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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城镇河道建设中普遍存在生态破坏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在进行城镇河道治理时 , 运用景观设计与生态设计相结合的方法 ;
初步探讨了城镇河道景观生态设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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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damage was existed i nthe construction of river intown.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 in this paper the combination of
applying method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ecological design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river i mprovement i ntown. The ecological designing methods of river
landscape i ntown were discussed ,combined with the methods of ecological designing near nature river , bottomland and the buildings along the r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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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的发展对城镇河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过去在

整治河道方面, 往往只强调它的实用性, 在景观设计方面也

多采取传统的工程措施。这些功能性设计已不能满足当代

城镇发展的要求, 而且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也是一种破

坏, 因此城镇河道景观生态设计已经成为河道综合治理过程

中一项重要内容。在对河道进行景观设计时要从生态学角

度出发, 使河道景观尽量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相结合, 这样不

仅可以治理河道存在的生态问题 , 还可以改善城镇面貌。

1  城镇河道目前存在的问题

1 .1 河道水质较差  随着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 人口密度

的增加, 人们的生产生活对河道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河

流两岸土地被大量的开发利用, 河流功能遭到损害, 大量工

业用水、生活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河中, 造成河水污染, 水

质恶化, 河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同时生活垃圾分散在

河道岸边、村镇周围, 造成水体、空气及土壤的污染。尤其是

到了雨季, 随河道漂流的污染物污染面积的扩大, 严重影响

了河岸生态平衡和景观价值。

1 .2 河道景观遭到破坏, 亲水空间减小  河道裁弯取直后

使河道的水文学特性发生了改变, 水流径流速度加快, 加剧

了水流对河床底部和护岸的冲刷 , 水流夹带的泥沙将会在下

游地区大量沉积和淤塞 , 同时也减少了地下水的补充, 降低

了河岸的渗透性, 使河岸的水量调节功能减退 , 这种设计破

坏了河道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同时由于河岸垂直

陡峭、落差大、水流快, 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 使得人们走在

河边, 有一种畏惧感, 阻碍了人与水体的亲近性, 忽视了水岸

的综合功能[ 1] 。

1 .3 河道自然生态功能丧失  许多河道采用“U”形渠道化

护岸( 河道两岸陡直 , 并与河床一道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成

单一断面) , 完全改变了一个动态的自然景观系统, 扼杀了河

道两岸动植物的生存环境, 岸边的芦苇、水草被清除 , 两栖类

动物的生境廊道被切断 , 水生昆虫不能正常羽化, 生物多样

性大大降低。河道两岸植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 1] , 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遭到威胁, 景观整体美观效果支离破碎, 景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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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不相协调。

1 .4  滨河地带过度开发  滨河地带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

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建设 , 河道两岸逐渐盖起了楼房, 过高过

密的建筑物不但阻碍了水陆风向城镇纵深方向延伸, 还使滨

河地带的自然生态环境失去原有的魅力。各类用地大量占

据了本应属于河道的空间, 使河流的过水断面不断减少, 给

城镇防洪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 由于没有合理的规划 ,

河道中建有许多背水建筑物, 严重影响行洪安全[ 2] 。

2  河道景观生态设计的内涵

2 .1 定义  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 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

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 3] 。这种协调

尊重物种多样性, 减少对资源的剥夺, 保持营养和水循环, 维

持植物生存环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 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

及生态系统的健康。河道的生态设计并不是简单地保护河

流自然环境 , 而是在采取必要的防洪抗旱措施的同时, 将人

类对河流环境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 与自然共存。

2 .2 目标  一是复苏真正的河流, 还原河水水质, 使河水更

加清澈、透明。二是恢复河道湿地的净化功能, 强化湿地的

水体净化作用, 防止水体的富营养化发生和湿地生态系统的

退化。三是保护和营造滨河地带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要以各

种形式对自然进行修补和复原,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四是

为生物创造富有多样性的环境条件。在治理后使水生植物、

水生动物、各种微生物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五是形成优美

的河道景观, 让河流的形态尽量与自然相接近。

3  河道景观生态设计的方法

3 .1 近自然河道设计

3 .1 .1 内涵。近自然河道设计包含3 层意义 : 一是城镇河道

景观的设计应该是在了解河道生态特征的基础上 , 尊重河道

的自然生态过程的设计 ; 二是在设计中运用自然的元素, 创

造更有利于自然界的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三是通过人与

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相处来为人类自身谋利益。这种近自然

河道设计方法就是指能够在完成传统河流治理任务的基础

上达到接近自然、廉价并保持景观美的一种治理方法。

3 .1 .2 遵循的原则。城镇河流近自然治理方法是一种尊重

自然发展的原则, 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 把生态效

益与社会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恢复退化生态系统以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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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景观的设计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河道整治过程

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①统筹兼顾 , 整体协调。河道治理不

单纯是解决防洪问题, 还应包括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改进河

道的亲水性 , 增加娱乐性, 提高滨河地区土地利用价值等一

系列问题。仅从某一个角度出发, 轻则造成资源的浪费, 重

则给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必须统筹兼顾 , 整体

协调。河道景观设计必须能够为此提供多样性的结构、功能

组合, 以满足现代城镇社会生活多样性的要求。②景观生态

保护原则。从生态学角度出发, 模拟自然河道, 在恢复河道

自净能力的前提下, 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持自然线形 , 强调植

物造景, 运用天然材料, 增加景观异质性, 强调景观个性, 促

进自然循环 , 构架河道生态系统生境走廊, 实现景观可持续

发展。③亲水性与开放性原则。重视河道亲水建筑的构建 ,

比如在河岸搭建凉亭、长椅等休闲娱乐设施, 使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利用河流交汇处的视野开阔、水边线弯曲等独特景

观条件, 精心构划湖心岛、浅滩湿地, 布设拱桥、曲桥、平台、

汀步等园林建筑, 形成沿河空间的开放的个性化景色。

3 .1 .3 方法。近自然治理的方法主要包括: ①尽可能地恢

复河道原貌, 利用当地的天然材料护岸来保持自然河岸自身

特性。通常以水生、湿生植物为主 , 乔灌混交以充分发挥各

种植被的生长特性 , 并利用高低错落的空间和光照条件达到

最佳郁闭效果, 同时利用护岸植物舒展而发达的根系稳固堤

岸, 增强其抵抗洪水、保护河堤的能力 , 尽量恢复水域岸线的

自然特征。②创造近似自然形态的蜿蜒曲折的河溪, 保证水

道能够常年有水, 河床对水位和水量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

在不同的河段制造不同宽度的过流断面, 从而使主河道和支

流能够形成缓急不一的水流。在开挖的河道中建造湿地, 保

留河岸陡坡, 保留河滩洼地。③保留自然状态下交替出现的

深潭和浅滩 , 从而形成交替出现的深水区和浅水区、温水区

域和凉水区域的差异, 以增加河流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

为鱼类等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生境, 并尽可能不设挡水建筑

物, 确保干流和支流的连续性[ 4] 。

3 .2  河滩地的生态设计方法 河滩地是发生大洪水时的淹

没区和调蓄区, 也是河道景观生态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根

据城镇自身的特点 , 很多城镇河流有大面积的河滩地为各种

生物提供了很好的栖息场所, 因此对河滩地进行生态设计不

仅可以美化环境, 也能为野生动植物创造更多的生活环境 ,

增加生物多样性。

在河滩地植被建设与生态恢复过程中, 可以适当地栽种

湿生灌木; 在无土壤的河滩地和近河道中心区的纵向区, 增

加栽种密度 , 可以加强土壤的积累和植被的稳定能力, 并可

为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的栽种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

同时, 河滩地也是居民户外活动的场所 , 在靠近居民区河段 ,

通过分层断面设计能够提供大众散步、慢跑、自行车、儿童游

戏场、日光浴、野餐等活动场所。

河滩地独特的景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优美的植物景观

是不可缺少的。滨河景观的植物造景, 要充分尊重植物的生

态习性 , 同时发挥滨江带的生态效益。首先 , 植物配置应以

乡土树种为主, 做到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 其次, 植物配置过

程中注意贯彻生物多样性的原则; 再者 , 要注重科学性和艺

术性相结合 , 注重比例尺度 , 注重观赏的连续性以及环境氛

围的营造; 最后, 由于植物景观的四维性, 时间对于植物景观

的影响也应综合考虑[ 5] 。

3 .3 沿河建筑物的生态设计方法  河道是一种开敞性空

间, 因此河岸两侧的建筑物与河道可结合形成城镇景观环

境。在进行河道生态设计的同时必须对沿河两岸的建筑物

也进行景观生态设计。由于各地区城镇风土人情迥异 , 河道

两侧的建筑物的景观构成也大相径庭。在河道沿河建筑物

设计时力求同地区风格和周围建筑物相协调, 使得沿河建筑

物与河道景观融为一体。

发展相对缓慢的城镇其河流因开发利用程度不高 , 土地

利用往往以非建设用地为主, 在治理时宜采用复式断面, 可

考虑恢复河道的自然形状, 营造深潭、浅滩以及河溪的网络

结构。而相对发达的城镇其河道两岸建筑物较多, 河床狭

小, 拓宽的余地较小, 不可能像自然河道那样有大的弯曲和

水系的分流, 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满足生态景观上的要

求, 通过河床局部高程的变化、两边护岸的生态处理及水面

的淹没程度不同形成近似自然河道形状的效果。沿河建筑

物在修建或改造过程中尽量结合河道自身特色, 修筑一些亲

水阳台或在建造形式上装饰一些观赏性强的造型 , 使建筑景

观与河道景观相结合 , 尽量给人营造一个绿色生态走廊。

4  小结

城镇河道的治理正向生态化、景观化、多学科化方向发

展, 加强河道、河岸的水体保护, 以提高生态涵养能力, 保持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恢复河道湿地生态功能, 同时提高景观

效果, 不仅可使河道恢复原貌, 而且为旅游休闲提供了良好

的资源。因此城镇河道及其周围丰富的景观资源极具发展

潜力。只有在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对河道景观进行

改造和利用 , 建设科学与艺术高度统一的景观 , 才能提高河

道景观的综合效益, 为人们营造一个宜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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