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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感知的城市滨水空间设计解析 
— — 以桂林市蚂蟥洲景观设计为例 

孙志远 

(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广西 桂林 54l006) 

摘要 ：感知疋人与空间关系、t，的核心 内容 ，感知是一个过程 ，它建立在感觉之上，是对感觉信 f1．的进一步组织、 

识别和解释，从而帮助人们表现和理解环境 蚂蟥洲景观设计中感知的因素是基-T-j~地特有幅性所反馈给人们世而 

导致的一种对环境信息的综合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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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父̈源于感觉 j 1觉 心川 j-：认为感觉址感受或 

感受系统受主-I i]．⋯"0 ／ Ii的{JJ级 验 j觉 ，址感受系 

统对‘托物个圳 的坟映⋯，例『』l1， x 道路的宽窄、城 

市0 述的快慢 、礼i)(：偻 的高矮 址可以被 ：接感 

觉僻刮．这些事物J，l，J1＼圳 孤● 地 大呐中的反映， 

就址一股所说的感觉； 觉足个体埘感觉信息进f 选 

择、组织 JJI1以解卡f的过 ．址对’J；=物撇tlR 特性的反映l_I， 

例如从城if珀0景观、缱筑 、商、 人I I脱馍等表象，经过 

大腑埘这些表象的感觉，以及过 n 忆和个仆的 

结构 综合分卞斤，桃 f以削断城If I 1人，I T It 或址小 

1叫此，感 r rfI_址列 ：境t⋯10 觉 、听觉 、触 

觉、嗅觉等感官 息『10简 总 币̈，还址对j1：境 息的 

一 种综合f小验 、 ／支情感投入 、感 足人们 

关系一f 的骸心『』、J ，感 址 ·个过 ，它建 、 感觉 

之 l ，址埘感觉信息的进一步乡̈ !、fJl圳和解释，从 

帮助 人 脱和川 』1：境 

l 蚂蟥洲现状 

洲，也叫 j'- l岛．址广 林m区北 部漓江 

· 个l，t然的洲岛，处 卜、l - -} 『14} {： J4气 ，常 雨 

水允沛 蚂蟥洲 -2JJA的航道址 j1：，J 水，右边址斜坡 

图I蚂蟥洲现状一角 

急流，尔 足横跨 0离 I 的f共⋯侨，两此 ‘⋯址新 

码路 ’l}i坨Ill水花 ，I]1、 化 1， ⋯批发城 ·系列 

／blx：币IJ商、l 建筑沿 ⋯ 建 ⋯ r缺乏仃效 护ffl川： 

发， 蟥  ̈逐渐 【If．i= ，I ，近 求 址建 r ‘ 

有拟洲岛 ：境风 的 晒值餐 1tI j 『上缺乏』f 政 

公』 设施， 餐锕的 水 接就排放 漓江tlI．埘漓 

江的侏护起 J 檄人的饥l 影响，埘f 1ii貌 ：境影响 

极大 此外，为了IIJ支 』l 源，鱼 的岂板私 岛 Lj 

岸边架起 J 密密庥嘛I，10浮挢，像蜘蛛 一样『I 干汤住 

IIj，K之n{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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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蚂蟥洲道路布局 

2 蚂蟥洲景观设计——空间界面与尺度 

滨水。 J m 没 啦以下冈索：坝 、软质界 

JfI n0合 )、J 瞍『j，Jf1． ： fJ分，形状的 r 没 、 【 

川的埘比， 衫的l J,j 的精心 汁， 究令 

【IJ‘以影响人众的f 为干̈ [L,．f Ei 感 ，日』以埘i 人J 生静 

If f1l流动的I】 ，J 通过埘 仃 、九 技向心 

的没汁术做剁 i：、转 、 、 观 fI的，进Im 剑 

刈 j 观环境的感 

“粜 H-：化”的『I然嘤粜的边 处 力‘ ，扩大蚂蟥 

洲一l J ，f：敝。 I1IJ 卡Il，』 I 水 问活 J，l孑 1 水互 

川 观绿 J』Jj川 IJ、j ，J‘⋯ 以及延fIl{ 线性空问 

n0 水 ，址 观 境 I1』l 现的 蟥洲沿 

河道的llI1折流r 感，他。 ljI1j‘以完个=依附 】 此而r 

仃 H-；的线 钉竹装处川 这种仃I／, ，J没汁， 

llJ以对游人 。l IJJ J ： 指，J： 川，Ji 合 ⋯，J，Jl 游人按 

! i if一0iiil；~ n0游览路线 J1：活动 线 r J‘I I】的沿 

I【 道路设 ⋯I线河道他 汁的嵌入感 自然 

／f 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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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蚂蟥洲观景空间设计局部 

结合 J 刈’比求 造 放。 』．门J、⋯合。： 私 

惭 全J1=fJ， 造 则深的⋯I f 迎幽感及敝!J!『j浅的空问 

Jr“ 感 ·人』 的 川i l能给游人 11．州的 

感， 蟥洲 小 【!IJ Ii谢彩衫， 允分运川 

河道 侧地肜、水f奉、 j r 、frI物 、 筑及j 他 筑物 

术划分战各种J 的穿 、 』JI1、对比等· IJ，他人们 

K游览的。 IjfIlfJ1f 』i 人 人增JJ【【人f『J 觉所获得 

价息， ‘ 的。 Ij巾扶i- 九 的 川感受 

3 蚂蟥洲景观设计——空间密度与围 

合度 

人的 仃 nlJI， ： 』Ⅲ，J惭 感埘人众 为方 

式仃 接的影响 景观 lm，J惭瞍址指 j 观环境 

【fI j 物要求 ·定 备_fj t I ，J比例 蟥洲景 

脱 汁一lI．绿化 物的多少， 小 的疏惭，。 问 

的隔敝 ，llf『； 给人疏[!JJ、堵傣 、轻松 搜 f1,9感 

图4蚂蟥洲道路铺装及亲水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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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而这些就需要把控一个“度”。“度”的把握与空间 

的围合度应密切，蚂蟥洲环岛空间本身即弯弯折折， 

虚实结合。虚的界面是在空间沿线有一定间隔但还存 

在于相互关联的因素．．沿线古树、山体及建筑的相互 

遮挡与开敞，在视觉上有一定的张力作用，合理的安 

排沿线景观建筑小品及植物，会使游人在心理上产生 

一 种虚拟界“面”的存在感，结合沿江水面给人的烟雨 

朦胧感产生意境美。因此，设计中充分利用“虚”的手 

法使沿岸景观变得生动，空间变得流动。 

4 蚂蟥洲景观设计——空间肌理质感 

与色彩变化 

空问的肌理 j质感在硬质和软质材料上均有体 

现，由于在表面加一[过程中的不同方法，材料所展现 

的质感各具特色 、碎石及拉毛的地面铺装粗糙感较 

大，尺度感Ⅱ王较大 ，但其暗含质朴 、自然和粗犷的气 

息 ；磨平抛光地面则显得细腻光亮 、精致 、尺度感较 

小 而材料质地的选用则需根据使用功能、远近观看 

的效果以及阳光照射的角度和强度来进行设计，并形 

成一定的对比，以增加地面的趣味性。就地取材的铺 

装材料完全不破坏生态环境，并进一步减少造价。滨 

水空问景观中的 向界面设计，结合空间周边原有建 

筑(人文历史遗产 )外墙 、树木(占树 )、景石(本地石 

材)、水景等设汁成空问沿线的景观竖向界面，形成沿 

岸空间的主要竖向观赏面。其高度、比例、尺度及围合 

度的不同则会形成不同的 间形态，进而影响大众的 

游览行为。同时，通过借景扩大宅问空间视觉边界，使 

空间人：【空问景观与城市景观及河道 自然景观向呼 

应，营造整体性景观效果 

色彩在景观环境中可以营造一定的氛围，转而影 

响人的情绪，也是一种造型的手段。色彩设计中某些俗 

成及文化特征使其成为外部空间中的一项重要的造型 

要素 I。潘天寿言，“画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 

画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对景观环境而言，使用 

直接源于自然并保持了原生属性的材料，利用其自身 

的色彩并加以组合，形成符合设计要求的色彩秩序。 

5 蚂蟥洲景观设计——空间边缘处理 

景观边缘具有实体和空间的双重属性。蚂蟥洲I景 

观设计 

中 ，水 

面与陆 

地之间 

在功能 

和使用 

方式上 

具有互 

补 性 ， 

所 以 

“边 界 
图5 蚂蟥洲观景空间边缘处理 

效应”比较强烈，同时，亦是人们喜欢停留并依靠于仃 

背景的边缘地带。场所的边界空间为人们交流、运动、 

观赏、休闲等行为提供了安全的依托，环境心理学指 

出，人们会 自然的选择仃所依靠的地方。滨水景观空 

间的边缘地带设汁中，应充分利用人工营造的河岸 、 

挡墙 、台阶、休息椅、亭廊等景观构建来合瑚的安排 ， 

通过与周围空问的渗透性设计以吸引人群 边缘地带 

的设计应丰富而通透、曲折并富有变化，并在最佳观 

景点设置休息和观光的平台。边缘空问的处理宜采，{j 

“柔化”的自然要素处 方式，扩大滨水空问的公共 肝 

敞部分的规模，增强滨水空间活力，将滨水绿地区向 

城市内部地带延伸。在边缘空问的处理中，通过借景 

的方式沿河道方向扩大 问视觉界线 

6 结语 

保护并且恢复沿江 自然生态环境的景观没计 ，应 

尊重场地的过去与现状 、尊重其在城市中所处的位 

置。蚂蟥洲景观没计以环境感知为主导，结合生态闪 

素及场地特性，让环境系统能得到良好的循环发展， 

带动蚂蟥洲周边生活环境的改善，给人们提供一个休 

闲、减压 、趣味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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