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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及内容探讨

裴咏洁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120)

摘要:城市湿地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 城市湿地景观是自然湿地、人工湿地、湿地文化的有机结

合,具体包括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景观展示型湿地等主要类型。 藉此分析

了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以便为城市湿地的生态保护与恢复、科普宣教、
生态旅游等提供理论参考,认为在全社会致力于全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城市湿

地景观的生态规划设计要不断进行探索创新。
关键词: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设计;湿地恢复;湿地保护;湿地文化;碳达峰碳中和

中图分类号:S731. 2;Q178. 5;P901;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23)02-0178-05
引文格式:裴咏洁 . 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及内容探讨[J]. 林业调查规划,2023,48(2):178-182,224.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3. 02. 033
PEI

 

Yongjie.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f
 

Urban
 

Wetl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J].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2023,48(2):178-182,224.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3. 02. 033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f
 

Urban
 

Wetl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PEI
 

Yongjie
(China

 

Urban
 

Construction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 ,
 

LTD. ,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Urban
 

wetland
 

has
 

a
 

variety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Urban
 

wetland
 

landscape
 

is
 

an
 

or-
ganic

 

combination
 

of
 

natural
 

wetland,
 

artificial
 

wetland
 

and
 

wetland
 

culture,
 

including
 

wetland
 

nature
 

re-
serve,

 

wetland
 

scenic
 

spot,
 

wetland
 

park,
 

landscape
 

demonstration
 

wetland
 

and
 

other
 

main
 

typ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objectives
 

and
 

main
 

contents
 

of
 

urban
 

wetl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
sign,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urban
 

wetland,
 

popular
 

sci-
ence

 

education,
 

ecological
 

leisure,
 

etc.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of
 

urban
 

wetland
 

landscape
 

should
 

be
 

explored
 

and
 

innova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ully
 

implementing
 

the
 

goal
 

of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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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在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城市湿地景观是

自然湿地、人工湿地、湿地文化的有机结合,受人为

干扰影响较大。 城市湿地的保护和利用也是制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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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 。 城市湿地景观

包括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
景观展示型湿地等类型,各类型湿地景观的主要特

征及其保护利用重点不同[2] 。 基于各城市对生态

文明建设理念的不断实践,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态系统综合修复与治理技术的不断创新,城市湿

地作为一类典型的生态系统,其在景观生态规划设

计中的主要目标和内容需要系统化梳理,相关研究

成果可为城市湿地的生态保护与恢复、科普宣教、生
态旅游等提供理论依据。

1 城市湿地景观的主要类型
 

1. 1 湿地自然保护区

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及

价值的自然湿地为主的保护管理区域。 在湿地自然

保护区的核心区要严格限制人为干扰活动。 通过湿

地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使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

护和恢复,促进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不断完

善,从根本上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自然生态系统造

成的负面影响。 同时,通过湿地自然保护区多样的

科普宣教活动,加强民众对湿地保护的认知(图 1a)。
1. 2 湿地风景名胜区

湿地风景名胜区是以湿地资源为主体而建立的

风景观赏区域,湿地的自然景观、人工景观与湿地文

化相结合,可以有效促进湿地风景名胜区的生态观

光、生态康养、湿地休闲等多种功能。 由于湿地风景

名胜区主要以生态休闲和科普宣教为主,因此其自

然保护属性没有湿地自然保护区严格。 我国现已建

立了滇池、太湖、洱海、西湖等影响力较大的湿地风

景名胜区(图 1b)。
 

1. 3 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是湿地保护与利用的综合载体,具有

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生态休闲、湿地文化宣教等多

种功能。 同时,湿地公园也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湿地保护和公园建设的有效结合,湿
地公园也更注重湿地景观价值的展示以及湿地生态

文化的传播,通过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促进

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开展

湿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研究(图 1c)。
1. 4 景观展示型湿地

景观展示型湿地主要指人工湿地景观,是通过

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向大众展示湿地的

生态保护价值,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有效增加湿地的

面积,使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和
 

图 1　 城市湿地景观的主要类型实景

Fig. 1　 Real
 

scene
 

of
 

urban
 

wetland
 

landscape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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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这类湿地的空间布局比较灵活,在城市各种

公园和绿地中可以根据场地合理布局。 同时,一些

开发利用后的废弃土地也可以营建人工湿地,引进

一些湿地动植物,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图 1d)。

2 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 1 生态健康目标

2. 1. 1 自然原生性

湿地具有自组织特征,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功能

完成自身修复,这也是自然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

个重要标志。 目前,大部分湿地都受到一定程度的

人为干扰,自然湿地已经越来越少,城市湿地景观的

规划主要是通过人工模拟自然湿地的结构和功能来

实现湿地景观自然原生性的再现[3] 。
2. 1. 2 系统完整性

湿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结构稳定性

和功能多样性的系统完整性特征。 城市湿地景观的

生态规划设计应充分考虑场所自然环境、物种组成

特征、人为干扰因素等,注重湿地景观的多重目标设

计,通过不同的感官体验、时空关联性、功能指示性

等,营造出具有系统完整性的湿地景观。
2. 1. 3 环境适宜性

 

城市湿地景观的环境适宜性是以湿地的生态环

境安全为主要目标,各种湿地景观设施要从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理念为出发点,优先选取生态环保型

材料,尽量避免大修大建,以原有场地环境为基础,
加大湿地环境保护的科普宣教标志设置,引导游客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要义。
2. 2 景观美学目标

 

2. 2. 1 生态美
 

生态美是自然景观的基本特征,追求生态美也

是人工景观的核心美学目标。 湿地生态系统的结

构、功能、多样性等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着自然湿地景

观的生态美,城市湿地景观作为自然湿地景观与人

工湿地景观的复合体,也应遵循生态美学原则,充分

体现湿地的原生性、独特性和观赏性[4] 。
 

1)自然美

自然美是来源于自然景观的独特形态、声音、色
彩等特征的综合感知。 湿地是自然景观中较为独特

的景观类型之一,湿地动物、植物、岸线形态、水体空

间的自然组合,其形态特征、色彩组成、声景观类型

都极具自然美感,能使人心旷神怡并激发对自然风

景的情感依赖。

2)生态关系和谐美

湿地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景观类型,湿地的动植

物及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是一

种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它们相互适应、相互制

约、相互促进并共同演绎出生态关系和谐美。
2. 2. 2 艺术美

城市湿地景观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都在塑造艺

术之美,通过湿地景观的细节表达和局部处理增强

了湿地景观的场所精神,才能更好地展示湿地景观

的艺术美。 湿地景观的文化艺术价值是多样化的,
如湿地水鸟、湿地植物、湿地斑块、湿地环境等从不

同的角度反映着湿地文化与湿地环境的融合美。 景

观设计师在进行湿地景观规划设计时应该把园林设

计理论、生态景观理论、生物多样性理论、生态文化

理论等结合起来,实现湿地景观设计的多元化发展,
从艺术语言表达、形态结构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寻

求艺术与环境的融合美。
2. 2. 3 意境美

意境美与观赏者对自然生态、社会发展、文化素

养的认识有密切关系,例如陆机的《文赋》中描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
柔条于芳春”,深刻地指出自然景观对激发人的情

感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湿地景观设计中,景观设计

师要积极探索和追求湿地景观的意境美,把“寓情

于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意境效果体现在湿地

景观设计中。
2. 3 文化教育目标

 

2. 3. 1 场所特征和历史文脉

湿地文化与城市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等密切

相关,也是一种场所精神的集中体现,城市湿地景观

常保存着很多的历史文脉痕迹。 例如,历史上一些

时期都有对河道进行人工改造从事围水造田的围垦

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湿地资源的供给有着密切

的关系,尽管这一时期也会对湿地景观产生一定程

度的破坏,但也留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印记,湿
地内的农田斑块就是千百年来农耕文化的直接

体现。
2. 3. 2 自然体验和科普教育

城市湿地具有重要的自然体验和科普教育作

用,对促进湿地文化传播及湿地综合利用能力提升

具有重要意义。 湿地生态系统内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可以用来开展生态监测和科学研究,通过湿地景观

的动态变化特征可以了解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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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有些城市湿地为了保护和修复湿地生态系

统,会建立湿地博物馆、人工生态浮岛、湿地太阳能

净水系统等人工景观,这些景观可以更好地展示湿

地的污水净化机理[5] 。
 

2. 3. 3 精神感悟和思想教化

湿地内水草丛生、白鹭低飞、蛙鸣一片、游鱼翔

底,它浓缩为文化符号变成人们心中的诗词歌画,并
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对湿地景观的情感认知。 同

时,湿地生态系统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会极大地提升

人们的精神感悟,使人们回归于心灵深处对自然生

态系统的崇拜(如水文化、森林文化等)。 以上城市

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框架

Fig. 2　 Target
 

frame
 

of
 

urban
 

wetland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3 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内容

3. 1 城市湿地景观的保护规划
 

3. 1. 1 区域协调规划

区域协调规划是为了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各类

资源而进行的整体规划,其目标是解决湿地保护利

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主要采用湿地保

护区、外围保护区及周边景观控制区等三个层次结

构形成不同圈层[6] 。 在不同的层次结构内湿地的

保护利用强度存在差异。 通过合理预留不同的利用

区域,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

影响,保证湿地景观与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严
格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湿地保护利用的控制红线

制度。
3. 1. 2 保护分区规划

保护分区规划按照湿地资源的功能及主要因

素,按照核心保护区、生态缓冲区、保护利用开发区

(试验区)进行科学划分。 湿地保护分区规划应该

以湿地景观生态学作为指导,重点关注湿地景观的

格局、过程及机制,使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功
能多样(增加生物多样性),要与湿地保护区域协调

规划模式有所区别,突出湿地景观要素之间的耦合

关系。 通常情况下,应把湿地斑块划为一级保护区,
河流廊道划为二级保护区,大型生态斑块划为三级

保护区,其余划为四级保护区。
3. 1. 3 生物物种保护规划

生态设计的核心要求之一就是要保护湿地生物

多样性,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为了达到上述

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湿地生态系统范围内的动

植物资源进行详细调查,掌握其数量、分布、特征等,
按照有关动植物资源保护规范进行分类和编目,确
定不同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途径,尤其要加强

珍稀物种的栖息地保护和管理;其次,要按照景观生

态学的理论科学划分景观要素,特别是要重视生物

廊道的修复利用,确保野生动物的正常活动;最后,
要严格保护湿地生态系统中的优势种和建群种,营
造不同的湿地物种生境条件,使湿地生态系统的结

构稳定、功能增强。
3. 2 城市湿地景观的形态设计

 

3. 2. 1 植物群落形态设计

1)植物选择

湿地植物选择应尽量采用乡土植物,减少养护

成本,实现湿地生态系统的近自然演替。 在乡土植

物景观设计中,首先关注湿地植物的适宜性及其自

然更新能力,其次要注重植物之间的配置关系(生

物多样性、结构功能、视觉景观等),最后要形成“自

然湿地保护+人工湿地修复”组合模式下的健康植

物群落。 例如,废水处理湿地常用的一些植物有芦

苇属、香蒲属等。 根据不同水域深度形成的湿地在

植物选择中也有特色,如草丛沼泽湿地一般包括香

蒲沼泽群落、芦苇沼泽群落、菖蒲沼泽群落、球穗莎

草沼泽群落、水葱沼泽群落等;浅水植物湿地包括漂

槐叶萍群落、紫萍群落、白萍(水鳌)群落、眼子菜群

落、细果野菱群落;沉水植物湿地包括金鱼藻群落、
虾苦草群落、狐尾草群落等。 此外,沿岸耐湿乔灌草

组成各种群落体系,一般以湿生植物水杉、垂柳、金
钱松等构成相应的植物群落,或由不同植物共同组

成多样的湿地景观。
2)植物配置

湿地植物群落的配置需要考虑多项复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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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空间配置、时间序列、种间关系、能量流动等,通过

不同的技术措施来丰富植物景观的多样性及空间层

次性。 相关研究表明[7] ,人工湿地植物配置的主要

依据为:根据湿地类型配置植物(表流人工湿地植

物配置、潜流人工湿地植物配置、植物塘配置),按
照工艺类型配置植物,根据植物的特性配置植物

(植物对水深的要求、植物的生长分蘖特性、植物对

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此外,不同的植物配置在湿

地生态修复和景观应用中的作用不同,如采用乡土

的水生植物来进行湿地景观的植物造景,能够形成

长期而稳定的植物群落。 同时,也要考虑到湿地景

观的美学性,适当拓展一些优良的湿地景观植物,丰
富湿地功能区的植物品种,最终目标是达到近自然

状态的湿地景观效果。 具体地说,从层次上考虑,植
物的配置设计有水岸植物、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沉
水植物之分,例如,应用垂柳(水岸植物) +芦苇(挺

水植物) +睡莲(浮水植物) +金鱼藻(沉水植物)进

行配置设计,形成完整的层次序列;从功能上考虑,
采用发达茎叶类植物有利于阻挡水流和沉降泥沙,
采用发达根系类植物有利于吸收湿地污染物等,这
样既能保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展现出湿

地植物的景观多样性。
3. 2. 2 水岸空间形态设计

1)湿地岸线的形态设计

城市湿地景观的岸线一般无法全部保留自然形

态,为了达到近自然化的湿地岸线形态就需要进行

技术处理,具体内容包括[8] :(1)通过营造蜿蜒曲折

的岸线走向扩展生态界面,为不同的湿地动植物提

供生存环境,也可以提升湿地生态界面的综合效益。
(2)通过水位设计形成消落带,根据坡度和高程控

制达到调节水量的要求,这与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

量有密切关系。 (3)自然式缓坡护岸的形式是湿地

护岸最典型的设计手法。 岸边的湿地基质土壤养分

充足,表层土中富含植物种子等,通过土壤种子库调

控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效率,形成陆生环境到

湿地环境的过渡带,丰富湿地岸线景观组成。 (4)在
特殊情况下要采用垂直堤岸时,可采用树桩加固的

方法进行湿地岸线的形态营造,结合科普宣教游步

道设计,增强湿地生态环境的综合体验感。
2)水岸空间的生态架构

湿地岸线是一个有着重要功能的生态交错带,
水岸空间的生态架构极其重要[9] 。 具体设计内容

包括:(1)在水岸结构中配置挺水植物、浮水植物与

沉水植物等不同类型的湿生植物,丰富城市湿地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通过植物配置与湿地水位环

境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可以解决湿地空间方面的

基础科学问题,有利于湿地水岸空间的优化设计。
(2)在水岸建造材料的选择上,应该以生态环保型

材料为主,如植物环保材料、疏松环保材料、生物仿

生材料等,利用“低碳化”的设计理念营造水岸空间

的总体架构,提升植物生长的速率和生态修复的效

果,为不同湿地生物创造良好的栖息环境。 (3)为

了提升水岸空间的亲水感与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间

的矛盾,可在景观优美的岸边设置木栈道和观鸟屋

等亲水设施,加强水岸环境的自然生态修复和人工

促进修复,这样既不会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又
能增强科普宣教功能(图 3)。

图 3　 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内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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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湿地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城市湿地景

观是自然湿地、人工湿地、湿地文化的有机结合,具
体包括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风景名胜区、湿地公

园、景观展示型湿地等主要类型。 在全社会致力于

全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城市湿地

景观的生态规划设计要不断进行探索创新[10] 。 综

合分析认为,今后城市湿地景观的生态规划要重点

考虑以下方面[11] :(1)加强湿地本底资源的调查和

监测,科学掌握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湿地资源

的动态变化特征,从“低碳规划设计”的角度保护和

(下转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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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喷泉。 二是通过具有季相特征的植物来营造季

相景观,即春季观花、夏季观果、秋季观叶、冬季观

枝,在不同时空才能表达四季景观,无法在同一时空

感受季节的轮回,这是一种写实的表现手法,如本文

所研究的主题园,还有本研究所选取的其他案例皆

采用这种设计手法。
因此,在进行春夏秋冬主题园规划设计时,应运

用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具有春、夏、秋、冬
象征意义的山石、园林小品等园林要素,再选择季相

植物进行配置,最后融入其他园林要素,从而实现在

同一时空和不同时空均能体现四季景观和季相

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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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各类城市湿地资源。 (2)充分重视湿地生态

系统碳汇能力的提升,从湿地植物配置、湿地土壤保

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加强城市湿地景观的规

划设计,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下的湿地生态管

理。 (3)积极推进“湿地生态文化”的科普宣教,把
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与城市湿地的生态文化等纳入

到城市湿地景观的保护和利用中,使湿地景观功能

和湿地生态文化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城市湿地的社

会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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