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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实施方案研究

王靖淇
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200331

摘�要：青浦新城绿环全长约为46km，1公里主环面积57.6平方公里，涵盖新城周围的绿环郊野生态空间。其青
浦绿环选取绿环西段作为启动段，对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实施方案进行目标与定位、规划空间结构、总体设计、分段

设计、专项设计等。其建设启动实施主要包含贯通道建设、造林建设、水系建设、农田建设等。项目通过规划引领、

设计先行，描绘愿景、注入功能，极建“生态优先、特色凸显；蓝绿交织、整体贯通；城乡融合、开放共享”的新城

绿环。

关键词：贯通绿道；育林成环；生态湿地；江南圩田

1��项目概况

青浦新城绿环全长约为46km，1公里主环面积57.6平
方公里，涵盖新城周围的绿环郊野生态空间。青浦绿环

选取绿环西段作为启动段，具体范围：东起西大盈港、南

至淀浦河、西至港周路与上海市界、北至横泾河的区域。

启动段南北直线距离约10公里，总面积约1466.91公顷。
2��青浦绿环整体主题概念

本项目以“青美水环"作为青浦新城绿环的主题概
念。通过“依水而生、好水相依、环游林田"等理念，强
调青浦地区作为历史太湖流域，江南低洼水乡的自然基

底，延续体现水田林自然特色与江南智慧的"区"为构成绿
环的结构概念。

3��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选取因素

具体的选取原则如下：（1）现状河道变化丰富，有
三分荡等大型水面，景观元素丰富多样，能体现水乡，

湿地，田园等特色。（2）青浦区西侧为居民主要聚居
片区，绿环先行在此实施，居民感受度较高。（3）西
侧启动后，未来可与朱家角等景区形成联动关系有利旅

游发展。

4��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概况

4.1  林地图斑布局
以已批复的“十四五”造林规划为基础，叠加新提

的造林空间.启动段内"十四五新增造林面积为18641公
顷。现有林地布局较为分散，沿河道以点状分布，林相

资源单一，林地品质亟待提升。

4.2  田地图斑布局
启动区设计范围内共有449.17公顷，其中水田305.91

公顷， 水浇地143.26公顷。现状耕地主要集中在北部片
区，肌理以规整的水田与大棚加自然蜿蜒的水渠有机融

合，村落和户前菜田镶嵌其中。

4.3  水网图斑布局
青浦新城绿环水系属于青松水利分片的一部分，青

松水利片区的常水位为2.5-2.8m，除涝最高控制水位为
3.5m。青浦区内河网纵横，湖荡水面逐渐分化出鱼塘荷
塘等多样水乡肌理，特色鲜明。

4.4  路网图斑布局
道路网密度较高，可达性优异；高速公路及规划路

网分隔用地，现状农村道路较多。部分双向车道两侧人

行空间较薄有优化需要。

4.5  市政电力燃气工程设施布局
启动区范围内，现状110kv线路位于东南及南侧；燃

气线路聚集于居民区。近远期燃气中压管多位于启动区

中部，沿规划道路排布。现状电力燃气线路涉及范围以

居住区为主，对景观影响较小。

4.6  客群分析
客群以本地居民为基调，规划启动段北部建设新兴

产业园，西南部为未来新城样板区聚产业客群。

5��现场踏勘

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数据和卫星影像图，实地

了解村落格局、空间肌理、景观风貌特征以及现有建筑

的建造年代、建筑质量、建筑风格等。保护村逐栋记录

各建筑的建造年代、建筑质量、历史价值等情况。

6��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实施总体方案�

6.1  设计主题
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设计理念，是延续整体绿环

“青美水环”总体概念，通过：“水、林、村、田”等

现状景观地貌特色，提炼出“碧网岛链、稻浪水乡”的

主题概念。

“碧网岛链”是依据现有启动段水网密布的水系肌

理，水网将土地划分为数个小岛，方依据地貌特色，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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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岛链景观风貌，营造极佳的水环境。

“稻浪水乡”是根据广茂农田的耕地及特色水乡的农

村，这是启动段中珍贵的景观资源，也是本项目的主打

特色。

6.2  设计策略
方案设计策略以：理水、育林、整田、兴村等四个

层面进行开展。

（1）理水
将基地中现有的水资源进行梳理优化提升，一是水

系疏通，疏通绿环空间水系，将主水脉与贯通道有机结

合，活化水系空间，形成“蓝绿交织”的空间结构。

二是水脉提升，设计亲水平台等设施，形成生态具有景

观美学的水岸空间，使水脉具有宜人的亲水性。三是湿

地构建，结合基地现有的湖荡和鱼塘，打造滨水湿地空

间，实现水岸空间的物种多样性。

（2）育林
梳理现状林地和规划林地，一是增林成环，设计休

闲游憩功能空间，让游客走进林间，增加体验感。[5]二是

林相优化，研究现有林地林相结构，丰富植物种类，形

成人工自然林，林缘带丰富色彩，提升景观面貌。三是

林水交叠，整治水利范围，区划滨河绿化空间与林地相

结合，使林与水有着较好的交叠。

（3）整田
在不占用现状耕地的原则，对现状农田进行保留。

整田一是社区农田，农田与社区紧密结合，通过产业转

型等方式，将农田与社区发展进行同步提升，增加新

的活力。二是智慧农业，结合新科技新技术，引入新思

维，对农业进行智慧化耕作以及管理，提高农产质量与

管理效率。三是复合种养，对农业空间采取复合式的利

用，结合鱼塘等区域，种养共生，提高经济效益。

（4）兴村
对启动区的农村提出提升手段，通过环境的打造以

及农村的振兴，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关于兴村一是置

入功能，提供绿环的服务空间和不同的业态，包含：餐

饮、民宿、展演等不同形态类型，使绿环功能更丰富。

二是活动导入，打造特定固定时段或临时性的不同活

动，结合节庆、民俗，形成事件性的景观。活动的导入

为空间注入更多活力及吸引力。三是 .水乡风貌基地具
有较丰富的水资源，村落结合水资源打造水乡特色的风

貌，发挥场地资源的特色，塑造环境的个性。

6.3  空间结构
全段呈现“一脉一轴三区”空间结构。一脉：横纵

交错的青浦蓝脉。一轴：生态滨水的景观绿轴。三区：1

青美湿地2山海支链3水村原乡特色景观区段。
6.4  竖向设计
关于土方对方原则首先是土方堆放区域主要集中新

增林地和无植被空地，其次启动区南侧与中段的贯通道

周边皆有土方堆放区域，塑造丰富地形变化，三是启动

区北区以农田风貌为主，有大量基本农田不宜进行地形

塑造，维持平坦的景观风貌。

6.5  贯通道规划
贯通道规划全长约27km，已落位现状道路或田埂，

占比为61%，贯通道路结合规划交通路线占全程约32%，
遇到堵点，断点，新建道路占比最少为7%。规划一级与
二级停车场。贯通道景观类型：主要分为贯通道，滨水

贯通道、穿林贯通道、穿田贯通道、穿村贯通道[3]。

6.6  林地总指标
以三调数据测算，现状青浦绿环内森林覆盖率

23.4%，2023年新增造枃后森林覆盖率可达25.3%，2025
年森林覆盖率可达28.9%。新增造林空间已包含绿环内占
林步林空间。

6.7  农田总指标
严守耕地保护底线，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布局，规划

农田分类，并在贯通道附近的一般耕地内，以“低干

预”设计手法营造，可观可游的农田景观风貌。

6.8  水系指标
本次青浦绿环启动区范围内，将启动三项水利项

目。一期工程将梳理现状河道，提升改善现状水质。二

期工程将基于现状水系，进行部分河道拓宽，有助于提

升滨水景观。新开河道与现状水系整合贯通。此外淀浦

河三分荡区域作为设计重点节点，将对其迚行全面提升

整治工程。

7��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分段详细设计

依据基地中的环境特色，启动段依据各自不同的环

境形态区划为“青美湿地、山海之链、水林原乡”三个

段落。

7.1  青美湿地
7.1.1  规划分析
本区段的方案设计是依据“青浦新城未来城市样板

区”的规划作为上位规划依据进行设计。规划结合基地

特质和样板示范要求，打造城园共生的绿色社区、活力

便捷的智慧社区、富有特色的魅力西湾，彰显示范区先

行启动区桥头堡与青浦新城西门户形象。依据规划，其

用地以公共绿地、林地、耕地为主，有大片河湖水面，

水面四周环绕商业服务业用地，适宣宜打造环境宜人的

滨水湿地休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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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设计目标
启动段中段区域以山海桥村为中心，现状南面多为鱼

塘，北面多为林地，土地被水网划分为数个岛形成岛链。

重点打造三分荡的湖岸景观，优化湿地生态面貌，

保障生态基底，提升整体环湖生态环境，合理赋能相应

用地，活化整体湖滨空间，为绿环及周边地区发展起到

引领作用。

7.1.3  方案设计
青美湿设计方案以三分荡优质生态基底为依托，打造

蓝绿交织、复合休闲娱乐功能的近自然滨湖湿地空间[1]。

（见图1）

图1��青美湿地鸟瞰图

7.1.4  功能分区
设计尊重原生态的前提下近自然开发利用，引入文

化、商业、旅游元素，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赋能。

按使用功能分为四个区域。一是“水的谧静区”，地块

北侧规划为休闲娱乐用地，结合场地内最大的湿地岛屿

打造滨水观景平台，塑造全域打卡点，为游客展示三分

荡的美景。二是“碧岸缤纷区”通过多样的滨河空间如

雨水花园，湿地岛链，结合文化设施及企业总部，形成

丰富多样的水岸空间。三是“木林之境区”，现状以大

片林地为主，形成近自然林带区域，为游客提供城市中

的森林氧吧。四是“生境岛链区”，通过自然林带及湿

地岛链，结合场地内度假酒店区域及体育活动用地，为

来客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场景。

7.1.5  交通分析
区段内交通动线丰富，除绿环贯通道外，同时串联

滨水游线、穿林步道及水上航线。活动节点丰富，规划

功能性地块较多，交通便捷可达性高。

主要慢性动线（贯通道）：主要动线贯通道串联整

体湖滨空间，环湖通行便捷舒适。次要慢性动线（游步

道）：以主要贯通道为骨架，延伸出次要动线，使游客

能深入个区域。水上游线优化现有水上码头，打造丰富

水上活动。

7.2  山海之链
7.2.1  规划分析
本次设计范围内主要规划用地性质有园地、林地、

耕地、河湖水面、坑塘水面、道路交通用地、商业服务

业用地等。

7.2.2  设计目标
重点打造三分荡的湖岸景观，优化湿地生态面貌，

考虑与青浦新城的关系，使其与城市形成互动共生的关

系。优化现有鱼塘水绿环境，营造特色水体空间。升级扩

张已具规模的林相景观，转型为可让人亲近的绿色资源。

整合水网中的森林绿岛，打造各具功能的岛链美境。

7.2.3  方案设计
山海之链依托山海桥村、薛家湾村的村落基础，复

合周边林、水资源，设计以林塘为特色，郊野田园氛围

的自然生态空间[1]。（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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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山海之链鸟瞰图

7.2.4  功能结构
“一带、二园、五岛”的景观结构。

一带：绿环贯通道。二园：两座大师园。

五岛：一是“乐之森”，结合林下露营，拓展等活

动营造森林休闲区；二是“艺之森”，邀请艺术家于林

期间进行创作形成一处户外森林美术馆；三是“养之

森”，以现有“食用菌"合作社，发展与森林结合的养生
园区；四是“静之森”，利用林相，打造林下漫步道，

形成宁静的林下休憩空间；五是“蔬之森”，结合现有

菜地与大棚及林地，打造森林中的乐活采摘园。

7.2.5  交通分析
区段内贯通道串联多样岛链，穿林、穿水、穿塘游

步道衔接景观节点[4]。

主要慢行动线：选取道路现状条件较好。或两侧景

观较优的现有农村道路，经山海桥村，过薛家湾村，沿

规划道路，过天桥新苑南侧，沿西大盈港向北。

次要慢行动线深入林、塘空间，让游人体验不同景

观风貌。

小型栈道以木栈道为主要形式，与区段风格统一，

融于环境。

大师园1位于山海桥村北侧，港周路与慢七江交集处
的新增林地地块。场地范围约5公顷。大师园2位于东至
浦天路、南至现状水渠、西至现状林地、北至天桥新苑

小区。场地范围约4公顷。
景观节点散布与于风貌较佳的道路沿线。（见图3）

图3��薛家湾村入口处现存成用杉林，优化补植林下草

花，打造杉野趣骑行道

7.3  水村原乡
启动段北段区域，以大片农田为基底，期间散布数

个农村，具有水乡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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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规划分析
本次设计范围内主要规划用地性质有以耕地为主，

少部分林地、园地，适宜打造以田园风光为主的农耕特

色主题景观。

7.3.2  设计目标
本区段以田园景观为主题进行打造，提升现状农村

风貌，呈现出具有文化氛围的田园水乡风貌。

7.3.3  功能结构
“两河 一心 一村 多面”，两河：贯通本区域的两

条主水脉。分别为东岳河（南北向）和新河港（东西

向）。一心：以天恩桥古桥为基点，以大师园向周边辐

射，构成该区域的文化核心。一村：位于天恩桥两端，

具水乡氛围的古石村。多面：本区域的绿色基底，多块

面的绿色田园岛。

7.3.4  设计方案
本区段以村落为基础，集水，林、田、村、复合为

一体，打造江南圩田郊野景观风貌特色。（见图4）重点
设计以现状天恩桥古桥为核心，古桥两岸的古石村部分

区域。（见图5）

图4��水村原乡鸟瞰图

图5��天恩古桥区域效果图

桥北面，正在进行拆迁，建议对未拆迁的建筑进行

保留，未来保留的建筑可改造作为展演、餐饮民宿等功

能使用。本区域的中心现状有一处混凝土场地，可通过

地坪改造作为活动广场，广场西侧建筑已拆迁的空地，

建议改造为可供人休憩的阳光草坪使用。

桥南面，已有两处亲水平台，建议对平台的颜色及

平台上的休憩亭进行提升改造，增加户外家具，其余的

腹地通过植物绿化进行提升[2]。

7.3.5  交通分析
通过贯通道以及步行道将南北两岸的开放空间相

连接。

贯通道南岸区域沿河而行，经现状市政道路进入北

岸，绕行外围区域后向北离开本区域。

慢性道现状河道南岸经天恩桥古桥进入河北岸，环

绕活动广场及阳光草坪形成绵密的步行体系。在河北岸

区域的东侧设置停车场一座。

8��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青浦绿环的打造， 将形成慢行、慢跑、

慢骑及滨水体验为一体的空间布局。完善绿环的休闲服

务、生态环境、景观形象，为青浦新城后续建设打好基

础、为相应产业功能板块植入与发展形成良好的引领。

同时新城绿环是本市生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浦新

城绿环具有丰富多样的水系网络肌理特色。项目通过规

划引领、设计先行，描绘愿景、注入功能，极建“生态

优先、特色凸显；蓝绿交织、整体贯通；城乡融合、开

放共享”的新城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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