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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河公园互动性景观设计探析

彭Ǔ微
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Ǔ北京Ǔ100015

摘Ȟ要：城市滨河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互动性景观设计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增强

公园的吸引力和社会功能。目前滨河公园设计普遍存在游客参与互动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景观形式缺少特色

的问题。互动性设计作为一种注重公众参与和互动的设计理念，在滨河公园景观中的运用，不仅能提升公园的美学价

值，更能有效提升城市滨河公园的使用效率和市民的满意度，提升城市形象。本文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阐述，

随后提出当前城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面临的问题和互动性景观设计原则，结合互动性景观的设计在滨河公园的应用，

探讨了现代城市滨河公园中互动性景观的设计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设计师只有先做好实地踏勘，研究周边的不同用

地类型，考虑不同人群的互动需求，结合滨河公园的场地特性，对公园场地进行功能分区，让游客和水充分互动，只

有这样才能为各个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一个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活动场所，为城市公园的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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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滨河公园作为城市中的绿色生态空间，不仅

承载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也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公园不再仅仅是静态的绿地，更应当成为具有互动

性和吸引力的场所。互动性景观设计在此背景下显得尤

为重要，它不仅能够提升公园的功能性，还能够有效提

升城市形象。因此，深入分析城市滨河公园互动性景观

设计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相关概念

1.1  互动性景观
互动性景观中的“互动”是指两个具有相互作用的

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二者

只有相互影响的前提下才能够出现互动性。而在城市

滨河公园景观设计中，景观和参观者作为两个可以互动

的主体，能够有效体现景观与参观者的互动性景观就可

以被称之为互动性景观。在城市滨河公园中，互动性景

观设计的核心是人们如何与环境发生互动。这个互动可

以是视觉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比如，通过触摸、

攀爬、游戏等方式。同时，互动性景观通常具备多种功

能，不仅仅是供人观赏的绿地，更是社会交往、娱乐休

闲、教育科普等多种活动的场所[1]。此外，设计师在景观

设计过程中也常常会用声光电或者有趣的造型来提升景

观的趣味性，吸引游客的同时提升景观的互动性，这与

传统的静态景观设计方式有所不同，通过互动性景观，

游客可以从景观中获得不一样的反馈和体验。

1.2  城市滨河公园
城市公园的类型较多，滨河公园就是其中一种，主

要是指在城市滨河区域中的公共绿地，其作为城市规划

用地中的一部分，主要是由陆地、水域、水际线组成。

同时，这种滨河公园大多是沿着城市的河流建设，如果

景观设计合理，能够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城

市的滨水区域作为一个空间概念，依据相关学说，其间

包含了两百至三百米的水域空间，以及水际线和邻接的

陆域空间。

2��城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面临的问题

在我国现代化城市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人们越

来越重视滨河公园的景观建设工作，但是由于许多城市

缺乏滨河公园景观设计经验，导致滨河公园景观过于粗

放，进而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观赏以及互动需求。目前

一些滨河公园在景观设计方面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2.1  游客参与性不足
传统的景观设计上往往强调视觉上的美感，却忽略

了游客的参与体验，游客参观过程中往往只是驻足停留

一会儿就会离开，无法参与到景观中，比如，许多公园

仅仅设置了一些观赏性的植物和静态的雕塑，游客只能

被动地观赏，无法参与到景观中。这种设计模式不仅限

制了游客的活动范围，也降低了公园的吸引力。

2.2  基础设施较为缺乏
许多滨河公园虽然风景优美，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

不足，导致游客的整体体验较差。例如，公园内的步道

可能不够平整，导致行动不便；公园内的厕所、休息区

等设施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大量游客的需求；夜间照明

设施缺乏，影响了游客在夜间的安全和便利。同时，由

于这种问题的出现，也导致许多游客不愿意长时间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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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景观，进而导致滨河公园内部空间出现一定浪费[2]。

2.3  景观形式缺少特色
许多城市在进行滨河景观设计过程，往往会参考优

秀的滨河景观案例进行设计，但是却忽略了自身的城市

特色，这也导致当前许多滨河景观较为同质化，缺少能

够吸引游客参与互动的景观。例如，一些滨河公园可能

只是简单地种植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设置一些常规的

休闲设施，而缺乏深度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这种同

质化的设计不仅难以吸引游客的注意，也不利于公园品

牌的打造和提升。

3��互动性景观设计原则

3.1  参与性
在滨河公园互动性景观设计过程中，十分强调游客

的参与性，这也是互动性景观设计的本质要求，这不仅

包括了游客在景观中的实际参与，还涉及公园内部的社

会交流和文化活动。设计师需要对传统的设计观念进行

创新，不仅需要强调景观的视觉效果，还需要让游客在

参与过程中活动互动性体验。因此，在实际过程中相关

人员需要利用调查问卷、实地走访等方式切实了解游客

的真实需求，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计出可以引导游客

主动参与的文化活动与景观。同时，在参与性原则的指导

下，设计者还应当注重公园设施的多功能性和灵活性，

以适应不同年龄、文化背景和兴趣爱好的游客需求。

3.2  多样性
滨河公园的互动性景观在设计过程中还需要遵循多

样性原则，要结合周边游客的不同需求，为游客设计不

同功能的景观功能性场地，以便满足游客多样化的互动

需求。例如，在城市滨河公园的设计中，可以将公园划

分为包含运动场地、健身器材、跑道等设施的运动区；

包含休闲座椅、草坪、观景平台等设备的休闲区以及包

含儿童游乐设施，如滑梯、秋千、沙坑等，为家庭带孩

子提供安全有趣的活动场所。

3.3  人性化
凯文·林奇通过实验得出，在一个形式多样、色彩

舒适、温度宜人的室外空间度过休闲时间是一件非常美

好的事，滨河公园作为一个城市中重要的风景，不仅需

要为人们提供活动场所，还需要在设计过程中遵循以人

为本的原则，考虑到游客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在满足城

市滨河景观基础功能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趣味性、

参与性的滨河公园[3]。

3.4  因地制宜
不同的城市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景观设计过程

中还需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当地特色营造具有

内涵的互动性景观，避免景观的同质化。这一原则要求

设计者深入挖掘和理解公园所在地的地域文化，通过景

观元素的选择和布置，使公园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

化认同感。例如，可以结合当地的传统建筑风格、民俗

文化和艺术表达方式，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元素和

艺术装置，为公园增添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4]。

4��城市滨河公园互动性景观设计方法

4.1  注重滨河公园的场地特性
由于城市滨河公园是依水而建，因此其多是线性景

观，同时，由于许多城市的滨河公园还处于城市的较为

繁华的地区，紧邻不同的城市用地类型和区域，如办公

区、居住区、学校、商业区等，因此设计师在进行互动

性景观设计时，也需要根据周边的用地性质、使用人群

和场地特征设计。在景观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做的首

先就是对场地地形和水文特性进行了解，确保在景观设

计时最大程度降低对环境的破坏。而且要结合实地勘测

的数据，与周边的地形、建筑等元素相融合，构建具有

特色的互动式景观，比如利用场地的高差设计阶梯式的

观景平台、步道或者滑梯，既增加了景观的层次感，又

为游客提供了不同的观景视角。在水文特性方面，可以

根据河流的流速和水位变化设置亲水平台、湿地花园或

者水上步道，创造出与水环境互动的空间。其次，在城

市滨河公园景观设计过程中，还需要对当地的生态和植

被特性进行充分考虑，创造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

景观。最后，在设计滨河公园互动景观设计中，还需要

结合滨河公园使用人群的不同需求设置不同功能的互动

性景观，比如如果公园紧邻办公区域，就可以在互动景

观设计中结合结合办公人员需求，设置文化艺术或前沿科

技体验设施，为商务人群提供沟通交流场地；如靠近学

校，可为学生提供文化娱乐和科普教育的互动设施等[5]。

4.2  注重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环境氛围，因此

在设计互动式景观时，设计人员需要将城市独特的历史

文化进行有效融入。比如，在突出城市历史文化内涵

时，设计人员就可以将互动性景观进行故事化设计，可

以挖掘当地的历史传说、文化故事和民间传说，将这些

元素融入景观节点的设计中，在公园的关键节点设置雕

塑、壁画或者互动装置，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本地的

历史事件、文化传说或者重要人物的故事。通过这些文

化载体，游客不仅能享受到美丽的自然风光，还能在游

览过程中了解和感受当地的文化历史。其次，可通过互

动设计提升公园的教育性，通过各种形式的展示和互动

活动，让游客在参与和互动中学习成长。比如，如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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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市植物种类较为丰富，设计人员就可以基于不同的

植物种类构建一个自然教育中心，通过这些设施为游客

提供一个教育课程，吸引游客参与和学习。

4.3  注重人与水的互动
在滨河公园中包含了大量的水元素，因此在设计景

观时需要充分满足人与水亲近的想法，提升人与水的互

动性。具体而言，可以在靠近陆域的水域中增设亲水

平台和步道，帮助游客能够与水体近距离接触，感受水

的动态变化，亲水平台通常建在河流、湖泊或池塘的边

缘，设计时需要考虑安全性和便利性。平台可以采用木

质、石材等天然材料，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此

外，设计人员还可以在亲水平台中设置钓鱼区域，让一

些喜爱钓鱼的游客有一个舒适的钓鱼场所，这样不仅能

够提升景观的互动性，还有利于维护水域生态平衡。

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加丰富的互动机会，如果水域

条件允许，设计人员还可以增加水上活动区域，为游客

提供各种水上运动项目，比如划船、游泳等区域。但是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水域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综合

分析，选择水流平缓、宽阔的水域作为活动区，同时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和救援设施，确保游客的安全。此外，

可以在水上活动区设置租赁点和服务中心，提供必要的

装备和指导，方便游客参与各种水上活动。

4.4  注重植物的选择、现代工艺与人的互动
在滨河城市公园景观设计过程中，对水生生态系统

要求较高，因此在选择水生植物时设计师要尽可能选择

多种形态、不同花期的植物，以便满足人们对水生植物

的要求。首先，设计人员需要尽可能选择本地的水生植

物，以便维护生态平衡，降低维护成本，为游客提供一

个亲近自然、体验自然的环境。例如，芦苇、蒲苇、荷

花等本地水生植物不仅能美化水域，还能为鸟类和其他

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设计者可以通过组合不同种类的

水生植物，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景观效果。而这些植

物的布置可以与步道和水上平台结合，增强人们与植物

的互动感。其次，设计人员还可以融合现代科技手段，

打造互动性景观装置，比如在公园中设置一些与植物相

关的互动装置，如感应式喷雾装置、光影变化装置等。

当游客经过这些装置时，触发感应系统，产生水雾、光

影等效果，营造出动态变化的景观氛围。这些装置可以

结合植物的形态和特点，设计成各种艺术造型，让游客

在互动中感受科技与自然的融合之美。除此之外，设计

人员还可以布置一些智能化景观展示道具，比如植物生

长监测系统等，让游客在游览中了解植物的生态需求和

生长过程。

结束语：综上所述，滨河公园互动性景观设计的研

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索，更是实践中的创新与尝试。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在设计景观过程中，设计师需要提前对公园进行考

察，根据周边的建筑情况对不同的流域进行分别设计，

同时要考虑不同人群的互动需求，对公园内不同的区域

的功能进行区分，只有这样才能为各个年龄段的游客提

供一个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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