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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环境逐步恶化,湿地保护和建设成为当今社会环境保护板块的必修课,所以湿地公园

是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措施,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品质,本文

以“论城市湿地生态公园景观设计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为进一步构建城市湿地生态公园景观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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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湿地是一种多功能性质的特殊生态

系统。现如今生态环境整治在各城市紧

锣密鼓的进行,各个地区也开始进行湿

地公园建设,但错误的湿地建设方式使

很多地区不仅没有从中获得生态效益反

而使环境逐步恶化,所以以科学方式建

立湿地景观设计体系非常重要,本文以

自然湿地景观与人类参与性景观如何过

渡、湿地公园植物多样性、湿地公园水

系及驳岸设计、湿地公园如何与当地自

然水土及人文相结合等方面进行阐述,

以科学的湿地公园设计方式打造优质生

态效益的城市绿色景观。 

1 城市湿地公园景观设计的基

本概况 

1.1城市湿地公园景观设计的主要

概念 

湿地是地球的重要水源之一,湿地

的扩增有利于维持全球生物多样化及生

态平衡,进而改善全球生态系统,而湿地

公园则是在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基础上

增加对地区生态多样化进行修复的功能,

同时嵌入景观设计的美学思想,提高人

类在自然中的参与度,形成保护、修复、

人文、美学、休憩为一体的多功能景观

空间。 

湿地公园景观设计包含人文景观以

及自然景观两大部分,湿地人文景观主

要包括湿地与人类生活方式的交融以及

地域历史文化与湿地的交融；人类自古

以来生存繁衍离不开湿地,人类利用湿

地捕鱼、种植稻米、进行各类生产活动,

在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

了各式各样的生产文化,这就是湿地与

人类生活方式的交融所产生的文化。同

时,地域的独特人文历史也往往与当地

地域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文

人墨客对湿地美景的赞美诗词就是湿

地人文美景的最好印证,所以湿地与地

域的人文历史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湿地的自然景观主要包括水域景观、

水域与陆地过渡带景观以及陆地景观。水

域景观通过瀑布、洼地、溪流、湖泊等展

现水域的壮丽景象,近陆地区域通过驳

岸、挺水植物、沙滩等视野开阔、亲水性

的亲水景观,陆地区域则主要为人们的活

动场所以及文化展示场所,展现富有文化

感及游赏性的花园式景观。 

1.2城市湿地生态公园景观设计原则 

1.2.1维护地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 

城市湿地公园设计的出发点即维持

生态平衡,其主要机能即防旱、维持生物

多样性、净化水质、防止水土流失等。

在城市湿地生态公园景观设计过程当中,

需要秉承生态保护的原则,保证城市湿

地当中不同生态物种的生存空间,需要

进一步保护城市实地环境的稳定性以及

完整性的特点,规避城市湿地环境在不

合理的情况之下被分割,导致湿地原有

的自然环境衰退,保证湿地生态环境得

到可持续的发展。 

1.2.2提高人类参与度、以人为本的

原则 

城市湿地是人们感受全新体验的重

要场所。丰富的自然气息以及亲水空间

的营造给人们“回归自然”的全新感受,

打造城市自然生态乐园。在景观设计中,

应充分考虑亲水性,打造亲水平台、栈道

等亲水设施,让人们与水近距离接触,感

受水的魅力,从而深刻体会到湿地的重

要性、自然的重要性。 

1.2.3结合地域文化、打造文化与自

然相结合的美学空间原则 

进行湿地公园设计时,应充分了解

当地人文特色,将地域性的人文艺术融

入其中,对原有的城市风貌进行塑造,提

升湿地公园的艺术魅力,不能过于注重

自然景观而降低对人文艺术的塑造,打

造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景观空间。 

2 城市湿地生态公园景观具体

设计方法 

2.1水系设计 

水系统作为促进城市生态湿地景观

设计表现的重要内容,对整个湿地公园环

境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水系统

的设计过程主要包含水资源的治理、水体

净化及再利用、人与水的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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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构上可将周边水系纳入整体

考虑范畴,也可适量开挖人工水系,将其

与周边水系结合,优化局部水网,形成全

园的水体贯通；局部节点上可根据不同

水系特点也可通过设计形成丰富多样的

水体景观,如驳岸区域可结合栈桥、亲水

平台设置亲水景观,洼地等地形区域可

结合植物设置沼泽观赏景观,也可通过

增加动植物与水的互动的方式,增加设

计的趣味性。 

2.2驳岸设计 

驳岸是湿地与陆地的连接部分,是

保护园林中水体的设施,是一种可渗透

的界面；丰水期湿地水分向下渗透,有蓄

水作用,枯水期水岸线下降,景石与亲水

植物露出水面,起到观赏作用。 

驳岸分为软质驳岸和硬质驳岸,对

于大型水体或水流向较大的水体,通常

采用硬质驳岸或直立式驳岸,如采用砖、

混凝土等砌筑。对于小型水体,如小型人

工湖、小型河流、洼地等,通常采用自然

式驳岸或有自然植被的缓坡入水式驳岸,

自然式驳岸生态感强且视线开阔,具有

较强观赏性。 

介于软质与硬质之间的还有阶梯式

驳岸,即设置阶梯(台阶)伸入水中,搭配

景石和挺水植物,增加驳岸的亲水性和

互动性；平台式驳岸,即设置平台,局部

可悬于水上,形成视线开阔的观赏空间。 

2.3植被设计 

湿地公园植被主要分为水边植被、

浅水区植被、深水区植被以及陆生植被

四类,需根据当地自然生态气候及土壤

特征,选择适宜当地生长的乡土植被,种

植鸟嗜植物,提高生物多样性,同时基于

公园特质,设计上需增大绿量,形成自然

幽静适宜动物生存的生态空间。 

水边植被主要指水系与陆地的过渡

地带,又或沼泽、洼地等地带,水深约300

毫米以下,此处植物配置主要采用挺水

植物丛植、片植,或搭配景石等局部点缀

的方式打造野趣十足的水边景观。 

浅水区植物配置主要以浮水植物或

叶片较大的挺水植物为主,营造群落水

生植物景观,种植时需错落有致,切勿过

密或过多种植,给人过于拥堵的感觉。 

水区植物配置主要考虑植物的净化

功能,采用沉水植物加漂浮植物搭配的

方式进行种植,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也给

人一种沉静、安逸的景观氛围。 

陆生植被主要包括公园内广场、休

憩节点、展示空间、绿地、防护林等区

域；此部分主要考虑种植观赏性和实用

性较强的植被,如需观赏性较强,可选择

色彩丰富且树形优美的植物列植或丛植,

如需实用性较强,则可选择枝叶繁茂可

遮阴的植物,又若需生态性较强,则可选

择树形优美的植物进行组团搭配,提升

生态感。 

2.4园路设计 

针对城市湿地公园当中的道路系统

进行设计,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材料的选

用、线路的规划都是非常关键的,需要在

依托绿色理念的基础之上,防止对整个

城市生态湿地公园系统的塑造产生干扰

及破坏。由此,设计者在整个湿地公园景

观的塑造过程当中,可以将整个公园的

主干道控制在3米,选择生态感较强的道

路铺装,并且在道路的双侧构建出自然

性的水沟。在次干道的设计过程当中,

宽度可控制在2米,同时道路两旁设置相

应的休息座椅,满足游客的休憩需求,同

样可以在道路的两遍一自然形式的排水

沟进行装饰。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石板

材料设置汀步,路宽可以设置在1米左右,

为游客构建出一处可以漫步的休闲区域,

让其充分感受到回归自然的特殊体验。 

2.5动植物多样性设计 

分析当地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生活环

境,推测当地动物栖息环境特点,规划浅

滩、沼泽、水域、开阔空间等适合鸟类

以及其他动物的生活空间,并为这些动

物提供其相适应的生活环境。种植浆果

类、蜜源类植物,吸引动物前来觅食和筑

巢,形成人类与动物共同生存的和谐空

间,植物多样性的打造也是维持世界生

态平衡的重要一环,其作用不容小觑。 

3 结论 

湿地公园的主要目的和出发点是保

护自然环境,维持城市与自然生态平衡,

以保护湿地的方式营造鸟类及其它动植

物的生长栖息地。湿地公园的建设是一

项需多学科共同联合研究的课题,景观

设计师在其中需将美学与生态相结合,

将自然美与人文美完美契合,追求自然

与人类精神的有效统一。 

最后,设计师需秉承地域性、自然

性、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为人与自然提

供和谐的相处空间,促进城市环境的优

化,为人类营造良好、舒适的空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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