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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湿地公园公众参与性景观设计
——以南通能达生态湿地公园为例

朱跃乾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200000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快，城市的扩张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湿地资源的稀

缺性也日益凸显，许多城市都面临着严峻的生态挑战。然而，许多早期的城市湿地公园的规划者未能充分认识到湿地

的重要性，未能充分利用湿地资源，这种浪费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湿地是“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生态

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公众参与性的视角，以南通能达生态湿地公园为例，探讨如何提升城市湿地公园的景观体验、设

施完善和市民参与度，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希望对未来的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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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湿地公园概述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

环境的改善需求越来越大，城市湿地公园已经成为一个

备受关注的热门景点。城市湿地公园是一种将自然湿地

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经过合理管理利用，以保护环

境、提供科普教育、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

性公园[1]。在规划城市湿地公园时，应协调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以确保可持续发展。

2��影响公众参与性的因素�

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分析，许多城市湿地公园的公众

参与性明显不足，这给市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为了提

高城市湿地公园的公众参与性，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种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游憩功能、配套活动场地和自

然教育功能。尽管以上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影

响，但我们仍应该全面考量，以确保最终的结果能够达

到最佳效果。

2.1  日常游憩功能
城市湿地公园的日常游憩功能十分重要，但由于规

划设计不够完善、缺乏独特性、缺乏人文关怀，使得这

些地处偏远的湿地公园无法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从而

对其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人并不是通过思考观察世

界而是积极地参与到体验的过程中”[2]。城市湿地公园

拥有更大的地域面积和更复杂的空间结构，可以提供更

多的公共空间，不仅可以满足家庭、朋友之间的聚会活

动，而且也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轻

餐饮、湿地徒步、短途游览等，让城市居民尽情享受绿

色生活。

2.2  配套活动场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工作负担的不断提升，导致了

许多慢性病和心理疾病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

们必须开始关注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并且确保它们能

够满足市民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低

到高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社交需求、尊重

和自我实现五类[3]。当前，城市湿地公园应当满足“城市

绿肺”的功能及市民高层次需求的同时，也要满足其最

基本的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并成为市民日常生活需

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应考虑市民的休闲、健身、

散步、慢跑及无障碍设施的需求，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自

然环境优势，实现城市湿地公园的最大价值。

2.3  自然教育功能
许多城市儿童渴望亲身体验湿地公园的自然风光，

感受到它的生态景色，并且能够从中学习到许多关于自

然教育的知识。但是，由于当前的湿地公园建设不够完

善，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重要课题，从而使得当地的自

然教育资源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卢梭提出了教育的三方

面构成，一是自然教育，人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他

提倡学校应该搬到环境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去；二是他人

对孩子的教育，也就是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三是事物对

孩子的教育[4]，这三项缺一不可。经过对优秀城市湿地公

园的深入研究，香港湿地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内，在沼

泽历奇游乐区中，通过模仿红树林生物群落的场景，让

市民及孩子们在游玩的同时，科普湿地知识[5]。可以明显

看出，完善的自然教育功能对于提升城市湿地公园的生

态环境和社会价值至关重要。

3��城市湿地公园公众参与性景观设计研究分析

3.1  逐步融入城市功能
湿地公园作为城市的重要公共空间，为城市居民提

供了独特的视觉和感受。在规划建设城市湿地公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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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提供多样

化的交流空间，特别是带孩子的家庭，他们对于湿地公

园的使用需求也有所不同。湿地体验不仅仅是一个视觉

上的享受，更是将历史、文化等元素融入到生态环境之

中，用景观来诠释区域的在地文化[6]。挖掘城市的地域

化元素，可以提高对本地市民的归属感。城市湿地公园

拥有复杂的地形、亲水环境和茂密的植物，融入城市功

能，无论是朋友聚会、家庭聚会还是亲子游玩，都能在

这里找到最适合的功能空间。在城市湿地公园的景观设

计中，需充分考虑各种人群的使用需求，结合生态保护

原则，以确保湿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同时也能

够提升湿地公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2  合理设置休闲活动场地
湿地公园拥有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其宽广的土

地、茂密的植被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使它们成为一

个完美的自然氧吧，令人叹为观止。“无论一个地区

的自然景观特征是什么，无论它使我们产生的心境是愉

快、悲伤、胆怯还是敬畏，我们在欣赏全景的完整与统

一时都能体验到一种真实的快感” [7]。在规划设计

中，需要对场地基地、竖向高差、动植物群落、周边环

境等进行详细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兼具生态、环保、教

育、娱乐、旅游等多功能的活动场地，进而改善市民的生

活方式，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规划适合公众参与的体

验路线和活动场地，达到城市湿地公园与人和谐相处。

3.3  补足城市自然科普教育
湿地公园拥有丰富的植物群落，动物种类繁多，为

城市儿童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自然科普教育环境，让他们

能够更好地了解自然。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儿童乐园规划

设计以“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为设计理念，把时间、空

间和场地融合，以林中高低起伏的空间与儿童成长的时

间相呼应，结合用地现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林木，让

林木呈现原生的自然状态[8]。在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时，应

尽量考虑儿童自然科普教育的需求，传达生态与科普教

育理念，开设安全保障的自然科普教育基地。通过充分

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如生物多样性，开设一系列的自

然科普展览和课程，以及丰富的自然教育活动，让孩子

们深入了解自然，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并且给周围的

市民带来更多的自然科普教育机会。

4��南通能达生态湿地公园公众参与性景观设计

4.1  基地位置
南通能达生态湿地公园位于南通市开发区老洪港湿

地老江堤外侧，南至江韵路、北至新开闸。项目基地是

老洪港湿地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周边生态休闲旅

游资源众多，老洪港湿地公园是连接长江与城市的生态

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南通开发区生态廊道绿

带至长江风光带的重要节点。东西串联“江、河、湖、

田”的连续绿带，南通未来第三绿环中紧邻长江面积最

大的湿地公园，地理位置优越。

4.2  现状分析
现状用地比较零碎，用地主要有农庄、湿地公园、

苗圃和水厂等，各用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基地东侧绿

地有待开发，现状植被主要以农田、苗圃林带为主，

四周有种植垂柳、香樟、朴树、樱花、竹子、石楠等苗

木；园内道路与周边联系性较差，湿地现状水系流通性

不良，富营养化情况严重，感官水质较差。场地内缺少

休闲运动场地，配套服务设施陈旧，缺少游憩功能，缺

乏互动性、体验性及参与性，配套服务设施也有待改

善。与周边城市的功能衔接不够完善，无法满足公众对

健康生活的需求。

4.3  景观策略
4.3.1  融入城市游览体验功能，增强公众的参与性。
南通能达生态湿地公园位于老洪港湿地老江堤外

侧，在公园内利用原有建筑，对其进行提升改造，作为

游客接待服务中心。优化现有农家乐配套设施，打造农

艺文化微体验。完善湿地公园的功能属性，公园内的配

套服务区规划有机农庄田园、鱼塘垂钓、亲子采摘及水

生食荟等，并与周边水湾景观形成视觉互动，使城市功

能与湿地公园之间有机结合，增强了公众的参与性，提

供舒适悠闲的场所。

加强生态农庄运营及维护，策划地域节庆活动及农

耕文化活动，吸引城市周边市民体验，长江江鲜品尝、

果林观光采摘、湿地农艺体验、水乡民宿体验等项目特

色，以可持续稳定收益增长，达到以园养园的目的。

公园的整体绿化以补充本地乡土树种为主，加强湿

地群落多样性，丰富植物季相变化，让游客在每个季节

都有很好的游览体验。柳树林以保留现状柳树为主，增

加海棠、樱花、梨树、桃花等春花秋果的植物，以及绚

丽多彩的樱花林，如同云彩般绚烂，打造春季花开桃红

柳绿的特色风景林。柿树枇杷林增加柿树、枇杷、杏树

等兼具观赏及经济价值的乔木，打造可供夏秋季节观赏

及采摘的特色花果林。靠近公路沿途种植网红观赏草，

如粉黛乱子草、鼠尾草等，增添了网红打卡浪漫的气

息。水杉林增加乌桕、水杉、池杉、枫树等色叶树种，

溪水相映成趣，营造秋天红叶连天的景观效果。芦苇花

田以芦苇为植物特色，冬季，白雪纷飞，芦花和雪花一

起翩翩起舞，形成一副壮观的“芦花飞雪”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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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设置合理的多功能活动场地，满足公众多元化
的交际功能。

为了满足周边市民多样化的需求，我们将建设一个

多功能的活动场地，以营造出一个美丽的生态湿地景观

空间。该场地将设置多种游憩方式，包括休闲活动广

场、林荫大道、健康步道等，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

需求。“无论一个地区的自然景观特征是什么，无论它

使我们产生的心境是愉快、悲伤、胆怯还是敬畏，我们

在欣赏全景的完整与统一时都能体验到一种真实的快

感”[9]。优化利用场地内的现有道路，在林间设置慢行、

慢跑、慢骑的道路，作为连接生态廊道绿带和长江景观

绿带的重要通道，串联园区十大特色景点，打造城市慢

行绿道。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吸引周边城市的市民

参与，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城市湿地公园成为当

地的一个独特的生态旅游胜地。

4.3.3  丰富活动体验，加强自然科普教育。
南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众多的鸟

类和鱼类。根据鸟类学家的调查，中国目前拥有1300多
种鸟类，而南通地区拥有400多种被记载的留鸟、候鸟
和旅鸟。因此，南通被“野鸟天堂”杂志评为最佳栖息

地。南通常见的蝶类主要有青凤蝶、玉带凤蝶、白带螯

虾蝶、荫眼蝶、眉眼蝶等。通过引入长江鱼类资源，为

湿地鸟类提供食源，同时具有生态及经济效益。设计中

提取蝶类、鱼类的元素，设置标识系统及雕塑小品，扫

码识图等，还可以根据不同季节策划湿地观鸟、湿地漫

步、自然探索、了解水体净化过程等相关活动。在场地

中部规划湿地博物馆及展览馆，以吸引周边市民特别是

孩子们前往湿地公园进行学习，为其提供一个环境优美的

自然科普教育课堂。在初期阶段，可以通过本地市民组

织活动开始，例如观察鸟类、自然探索、湿地科普等，并

结合一些活动体验游戏来增加市民儿童的互动性[10]。在场

地南侧规划艺术湿地区，对现状湿地进行提升改造，增

加景观趣味性，芦苇园、艺术湿地等，将抽象艺术与湿

地结合，在湿地游览中创造各种景观打卡点，体现本土

动植物多样性及捕鱼文化为特征的景象。通过景观化的

设计手法，营造寓教于乐的城市湿地公园的自然科普文

化氛围。

5��结语

为了提升城市湿地公园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统筹规

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增强市

民的归属感，提供游憩功能，融入其他城市功能，并补

充城市自然科普教育，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城市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市民的需求，尊

重市民的意愿，同时也要鼓励市民参与其中，共同努力

实现湿地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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