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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城市滨江岸线标准化设计研究

——以重庆“两江四岸”九龙外滩示范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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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城市依水而建，滨水空间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核心与重点发展区域。在现代

城市中，滨水空间建设由衰败的工业区逐渐向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转变。本文以重庆“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项目九龙

外滩示范段为例，以生态重生、空间重构、精神重振、形象重塑为设计要素，针对护坡型、桥下空间型、挡墙型三

种类型的岸线，提出标准断面设计方案，以此来引导重庆“两江四岸”全段滨江岸线乃至山水型城市滨水岸线的标

准化设计。

关键词：标准化设计、护坡型岸线、桥下空间型岸线、挡墙型岸线

一、前言

自古以来，人类依水而居，而滨水空间作为大多数城市最早的居住、商贸、活动场所，逐渐成为了一个城市的产

业、经济、生活的核心区域。马会岭将城市滨水空间定义为：“城市中陆域与水域相连的一定区域的总称”，一般由

水域、水崖线、陆域三部分组成���。随着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随之增高，滨水空间作为

城市中独特的稀有资源，逐渐由衰败的生产、工业聚集地向休闲娱乐、生态调节等功能转变，逐渐成为了城市新的发

展主轴与核心。

国外滨水空间的建设兴起于��世纪��年代，以人性化设计、城市公共空间修复以及生态环境保育为核心，形成了

诸多的成功案例；如多伦多中央滨水区以具有良好的可达性、探索大尺度的开放空间、协调城市风貌、提供完善的公

共服务设施为设计原则，成为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滨水区域之一���。但是，无论是伦敦的金丝雀码头、芝加哥的滨

河步道还是马德里的河岸景观项目，均是平原城市的滨水空间改造成功案例，而缺乏对于山地城市的滨水景观设计理

念与技术的引导与应用。

在滨水岸线开发、设计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较多关注结合城市规划定位，就城市滨江地段两侧的用地性质和法定

规划研究开发理论；或研究“海绵城市”理论为代表的规划理念研究。在岸线设计上，“水安全”“水景观”“水生

态”几个方案入手，研究城市河道整治、岸线设计的方法和模式。然而就“山水城市”这一类型的山地城市滨水空间

鲜有研究。

本文以重庆“两江四岸”九龙外滩示范段项目为例，通过分析山水城市的各种类型的滨江岸线的现状问题，结合

生态、交通、文化、景观四大类设计要素，提出各类型滨江岸线的针对性设计手法与技术，形成各类型岸线的标准化

设计，成为指导重庆“两江四岸”全段滨江岸线乃至山水城市滨水岸线的标准化设计的重要基础与支撑。

二、重庆“两江四岸”九龙外滩示范段设计

（一）项目概况

重庆是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是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延流经重庆主城区的长江、嘉陵江沿岸区域是

重庆母城的发源地，在重庆城市变迁历史中，“两江四岸”也是城市发展的主轴，其人文底蕴深厚、滨水空间特色鲜

明。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是还江于民，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本文借鉴案例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

升项目是按照总体建设“山清水秀生态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带、立体城市景观带”的目标，力争将重

*通讯作者：黄聪，����年��月，汉族，重庆人，现任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城市发展

事业部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方向：建筑设计，风景园林，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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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主城区的“两江四岸”打造成为国际一流滨江带。

九龙外滩位于重庆长江北岸，九龙外滩示范段区域紧邻杨家坪商圈、菜园坝火车站，北至九滨路－龙家湾隧道、

南至龙凤寺、西至民新街－交通街－成渝铁路防护带、东至长江水崖线，岸线全长����N�，总面积���������。图�为重

庆主城区“两江四岸”及九龙外滩示范段地理区位图。

从岸线类型上进行分析和梳理，九龙外滩示范段聚集了护坡型、高架路桥型、垂直挡墙型等多种岸线类型；按地

域文化特色进行分类，九龙外滩示范段聚集了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特色九龙文化等多样化的文化资源。岸线类型丰

富，文化多样的同时，九龙外滩又存在滨江区域与腹地高差大的问题，其垂直高差最大达到近����。因此，九龙外滩

示范段不仅承载了重庆历史文化、城市变迁的厚重底蕴，涵盖了重庆主要的滨江岸线类型；而且现状问题突出，充分

体现了山水城市格局与特色，故在重庆“两江四岸”总体发展中具有典型意义及示范效应。

图1� 重庆主城区“两江四岸”及九龙外滩示范段地理区位图

（二）九龙外滩总体现状及问题

���生态消落带亟需治理

� �

图2�消落带现状

九龙外滩区域存在大量的消落带区域，重庆主城区由于三峡水库蓄水及夏季洪水等原因，导致季节性的水位高差

变化较大。普遍来说，长江每年水位波动在����左右，在极端洪水期间波动变化超过����，因此形成了独有的消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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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图�展示了典型的消落带区域的现状。该区域对外界的变化与干扰反应敏感，是生态脆弱带，也是易污染带。

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治理，消落带区域内植被缺乏，生物种类非常稀少，裸露的土壤观感不佳，对城市形象带来负面

影响，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消落带亟需治理。

���滨江可达性不足，步道不贯通

九龙外滩区域主要通过九滨路、龙腾大道、鹅公岩大桥联系腹地。如图�所示，成渝铁路穿过规划区，导致基地

交通被割裂，缺乏与城市腹地的联系，可达性不足。另一方面，片区内步道不连续，难以形成较好的滨水体验空间。

亟需提升片区的交通可达性和步道连续性。

图3�成渝铁路割裂与腹地的联系

���文化景点孤岛化，缺乏载体

如图�所示，九龙外滩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如：黄桷坪钢琴博物馆、沉香博物馆、成渝铁路、防空洞、索道、建

设码头等。但整体呈现碎片化，兵工文化、抗战文化、现代艺术文化等零散分布，内涵彰显不足。

图4�文化资源

���立体景观展现不足

图5� 现状高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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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外滩示范段场地高差变化巨大（图�所示），从滩地的�����标高到腹地的金科万人广场�����标高，高差变

化达����，但立体景观打造不足，难以体现山城特色。

（三）滨水岸线现状及问题

根据国内外岸线设计的基本原则，城市滨水岸线按人为的开发建设程度可以划分为自然型和人工型���。自然型城

市滨水岸线是指人工的建设较少，拥有一定量自然资源的岸线。人工型城市滨水岸线是指在有限的自然景观的基础

上，人工化滨水岸线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滨水岸线。

重庆九龙外滩示范段的滨水岸线现状同时具有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两种。其中，自然岸线主要表现形式为护坡型

岸线，包括河漫滩型、陡坡型、浅丘陵型等岸线类型，如图�所示。在九龙外滩示范段中，自然岸线分布整个项目范

围内，其中南部自然岸线以陡坡型护坡为主，北部自然岸线则有较多的浅丘，中部以河漫滩为主。人工岸线包括防洪

挡墙、高架路桥等人工构筑物组成的岸线。九龙外滩示范段现状的防洪挡墙从场地中部一直延伸至南部，长度为����

N�；桥下空间主要集中在项目北部和南部两个区域，可利用的桥下空间约�������。

���护坡型岸线

九龙外滩示范段的护坡型岸线根据自然地理特性，现状有如下三个特点：

（�）南部陡坡型岸线的自然原生态群落中的植物种类较为单一。

（�）中部河漫滩型经过多年冲涮和淤积，形成较大面积的滩地，常年呈裸露状态，自然植被生长情况较差。

（�）北部浅丘岸线中不同海拔的植物群落品相不一，其中低海拔区域植被稀疏，观赏价值较低。

九龙外滩示范段范围内��％以上的自然护坡都属于消落带区域。九龙外滩示范段内的消落带由于存在坡度较大、

植被脆弱等问题，导致生态系统敏感性较高，因此该段的自然型滨水岸线的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图6�护坡型岸线现状分析图

���桥下空间型岸线

重庆作为山地城市，临水区域与城市腹地存在较大的高差；因此大量滨江道路以高架桥的形式存在。这些高架道

路虽然增加了城市交通的便捷性，但同时也割裂了滨江区域与城市腹地的联系。

九龙外滩示范段中的九滨路作为沿江而建的城市高架公路，导致滨江区域约����N�的滨水岸线的可达性严重不

足。而高架桥下还设有���宽的排水箱涵，进一步割裂了滨江区域与腹地的联系。同时，九滨路高架桥桥墩和桥下排

水箱涵的裸露，不仅对生态、景观效果影响较大，还导致桥下空间利用率极低，形成了大面积的消极空间。如图�所

示，大面积的消极空间不但阻碍了崭新城市形象的打造，也使桥下空间区域严重缺乏亲水性和可达性。

图7�桥下空间型现状分析图

浅丘型岸线陡坡型岸线 河漫滩型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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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墙型岸线

九龙外滩示范段内原有的防洪挡墙是按照长江防洪���年一遇的标准建造，总长度约������。经过二十余年的风

吹雨晒，现状防洪挡墙普遍存在立面生硬、生态性差、设施老旧导致的外立面脱落以及未合理充分利用等问题，如图

�所示。同时，为满足防洪需求而建立的工业化的防洪挡墙，严重割裂了长江滨江区域与腹地之间的联系，使得滨水

区域严重缺乏亲水性且交通可达性极低。现状存在少量的下江通道位于各挡墙间，但由于步行距离较长、停留空间局

促、生态环境差等问题，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其使用率低，造成整个滨江区域严重缺乏人气与活力。

图8�挡墙型岸线现状分析图

（四）设计要素

���生态重生：消落带治理

结合长江消落带的特点及限制条件，设计时强调了生态治理与水文形势相吻合，注重生态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在

空间设计方面，避免过度人工设计，以“重回自然“的理念，营造亲水宜人的环境氛围，实现生态重生，打造山清水

秀的生态带。具体设计措施如下：

（�）立体打造生态功能区，实现季节性使用

在消落带治理的规划上顺应常年水位变化的特点，设置生态禁入区、合理利用区与开放游览区（长江（重庆段）

常年水位变化详见附件表�）���。首先，生态禁入区位于�����以下，平均每年有���天被淹。该区域禁止市民进入，严

格保育消落带生态。其次，合理利用区位于���a�����，每年�月至�月非洪水期市民可以进入。该区域严格规范活动

行为，严禁烧烤等破坏生态的活动行为；同时，局部可进行生态微改造，补植适宜消落带生长的本土植物。最后，开

放游览区位于�����以上，平均每年约有��天被淹没。该区域除夏季洪水期外，其他时间均可开放使用。

（�）生境打造

图9�消落带生境打造

根据消落带常年不同高程水位特征，在不同海拔区域合理选用植物品种，构建不同类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群落���。如图�所示，在���a�����标高区域，构建耐淹禾草群落，以狗牙根、狼尾草、块茎苔草、甜根子草、扁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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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草等本土植物为主；在���a�����标高区域，构建高草草甸复合群落，以芦苇、荻、水葱、芦竹、火炭母等植物为

主；在���a�����高程区域，构建灌草复合群落，以中华蚊母、杭子梢、桑树、小梾木、芒等植物为主；在���a�����

标高区域，构建乔灌草复合群落，以南川柳、枫杨、水杉等植物为主。图��展示了消落带治理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图10�消落带治理效果

���空间重构：交通可达性

针对现状滨江区域横向与腹地联系不足、纵向不贯通的问题，一方面构建桥梯驿系统，强化交通可达性；另一方

面建立“三道”体系，打通纵向断点，实现空间重构，打造便捷共享游憩带。

（�）桥梯驿系统

结合地形高差，利用电梯、天桥、下穿通道、坡道、驿站等，将城市腹地与滨江空间进行缝合，构建“桥－梯－

驿”系统（如图��所示），强化滨江地带与城市腹地的联系，实现滨江可达，构建从山至水的便捷共享游憩带。

图11� 桥梯驿系统示意图

桥梯驿系统中包含了四组跨铁路桥梁，分别是：

①�九龙桥上跨九滨路及成渝铁路，连接道路两侧具有一定高差的城市集中居住区与滨江公共区域，视觉景观较

好，为人流快速引入滨江提供了方便。

②�集散广场跨九滨路桥梁，两侧分别连接九龙窗、九龙梯，打造出特色九龙，具有整体景观性，将增强金科万人

广场与九龙滩之间的联系，激活九龙滩广场与内街。

③�北区两个跨成渝铁路桥梁，两侧连接山地步道与滨江绿道，将改善人居环境，增加周边市民的活动范围，增强

城市腹地与滨江带的联系。图��展示了桥梯驿系统在这些区域的应用效果。

��

图12� 桥梯驿系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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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体系

根据重庆市主城区相应河段设计频率水位情况以及长江（重庆段）常年水位变化情况（详见附件表�），重庆主

城区冬季消落带水位持续在�����以上的时间达到�个月���。因此，九龙外滩示范段结合重庆现状水文条件，创新打造

“三道”体系，贯通沿江区域。

典型的“三道”体系如图��所示。首先，在�����标高处设置弹性道供季节性使用，平均全年可用天数约���天，

随水位变化灵活使用，弹性道为自然滩地步道，不做硬化铺装处理。其次，在�����标高处设置亲水道，具有慢跑、

休憩等功能，平均全年可用天数���天，达到几乎全年可使用，夏季过洪时进行管控，亲水道考虑抗滑、易冲洗维护

等性能的铺装。最后，在�����标高处设置活力道，设置骑行、慢跑、观景平台等，一般年份全年可使用，在洪水期

进行必要管制，采用体现品质且适宜活动的富有弹性的铺装材料。图��展示了三道体系的应用效果。

图13�三道体系示意图

图14�三道体系效果图

���精神重振：文化传承与发扬

对九龙外滩示范段所在行政区�九龙坡的历史文化脉络进行了梳理，打造历史文化体验环线与九龙主题景观，引

入多样主题活动，以“精神重振”的理念，打造人文荟萃风貌带。

（�）构建历史文化体验环线

结合现状博物馆群、建设码头、防空洞等，与周边已建成的建川博物馆、兵工街、龙凤寺等文化资源共同打造抗

战文化、工业文化体验环线，同时融入文化标志、文化小品景观等元素，强化地域特色文化。

（�）打造九龙主题景观

九龙坡，因“江心有石、形似九龙”而得名。因此，设计中结合九龙坡历史地名，引入九龙滩、九龙铺、九龙

坡、九龙章、九龙馆、九龙壁、九龙窗、九龙桥、九龙梯等九龙主题要素，喻意“九心归一、龙行天下”，同时提炼

“九龙”主题标识，贯穿全域，强化文化内涵。图��为九龙桥、九龙梯的效果图。

（�）引入多样主题活动

一方面，提升九龙外滩商业氛围，通过景观设计激活商业内街。另一方面，以还江于民为核心，打造多个活动聚

集地，为市民提供休闲活动空间���。其次，在广场区域提供运动、亲子、科普、科技等多样化的体验空间，组织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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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钢琴节等国家化的大型主题活动，让滨江区域成为新的生活载体。

图15�九龙梯、九龙桥效果图

���形象重塑：立体景观

为解决场地����高差问题，设计中运用垂直观光电梯“九龙窗”、特色梯步“九龙梯”、特色坡道“九龙坡”等

方式综合解决。以“以人为本”为理念，构建立体景观体系；以“形象重塑”为目标，打造立体城市景观带。

利用现状地形高差，打造九个不同标高的观江平台（如图��所示），提供多样化的立体观江体验。第一重观江体

验位于�����标高，结合现状人气充足的金科万人广场，打造“九龙窗”眺望平台。第二重观江体验位于���a�����

标高，通过垂直观光电梯，打造动态的、不同高度连续变化的观江体验。第三重观江体验位于���a�����标高，结合

无障碍通行的过街天桥“九龙桥”，提供不同高度、不同远近的观江体验。第四重观江体验位于�����标高，结合商

业休闲街打造商业观江界面，聚集商业人气。第五重观江体验位于���a�����标高，直接打开面江通道，打造特色入

江梯步“九龙梯”。第六重观江体验位于���a�����标高，通过连续贯通的活力道，为人们提供一个既可活动、又可

观景的户外空间。第七重观江体验位于���a�����标高，结合九个主题植物花园，打造一个生态野趣的观江空间。第

八重观江体验位于�����标高，结合新建的亲水道，建立一个亲水性高的观江廊道。第九重观江体验位于���a�����标

高，结合特色滨江滩地“九龙滩”，最大化保护滩地生态，同时连接山城步道，设置观景平台，与长江南岸形成视线

通廊。

图16� 九层观江立体景观示意图

（五）标准化设计

���护坡型岸线

护坡型岸线设计以消落带治理为重点，顺应水文形势进行种植分层、分区，力求表达出四季皆景的特征。同时，

弹性利用“三道”体系，增加亲水性且满足公众在护坡型岸线上的休闲娱乐需求。在护坡型岸线生态品质提升中，主

要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生态设计。

首先，根据可持续性原则，最大化保留现状长势良好的植被群落，补种在消落带具有生长优势的植物，营造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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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景观。其次，根据多样性原则，构建丰富的植被群落，提升植物多样性。同时，优化原有绿地草坡，改造防洪线以

上的密林，营造高低相错的层次变化。最后，运用先进的固土技术，降低水土流失的风险，创造充满野趣和旺盛生命

力的自然景观。在护坡型岸线中，弹性使用“三道”体系，局部扩大步道形成亲水平台，使岸线获得亲水休憩、慢跑

运动、娱乐观景等功能，满足周边居民、游客的活动与社交需求。图��示意图展示了典型的护坡型岸线标准化设计。

图��，��，��分别展示了陡坡型消落带、河漫滩型消落带、浅丘陵型消落带的断面设计。图��展示了典型的护坡型岸

线的设计效果。

� �

图17� 护坡型岸线标准化设计示意图

图18� 陡坡型消落带断面

图19�河漫滩型消落带断面

图20�浅丘陵型消落带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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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护坡型岸线设计效果图

���桥下空间型岸线

桥下空间型岸线重点运用生态重生的设计要素，在采光不足的桥下空间进行合理绿化处理，打造植物和水岸有机

融合的景观空间���。同时配合空间重构的技术手段，形成栈道和功能性构筑物，增强场地贯通性，满足公众休闲游览

的需求，高效解决桥下空间利用率低的问题。

人工滨水岸线中的桥下空间综合治理主要使用了三种景观设计手法，包括减砼增绿、配套功能升级以及绿道连

通，如图��所示。首先，减砼增绿主要用于九滨路高架桥墩生态化的处理和桥下硬质地面上的绿色空间营造。一方面

利用垂直绿化，采用攀爬型多年生常绿植物，美化桥墩，净化城市空气；另一方面利用桥下空间建设种植池，绿化公

园或绿色小品，提升环境质量和城市形象。桥下的绿化提升不仅可以解决大量泥土填埋的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选择

价格较低、存活率高的耐阴植物，如八角金盘、葱兰、花叶蔓等进行种植，达到投入少但效果佳的目标。其次，结合

现状桥下硬质空间，升级该区域的配套设施。一是打造桥下运动活动空间，引入篮球、羽毛球、兵乓球、滑板等多元

时尚运动；二是利用桥下空间原有防空洞及保留建筑，改造为主题驿站，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游憩服务，实现景观的多

功能服务。最后，绿道连通的设计策略通过设置桥梯驿系统中的步道系统，打通被人为阻断的滨水岸线，提高市民生

活品质，吸引外地游客，增加桥下空间型滨水岸线的可达性和贯通性。图��，图��分别展示了桥下空间型岸线的断面

图和设计效果。

图22�桥下空间型岸线标准化设计示意图

图23�桥下空间型岸线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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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桥下空间型岸线设计效果图

���挡墙型岸线

为了解决防洪挡墙导致的可达性不足、文化表现力不佳、生态化缺失等问题，使用空间重构中的桥梯驿系统搭建

一条从城市腹地便捷直达滨江的步行系统。同时，通过“精神重振”策略中的本土文化形象美化墙体，打造文化体验

环线。最后，结合“生态重生”策略将岸边硬质挡土墙等人工构筑物与植物、水雾等自然景观要素相融合。

针对挡墙型滨水岸线品质提升，主要采用了三种设计手法，包括引入桥梯驿系统、打造文化型景观小品和垂直绿

化。首先，在人流量大的区域局部打断连续挡墙，在断点处设置桥梯驿系统，包括楼梯、电梯组和人行天桥等设施。

其中，步行桥将地形高差较大的城市腹地人流快速引入滨江区域，激活滨江商业区的同时刺激参与性商业项目的引

进；电梯和坡道通过提升行走的舒适度，无障碍地输送人流，创造便捷的可达交通；楼梯系统打破防洪挡墙割裂滨水

游憩区和滨水商业区的现状，提高水岸可达性。通过引进桥梯驿系统可解决腹地与滨江交通不便的问题，形成便捷的

立体景观带。

其次，在人群汇聚的区域运用九龙坡品牌视觉形象打造文化挡墙，集中体现区域周边人文资源。在研究梳理场地

文化本底后，通过彩绘、浮雕、绿化图案等方式形成文化廊道，传承和发扬地域文化，塑造文化自信。连续的文化墙

通过整合地域文化与山水特色，形成独特的文化体验，使公众在走读城市中认识历史，在活化历史中体验文化。

�

图25� 挡墙型岸线标准化设计示意图

图26� 挡墙型岸线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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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挡墙型岸线设计效果图

最后，在生态基地较差的挡墙区域采用“上挂下攀”的垂直绿化加人工水雾系统（雾森）方式美化挡墙���。利用

植物去人工化，雾森增加动态效果，软化硬质防洪设施，解决滨江立面生硬的问题。挡墙被绿化植物遮挡，既满足行

洪的需求，又使得防洪墙与自然有机地结合，营造生态可持续的环境。图��展示了挡墙型岸线标准化设计。图��，图

��分别展示了挡墙型岸线的断面图和设计效果。

三、结语

附件：

表1� 长江（重庆段）水文情况一览表

高程N
淹水深

度M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年度最

长淹没

时间

163 23 120 68 103 188 340 320 295 321 506 317 520 340

164 22 105 31 92 163 328 301 287 318 284 289 300 328

165 21 82 7 75 147 306 295 264 279 254 26 200 306

166 20 73 5 66 130 273 272 240 265 236 230 258 273

167 19 50 2 55 123 213 255 212 194 215 215 225 255

168 18 41 1 48 111 192 236 186 181 200 206 205 236

189 17 33 1 35 97 167 216 168 176 186 183 177 216

170 16 28 — 33 87 123 197 157 154 162 160 162 197

171 15 25 — 25 76 82 181 140 154 134 145 116 181

172 14 17 — 16 62 59 156 125 128 109 126 95 156

173 13 11 — 11 48 23 140 110 125 89 101 86 140

174 12 7 — 5 3 16 126 98 107 81 58 79 126

175 11 3 — 1 — 11 111 23 22 9 19 10 111

176 10 2 — 1 — 10 38 9 22 6 11 — 38

177 9 — — 1 — 9 16 3 5 2 6 — 16

178 8 — — 1 — 6 12 2 5 1 4 — 12

179 7 — — — — 5 12 2 5 1 2 — 12

180 6 — — — — 4 10 — 4 — 1 — 10

181 5 — — — — 4 7 — 4 — — — 7

182 4 — — — — 4 7 — 4 — — — 7

183 3 — — — — 3 4 — 3 — — — 4

184 2 — — — — 2 3 — 3 — — — 1

185 1 — — — — ___ 2 — 2 — — — 2

山水城市由于水文、气象、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限制，导致滨江岸线普遍存在交通可达性低、植被生态环境

差、空间亲水性低等问题。以生态重生、空间重构、精神重振、形象重塑为设计要素，通过不同标高的立体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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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自然生境，以桥梯驿系统和三道体系加强滨江岸线的横向与纵向的交通可达性，通过活动策划、空间营造传承与

发扬地域特色文化，以及通过特色山地立体景观最小化地形高差的负面影响。

在����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城市承担冲击，在发生灾害时快速应对、恢复并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行的能力

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在现代城市中，滨江区域不仅是一个城市文化、经济、产业发展的主轴，同时还在城市对抗

风险、防灾减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的滨水岸线设计中，不仅从传统的生态、景观、功能等角度进行规划与

设计，还需要通过绿色基础设施等技术方法，提升滨江岸线防灾减宅的能力，以此推动“韧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在对重庆“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项目九龙外滩示范段的前期调研、现场考察、规划论述、设计理论梳理以及现场

实施问题反馈一系列工作，本文结合项目实际，总结出“护坡型”“桥下空间型”“挡墙型”三类岸线，并有针对性

的提出了六种可实施性强的标准断面设计方案，希望形成“标准化”的设计解决方案，引导重庆“两江四岸”全线的

治理提升工作。同时，提出山水城市岸线标准化的设计研究的探讨，在我国未来的滨江岸线设计工作中，能够就“山

水城市”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格局形成高效、可实施的可推广经验，建成“望得到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山水城市形态。

表2�重庆市主城区长江、嘉陵江各断面设计频率水位(吴淞基面)

河段

频率(％)

水位(m)

断面

1 2 5 10 20

长江

寸滩 193.1 191.5 189.2 187.3 184.8

重庆（玄坛庙） 194.3 192.5 190.2 188.3 185.9

菜园坝 194.9 193.3 191.0 189.2 186.7

李家沱 196.1 194.5 192.3 190.6 188.3

大渡口 196.8 195.2 193.2 191.3 189.1

茄子溪 197.2 195.6 193.4 191.7 189.6

鱼洞 197.9 196.3 194.2 192.4 190.3

珞璜 200.0 198.4 196.2 194.4 192.3

嘉陵江

牛角沱 195.2 193.4 191.1 189.2 186.8

化龙桥 195.9 194.1 191.8 189.9 187.5

中渡口 196.5 194.7 192.4 190.5 188.1

磁器口 197.2 195.4 193.1 191.2 188.8

井口 198.4 196.6 194.3 192.3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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