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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滨河公园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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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上海 200235

摘 要：滨河公园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在防护及美化城市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

快，滨河公园景观设计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如何提升城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质量就成为了相关部门关

注的重点问题。鉴于此，文章就城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要点及设计方法进行分析，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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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公园是一种特殊的公园类型，为城市滨河区域

的公共绿地。通常情况下，滨河公园通常由水域、陆域

等共同组成[1]。滨河公园建设对于提升城市整体的美观

性，给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场地以及城市方面都能发挥积

极作用，必须要受到充分重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城

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影响

了其整体设计质量，继续改进调整[2]。为此，文章就城市

滨河公园景观设计的原则及方法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

同仁提供参考。

1��滨河公园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发展进程，各类城市配套

设施越来越完善，滨河公园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美化城市环境、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方面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3]。但从当前滨河公园景观设计

情况来看，其仍然不乏存在有一定的不足和问题，如景

观设计粗放、质量不高等，难以很好地满足市民需求。

具体来说，当前滨河公园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

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形式统一，缺乏特色。当前多数城市滨河公

园景观设计方面存在有景观形式统一、

风格常规的现象，多采用硬质驳岸，没有特色景

观，不仅无法凸显城市特色、体现环境氛围，同时也难

以很好地吸引市民参观[4]。第二，场地特性结合不强、基

础设施不足。很多滨河公园在设计方面缺乏与场地的充

分结合，从而容易影响设计的整体效果。部分滨河公园

设计还存在有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休息座椅不足，

停留空间不足等等，景观设计尚停留在形象设计层面，

人们可以参与的空间小，这就容易影响人们的游览体

验，只能匆匆观赏后快速离开。第三，很多滨河公园的

景观设计多以静态观赏为主，缺乏亲水空间，游客无法

与水互动，这也就导致滨河公园只能用来休息、观赏，

不利于其价值得充分发挥[5]。部分滨河公园在进行景观设

计时还存在有断路情况，导致景观空间利用率低、通达

性不足，这也会影响人们的参观意愿，同时还会浪费公

共空间。

2��滨河公园景观设计要点分析

从滨河公园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行思考，可

以发现在进行滨河公园景观设计建设中，应立足于滨河公

园自身的价值及游客的需求，积极改善传统设计中的不

足和问题，体现景观的互动性、特色性，促使游客能够

参与其中，通过人的参与来增强滨河公园整体的生机与

活力，给人们带来更舒适、更良好的游览参观体验[6]。在

实际景观设计中应尽量遵从下述几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滨河公园景观设计应尽可能营造特色景观。

不同城市的文化传统、环境氛围存在有

一定的不同。所以，在进行城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

时就应考虑地域文化特点，进行特色景观设计，比如可

以在景观设计中开辟“民俗文化展示区”、“码头文化

展示区”、“工业文化体验区”等等，并在景观区域中

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打造出特色的公园景观[10]。从而

通过滨河公园来凸显城市特色，增强当地居民的城市自

豪感、归属感，同时也可以让外地游客通过参观、欣赏

滨河公园的景观来感受当地的文化特色、环境氛围，实

现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促使滨河公园设计建设

更好地为城市形象塑造服务。

第二，滨河公园景观设计应尽可能结合场地特性。

滨河公园景观设计的前提条件必然是要考虑当地基本情

况，充分了解场地特性，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景观设计研

究[7]。故而，在进行滨河公园景观设计前，相关单位及

工作人员应深入了解公园周边场地情况，了解公园各段

空间环境状况，避免因公园周边环境复杂、对场地了解

不深入、不全面，而影响景观设计的合理性，及后续施

工的顺利进行[8]。在充分考虑场地情况、了解人们的需

求、周边建筑业态情况等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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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公园功能分析，保证滨河公园的景观空间能够和场地

特性、周围环境相贴合，并尽可能地通过不同空间形态

组合来满足游客休息、游玩的需求；比如，在交通设计

上可以强调生态廊道特性，以旅游休闲为目标，通过慢

行、慢跑、慢骑的“三线融合”串联整个绿色环线，实

现区域绿色生态廊道的全面贯通。还可以在沿线设置亲

水平台、休闲活动场地，通过水生植物柔化岸线空间，

以阵列、组团、密林、疏林、花田等多种植物空间形

式，营造一个浪漫、多彩、大气开阔、自然野趣的城市

生态绿廊。以更好地吸引游客参观游览，充分发挥滨河

公园的整体价值，提升其景观设计质量[9]。

第三、滨河公园景观设计应尽可能增强互动性，实

现人与水的互动。与其他公园不同，滨

河公园是位于城市滨河区域的公共绿地，其水域组

成部分为公园景观设计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也为人与

水的互动提供了条件[11]。因此，在进行滨河公园景观设

计时，也需要考虑到水域这一天然优势，加强对人与水

活动性的考虑，针对性地设计人与水互动的空间，可

以搭建专门的“滨河广场”在广场周围打造“垂钓平

台”、“亲水平台”、“亲水景观”、“草阶”等区

域，以供人休息、娱乐及与水互动，从而更好地满足游

客、市民的亲水需求。

3��滨河公园景观的设计方法

3.1  实施生态亲水性驳岸设计
驳岸是陆地与河道的分界线，其承担着融合水陆的

重要职责，在滨河公园设计中一直是关注的重点。但纵

观当前城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情况可以发现，很多滨河

公园在景观设计上仍然是以硬质驳岸为主，很难满足市

民及游客的实际需求，也无法凸显出滨河公园的景观设

计特点[12]。因此，今后在进行滨河公园景观设计时，可

以转变“硬质驳岸”理念，以“生态亲水性驳岸”为中

心展开设计。也就是说，在进行滨河公园景观设计时，

应以公园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周边地理环境为基础，

以“自然亲水、生态平衡、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进行

研究思考，从而打造出生态亲水性驳岸，在提升公园整

体景观设计质量的同时，尽可能满足市民、游客的亲水

需求。

以广福路建设工程设计为例，在具体设计中，设计

师就根据该城市及工程施工场地、工程周边环境等具体

情况设计了生态亲水性驳岸。此公园南部、中部地块地

是平缓坡岸，故而在实际设计中，围绕“海绵城市化”

理念以及市民、游客的互动需求设计了生态型驳岸，在

岸边种植了大量树木，形成“树阵”，并设计疏林草

地，控制河岸的稳定性、平衡自然生态；同时在驳岸铺

装上也可以进行调整改善，在调节河岸与河道关系的同

时，提升景观设计的美观度[13]。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

驳岸铺装时应以河道保护为重点，在此基础上进行铺装

设计调整，提升整体设计的美观度，形成可循环的河岸

与河道自然生态系统。此外，以“海绵城市化”建设需

求为基础，在进行滨河公园景观设计时还需要严格落实

“低影响开发”原则，减轻公园景观设计、建设给自然

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原有自然形态来展开景

观设计，维持自然生态平衡。

3.2  基于生态理念合理选择材料
滨河公园景观设计过程中，对于设计材料的选择应

以常用材料为主，在设计木栈道亲水驳岸时可以通过搭

建木桩的方式来延伸驳岸，这样的设计方式还可利用木

桩的特性抵御水流的腐蚀及冲击，发挥堤岸保护功效。

在卵石滩驳岸设计时，将卵石作为主要材料，这样既能

通过卵石缝隙为植物生长创造条件，又能达到水位调节

效果；卵石的透水性还可以避免驳岸变形、损坏等不良情

况发生，更便于人们与水互动，满足人们的互动需求。

除此以外，在材料选择方面也需要充分考虑生态理

念，分析相关材料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选择

符合当地特征的物种、材料进行设计施工。可以选用

当地的亲水材料、乡土植物，具有较好渗透性，且没有

污染性的石料、石材等等，结合现代化工艺进行设计，

在设计散步道时，可融入地域文化要素，道路两旁以七

叶树作为骨干树种，以此烘托区域的文化底蕴；设计休

憩小路时，路旁种植香柚、丁香、蜡梅、栀子花、马鞭

草等芳香植物，让人们在活动的同时，治疗身心、放松

心情，形成自然有序的植物空间；通过野花地被、湿生

植物等乡土树种，营造一个自然、野趣、生态的郊野空

间。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材料展开设计，在提升滨河公

园景观设计的整体质量的同时，实现对乡土文化的传

递，并满足人们的互动需求，为人们提供更舒适的休

闲、娱乐环境。

3.3  重视线上线下互动体验设计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手机、电脑各类电子产品

开始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并在潜移默化中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活动交流的

壁垒，为人们随时随地进行沟通交流提供了良好条件。

网络时代下，在进行城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时也需要与

时俱进，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势来拓宽景观互

动的路径，吸引市民、游客走到室外、走到公园内去欣

赏公园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例如，新通扬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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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区生态廊道在进行景观设计时，以野花地被、湿生植

物打造了自然且具有野趣的“郊野空间”，以枫香、银

杏等秋色叶树种，以及各类秋季观果树木打造了“秋实

园”，在此区域内设置特色座椅、休憩空间，供游客休

息观赏，在不同季节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观赏体验。该

公园还以各类芳香植物打造了有序的“植物空间”，让

游客获得嗅觉、视觉等多感官体验；以平整碧绿的活动

草坪以及黄山栾树、桂花、多花的灌木形成具有层次感

的植物围合，打造了疏密有致的“阳光大草坪”。在草

坪上游客拥有非常强的自主性，可以开展露营、野餐、

放风筝等多样化的活动，能够有效满足游客的休闲、娱

乐需求，同时增加游客和公园之间的互动性，使得滨河

公园整体上更加有生机、有活力。公园内还可设置多功

能驿站，为游客提供休憩、洗手间、饮用水、充电站、

WIFI、书屋、自行车停车点等多种服务，打造智慧公
园，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增强游客的游览体验。为了

更好地吸引市民、游客到滨河公园进行参观游览，在进

行公园景观设计时也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比如，

在种植的植被、树木、花草等旁边可以设计简单的介绍

牌，并在介绍牌上附以二维码，游客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进一步对相关植物、花卉的相关知识进行详细深入的了

解，如植物、花卉的形态特征、习性、相关文化等，还

可以设计“争做全面植物学家”、“有奖竞猜”等活

动，以吸引游客参与其中，实现环境和人工智能的交

互，公园景观与人的交互，实现公园与游客的线上线下

互动。公园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滨河公园的植

物资源、植物小知识，提醒人们不同植物、花卉的观赏

时间等，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除此以外，还可通过线

上平台收集游客对公园各项设计的满意情况以及意见建

议，以便为滨河公园的维护、管理、改进提供有效参

考，以不断推动滨河公园景观改善。

结束语

总而言之，滨河公园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景观设计情况不仅关于公园自身的整体设计质量，还

会给城市美观度、市民及游客的游览体验带来直接影

响，必须要加以重视。故而，在进行滨河公园景观设计

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地域特点、场地特性以及市民、游

客的实际需求等情况，提升滨河公园设计的科学性、合

理性，在优化景观设计的同时，兼顾各方需求，不断提

升滨河公园景观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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