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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滨水空间是重要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对于保障城市水安全、生态安全、水环境安全、水景观文化发展

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城市滨水空间的本底特征出发，结合水安全、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等多种功能要素，

探讨以生态景观为引领的城市滨水空间营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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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应统筹研究城市与水的关系，将城市建设开发、海绵城市构建、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安全保

障、水污染治理、水生态营造结合起来，系统落实到城市空间规划，使滨水区域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最终实现保障水

系空间、提供丰盈水量、确保水质优良、恢复生态健康、紧密联系城市的滨水空间治理目标。

二、城市滨水空间的特征

（一）防洪安全性

城市滨水空间是确保城市防洪排涝安全的第一屏障。自然功能主要是对城市生态环境实现进一步改善；社会功能

体现在共享资源，并为人们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而增强城市活力；经济功能体现在通过对自然景观及人工景观的

开发利用，使城市的服务业、旅游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进而让城市经济实现长效发展[1]。

（二）公共开放性

对于一个城市，滨水区不但能让居民放松身心，还能吸引外来游客，推动经济发展。滨水区公众开放区域应具有

便捷的交通设施，让人们能以更快的速度到达滨水空间区域。城市滨水空间一般体现出水景和城市景观融合的景观特

征，人们应更自觉地将水景和城市景观结合，并将其整合到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上。

（三）功能多元性

城市的滨水空间承载着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景观安全能多种功能，同时，也是将城市景观特点进行有效

展示的窗口，应具有明显的识别标志。可以在规划时，将建设思路变为使其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场所，满足人们休息、

娱乐、社交互动、贸易等需求，这样人们的体验感受就会更加丰富，也会让滨水空间的景观更加多元化。

（四）文化积淀性

一个城市最早建立和发展的区域就是滨水地带，因而在城市滨水空间中也留存着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信息。大多

数城市滨水区域的前身都是一些重要的港口，这些港口不但具有水上运输功能，而且还是城市人流的聚集交汇地带。

城市滨水区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及激烈碰撞的区域，因此，使城市文化形成了独特而包容的特征，人们可以通过城

市滨水空间寻找历史的遗迹及历史文化信息。

三、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设计的主要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滨水区域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的规划设计必须以城市整体空间形态

为基础，使滨水景观和城市景观协调一致，同时凸显滨水特色，优化城市整体风格。此外，滨水景观规划不是独立进

行的，需要与城市基础设施、交通条件等进行有机协调，使其各自的功能得到互相支持，最终使整个城市的空间、景

观、风格等各个方面保持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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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优先原则

城市滨水空间景观的规划和设计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在布局和规划滨水景观时，要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影

响，并确立保护性发展观念，重视保护滨水区内的原始生态景观。特别是一些生态敏感地区，必须将其视为滨水空间

的重点考虑因素，在保持原有生态印象的基础上，将人工景观设计附加其中。

（三）文化延续性原则

从建筑到发展，任何城市都充满了地方文化特色，这些文化和背景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象征。城市滨水空间

景观规划必须要以保存、传承、积累城市地方特色文化为基础，尤其是海滨地区大多是城市最早的发源地，具有浓

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是城市文化的积淀。因此，城市滨水区水景设计需要以文化传承和连续性的基本思想为前提，同

时，从文化层面规划设计景观，在设计方案中充分体现出文化因素，使其和滨水景观实现有机融合。

（四）亲水性原则

水是生命之源，城市滨水区已成为城市中最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地区，也是城市居民的聚集地。人与水密不可

分，人们在水边享受生活，利用水路运输的便利，享受水路娱乐。因此，东莞滨水空间“一河两岸”的景观规划设计

就需要强调其亲水性，设计必须确保可以在河边看到不同的车辆，欣赏河边风景，尽可能实现市民和河的零距离接

触，既能让人可以观赏水的景色，又能促进优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四、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规划设计方案

（一）重视整体规划、科学分区

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需要从整体出发，权衡利弊。其设计思路应该以城市未来发展规划为基础，实事求是，

根据城市的具体形态、结构特征和现阶段的基础状况进行设计，不能照搬其他城市的设计方案，避免发生与当地城市

发展不协调的情况。

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规划应该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不能仅仅是因为美观，水域空间的规划和设计要能适应城

市后期的拓建工作，不会影响城市的扩展，与此同时，又能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例如，有些城市就会采用“一河

两岸”的规划方案，根据城市水域不同阶段的场景进行人文活动、生态活动的改造。如果城市内依然存在农田，在进

行景观设计时，可以结合农田和城市主干道的绿化程度，打造出生态长廊，嵌入式的城市景观设计，有机配合整个城

市，采用科学的分区设计的方法。

水域的上游往往可以建造生态田园，由上游至下游铺设生态缓冲区域，减少下游水域的污染，保障居民的生活安

全，可以采用生态滩涂的方式种植亲水植物园作为生态缓冲区。水域中游可能存在一些工业厂房，可以建设工业主题

的公园和一些污水处理厂房，并以河道为主要景观，考虑到景观视觉因素，将居住区域与田园风貌区分开来。水域下

游是城市居民区，这一区域可以主要展现城市的都市风貌，展现城市居民生活的美好图景[2]。

（二）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保护生态环境是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一个城市的水域孕育了一方水土，例如，上海的黄浦

江，所以保护好城市水域的生态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水域的实际情况和生态元

素，对水域内的水资源进行大力保护，尽可能不破坏水域的原始生态，并在保留原始环境的前提下，构建生态网络系

统，来保护植被和树林。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植物结构，进一步维持地方生态的稳定。

（三）传承地方特色，发扬地方文化

城市滨水区作为城市的重要象征，是一个城市文化积淀的地方，因此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就十分重要，可以充分展

现一个城市的特色，弘扬该城市的中心理念。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设计，不

应该盲目追求新潮，生搬硬套，而是要对一个城市的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等多种因素进行充分的了解，基于这些

实际情况，再对滨水空间进行设计改造。

例如，上海的黄浦江两岸，充分保留着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的面貌，其两岸的建筑都体现着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

一路走来的历史和文化，其中标志性的东方明珠，更能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黄浦江两岸的民宅和一些现代化技

术很好地体现出了这座城市与国际化、现代化的完美融合。

对于还有一些保留着农田风光的城市，可以在继续延续本来的农田风光和田园肌理基础上，对两岸的农村进行保

留和改造，打造生态型都市农村。对农村的田埂和水塘进行改造和治理，将田埂设计成交错的小路，变成可以供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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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通道，一方面可以增强美观性，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游客来旅游，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四）满足人性化需求，构建亲水空间

水资源是滨水空间一个独特的资源，因此是进行滨水空间景观设计时的重点考虑因素。本着满足城市居民的需

求，亲水、用水、乐水的亲水理念，将城市居民生活、娱乐、运动等功能性需求融入水岸设计之中，打造一个自然的

水域空间。可以考虑到水域空间的水岸线资源，根据河段不同，为居民带来不同河岸的空间体验。可以根据河岸线的

实际情况，规划富有城市特色的主题活动，可以在河岸边设计体育馆等建筑，充分利用水资源进行一些水域活动，例

如，游轮参观等活动。

还可以在水域边建造一些供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建造一个和谐的人水关系。在充分保证城市居民和城市安全的情

况下，可以改造利用城市已有的防洪岸堤来促进城市居民和水域空间的关系，对岸堤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为城市

居民打造出多样化的滨水空间，营造丰富多彩的亲水活动，让城市居民有更加丰富的亲水体验。在水域较为平稳的区

域，可以提供水上游玩项目，为人们提供游玩的船只，让城市居民更好地体会到水上风光和城市之美。

除此之外，在滨水空间景观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对水资源的保护，对污染的水系进行治理，对良好

的水系进行保护，进一步保障城市环境的清洁工作。同时，还可以改造人工湿地，在湿地内培育水深动植物，修复生

态环境，加强滨水空间的生物多样性。对水系进行治理和保护进一步保障了城市居民的用水安全，提升了城市的生态

环境[3]。

五、结束语

在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规划上应充分结合多规合一的规划内容，协调水动力研究、城市空间规划，明确河道宽度

控制、沿河道绿线及蓝线空间控制、水系节点功能、沿线水利设施布局与用地。在对水生态、水循环、水生态、水景

观、水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协调工程布局与空间规划，一揽子解决涉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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