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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合肥市瑶海公园设计方案为例 ,着重论述继承与发展城市公园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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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uctural Scenery of City Park———Take Hefei Yaohai Park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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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scheme of Hefei Yaohai park was introduced . The i diographic measures of succ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park were dis-
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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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园是城市中具有一定用地范围和良好的人工绿

化景点、游乐设施及一定服务设施, 供市民休憩的公共绿地

场所[ 1]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公园的功能由原先的游览、

休憩、教育逐步偏重于人与自然的交流。公园与城市景观的

融合使公园的服务对象由单一的游客扩展为游人+ 路人+

过客[ 2] , 公园性质也由传统的封闭式逐渐向开放式转变。同

时, 作为城市物质形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城市公园不仅

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 , 而且具有调节城市小环境、改善城

市空气质量和维系城市生态平衡等多种生态效应。随着城

市建设的展开, 城市传统公园的弊端日益突出 , 已不能适应

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协调城市公园与现代城市生活需求

之间的关系 , 进行城市公园合理改建, 已成为城市改造的一

项重要内容。

1  传统城市公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历史的局限, 传统城市公园常表现出景观封闭、

设施陈旧、造园艺术水平欠佳等弊病。瑶海公园( 图1) 目前

注 :1 ～5 可保留利用的现有景观 ;6 ～10 需改造、调整的部分景观。

图1 瑶海公园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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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存在3 个问题。

1 .1 景观封闭  瑶海公园位于合肥新站开发区, 是郊区农

民自建的公园。新站开发区内的瑶海公园、景观大道、生态

公园将组成新站区政务、文化、商贸中心区的景观生态绿廊 ,

也是合肥市打造生态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瑶海公

园四面封闭 , 与周边城市环境联系被动 , 阻隔了居民亲近自

然的愿望。

1 .2  景观单调 瑶海公园面积约17 hm2 , 其中水面约7 hm2 。

环湖步道两侧景点缺乏组织, 水景较单一, 造园艺术水平欠

佳。园内虽植物繁多 , 但配置零乱, 林下地被生长不良, 大部

分草皮已老化。

1 .3  分区混乱 儿童游乐设施散乱分布在公园的大部分区

域, 部分绿地已被菜地所侵占。园内除一些亭、桥保存良好

外, 大部分小品设施已破旧废弃, 缺乏园灯、坐凳、垃圾箱、厕

所等基础服务设施。

2  公园重塑的总体目标

充分考虑设计背景、城市结构、城市景观、保护生态等因

素, 兼顾环境、社会、经济3 个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提出合肥

市瑶海公园改造规划设计方案的总体目标。以优化自然生

态, 协调城市设计 , 展现“都市盆景”为总体思路; 以改建生态

园林为切入点,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性 , 挖掘公园内现有自

然资源, 将合肥市瑶海公园改建为具有良好区位服务功能、

体现时代风貌的开放性生态城市公园。

3  城市公园景观重塑的措施

应根据城市文化内涵, 在继承公园现有条件下, 持续利

用土地资源和植被资源, 运用更加精确的环境艺术语言去创

造适合当代公园发展的艺术景观和人文景观( 图2) 。

3 .1 延续原有景观

3 .1 .1 延长景观轴线。瑶海公园湖中原有的2 座小岛景观

效果较好。它与公园大门由长拱桥连接, 形成景观轴线 , 但

距离较短, 南北交通也被湖水隔断。所以, 在继承现有资源

的基础上, 利用新建木栈桥连接北湖面新建生态湿地小岛与

新建湿地半岛。这既延伸了景观轴线 , 又贯穿了南北交通 ;

不仅丰富了湖岸景观 , 而且建立了景观廊道。

3 .1 .2 整合重点景区。在改建设计中, 延续重点景区布局

状况, 重新确立了“一轴”、“八区”的规划结构。“一轴”即公园

中心, 贯穿南北的景观轴。它串连公园内主要景区, 既是公

园重要的景观视廊, 又是园内主要的游览路线。“八区”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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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瑶海公园改建规划

园内根据各地段功能及景观特色而划分成的8 个景观区。

3 .1 .2 .1 南入口景区。破除原大门的封闭形式( 图3) , 设置

内、外广场, 满足集散需求 , 扩大视域范围。内广场以中心水

池为主景, 铺装、花坛相互穿插分割, 是全园景观轴线上的起

景( 图4) 。

3 .1 .2 .2 儿童游乐区。公园原有游戏器具分布散乱且破旧 ,

主要分布于公园东侧( 图5) 。现经整合, 将儿童游戏设施修

缮、改建并集中于公园东侧, 规划为儿童游乐区。修整溪流

驳岸、游戏草坪, 突出空间的活泼性、趣味性( 图6) 。

3 .1 .2 .3 文娱活动区。湖中南岛位于全园中心, 四面临水。

岛上原有植被景观效果较好。适当梳理草坪, 修整密林 , 新

建游船码头, 扩建原茶室———清心阁。该区为景观轴线上功

能与景观并重的中心景区。

3 .1 .2 .4 游憩区。原湖中北岛, 为全园最高点。保留岛上原

有景观, 登观海楼可俯瞰全园。岛上广植松柏 , 松风万壑, 心

旷神怡 , 取名为“听涛观海”。

3 .1 .2 .5 生态湿地区。公园湖面北侧有一块湿地与北岛相

接, 但未很好利用( 图7) 。新建湿地小岛与其北面改建的湿地

半岛、南面的湿地驳岸共同构成公园的湿地净水系统。该区以

水面、生态湿地、木栈桥为主景, 是全园景观轴线的端景( 图8) 。

图3 南入口现状                  图4 改建规划后的南入口景观

图5 儿童游乐区现状零乱             图6 改建规划后儿童游乐区景观

图7 湖面湿地现状                     图8 改建规划后湿地、木栈桥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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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发展景观空间 

3 .2 .1 多样化的岸线。瑶海公园水面虽大但驳岸为单一

的垂直驳岸, 景观效果单调 , 且人与水面相隔离。在公园改

建设计中 , 充分考虑人的感受 , 对沿湖驳岸进行改造设计。

①将原来单一、平直的岸线改建为灵活、自由的曲线, 采用

软化处理的手法设计了沙滩驳岸、水生植物驳岸、山石跌水

驳岸等生态型驳岸( 图9、10) ; ②通过增加与驳岸相联的通

道和观景平台 , 增强了亲水区域的可参与性。

图9 水生植物驳岸

图10 山石跌水驳岸

3 .2 .2 季相丰富的植物景观。公园湖中小岛及沿湖绿带

植物现状良好 , 但缺乏季相变化 , 故在利用现有资源基础

上, 以“生态”为切入点展开 , 遵循统一、调和、均衡和韵律的

原则 , 运用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质地进行植物配置设

计。全园以展示浓烈春秋两季景色为主体 , 规划调整为“春

色似锦”、“绿屏留香”、“橘红春暖”、“松涛万壑”、“芦花舒

雪”、“枫林爱晚”六大植物景区。各景区选用不同植被展现

各具特色的植物生态景观。

3 .2 .3  富有变化的地形处理。瑶海公园地势平坦 , 园中除

北岛外无地形起伏 , 景观乏味。在改建设计中, 利用修整驳

岸所得土方, 依据功能布局 , 在公园东面及北面塑造微地形

的起伏。通过丰富的地形围合 , 创造不同的聚合空间 , 有登

高望远的小山丘, 也有开阔的草坪。

3 .3  增设景观 调查发现, 散步、小憩、观看、坐、驻足、交

谈、儿童游戏等是公园中最常发生的活动。在公园改建设计

中, 设计了更多合适的步行空间、休憩空间。利用各色植物背

景围合成宜人的空间聚落, 并设计了水上树池、木栈桥、湖心小

筑、垂钓台等景观, 使瑶海公园景观富于节奏感。同时, 在改建

设计中规划设计了照明系统, 以庭院灯、草坪灯为主, 配以地

灯、射灯。通过灯光的立体布置形式, 突出丰富的空间层次和

立体感, 展现瑶海公园新颖、独特的夜景。

4  结语

城市公园不仅在城市生态上占有重要地位 , 而且担负

着展示城市人文景观内涵以及满足其服务对象“人”的多重

行为需求[ 3] 。故城市公园改建应紧扣城市区域功能和文化

内涵 , 以维护公园生态环境为目的, 保持公园内建筑小品风

格的一致性和景观特色的延续性, 因地制宜地美化环境 , 注

重公益性和服务性 , 做到合理改造, 可持续发展。改建后的

瑶海公园在维护生态持续利用及继承发展原有景观资源的

前提下, 将现代造园手法与自然环境巧妙结合 , 以多类型的

园林空间为游人提供多样的活动场所 , 将公园景观与城市

景观协调地展现在游人面前 , 创造出富有现代园林艺术内

涵的公园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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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荷载。该试验复合介质是以猪牛粪、菇渣、草炭、珍珠

岩、碎砖块等废弃物及有机营养肥配制而成( 图3) 。

图5 禾本类屋顶绿化

5  应用

位于上海莘庄工业区的生态示范楼 , 共有10 处屋顶绿

化, 其中进行低维护屋顶绿化技术展示的有2 处。一处为

平屋顶绿化, 由八宝景天、佛甲草和吴风草组成( 图4) ; 另一

处为坡屋顶绿化, 由禾本类组成( 图5) 。

6  结论

低维护屋顶绿化植物应以景天类植物及低矮的地被植

物为主; 屋面系统简单、荷载小; 造价低、耐粗放管理, 适宜

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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