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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与景观设计 

作者：盖格（W. F. Geiger）   发表：《城市环境设计》2007(1):70-71 评论(1) 打印 

  1、可持续发展的景观与水  

  第一点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就是怎样把景观和水，这样的元素融入到可持续发展当中来。大家都把经济、

社会、环境这三个因素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它们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社会、环境、经

济并不是原来我们想象的那样，它们是互相交叠的关系，社会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自然在里面起到较大的作

用。但是很不幸的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就是本末倒置的，经济主导一切，也决定着自然发展

和人们生活的态度。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水和景观规划设计这样一个领域，它主要是集中在环境和社会两个子系统

的交集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方面想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的话，我们会发现水资源和景观规划设计

可以作为三者共同的一个交集。水循环管理不仅仅是精神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问题。公众参与和可持续

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应该先有一个告知，然后是展示的过程，最后才是公众参与。水循环管理可能面临

着一个很大的风险问题，你会发现它可能占用了宝贵的水资源，因为你设计得很好，但是没有水资源可用，或者

是你设计的景观很漂亮，但是在洪水来的时候，不能发挥它应用的作用。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

题。  

  2、城市开发与水循环  

  当我在飞机上俯瞰中国的一些农村和城市景观时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景观很好地融合到自然景观中去，

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关于城市的景观，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口增长是非常迅速的，而且大概10到15年以

后，全球将会有15％以上的人居住在城镇。据我所知，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北京的人口可能会在未来的短短时

间内突破4000万。目前的控制是在1800万的样子，这个控制紧紧依赖于水资源的控制和规划。通常水资源管理中

最小的单元就是一个理念，在这个理念中我们实现的往往是最均衡的管理，包括城市居住区的管理。  

  在不同的土地利用地区，洪水期和控水期的利用是不一样的，（在森林地区差别不太大）这种差距对城市控

水不是很有利，要尽可能地减少，虽然它不可能减少到像森林的那种程度。我们要尽量想一些办法，来减少在洪

水期的径流。景观规划需要把水循环作为一个通盘的考虑，它需要关注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交流。一种情况是

在自然的地表覆盖情况下。另一种是城市间的情况，由于大部分材料都被铺装起来，所以渗流量就非常的小，这

样就增加了洪水的影响。应该增加渗水量，减少径流量。让我很不可理解的是，在北京和上海,人们为什么不让水

自然地回到土地之中，而是要用很珍贵的水来浇灌它们？  

  实施雨洪管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源头进行控制，就是要在雨水的源头把这些截流控制下来。在不同的场

地当中所采用的景观设计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互成关联，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在不同的场地条件下，你

可以采取不同的设计策略。在不同的土壤渗透条件下，你应该采取哪一种策略来进行景观的设计？通常景观设计

师，他会比较多地考虑水资源量的控制，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关于水质的控制问题。同时我还想告诉大家降低土

地污染和降雨量之间的关系，可能降雨量很细微的一个变化，就会引起很大的变化。  

  现代合流制污系统主要是通过一个有等级的联系系统，把城市中比较分散的水质管理和污染处理点联系起

来，同时也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当降雨发生的时候，在工业区和住宅区就会有一些雨水，它们经过被污染的土

壤，就会到预处理的装置当中，然后排入自然管道或留用做浇灌用水，或者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雨污分流的处理系统，就是说雨水和污水是分两个独立的系统来处理的。雨水通过一个预处理，汇流到一

起，然后来做集中处理。这对于在城市中进行雨水管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策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土壤本

身作为一个滤层来做污水处理，这个方法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水流在土壤中的流速会非常慢，这有利于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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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截留，最后是被土壤截留的湿地，被作为回收利用的。据我所知，现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当中，也会想到有收集

雨水的想法，但是采取的都是非常传统的办法。地表水的管理，它其实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我们如果要

想实现比较好的雨洪管理的话，首先应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3、雨洪管理的约束条件和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首先要谈到的就是空间上的限制。事实上关于水资源缺乏和洪水的问题，在进行任何城市开发之前，都可以

通过有远见的城市规划师来解决。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俞孔坚教授，可能在这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实际上俞教授的一些理念跟这个是非常吻合的。要进行雨洪管理设计，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场地的剖面结

构。采取怎样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哪种土壤情况下进行设计。由于北京的场地情况比较特殊，因此采取

的方式会更加复杂。所以在进行场地设计之前，我们至少应该在小范围内，对这种土地的渗透性做实验性的研

究。要找到一种很正确的设计策略也不是很容易，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设计策略在未来几年当中是不是一

个可持续的设计。  

  另外一个问题，你很难决定什么样的降雨强度和降雨时长，作为你可参考的标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标准。

如果你对降雨量的预计是错误的，那么可能会导致某种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所以你必须具备一定的水文学基

础的知识。如果汇流的时间是10分钟，你就必须有合适的降雨强度的估计，如果时间更长的话，你要给出另外一

套设计方案。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作适当的方案。北京现在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所以我想诚恳地告诉大

家，把美国和西欧的雨洪管理经验直接搬到中国来使用是不理智的，你们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多加考虑。  

  实际上在泰国和中国南方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城市形态当中，大家长期对降雨量经验的积累，使得他们对传统

城市洪水的设计有一个很好的适应。但是现在的城市建设中，对于洪水的防范措施，反而比不上过去传统的经

验。主要的原因就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由于各相关部门之间互相不配合，最后才导致了水资源管理混

乱的现象，仅仅把注意力关注在城市中的某些河段是不够的。到目前为止，在河流的防洪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

题需要研究。不管怎样，我认为好的景观设计，好的雨洪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城市洪灾的危害。现在很

多洪水灾害的产生都是由于一些不明智的城市规划或不合理的景观设计所造成的。  

  还有，就是全球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水资源枯竭问

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景观设计可能和水就没有太大的联系了。这100多年里气温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如果这种

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就只需要短短的15年的时间，像曼谷和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就有可能会沉入水下。    

  4、德国案例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基于一些人文关怀的考虑，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把水这样的元素如何引入到城市

当中来实现它的社会价值。比如在德国汉诺威2000年世博会的设计，这个项目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实现雨洪的截

留和收集。下面的这个案例是在德国普通的生活小区里面，雨水收集工程的具体的措施，其主要的目的还是减少

能量的投入，减少对周边地区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些都是很生态很环保的设计。比如在斯图加特附近新开放的豪

斯公园的雨洪管理设计中，它同时也是实现雨洪场地管理的一个设施。其实这个系统的工作原理也很简单，就是

一个类似渔鼓形的排水设施，集中到中间的主轴上，作为排水期的主通道，中间做一些景观台阶。当雨水降落的

时候，它们在蓄水池当中通过逐步的处理，然后再回到干流的排水道里。大家看到在不同渗流的绿地当中，还有

一个协调的机制，可能是在地下的一个通道，当上面的雨水过量的话，就可以直接排到下面的通道当中来。2002

年7月，当这个工程完工仅仅四、五个星期的时候，它就经受了一场比较严峻的考验，当地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景

观台阶对于削减洪水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5、北京案例（2000-2004）  

  通过我从2000年到2004年在北京做的一些案例，我想讲一下如何在半干旱的地区来进行雨洪的管理。主要是

想给大家介绍，在不同的土地功能和不同的建设阶段，怎样来实现雨洪的管理。从1997年以来，北京的地下水就

一直呈现降低的趋势，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回升的年份，但是总体是下降的趋势。尽管北京是在干旱的地区，但是

在局部地区也会遭受洪水的危害。  

  实现雨洪管理首先是要对地下水浇灌的软件进行模拟评估，因为在我们大量的投资之前，做一个对于未来效

果的评估是非常必要的。雨洪管理能够达到的不同水平，主要是适应不同土地的需要以及建设水平，一般分为低

级、中级、高级三种不同管理的形态。但是真正的决策还是要上升到政治的层面上，包括我家乡所在的城市，还



有北京的决策者，他们是不是基于这些角度来思考，或者他们的选择是否和我们不一样？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如果我们翻开历史，看到祖先建设的城镇，

就可以发现，今天所说的雨洪管理，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创造。早在2500年前的墨含尼奥·达欧，他们关于雨水收

集的思想和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印度，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寺庙里面，有很多的水池，它除了宗教上标志性

的含义，还有很多实际的功能。大家可能不相信，在这个城市当中，曾经有数以千计像这样在寺庙前的水池，但

是现在它们都所剩无几，被城市开发给毁坏了。  

  我认为，在你开始景观设计研究之前，一定要对先人的经验做深刻的研究，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景观设计

师可以通过景观设计解决水的污染、水的短缺、水的洪涝问题, 从而创造一个既优美又具有很好功能性的生存环

境。  

  注：此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第四届景观设计学教育大会暨2006中国景观设计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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