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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向荣 任京燕   发表：《中国园林》2003(3):11-18 评论(1) 打印 

摘 要：秉承工业景观，传达历史信息的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为工业废弃地的改造提供了新方法，带来了新的景观形式。文章总结

了工业废弃地产生的背景、论述了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的思想、设计手法、意义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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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Industrial Wasteland to Green Park

WANG Xiang-rong REN Jing-yan

Abstract: The landscape design that inherits the industrial landscape and remembers the history of site provides us 

not only a new approach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asteland but also a new landscape form.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thcoming of the industrial wasteland, discusses the rich ideas and particular 

methods of the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 design，and illustrates its meaning and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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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城市中传统制造业衰落，发展中

国家的传统产业，也正在从城市中向外迁移，于是在城市中留下了大量的工业废弃地，带来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

问题。工业废弃地，指曾为工业生产用地和与工业生产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用地，后来废置不用的地段，如

废弃的矿山、采石场、工厂、铁路站场、码头、工业废料倾倒场等等。在城市的发展历史中，这些工业设施具有

功不可没的历史地位，它们往往见证着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  

  将工业废弃地改造为园林景观早已有之，绍兴的东湖是将采石基址改建为山水园林的范例（图1）。在西方，

较早的实例有1863年建成的巴黎比特·绍蒙（Buttes Chaumont）公园，它将一座废弃的石灰石采石场和垃圾填埋

场改造为风景式园林（图2）。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传统工业的衰退，环境意识的加强和环保运动的高涨，工业废弃地的更新与改造项目

逐渐增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和生物技术的成果，也为工业废弃地的改造提供了技术保证。1972年美国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Gas Work Park）是用景观设计的方法，对工业废弃地进行再利用的先例，它在公园的形式、

工业景观的美学文化价值等方面，对景观设计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图3)。  

  20世纪90年代，尝试用景观设计的手法，来处理这种曾经有辉煌的历史，但又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且已

经衰败了的工业景观的设计作品，更是大量出现。设计师运用了科学与艺术的综合手段，以达到工业废弃地环境

更新、生态恢复、文化重建、经济发展的目的。在秉承工业景观的基础上，将衰败的工业废弃场地，改造成为具

有多重含义的景观。这类景观通常被称作工业之后的景观（post-industrial landscape），比较有影响的项目

有：德国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IBA Emscherpark）中的一系列项目、德国萨尔布吕肯市港口岛公园（Bürgpark 

Hafeninsel)、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Ziegeleipark）、德国Lausitze地区露天矿区生态恢复、美国波士顿

海岸水泥总厂及其周边环境改造、美国丹佛市污水厂公园（Northside Park），韩国金鱼渡公园等。这些案例的

实践表明，通过对工业废弃地的改造，可以成功地实施对城市环境的改善，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1、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的思想 

1.1 生态 

  生态学思想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景观设计不再停留在花园设计的狭小天地，

它开始介入更为广泛的环境设计领域。对场地生态发展过程的尊重、对物质能源的循环利用、对场地自我维持和

可持续处理技术的倡导，体现了浓厚的生态理念。这些理念在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20世纪生态学理论，经历了从浅层生态学向深层生态学的发展过程。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一些学者看

到单纯用生态技术的方法还不够，还得借助于社会伦理道德，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寻求解决途径。生态学家提出

了生态节制和适度发展的思想，认为人类应该节制那种对自然环境过度干预的行为，人类的活动，应该有一定限

度，它不能超过一个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道德的。深层生态学提出了生态系统中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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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其他存在物都有内在的价值，都有生存的权利。广义而言，景观和各种环境都有保持自我的权利。现在的

生态伦理提出的一系列的口号“手段俭朴、目的丰富”（simple in means, rich in ends），“活着也让别人活

着”(live and let live)，“让河流尽情流淌”(let the river live)，“轻轻走在大地上”(to tread 

lightly on earth)，深深地影响着景观设计。  

  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蕴涵着这些生态学的思想。一些设计师提出并尝试了对场地最小干预的设计思路，在

废弃地的改造中，尽量尊重场地的景观特征和生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些设计中，场地上的物质和能量得到了尽可

能地循环利用，那些残砖瓦砾、工业废料、矿渣堆、混凝土板、铁轨等都能成为景观建造的良好材料，它们的使

用，不仅与场地的历史氛围十分贴切，而且演绎着一种材料可持续利用的过程。  

  工业废弃地上的污染是设计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设计师们更加喜欢尝试那种以生态学原理为支撑的软处理技

术。在西雅图煤气厂公园中，设计师哈格（Richard Haag）没有把污染的土壤全部铲去，而是在土壤中掺进了一

些腐殖质和草籽，来增加土壤肥力，以此培植一些微生物和植物来“吃掉”这些污染物质，从而净化污染的土

壤。德国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项目之一的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Landschaftspark Duisburg Nord）中，设计师

拉茨（Peter Latz）也尝试利用工业废渣和污染的土壤，培植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即演示花园，并专门挑选了那

些能适应这种特殊生长环境的植物材料。  

  工业废弃地受损生态系统，有两种生态恢复的模式：一种是当生态系统的损害没有超负荷，且是可逆的情况

下，通过解除外界压力和干扰，使恢复可在自然过程中发生。海尔布隆市砖瓦厂中就设计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矮石

墙，在土壁前划出了一条自然保护地带，让正在恢复的生态过程延续下去。另一种是超负荷的，并且是不可逆

的，需要人工加以干预，才能使受损生态系统恢复。例如西雅图煤气厂公园采取的增加土壤营养，利用吸收污染

的生物活动，来达到改良环境，从而建造一个生机勃勃的系统。  

1.2 艺术 

  异彩纷呈的现代艺术，为工业之后的景观提供了设计源泉，它重新解释了废弃的工业景观的价值与含义，从

而使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思想和手段更加丰富。  

  传统的美学观点认为，废弃地上的工业景观是丑陋可怕的，没有什么保留价值，于是在进行景观设计时，要

么将那些工业景象消除殆尽，要么将那些“丑陋”的东西掩藏起来。而今天，艺术的概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

化，“美”不再是艺术的目的和评判艺术的标准，景观也不再意味着如画。在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中，生锈的高

炉、废旧的工业厂房、生产设备、机械不再是肮脏的、丑陋的、破败的、消极的，相反，它们是人类历史上遗留

的文化景观，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这些工业遗迹作为一种工业活动的结果，饱含着技术之美。工程技术建造

所应用的材料，所造就的场地肌理，所塑造的结构形式与如画的风景一样能够打动人心（图4）。  

  工业之后的景观通过保留、利用和加工老的工业景观要素，传承工业文化传统，增加现代景观内容，诠释了

新的景观设计美学，与人们心目中的“伊甸园”相去甚远。它将不同形式、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景观要素并置

在一起，产生形式的冲突。这一切都表明工业之后的景观，不再刻意追求和谐的宇宙秩序和诗意般的风景，它对

传统的浪漫如画式的美学提出了挑战。  

  在工业之后的景观作品中，从形式和构图上都可以看到艺术的影响。从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风格派、构

成主义，到极简艺术、波普艺术、达达艺术、大地艺术，每一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形式，都为景观设计师提供了可

借鉴的艺术思想和形式语言。  

  在众多的艺术潮流中，对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家们最初选择创作的环

境时，偏爱荒无人烟的旷野、滩涂和戈壁，以远离人境来达到人类和自然的灵魂沟通。后来他们发现，除此之

外，那些因被人类生产生活破坏而遭遗弃的土地，也是合适的场所。这些地方所显现出来的文明离去后的孤寂荒

凉的气氛和给人的强烈深沉的感受，与大地艺术的主题十分贴切。随着废弃地成为大地艺术家创作的舞台，人们

惊喜地发现，这种利用，实际上给双方带来了利益。大地艺术作品，对于废弃的土地并非毫无实用价值：一方

面，它对环境的微小干预并不影响这块土地的生态恢复过程；另一方面，在遭破坏的土地的漫长的生态恢复过程

中，它以艺术的主题提升了景观的质量，改善了环境的视觉价值。因此大地艺术也成为各种废弃地更新、恢复、

再利用的有效手段之一。  

  大地艺术家史密森（Robert Smithson）主张一种有助于恢复被人类破坏了的自然秩序的景观艺术，他在20世

纪70年代初就提出大地艺术最好的场所，是那些被工业和盲目的城市化所破坏的、或是被自然自身毁坏的场所，

认为艺术可以成为调和生态学家和工业学家的一种资源。他认为利用这些被毁坏的场所的一个实际办法，是以大

地艺术的方式进行土地和水的再循环利用。在废弃的矿区，他创作了一些大地艺术作品，也曾提出利用大地艺术

的手段，对一些矿渣堆进行改造的方案。  

  1979年夏天，西雅图肯特郡艺术协会（The King County Arts Commission）邀请了8位著名艺术家在垃圾填

埋场、侵蚀的河谷地带、采矿坑等废弃地上进行创作，尝试将大地艺术作为一种土地改造的工具。在此次活动

中，大地艺术家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一块废弃的矿坑上，实现了大地艺术作品“无题”，在矿坑中心形成

一个室外剧场，剧场里面只能看到天空，剧场外可以俯瞰肯特河谷的乡村和远处起伏的群山（图5）。  

  艺术家海泽（Michael Heizer）创作的古冢象征雕塑（Effigy Tumuli Sculptures）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



大地作品。他利用依利诺斯附近矿山上的废渣，塑造了5个巨大的动物形体（图6）。这种用艺术造型来处理矿区

上的废渣的方法曾出现在许多废弃矿区改造项目中。  

  20世纪90年代，为了使德国Lausitze地区方圆4000km2露天矿坑尽早恢复生气，这个地区不断邀请世界各国的

艺术家，以巨大的废弃矿坑为背景，塑造大地艺术的作品。不少煤炭采掘设施如传送带、大型设备，甚至矿工住

过的临时工棚、破旧的汽车也被保留下来，成为艺术品的一部分。矿坑、废弃的设备和艺术家的大地艺术作品交

融在一起，形成荒野的、浪漫的景观（图7）。  

  在德国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中，有关大地艺术的主题也越来越多。利用工业废弃地建造的公园，如在杜伊

斯堡北风景公园和格尔森基尔欣北星公园（Nordsternpark）中的地形塑造、工厂中的构筑物和废料堆积物都如同

大地艺术的作品（图8）。  

  大地艺术的思想影响了对工业景观的理解。在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看来，废弃地上的工业遗迹就如同大地艺

术，是工业生产在大地上留下的艺术品。拉茨也用大地艺术来形容工业废弃地上的工业厂房和设备设施，不过创

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工程师。  

  艺术使现代文化和历史联系了起来，艺术使这些曾经无人问津的工业遗迹与人们拉近了距离。  

1.3 后现代 

  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人们对多元化的设计的追求，对历史的价值，基本伦理的价值，传统

文化的价值的尊重，这些正是后现代的设计思想。  

  在工业之后的景观作品中，最触动人心、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是工业遗迹。这些遗迹诉说着场地上辉煌的

工业历史，记载着一段灿烂的工业文明。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块工业废弃地的文脉得以延续。  

  工业之后的景观传承了场地的历史信息，对工业遗迹的保留与利用，成为设计师的兴趣所在。有些设计将原

工厂的布局结构和厂房设备的大部分保留下来，另一些作品对场地上的工业遗迹，做了富有创意的加减设计。正

是对这些工业遗迹处理的千变万化，使得工业之后的景观异彩纷呈。  

  保留的工业废弃地上的工业遗迹，不仅是场地的标志性景观，这些设施大多得到了再利用，通过精心设计和

转换这些工业建筑构筑物、设备设施的使用功能，它们成为公园中充满活力的地方。  

2、工业之后的景观的设计手法 

  从成功的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实践中，可以总结出用景观设计的途径更新工业废弃地的手法，尽管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的废弃地都必须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更新。由于场地受到了工业生产的破坏或污染，从工业废弃地转变为

绿色公园，往往比一般的景观设计复杂得多。其设计和实施过程主要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2.1 废弃工业建筑、构筑物和工业设施的处理 

  在这些公园中，景观设计是以对工业景观的秉承为基础的，对场地上原有工业景观的处理，是设计中重要的

一部分。这里的工业景观，是指场地上废弃的工业建筑、构筑物、机械设备和与工业生产相关的运输仓储等设

施。  

  大致有3种方式来保留场地上的工业景观，一是整体保留。整体保留是将以前工厂的原状，包括工业建筑构筑

物和设备设施及工厂的道路系统和功能分区全部承袭下来，在改造后的公园中，可以感知到以前工业生产的操作

流程(图9)。  

  二是部分保留。留下废弃工业景观的片段，使其成为公园的标志性景观。保留的片段可以是具有典型意义

的，代表工厂性格特征的工业景观，也可以是有历史价值的工业建筑，或是质量好的、只需适当维修加固的老建

筑(图10)。  

  三是构件保留。保留一座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结构或构造上的一部分，如墙、基础、框架、桁架等构件。

从这些构件中可以看到以前工业景观的蛛丝马迹，引起人们的联想和记忆(图11)。  

  保留下来的废弃工业建筑构筑物或设施，可处理成场地上的雕塑，只强调视觉上的标志性效果，并不赋予其

使用功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废弃的工厂设施，经过维修改造后，可以重新使用。它们的再利用有以下途径：  

  （1）利用工业景观的形体结构 工业景观自身的结构很容易转变为公园的结构。运输的铁路是联系着工厂各

个生产节点的线形系统，很容易保留并改造成贯穿全园的步行道体系(图12)；高炉稍加处理就是良好的攀爬登高

设施(图13)；四面围合的储料仓，可以布置成专类小花园；建筑的柱网框架可以成为攀援植物的支架；建筑基础

可做蓄水池……  

  （2）工业建筑的改造 原有工业建筑可以在保留空间形态的基础上，改造成音乐厅、影剧院、博物馆、展览

馆、旅馆、办公和其他娱乐或文化建筑 (图14)。  

  （3）重新使用老的工业设备 原来工厂中一些设备是可以重新使用的 (图15)。  



有时，由于条件限制或设计需要，将工业废弃地上的某些构筑物或设施拆除，拆除后的那些构件或工业符号可以

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建筑、雕塑等景观。  

  异彩纷呈的现代艺术，为处理工业废弃地上的工业场景提供了新思路，工业建筑构筑物和设施机械可以成为

创作的材料，工业符号也可成为艺术创作运用的主题语言 (图16)。  

  在工业废弃地改造中，一些作品大胆地应用了鲜明的色彩，来强调工业景观，使其突出、醒目，将破败的工

业场地变成了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面，工业废弃地上零乱的工业景观，可以通过颜色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根

据人的心理特征，用颜色处理来表达特定的主题 (图17)，同时在工业废弃地改造中，颜色可以用来指示不同的区

域 (图18)。  

  一些工业构件通过扭曲、变形、碰撞、突变、隆起、塌陷、断裂、历史场景再现等戏剧性的处理，带来了新

奇幽默的效果。 

2.2 工业生产后地表痕迹的处理 

  工业生产在自然中留下了斑斑痕迹，在这里，景观设计并不试图掩盖或消灭这些痕迹，而是尊重场地特征，

采用了保留、艺术加工等处理方式。  

  可以将场地上独特的地表痕迹保留下来，成为代表其历史文化的景观 (图19)。也可以基于地表痕迹进行艺术

加工。工业废弃地是一些艺术家偏爱的进行艺术创作的地方，通过艺术创作，提升了这些地方的景观价值(图20、

21)。  

2.3 废料利用和污染处理 

  场地上的废料包括废置不用的工业材料、残砖瓦砾和不再使用的生产原料以及工业产生的废渣。一些废料对

环境没有污染，可以就地使用或加工；一些废料是污染环境的，这样的废料要经过技术处理后再利用。在废料和

污染处理中，原则是就地取材、就地消化。在污染严重时，要对污染源进行清理，污染物外运。  

2.3.1 废弃材料的再利用 

  材料的再利用体现了生态原则。工业废弃地上的废材废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资源，有两种方式可以

使这些材料循环利用。，一种是就地取材，使工业废料成为独特的景观设计材料 (图22、23)。第二种是对废料二

次加工后再利用，利用后看不到原来废料的原形。例如钢板熔化后铸造其他设施，砖或石头磨碎后当作混凝土骨

料，建筑拆后的瓦砾当作场地的填充材料等(图24)。 

2.3.2 艺术生成 

  波普、达达及其他艺术形式中的非常规的材料、鲜明的色彩和戏剧性形式，以及对材料的拆解与重构，为景

观设计提供了新的美学标准。废旧的汽车、垃圾等也可成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废物雕塑则是用废品废物创作的作

品，表达了后工业社会废弃的概念，两者都带有一定的戏剧性。同时极简艺术、大地艺术或其他艺术思潮都尝试

过工业材料的应用，因此在景观设计中，艺术成为处理工业废材废料的一条重要途径，其思想和构图法则丰富了

后工业景观的设计语汇。  

  著名的实例有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中的金属广场，废弃的49块2.2×2.2m正方形钢板，按正方形格网铺装场

地，与极简主义雕塑家安德列（Carl Andre）的作品如出一辙 (图25)。  

2.3.3 艺术地展现生态过程 

  工业废弃地的更新，融合了艺术思想和生态的原则，在后工业景观设计中，这种手法应用在两个方面。一是

用适应特殊生态因子的植物建造花园，这里特殊的生态因子，主要是指受到工业污染的土壤、水和工业废料等，

它们可以成为某些植物生长的媒介 (图26)。第二方面，将以生态学原理为运行机制的污染处理系统作为公园景观

的一部分，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就是一种尝试。 

2.3.4 生态技术的运用 

  在工业废弃地上污染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将工业水渠改造成自然河道，进行河流的自然再生，可以提高抗洪

能力和补充地下水源，为野生生物创造栖息地和活动廊道。采用生物疗法处理污染土壤，增加土壤的腐殖质，增

加微生物的活动，种植能吸收有毒物质的植被，使土壤情况逐步改善。如在德国环状公园（Ring Park）中，矿区



内用红苜蓿来增加土壤肥力，种植芥菜来吸收土壤中的污染物。  

  生态技术还包括利用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的活动来处理污水的技术，通过景观设计，收集雨水，对其进行处

理后循环再利用等技术。  

2.3.5 感受技术处理过程 

  在景观设计中，并不排斥对污染的常规技术处理，不过那些复杂的处理设施，不再被掩藏或排斥，而是成为

景观的构成要素，增加人们对污染处理的了解和景观体验。在环状公园中，监测井里面的处理设施布置在玻璃房

中，人们可以看到监测和处理污染物的全部过程。这种景观让人直接面对人类工业活动造成的环境问题，体验技

术的改造过程。 

2.4 植物景观设计 

  植物景观设计前，需要对工业废弃地土壤情况进行分析测试，才能选择相应的对策。常规做法是将污染的土

壤换走，或在上面覆土以恢复植被，或对土壤进行全面技术处理。例如在废渣上面覆土，再种植植物。这种常规

做法是必要的，但景观设计师根据废弃地的实际情况的不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2.4.1 植被的自然再生 

  自然再生的植被是物种竞争、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些植被更能吸引野生动物的栖息，在场地上重新建立起新

的生态平衡。因此在废弃地的景观设计中，设计师更尊重自然再生的过程，保护场地上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与常

规园林不同的景观特征(图27、28)。  

  在污染严重或极度贫瘠的场地上，在受破坏的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需要人为的干预。主要是增加土

壤腐殖质，改良其营养状况，促使植被的自然再生。若生态平衡是可逆转的，可以将场地保护起来，减少外界压

力，让植被自然恢复。 

2.4.2 适应特殊介质或改良土壤的植物种植 

  在大千植物王国中，许多特殊植物可以适应恶劣的环境，如干旱地、盐碱地、含重金属离子的土壤或矿渣矿

石等介质。在工业废弃地改造的公园中，这些植物可以成为良好的材料，用来建造花园或创造有自然野趣的景

观。某些植物可以吸收污水或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可用它们来处理污染问题，某些植物对环境具有监测作用，可

以用来建造景观和辅助科学研究。  

3、工业废弃改造为公园的意义与启示 

  将工业废弃地改造为公园，不仅仅是改变一块土地的贫瘠与荒凉、保留部分工业景观的遗迹，也不仅仅是艺

术、生态等处理手法的运用，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改造，为工业衰退所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寻找出路。从这

些公园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巨大转变。告别机器轰鸣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洁净的水、新鲜的

空气和良好的户外空间。失去活力的工业废弃地带，需要新的产业来刺激经济，工业之后的景观更加深刻地思考

了这些社会问题。  

  一些工业废弃地被改造成公园而没有作为其他用地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原有的工业用地污染严重，不经环

境改善，很难作为城市的其他用地使用。而将它们变成绿地，不仅能改善地区生态环境，还可以将被工业隔离的

城市区域联系起来，同时担负着类似休闲绿地的角色，满足人们对绿色的需求，在绿地紧缺的城区，这对于缓解

市民休闲娱乐的需要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可以说，工业废弃地上的环境问题，是导致景观更新的重要原因。这些地段的污染，影响了城市的生活，在

环境整治的同时，便生成了新的公园。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中，处理场地上的污染，净化河流水体，增加自然植

被，绿化荒地，提高环境质量等等都是工业之后景观更新的重要内容。  

  将工业废弃地改造为公园的另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西方国家的土地管理体制。在那些国家里，土地为

企业或个人私有，工厂关闭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工业废弃地便很少有人问津，但它上面的环境问题，可能对城市造

成影响。相比其他地区，政府比较容易，并且花费更少的资金购得废弃的土地，因此政府便成为改造这种景观的

积极倡导者。进行公园建设，既能对生态环境的提高起到作用，又为市民增加了休闲娱乐场所，同时提升了周边

及区域的土地价值，为日后城市在这一地区的建设与发展打下基础（图29）。  

  再次，城市的扩张，使以前人们很少到达的工业废弃地得到了注意。为了促进工业废弃地的景观更新，政府

采取了一些积极手段，它们将艺术展、园林展、博览会等活动放在这些地方举行，例如德国Lausitze地区露天矿



区在环境治理的同时，就举办了三届大地艺术双年展，各国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将那里变成了一个充满浪漫气息

的区域，每年吸引着大量游人到此观光，一块曾经贫瘠荒凉的地方，逐渐开始出现生气。而北星公园就是1997年

德国联邦园林展的所在地。  

  面对复杂的工业废弃场址，设计师提出了保留工业遗迹，并对它们循环利用的想法。从建成的这类公园作品

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地段多位于城市边缘，是一些有特殊用途的且相对独立的区域，并且能够为城市中的居民

到达使用。像波鸿市西公园，以前的工厂不受城市管辖，北星公园和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都是处在城市之间的

地带，美国的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和丹佛污水厂公园，都是处在城市近郊，因此它们中的一些工业遗迹得以保留下

来，建成形式新颖的公园，供人们闲暇时间进行参观、游览、学习、娱乐。可以说这类公园一方面承袭了历史上

辉煌的工业文明，另一方面又将工业遗迹的改造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因此这些工业废弃地的更新设计并不仅仅

是改变它荒凉的外貌，而是与人们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变，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高科技产业不断兴起，钢铁、采矿类

传统工业面临着挑战，今后城市中将有一大批工业用地面临更新的问题。  

  并非所有的废弃地都要改造成公园，特别是土地污染并不严重的区域。即使改造为公园，也并不一定都采用

上述的方式来进行。但欧美国家用景观设计的途径来改造工业废弃地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仍具有相当大的借鉴

意义。首先是工业废弃地的改造更新，使城市中环境恶劣的、日渐衰败的地段得以复苏和再利用。其次，这种改

造保留下了城市发展中重要的历史痕迹，用比较经济的手段获得了社会和生态的巨大效益。再次，一些新颖的设

计手法和独特的设计思想值得借鉴，如有价值工业景观的保留利用、材料的循环使用、污染的就地处理、生态处

理手段和艺术的创造等。另外，这类景观的设计必须注重生态与艺术的结合，创造出适应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

艺术水准、融入生态思想与技术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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