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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滨海湿地是处于海陆交错地带沿海岸线分布的一种湿地类型,具有受到二者共同作用,具有特殊的生态、文化、美学

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是大自然的馈赠。但是由于过度开发及不合理的利用,很多滨海湿地生态环境到遭到了破坏,湿地功能弱化,

湿地面积锐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家开始大力推动滨海湿地公园建设,为了改善湿地环境,优化其生态效益,应该优化滨海公

园规划设计方法,在空间格局规划设计上,采用交互设计、模糊边界、强化界面的方法,在生态化规划设计上,优化道路系统设计,

选择合适的原材料,优化鸟类景观配置,同时注重水生态环境与生态植被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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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是一种重要的湿地类型,沿海岸线分布,处于

海陆交错地带,受到二者共同作用,是大自然赠予人类宝贵

的财富[1]。现在,很多海滨城市都十分重视对于滨海湿地的

开发,用以旅游、休闲,或者作为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的场所。

对滨海湿地进行合理的规划,建设滨海公园,对于城市经济

乃至城市文明的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在生态环境日

益恶化的今天,由于人类对于滨海湿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不

合理利用,导致湿地生态结构遭到破坏,湿地功能弱化,湿地

面积锐减。为了更好的保护滨海湿地资源,国家应该充分重

视对于滨海湿地生态公园的建设工作,严格按照相关定义做

好滨海湿地生态保护与恢复工作。 

1 滨海公园的空间格局规划设计 

城市公园是城市的装饰品,也是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在建设滨海湿地公园时,为了促进其社会效益

的优化,应该合理规划其空间格局,促进滨海公园与城市在

空间上的融合[2]。 

1.1 交互设计 

在进行滨海公园规划设计时,应该树立“大景观”设计理

念,确保公园内部建筑与景观的融合,同时,通过交互设计,实

现城市规划建设与滨海湿地公园规划建设的整体性。在这一

过程中,工程规划师、建筑师及园林师都应该协同起来,加强

交流合作,模糊工作阶段,通过优化空间与用地、反馈控制性

详细规划调整以及滨海湿地公园深化设计这三个阶段,来实

现城市设计与公园设计的整合,实现二者在空间与功能上的

无缝对接。 

1.2 模糊边界 

滨海湿地公园的边界,是指将公园与城市其他区域分割

开来的界限,这不仅仅是一种景观,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功能

性。为了促进滨海湿地公园社会价值的发挥,在进行滨海公

园空间格局规划设计时,应该尽可能模糊这一边界,实现城

市空间与公园空间的融合。比如所在浙江瑞安滨海公园的规

划设计中,设计时通过外移公园边界,并建设街区、公园相通

的步行街的方式,来实现城市与公园的融合,让城市变得更

加美丽和谐。 

1.3 强化界面 

滨海湿地沿着海岸线分布,所以滨海湿地公园与城市的

边界实际上是以带状空间的形式展现的,而且由于海岸线形

状的影响,滨海湿地公园通常存在多个与城市衔接的界面,

形成不同的空间特色[3]。在进行滨海湿地公园空间格局规划

时,应该以湿地相邻城区的功能分区为依据,进行合理的设

计,比如说与城市商住办公生活带相邻的区域,就应该以滨

海慢生活为主题,在公园中建设各类生活设施,构建和谐舒

适的生活氛围。此外,为了保护与恢复滨海湿地生态资源,

在滩涂湿地景观带,最好能够加强生态重建,在保护动植物

的同时,供人们休闲参观、科普教育。 

2 滨海公园的生态化规划设计 

滨海湿地公园建设的目的,从当初的湿地资源开发利用,

演变了现今的生态保护与重建,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化

规划设计,是现阶段滨海公园建设的重点。而且,由于滨海湿

地的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利用,公园建设的主要指向应该是生

态恢复与湿地景观重建,让湿地能够重复往日面貌,有着丰

富的植物,与多种多样的动物,成为“城市的肺”。 

2.1 道路系统 

滨海湿地养育了大量的动植物,为了维护生态多样性,保

护生态环境,在进行道路系统设计时,应该将主要游览区与动

物栖息区分离,避免游客对当地动物产生干扰。不过,为了满

足科普教育的需求,可以在周边建设观鸟长廊,或者采用架空

的钢木轻型结构,建设一条跨越湿地岛的木栈道[4]。在道路材

料选择上,应该选用排水效果好的粗骨料透水混凝土材料,优

化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确保道路系统的性能达标。做到有效

排水。同时在不影响周边环境的情况下,设计观鸟长廊以及

穿越湿地岛的木栈道,木栈道采用架空的钢木轻型结构。 

2.2 材料选择 

为了降低公园建设对于滨海湿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工

程原材料选择上,应该尽可能就地取材,采用松木桩建造成

软质驳岸,来稳定湿地草坡,采用当地风化石和石笼来砌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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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石挡墙,并且在石笼中覆浅层种植土,撒播草籽,以促进驳

岸植物的生长,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尽可能复原当地的景

观风貌。 

2.3 鸟类景观配置 

滨海湿地中栖息着大量鸟类,其中不乏珍稀品种,为了保

护这些动物,应该在公园中种植高大的乔木,供鸟类筑巢,并

且在湿地岛上种植丰富的草本植物,供鸟类取食,还可以设置

无干扰湖滩作,并在距离湖滩较近的湖中打适量木桩,方便鸟

类取食、休憩区。为了营造水禽鸟类景观,可以根据湿地岛中

水禽的生态习性及需求,在湿地岛、浅滩上种植多种矮小灌木

和沼生草本植物,供水禽筑巢繁衍。 

2.4 水生态环境 

为了促进滨海湿地水生态环境的平衡,建设单位应该采

取合理的措施,比如说驳岸塑造、水位控制、水质净化和保持

等,营造丰富多样的生态景观。在有些滨海湿地中,存在水资

源分布不均的问题,部分区域的年均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

影响到当地植物的生长于动物的生存。在这些区域,一般只能

够通过降雨雨水补水、排洪渠的水体补水等方式进行补给。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水资源有限的问题,应该有效收集雨

水,经净化处理后再利用。比如说,在透水混凝土路面、广场

等区域设计雨水收集口,经雨水管道雨水花园生态池,利用水

生植物、土壤、砾石等进行净化后利用；或者是在开放坡形

绿地空间,设置传输式植草沟,收集净化径流水质加以利用。 

2.5 生态植被的恢复 

其实,海滨湿地公园的地质环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很

多区域受到海水影响,土壤盐碱性强,植物无法生存,再加上

常年大风,绿化土壤结构多为吹沙叠堆而成,因此,公园内的

植物种类其实比较少,群落结构单一。要想恢复滨海湿地生态

环境,首先得从恢复生态植被入手,具体方案如下：①在公园

周边,种植大量的木麻黄、南洋杉、台湾相思、高山榕等,这

些植物具有较强的抗风能力,且耐盐碱,养分需求小,成片密

植可形成防风缓冲林带,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②检测当

地土壤结构及养分组成,通过施肥等形式改善图纸,并且种植

南洋杉、小叶榕、黄槿、 秋茄等植物,丰富植物种群层次,

调节土壤性质；③在种植植物时,必须根据种植地的土壤性

质,来选择相适应的植物品种,而且,最好能够兼顾生态恢复

需求,种植一些能够净化水体,或者是满足动物繁衍生息需

求的植物,在公园内部形成立体化的湿地群落,提供多层次

生物链条[5]。 

3 结束语 

2005 年 8月。我国林业局在行业规范及条例中,明确了城

市湿地公园的定义,并且根据滨海湿地的特殊生态、文化、美

学和生物多样性价值,将滨海湿地公园定义为在一定规模滨

海湿地范围内建立的以保护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维

系滨海湿地生态过程及生态服务功能的特定滨海湿地区域,

这个区域以滨海湿地为主体,能够充分发挥湿地功能,实现对

于湿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6]。可以说,滨海湿地公园建设,

是国家针对现阶段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被不断破坏、面积不断

缩小的不良情况提出的策略,为了保住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我

们必须及时采取行动,深入研究滨海公园规划设计方法,通过

合理的空间格局设计,以及生态恢复设计,来阻止滨海湿地退

化,促进滨海湿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化,形成自然、人

与社会和谐的滨海湿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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