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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城市休闲滨水景观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以浏阳市浏阳河城区段一河两岸滨水园林景观工程设计（渭川河———三元宫区段）为例

汪 萌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200092）

摘 要院城市休闲滨水景观已经成为现今滨水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不同的文化属
性、地方特色，体现出不同的滨水空间。打造主要的滨水景观区，应将当地历史文化用景观的手法串联起来，并归纳出 3

个主要针对性策略，即生态政策、安全政策和交通策略，从而形成完善的滨水景观体系。以浏阳市浏阳河城市滨水景观

为例，该地区主要特色集中体现在承载一代人的记忆，见证了浏阳的时代发展，结合当地历史遗迹，并在城区滨水空间

中融入多个历史的记忆场所、人文记忆长廊等景观节点，形成涵养一河碧水到湘江的特色景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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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被誉为“千年古县”，并且资

源丰富、环境优美，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享有“中国花卉苗

木之乡”之称，拥有独特的植物资源。当文化遇到景观，结合

当地地形地势优势，也为更好地体现出当地独特的文化内

涵，滨水景观则成为重点凸显文化、功能的线性景观。浏阳景

观充分利用当地特色的浏阳文化、风土人情，针对性地制定

浏阳河城区段景观风貌、都市风情带，优化用地功能，促进城

河联动发展。

1 特色城市休闲滨水景观设计的探索———浏阳地方

特色对滨水景观的影响
1.1 典型的揽山临湖山水都市

现状场地条件主要由多条大小不一的河流汇入浏阳河，

形成六水入河、山幕环抱的特有山水格局。再加上整个场地

中段平坦、两极陡峭的独特地理优势，构成了现在独有的城

市格局。在此现状基础上，因地制宜，打造浏阳河城区段独特

的滨水景观。

1.2 浏阳河作为城区中心地带，其文化优势不言而喻

浏阳河的历史文化即人文浏阳、红色浏阳和乡愁浏阳。

人文浏阳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浏阳八景和渡头文化；红色浏阳

则充分通过革命老区来体现；乡愁浏阳则体现在老城故事、

工业遗迹中。不同的文化定位，体验不一样的景观。以此为依

托，在主城区景观上确定“一带四段”的总体格局，即生态涵

养段、城市休闲段、活力生活段和文化创意复兴段。

因此，不同的区位条件、生态条件、文化沉淀都会对滨水

景观产生影响，也称为景观独有的地域性。因此，景观的地域

性包含 2个方面特征：一方面强调景观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

（地理、气候、资源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强调城市文脉，即

特定地区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1]。

2 特色城市休闲滨水景观设计的实践
以浏阳河城区段一河两岸滨水园林景观工程设计（渭川

河———三元宫）为例。本次景观建设工程，位于浏阳河城区段

北岸渭川河至三元宫。全长 1.8km，项目基地落地在浏阳市老

城区东侧水佳片区滨河地段，水佳片区景观主要打造以滨水

为主题的活力区，最为重点的景观位于两大文化河岸之一的

“彩焰水佳湾”区，即作为全新开发的片区，在文化层面上以

创新为主题，开放体验文化产业。利用现状沿河滩涂、农田，

结合古迹（三元宫、戏台），将河流与城市联结共生，达到自

然、文化与生活共融。

2.1 强调生态策略

随着城市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滨水景观的重要性。越

来越多的滨水景观不能仅仅只满足水利防洪的基本要求，更

为提高市民的生活环境，增加休闲娱乐空间，提升城市形象

做着不懈努力。滨水景观中的滨水区是水域生态和陆地生态

系统的交接处，具有丰富的生态多样性。主要以生态恢复、生

态保育和生态教育为主。具体优化手段，有以下 3种形式：

2.1.1雨水花园。利用草地现有低洼地带改造为雨水花

园，收集建筑屋顶和周边道路的雨水。通过植物、沙土的综合

作用，使雨水得到净化，并逐渐深入土壤，补充地下水，也可

作为景观用水和灌溉用水。

2.1.2下凹绿地。将部分绿地人为设计成低势绿地带，在

坡地四周设置凹形绿地容纳坡地产生的雨水径流，增加雨水

渗透量，形成新的下凹式绿地。

2.1.3特色雨水收集沟。收集建筑及周边道路雨水，形成

特色雨水收集沟，并在水质净化展示中心及大数据收集中心

展示雨水收集净化成果，起到科普教育作用，形成一种新的

独特的城市景观，即城市雨水生态系统。

通过这 3种具体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在滨水景观中起到

节约生态消耗，减少生态负荷，恢复城市生态平衡的效果。更

具体的体现则是通过对滨水林带、生态灌木、地被草花及水

生植物的种植设计。景观设计师通过运用这些元素，在现有

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更为和谐的生态体系，营造生物的

多样性。

2.2 强调安全策略

根据不同区段的景观进行设计，运用微地形处理方式，

调整设计不同的完成面标高，改变驳岸形式上的表达，做到

既满足活动空间，又能丰富岸线视觉及心理体验。岸线处理

方法有 3种：

2.2.1园路挡墙驳岸形式。这种形式主要以硬质为主，在

保留原有硬质空间的前提下，周边种植大量水生植物，减弱

硬质挡墙与滨水空间的生硬感。在此区域范围内种植高大挺

景观设计

110- -



2018年第 10期 现代园艺

水、邻水的植物，既能保证安全性，又能增加绿化率、增添野

趣（如蒲苇、花叶芦竹等）（如图 1）。

2.2.2亲水平台驳岸形式。根据河道自身水位的变化，增

加人与河道景观的互动性、亲水性。周边以种植浮水植物为

主，(如睡莲、荷花等)，主要满足功能空间的设计要求，丰富原

本单一的驳岸形式（如图 2）。

2.2.3草坡挡墙驳岸形式。利用空间开敞部分，种植以草

坡为主的绿地景观，丰富河道空间层次的同时，也拓宽了视

觉空间（如图 3）。

通过以上这 3种处理形式，提升滨水景观空间层次感，

做到有密有疏的景观变化。

另外，针对滨水景观的防汛功能，要求需达到 50年一遇

防洪标准，按照规定预留防汛墙，作为特色景观墙，融入当地

特色元素，传承文化，成为景观小品，既满足了防洪要求，又

美化了空间环境。

2.3 强调交通策略

美国知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城市是文化的容

器。通过在城市景观中组织合理的交通流线，并将文化与景

观节点串联起来，景观设计师体现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

用。本设计主要考虑市政道路与基地的衔接，有效建立慢行、

骑行、船行多条特色路线，将城市街道、绿道、园路有序组织，

希望通过滨水绿地景观与城市紧密连接在一起。随着浏阳河

城区重点地段景点的开发建设，滨江景观环境的不断提升和

改善，整体交通流线的贯通，将各个地段有效联结起来，形成

当地独有的文化品味、景观生态及交通路线。

由于受当地常水位的影响，主要打造基层面偏低的滨水

景观。多采用退台式亲水方式，减少机动车对慢性步道的影

响，策略主要体现在：通过对标高的处理，将滨水景观打造成

为向河道逐渐下降的平台，通过把慢行滨水步道及游步道系

统布置在滨河主要车行道标高之下的方法，将部分标段城市

基础界面与水面高差较大的部分转换为绿道及游步道，凸显

滨水景观设计优势与特色，使水体与滨水步道一起被保护在

较低的标高层面上。同时，退台式岸线的断面处理有宜于促

进滨水步道、游步道和绿道之间的视线与空间交流，有效化

解景观空间上的断层关系，达到共享城市滨水休闲空间的目

的。通过不同的活动空间类型，创造出充满活力的城市休闲

滨水岸线，并融入浏阳河风光带景观构架中，集市民休闲、运

动、娱乐、文化体验、集会等功能于一体。

3 总结
通过对浏阳河城区段滨水景观设计的探索，结合当地地

方特色文化及 3个主要策略，归纳出浏阳河主要城区休闲滨

水景观特色和具体营造手法：

（1）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依托。浏阳河流域内的传统文化

主要以“楚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为主要脉络，其中民俗

文化具体以“浏水谣、茶铺子、影画廊等”为主要特色。本区段

滨水景观充分利用这些元素，设置特色景观节点，让市民和

游人在此景观空间中处处感受到当地文化带来的魅力。

（2）以田野野趣为主旨。结合现状滩涂进行景观改造，提

出“故乡的稻田”这一概念，引入乡村稻田风光的天然肌理和

色彩，营造田园般野趣的稻香广场及梦幻花田，将稻田趣味

融入现代城市景观中，抒发浏阳河畔人文深厚的农耕情怀。

充分让身处城市的人们感受到除钢筋水泥之外的心灵放松。

（3）完善的交通体系。利用绿道，整体贯穿该区段滨水景

观，实现各功能景观区的串联，形成人车分流的慢行交通流

线，以路串景，融入不同的植物景观风貌。为满足更加环保的

景观要求，绿道整体采用透水混凝土进行铺设，以不同颜色

区分人行及非机动车道路。同时，根据不同的人、车行速习惯

为设计原则，以服务半径为 250m为设计依据，设置二级服务

驿站（结合商业建筑、公共厕所）和三级服务驿站（行人休憩

点）。因此，整体滨水景观设计满足不同年龄、人群对景观的

不同要求，倡导公共参与、绿色滨江。

总之，长沙市浏阳河末段滨水景观设计是对浏阳河流域

内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延伸，将河流两畔最广为人知的

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入景区规划设计中，让流域文化在景

观中得到传播与继承。从整体上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

质。通过本次对城市休闲滨水景观设计的研究，希望对其它

城市滨水地区的景观规划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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