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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道生态景观营造的研究

杨 毅

丹江口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湖北省 丹江口市 442700

摘 要：亲水是人的天性，城市河道生态景观营造在突出景观效果的同时，应尽量保持河道的原生态基底，河岸

和河底的野草、石头、湿地、冲刷淤泥等这些自然活力的表现，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为各类生物创造富有多样性的

环境条件。通过生态自然园林的传统手法，结合流畅、舒展的现代构图形式来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创造自

然、生态、人性化的城市河道生态景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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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背景

本案所在城市—丹江口市，地处鄂西北，汉江中上

游，水资源十分丰富，素有“中国水都”之称，是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是世界文化遗产、道教圣

地武当山所在地。沙沟河位于丹江口市左岸老城区，该

河道呈东西走向，是一条横贯中心城区的河流。城区段

起始于上游静乐湖，汇入丹江口大坝下游汉江，全长约

11公里，流经居民稠密区、学校、机关单位、工厂和铁

路，约占40%的城区人口沿河而居。

现状分析

河道两侧用地类型大多为居住用地。两岸多为人工

硬化河道，部分建筑紧邻河道而建，造成河道中整个空间

非常狭窄，整个河道与周边交通联系太少，开敞空间（绿

地、植被、停车场、休憩区、亲水平台等）极其缺乏。

主要问题：一是人工硬化河道，岸线单一，河道挡

墙裸露过高，虽在功能上可保证防洪需要，却在很大程

度上破坏了河道的生态系统和自身净化功能；二是河

道水位在汛期与旱期的时候落差较大，补源以天然降水

为主，平时流量小，暴雨后水位立刻上涨，暴涨暴落，

旱季多为生活污水；三是河道周边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

理直排河道，岸线两侧生活垃圾露天堆放，水体污染严

重，长期以来泥沙淤积，污水积滞；四是缺乏历史文化

景观感染力，无法跟周围的景观环境产生密切的联系，

没有和水体进行有机的结合，无法营造出一个亲水的绿

色空间，不利于城市品位的提升。

设计理念

沙沟河是丹江口市城市重要的线型开放空间，通过

对丹江口市历史、文化、人文及特色分析，深度挖掘武

当文化、古均州文化和南水北调移民文化，找寻丹江

口历史重大事件，并将其融入到沙沟河生态景观营造

中，将沙沟河打造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城市内河。以

“绿”、“河”为主题，将沙沟河打造成为城市重要的

生态廊道、为周边居民服务的重要开放空间、城市重要

的视线通廊。[1]

利用自然化的本底将水生植物串联起来，用连续的

步道创造大量的亲水、赏水空间，用渐变而又统一的桥

梁连接两岸，在恢复河道自然生态的基础上，为市民提

供一个连续的游憩系统。

设计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引入先进的理念和高品质的设

计，在历史风貌的发扬、生态环境的保护、整体性设

计、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基本规划原则指导下，充

分发挥“水”的生态环境价值，创造出人们渴望滞留的

休憩场所。具体而言，从景观、交通、功能等三个主要

方面入手，提出相应的对策，创造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具

有活力的城市河道滨水空间。 通过生态自然园林的传统

手法，结合流畅、舒展的现代构图形式来表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意境，创造自然、生态、人性化的城市河道

生态景观空间。[2]

设计原则

场所适宜原则。一是充分反映地形特征和基

地条件的可利用性；二是充分体现滨水公共空间的亲水

性；三是充分注重岸线边际景观的丰富性；四是充分体

现丹江口的时代风貌与地域文化性。

功能凸现原则。以人为本，强调市民的舒适愉

悦与可参与性：营造开放式公共游憩、娱乐运动休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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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沙沟河进行清浊分流的工程措施，污管在下，覆盖

层上建设的新河道，水面更加临近河岸，绿化和美化河

道，河上建设各式小桥，营造和建设市民休闲景观带。

水系沿岸主要用均州文化进行包装，进行绿化、美化、

亮化，沿河两边修造游览道路、小桥，设置精致的景观

小品。

文化文脉原则。充分利用历史人文景观资源，

展现滨水开放空间景观特色。可依据当地广为流传的民

歌《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

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进行命名濯缨溪。引丹江口库

区的水入静乐湖，经沙沟河进入中心城区，重点打造具

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河道景观功能。

生态优先原则。强调自然因子的生态适应性与

河道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大量种植抗性强的乡土植

物，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群落景观。

经济合理原则。一是通过滨水环境景观的设

计，提升周边地产的价值；二是充分利用地形条件和竖

向坡度情况，力图在最小的地形整治前提下，减少工程

造价，同时创造出丰富多变的滨水空间景观；三是功能

和景观设施尽量考虑既具观赏性，又实用简洁和便于实

施管理；四是植物造景尽量少采用名贵树种，发挥乡土

树种的景观潜质。

景观结构布局

一轴：河道生态水轴。蜿蜒的河流仿佛一条灵

动的玉带，以水为轴串联沿河的景观，达到移步移景，

水景互生的自然效果，因为水与陆地的交流，空气中的

负氧离子活跃，优化周边的人居环境，形成空气的清新

廊道。[3]

两带：滨水景观绿带。合理设计景观小品和人

们的聚合空间，增加人与生物的互动性，同时滨水空间

的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的利用和保护。

多点：分布于滨水绿带内的多处景观节点。通

过文化+自然景观带打造城市河道独特景观，提升文化品

味，形成城区的景观脉络及游览轴线。

具体规划对策

静乐湖至师专路口段：本段规划面积约19.30公

顷，河道长度约1.15公里。规划以探寻武当文化，挖掘历

史文化积淀为主要设计目标，以“静乐宫”为主要设计

主旨。将“静乐宫”的建筑风格、建筑元素及历史变迁

融入设计中。

师专路口至跃进门市场段：规划东起师专路

与丹赵路交汇处，西至跃进门市场，规划面积43.16公

顷，其中沙沟河河道长度7.6公里。设计以重塑沙沟河往

日辉煌，激发沙沟河活力为目标，规划依托沙沟河自身

资源，挖掘丹江口历史文化要素。片区入口节点以“均

州迁址、水下均州”为主题，以雕塑、浮雕的形式，向

市民介绍丹江口的重大历史事件；片区中段看守所搬迁

后的节点以“均州八景”为主题，以浮雕的形式，向市

民介绍古均州八景；片区南侧节点以沙沟河展示馆为主

题，重点反映沙沟河治理前后的这段历史。

跃进门市场至入江口段：规划面积63.73公顷，

其中河道长约2公里。规划依托现有河道线型，统一改

造、局部梳理，打造“以水为引、以花为媒”的自然

河道景观；布置形式自由灵活的木栈道，创造丰富多变

的步行空间；利用开敞空间打造景观节点，形成“点、

线、面”一体的河道景观，打造居民休闲游憩新场所。[4]

竖向设计

在强化沙沟河岸线的线形变化的基础上，重点刻画

滨水两带的地形空间，对微地形及坡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研究，逐步推敲地形的等高线使其呈现跌宕起伏的自然形

状，并保证地形于汛期水位4.2～4.5m以下高度无冲突。

充分利用地形开辟视线走廊，因借自然风光，尽可

能地增加空间的起伏变化，以强化环境的情趣，同时结

合一些滨水的绿化、景观小品、雕塑等景观元素，力求

形成滨水天际线的高低错落，做到平缓与突出相结合，

以滨水区线性的内在秩序为依据，以延展的水体为景

线，形成视觉走廊。

交通分析

重点强调交通流线的合理性。在可行条件下，对滨水

绿带内道路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大量增加地块内部步行交

通线路；通过木栈道、游步道、踏步等方式，解决亲水空

间的可达性。同时在主要节点空间设置步行广场。

河道线型分析

现状的河道平面线型比较平直，给人的视觉感受较

为平淡，为了给居民创造美好的心理感受，我们对局部

地段的驳岸进行了改造设计，在满足泄洪要求的前提

下，局部曲化或折化河道线型：一方面采用草坡软化处

理的手法，创造与自然和谐的景观；另一方面通过增加

与驳岸联系的通道和观景平台，增强了亲水区域的可参

与性。

河道水位分析

沙沟河设计常水位标高为2.1m，洪水水位为4.5m，

历史最高水位为6.5m。

对于2.1～4.0m高程的景观，主要采用水下种植槽的

方式培养水生植物来营造滨水景观，活跃滨水效果。而

对于4.0～4.5m高程以内的景观部分，可采用以下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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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一是在硬质景观上，选用价格经济、经久耐用的

材料，比如：混凝土压膜、卵石、水洗石、预制砖等铺

地材料以及石质座椅等等；二是选用香蒲、芦苇、水杉

等大量耐水湿的植物品种。即使到汛期，不但能保持较

好的滨水景观形态，且不会因为水流的侵蚀造成大的经

济损失。

园林绿化设计

设计原则：一是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滨水绿

化树种首先要具备一定耐水湿的能力，这是滨水植物造

景的基础，了解滨水植物的耐水湿能力具有实践性的指

导意义。耐水湿能力最强的树种有：垂柳、落羽杉等。

耐水湿能力较强的树种有：乌桕、栀子等。耐水湿能力

中等的树种：龙柏、水杉、毛竹等。根据河道两侧景观

功能的需要，适地适树，乔灌草三者有机结合，苗木搭

配疏密有致，形成多层次的绿化景观空间；二是以乡土

树种为主，体现地域风貌；对于河道沿线的植物配置，

尽量以丹江口地区的乡土树种为主选品种，如：香樟

（丹江口市市树）、梅花（丹江口市市花）、垂柳、桃

花、樱花等，营造能体现丹江口地方特色的绿化景观。

三是经济、适用；以美化河道景观为目的，选择抗性

强、长势好，景观效应的品种。[5]

绿化目标。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充分体现植

物品种功能上和景观上的统一性。注重季相变化，以达

到“人在绿中行，水在花中流”的景观效果。

树种规划。植物品种以及规格的选择，做到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遵循植物的生态习性和

景观生态学的要求。

本河道绿地景观植物的选择应符合丹江口的北亚热

带湿润气候带地域特色的滨水绿化景观，以耐水湿的植

物品种作为河道总体绿化的出发点，同时考虑到不同休

闲空间的功能和景观上的需求，设置景观石、景观树，

做到“季相分明，特色突出，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

绿化格局。

污水治理设计

配合景观改造，沙沟河两岸通过新建人行道及车行

道形成微循环道路。污水主管道沿沙沟河两岸道路重新

敷设，起点从静乐宫，终点至汉江河提升泵站，收集沿

线直排污水及支沟及道路汇集污水。汇流至沙沟河主河

道的污水大部分来自于支沟及主道路，沙沟河较大支沟

约有10条，这些支沟均不同程度遭受污染，总水量大，

不仅增大污水厂负荷，而且溢流污水严重污水河道。因

此治水的重点，不仅在主河道，支沟也不容忽视。

景观道路设计

根据景观设计方案，沿沙沟河两侧形成微循环道

路，人行道和车行道相结合，增加跨河桥梁，其中车行

道宽度4.5—7.5米，沥青路面，人行道2.0—3.0米，以游

景观照明设计

设计原则：一是灯具的选择与开放空间的活动级别

相关；二是局部采用动态效果，强调活力；三是可照明

范围，避免“光污染”；四是低能源的使用，避免能源

浪费；五是经久耐用，易于维护。在4.5m汛期水位以下

可暂不考虑照明。[6]

硬质铺装设计

设计原则：一是考虑使用的耐久性和节约维护的成

本；二是防滑处理，提高雨天使用的安全性；三是简洁

大方的现代风格的铺地材料和凸现自然风格的材料相结

合；四是现代节能生态材料技术的运用；五是道路、广

场的分级设计。

城市河道滨水区空气清新，景观视野开阔，视线清

晰度高。在河道滨水区沿线形成一条连续的公共绿化

带，在设计中强调场所的公共性、功能内容的多样性、

水体的可接近性及滨水景观的生态化设计，从而最终形

成城市防洪、疏浚的景观河道，滨水绿色生态廊道，舒

适的水岸开放空间，人们休闲交流的花园，历史文脉与

城市风貌的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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