
。

这些都是做好一个湿

地景观设计的前提条件
,

因为只有掌握原有

湿地的情况
,

才能在设计中保持原有 自然系

统的完整
,

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生态
;
而掌

握了居民的情况
,

则可以在设计中考虑人们

的需求
。

这样能在满足人需求的同时
,

保持

了 自然生态不受破坏
,

使人 与自然融洽共

存
。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持了湿地网络系

统的完整性
。

利用原有的景观因素进行设计
,

是保持

湿地系统完整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

利用原有

的景观因素
,

就是要利用原有的水体
、

植物
、

地形地势等构成景观的因素
。

这些因素是构

成湿地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

但在不少设计

中
,

并没有利用这些原有的要素
,

而是另起

一格
,

按所谓 的构思肆意改变
,

从而破坏 了

生态环境的完整及平衡
,

使原有的系统丧失

整体性及 自我调节的能力
,

沦为仅仅是
“

美

学
”

意义上的存在
。

2 2 植物的配置设计

植物
,

是生态系统的基本成分之一
,

也

是景观视觉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因此植物的配

置设计是湿地系统景观设计的重要一环
。

对

湿地景观进行生态设计
,

在植物的配置方

面
,

一是应考虑植物种类的多样性
,

二是尽

量采用本地植物
。

多种类植物的搭配
,

不仅在视觉效果上

相互衬托
,

形成丰富而又错落有致的效果
,

对水体污染物处理的功能也能够互相补充
,

有利于实现生态系统的完全或半完全 (配以

必要的人工管理)的自我循环
。

具体地说
,

植

物的配置设计
,

从层次上考虑
,

有灌木与草

本植物之分
,

挺水(如芦苇)
、

浮水 (如睡莲)和

沉水植物(如金鱼草)之别
,

将这些各种层次

上的植物进行搭配设计
;
从功能上考虑

,

可

采用发达茎叶类植物以有利于阻挡水流 沉

降泥沙
,

发达根系类植物以利于吸收等的搭

配
。

这样
,

既能保持湿地系统的生态完整性
,

带来良好 的生态效果
{3] ;
而在进行精心的配

置后
,

或摇曳生姿
,

或婀娜多态 的多层次水

生植物还 能给整个湿地的景观创造一种 自

然的美
。

采用本地的植物
,

是指在设计中除了特

定情况 (见实例 分析 2)
,

应利用或恢复原有

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的植物种类
,

尽量避免外

来种
。

其他地域的植物
,

可能难 以适应异地

环境
,

不易成活
;
在某些情况下又可能过度

繁殖
,

占据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
,

以致造成

本地植物在生态系统内的物种竞争中失败

甚至灭绝
,

严重者成为生态灾难
。

在生态学

史上
,

不乏这样的例子 (生物入侵 )
。

维持本

地种植物
,

就是维持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成

分
,

保持地域性的生态平衡
。

另外
,

构造原有

植被系统
,

也是景观生态设计的体现
。

2

.

3 水体岸线及岸边环境的设计

岸边环境是湿地系统与其他环境的过

渡
,

岸边环境的设计
,

是湿地景观设计需要

精心考虑的一个方面
。

在有些水体景观设计

中
,

岸线采用混凝土砌筑的方法
,

以避免池

水漫溢
。

但是
,

这种设计破坏 了天然湿地对

自然环境所起的过滤
、

渗透等 的作用
,

还破

坏了自然景观
。

有些设计在岸边一律铺以大

片草坪
,

这样的做法
,

仅从单纯的绿化 目的

出发
,

而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 的功用
。

人工

草坪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弱
,

需要大量的管

理
,

如人工浇灌
、

清除杂草
、

喷洒药剂等
,

残

余化学物质被雨水冲刷
,

又流入水体
。

因此
,

草坪不仅不是一个人工湿地系统 的有机组

成
,

相反加剧了湿地的生态负荷
。

对湿地的

岸边环境进行生态的设计
,

可采用的科学做

法是水体岸线以自然升起 的湿地基质的土

壤沙砾代替人工砌筑
,

还可建立一个水与岸

自然过渡的区域
,

种植湿地植物
。

这样做
,

可

使水面与岸呈现一种生态的交接
,

既能加强

湿地的 自然调节功能
,

又能为鸟类
、

两栖爬

行类动物提供生活的环境
,

还能充分利用湿

地的渗透及过滤作用
,

从而带来 良好的生态

效应
。

并且从视觉效果上来说
,

这种过渡区

域 能带来一种丰富
、

自然
、

和谐又富有生机

的景观
。

3 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设计的实例分析

随着对 自然湿地作用的深入认识
,

世界

上城市水体 景观设计也逐渐从纯粹 的水景

设计过渡到对湿地 系统的设计或改造
。

在进

行湿地的景观设计时
,

除 了考虑美学上的功

能外
,

生态功能也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

下面
,

对国内外的一些 实例进行 分析
,

以说

明如何在对湿地系统进行景观设计时
,

兼顾

美学与生态
。

3 1 安姆斯(A M ES) 湖计划
,

美国
,

圣保罗市
,

1 9 9 8

美国圣保罗市的 尸日A LE 闪购物中心
,

于

19 6 0 年左右建于一个填平 的小湖 区上
,

由

一个可容纳 飞00 多辆车的停车场和一排一

层结构的商店组成
。

后来
,

这个购物中心由

于商业区迁移而被废弃
。

1 9 9 8 年
,

圣保罗市

政府决定恢复原来的安姆斯湖
,

重建为湿地

公园
。

目的是将不远 的 尸日A LE N 湖区与密

西西比河联接起来
,

恢复野生动物的生物走

廊
,

同时为当地居 民提供一片无需远足便可

领略的自然风貌
。

在对地下和地表水体
、

土

壤结构
、

居民意见等进行详细的调查论证以

后
,

项 目实施的第一步是彻底移去所有的人

工建筑
,

开辟蓄水盆地和小运河通道
。

然后
,

在底部填入腐殖质丰富的淤泥层
,

以构造接

近自然状态下的土壤结构
。

接下来
,

引入活

水
,

在水体内外栽种多种原生的沉水
、

浮水
、

挺水和旱生植物
,

构筑完 整的湿地生态景

观
。

最后
,

在湿地周边种植一片传统型的公

园草坪和若干种常见的城市绿化树木
,

建立

一条绿化带
;
此举一来可作游人野炊休息场

所
,

二来是在居民区与湿地 区之 间形成过

渡
。

原来的水泥停车场和年久失修 的商店建

筑用地上
,

如今清水潺潺
,

草木茂盛
。

这是城

市湿地景观重建 的一个例子
,

它说明
,

即便

是一片不大的空间
,

经过科学的生态设计
,

也能达到重建生态系统
,

兼顾生态 良性循环

和为城市生活服务的目的
。

3

.

2 湿地中心 (the W etla n d C e nte r )
,

英国
,

伦敦
,

2 0 0 0

2 0 0 0 年夏天正式向大众开放的伦敦湿

地中心
,

紧邻繁忙的希思罗 〔H eath ro w )国

际机场
,

距离伦敦市中心不到 6 km
,

被誉为
“

展示在未来的世纪里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

共处的一个理想模式
” 。

它是由一系列大小

不一的池塘和错落有致的植被组成 的生态组

群
。

这里 6 年前还只是泰晤士河南岸 4 个废

弃的混凝土水库的旧址
,

英国野生鸟类和湿

地基金会 (VV ild f
ow l a nd W

e tland s T ru st
,

W W
T) 耗资 2 500 万美元

,

引水排淤
,

分隔

水域
,

种植了 30 多万株水生植物和 3 万多

棵树
,

将其改造成为现今欧洲最大的城市人

工湿地系统
。

该中心占地 43hm
2,
分割为 30

多片湿地
,

由世界湿地区
、

水生生物区以及一

个现代化的游览中心组成
。

若干条步行小径

贯穿全区
。

世界湿地区如同一个湿地博览馆
,

通过构造不同的土壤结构
、

植被类型
,

真实展

示了 14 种世界不同地域的湿地
,

如尼罗河

40 中国园林

�目
目川l



公园由于在生态
、

美学
、

文化
、

教育功能上的

完美结合获得了包括 1998 年联合 国人居奖

在内的多项国际奖项
。

目前
,

它已经成为成

都市到访率最高的公园景点之一
。

4 结 语

城市的湿地景观
,

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
。

由于湿地系统在生态上具有重要的

调节作用
,

在对其进行景观设计时
,

应充分

考虑生态方面的设计
。

景观设计师需要在思

想中树立生态的观念
,

从而在对城市湿地系

统的景观设计中
,

做到美学与生态兼顾
,

使

自然与人类生活环境有良好的结合点
,

使人

与自然达到和谐
。

图 , 伦敦湿地中
,
已

图 2 活水公园湿地 系统

泛滥平原
、

亚洲水稻 田
、

中东芦苇地
、

西伯利

亚苔原和热带沼泽等等
闻 。

来 自原生态环境

的水鸟
,

在各处安家落户
。

由于科学的规划和

管理
,

各个湿地区虽是开放体系
,

却相对独

立
,

自成一格
,

确保外来和本地物种的界 限
。

水生生物区则通过生动灵活的设计
,

如水下

观测窗
,

让人们从各个侧面观察生活在水 中

的生物
。

湿地中心的大面积水域和植被
,

使之

成为伦敦地区小环境气候和空气质量的有力

调节
。

另外
,

由于良好的栖息环境
,

这里也吸

引了大量野生鸟类
,

据中心记录观察到的便

有 了3 0 多种
。

这是一个在城市边缘创造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
,

以联接城市人们

和自然环境为目的的成功的景观模式 (图 1 )o

3
.
3 活水公园

,

中国
,

成都
,

1 9 9 8

四川省成都市的活水公园
,

是我国第一

座以水为主题的城市生态景观公园
。

这一占

地 2 4hm
“
的公园

,

坐落于成都市的护城

河
—

府河上
。

府河与南河
,

是公 元前 250

年人工开凿的引水分流系统的2 支
,

总称府

南河
,

2 0 0 0 多年来
,

与成都人 民的生活息息

相关
,

密不可分
。

然而
,

随着人 口 的增长
,

城

市经济 的发展
,

府南河的严重污染问题也 日

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

活水公园的方案
,

便是

在市政府为期 5 年的府南河综合治理工程

背景下启动的
。

这是一个集现代意识和传统

园林于一体的公园
,

蕴涵了丰富的文化
,

艺

术和生态意义
。

活水公园 的创意者
,

美国
“

水的保护者

(K e eP ers of T h e 胃aters )
”

组织的创始

人 贝西
·

达蒙旧et sy O
am on )女士

,

同其他

设计者一起
,

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
,

取鱼水难分的象征意义
,

将鱼形剖面图融入

公园 的总体造型
,

全长 52 5 m
,

宽 75m
,

喻示

人类
、

水与自然的依存关系
!
s]o

公园起始的鱼嘴部 分
,

拆除部分河岸堡

坎
,

用地方石材砌筑台阶式浅滩
,

栽种有大

量的天竺葵
、

祯楠
、

黑壳楠
、

秒锣
、

连香
、

含笑

等植物
,

乔木
、

灌木
、

草本植物等 的配置
,

参

照峨眉 山自然植物群落
。

两架川西水车
,

将

府河水泵入全园最高处的鱼眼蓄水池
。

此 处

利用地形建造覆土建筑
,

建成环保展览及教

育中心
,

并设有净水工艺厌氧处理池
。

临河

仿照 旧有木构民居而建 3 层通透式茶楼
,

以

供游人品茶休憩
。
河水继续流入水流雕塑群

代表的
“

肺区
” ,

这里利用气旋
,

使水流如 山

涧溪流般回旋跳跃
,

生动地体现
“

活水
”

曝

气的意义
。

鱼鳞状的人造湿地系统
,

是一组

水生植物塘净化工艺设计
,

错落有致地种植

了芦苇
、

首莆
、

凤眼莲
、

水烛
、

浮萍等水生植

物 圈 ,

对吸收
、

过滤或降解水中的污染物
,

各

有功能上的侧重
。

蜿蜒 的塘边小道
,

塘中木

板桥
,

营造出九寨沟黄龙风景区 的意境
。

经

过湿地植物初步净化的河水
,

接着流向由多

个鱼塘和一段竹林小溪组成 的
“

鱼腹
” ,

在

那里通过鱼类的取食 (浮游动植物 )
,

沙子

和砾 石的过滤 (鱼类 的排泄物 )
,

最后流向

公园末端的鱼尾区
。

至此
,

原来被上游污染

源和城市生活污水污染的河水
,

经过多种净

化过程
,

重新流入府河
。

每天
,

活水公园的流

量可达 20Om
3。
该流量当然不足以改变整条

河流 的水质
,

却足 以让游人在顺
“

鱼
”

而下

途中
,

亲眼 目睹
“

死水
”

被渐渐激活
,

逐步净

化
,

最后变为
“

活水
”

的过程
,

其对人们的环

境生态观念的影响是深远而成功的 (图 2 )
。

活水公园在植物的配置
、

景观的处理
、

造 园材料的选择上
,

妙趣天成
,

通过具有地

方性景观特色的净水处理 中心
,

川西 自然植

物群落的模拟重建
,

以及地方特色的园林景

观建筑设计
,

组成全园整体
,

对环境的主题

进行了多方位的途释
,

可说是城市湿地景观

生态设计的一个完整而又生动的例子
。

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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