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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公园设计的探讨———以江西省樟树市药都公园规划改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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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樟树药都公园通过运用现代景观设计理念 ,在保持原有的古典建筑特色和文化氛围下 ,因地制宜进行规划改造 ,并对现代公园设
计模式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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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Design of Modern Urban Park
LEI Ping et al  (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Nanchang University ,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Abstract  It was introduced that the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Yaodu park in Zhangshucity was conducted by using modernidea of landscape design under
preserving intrinsic feature of classical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 atmosphere and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 And the design mode of modern parks was ex-
plo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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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园现状景观分析及定位

该公园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城市中心 , 成不规则多边形 ,

东西长约630 m, 南北长约520 m。用地总面积17 .73 hm2 , 公

园东靠楼门前路 , 西靠淦阳路和马洲上路, 南靠药都大道 ,

北靠封溪路。整个公园地势比较平缓 , 现状以水体为主 , 扩

建部分多为建筑用地。东门有保留价值的古牌坊和古建茶

楼, 其他多是零星陈旧的建筑。已成景的樟树较多, 行道树

也以樟树为主 , 并已成景; 其他乔木、灌木依稀可见, 景观树

种少 , 特别是观花植物 ; 水面大, 水体景观较好, 但分布过于

零散 ; 污水排放不妥, 地形起伏少, 空间层次不丰富。项目地

处新城区市政中心、市民中心、游客中心及居住区的结合

部, 用地集中, 规模大, 是城市市民、外来游客休闲游览的最

佳场所, 也是展现樟树城市文化的理想空间, 亦是城市的绿

色生态轴廊。主要体现樟树市药文化发展脉落, 因此, 该项

目功能定位为樟树市主题性城市花园( 图1) 。

图1 樟树药都公园规划示意

2  创作理念

  公园作为城市的休息地 , 是市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在

公园, 需要的是放松、休闲。因此 , 在公园内, 不适宜有过多

的人工景观 , 更多的应以自然面目出现, 只需适当布置服务

型网点。根据功能要求, 依托地形 , 将用地划分为7 个区域 ,

通过沿湖环形和湖心翠堤道路, 将7 个区域有机结合 , 亦使

得分区明确 , 相互独立, 依托地势山型, 确定用地景观中轴

线。主广场区域为公园核心位置, 形成圆心 , 向四周发散 ,

亦将视线引至其他不同区域 ; 儿童区与体育区位于主广场

区两侧 , 满足人流交通需求 ; 森林区位于公园最北面, 为城

市充当绿色背景 ; 溯源区位于公园东面, 与原有保留仿古建

筑相协调; 借助原有设施, 将老年活动区安排在西入口位

置, 便于老年人活动; 文化区位于湖心岛 , 与翠堤相结合 , 体

现“天人合一”的道家文化蕴涵。

3  规划布局

3 .1 设计构思  细部的回味最能打动心灵, 亦不对自然环

境有过大的改变 , 通过主题图案的重复来界定公园的范围 ,

通过不规则分布小品 , 来加强公园的整体感。江南水乡、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 , 山、水使建筑处于绝佳的自然环境中。

出于对樟树历史文化的尊重 , 设计中应体现出樟树历史悠

久的药文化和道家文化, 但不是简单的复古和模仿 , 应赋予

建筑新时代、新生活的特征。重要的不是建筑或景观本身

的模仿, 而是试图表现出一种生活模式, 一种源自于此的简

单、快乐、满足的生活形态。以传统江南水乡园林风格: 青

砖、白墙、灰瓦、绿树、流水、小桥、人家为主要基调 , 根据不

同区域 , 追寻传统园林中提炼出来的空间尺度和空间类型 ,

赋予景观以亲切感 ; 在建筑小品的形式上追求在现代功能

基础上体现传统风韵 ; 细部上遵照现代材料和构造方式 , 同

时力求体现出传统的人文精神。以建筑小品形式体量、接

近传统亭、台、楼、阁 , 符合自然环境 , 将不同功能部分组合 ,

形成围合空间, 产生传统园林围合与通透的感觉。

3 .2 分区规划  ①溯源区。保留具有古建韵味的牌坊大门

和龙隆茶楼 , 为药的溯源起开端作用 , 通过药神人物和中药

用具雕塑, 让市民直观认识中药, 了解中药的历史悠长, 同

时加深对药文化的理解。②儿童娱乐区。设置在健身广场

边上的儿童游乐场配以富有童趣的儿童玩乐设施, 如设置

沙坑、组合玩具、树丛迷宫等, 集娱乐、亲情、教育于一身。

③主广场区域。通过地面铺装, 整体设计成莲花造型 , 寓意

为君子 , 广场上设置景墙 , 作为一部药文化的史册, 让人感

觉历史车轮从身边经过的意境 , 同时加深对樟树药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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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九龙柱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 喷泉和小花坛为游

人增加观赏的景点。④体育区。安排游船、桌球、乒乓球等

健身娱乐项目, 动静结合 , 主要为青少年活动区域。布局在

围墙边的健身广场 , 配备外形美观的健身器材, 整个区域集

生态、健身、环境优美于一体。⑤森林区。位于公园最北

面, 其山坡地势较高 , 环境则安静宜人, 可进行登高望远等

活动 , 同时可为城市充当绿色背景 , 为背景密林区, 主要树

种为樟树、水杉等长绿乔木, 其中, 设计有林间小道和休憩

广场, 供游人漫步。⑥老年活动区。结合原有老年人活动

场地( 门球场) , 增加晨练广场。⑦文化区。在原湖心岛上

凸起一山丘, 将其作为整个公园的制高点 , 山顶建设一木

亭, 供人登高眺远。

4  植物配置

首先 , 为保护原有生态系统, 在绿化上尽量选择原绿化

树种 , 同时体现药都公园本身的特色 , 在每个景区都适量选

用药用植物, 来体现药文化, 并在每种药用植物上挂牌 , 让

人们在游园的过程中认识植物。其次, 植物选择要适地适

种, 以乡土性和适应性强的树种为主导, 适量引进外来植

物, 满足功能、景观要求, 形成整体效果统一和各具特色的

绿化景观效果, 同时配置时注意疏、密植结合, 乔、灌、草结

合, 营造层次丰富的绿化生态空间。所选树种 : ①乔木。银

杏( Gi nkgo bil oba) 、日本樱花( Pru mus yedoensis M) 、桂花( Os-

mant hus fragrans ) 、苏铁( Cycas revol ut a ) 水杉( Met asequoi a gl yp-

tostroboides) 金钱松( Pseudolari x a mabilis ) 、白玉兰( Ma gnoli-

aceae . denudate) 、紫玉兰( Ma gnoli aceae . liliflora ) 、柚树( Citrus

maxi ma) 等。②灌木。红枫( cv , Atropurpurea m) 、杜鹃( R .

si msii) 、瓜子 黄 杨( Buxus si nica cheng ex) 、当 归( Angelica

pubescens Maxi m) 、垂 柳 ( Salix babyl oni ca Linn) 、红 花 油 茶

( Ca melli a cheki ango leasa) 、海桐( Pitt osporu mt obira) 、大叶黄杨

( Euonymus j aponicus L .) 、绣球( Hydrangea macrophyll a ) 、山茶

( Ca melli a japonica ) 、紫薇( La gerstroemi a i ndica ) 、金星桧( Ju-

niperus chi nensis L .var) 、鸡爪槭( Aceraceae pal mat um) 、洒金桃

叶珊 瑚( Aucuba j aponica var .) 、阔 叶 十 大 功 劳 ( Mahoni a

beal ei ) 、中 华 木 槿 ( Hibiscus . si nosyri acus ) 、红 花 继 木

( Loropet al u m chi nense var .) 、紫叶小檗( Berberis t hunber gii ) 、铺

地龙柏( Sabi na chi nensis cv .) 、丝兰( Yucca smalli ana) 等。③地

被及草本植物。常春藤( Hedera nepalensis ) 、络石( Trache-

losper mun jasminoides) 、吉祥草( Rei neckea carnea ) 、蝴蝶花( Iris

japonica )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 nier ) 、麦冬( Liriope j aponi-

cus) 、紫萼( Host a ventricosa Stearn) 、早熟禾( Poa prat ensis) 、结

缕草( Zoysi a j aponi ca) 等。

5  现代城市公园设计模式与探讨

设计上应合理并节约利用土地和水资源, 切实继承和

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 反对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要将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放在首位。设计模式: 一是要在有

限的土地和空间内提高园林绿化生态效益, 注重绿地的质

量和水平 , 要建立生态和景观相协调的人工植物群落。二

是重视对规划地块的场所精神和城市文脉的表达。三是融

合安全、健康、休闲、运动、自然为一体。四是以生态学理论

为指导 , 以改善和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 以人与自然共存为

目标, 充分发挥绿化植物固有的生态效益, 使之与社会效益

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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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距平并逐渐加强 ,8 月开始赤道中东太平洋出现0 .5 ℃以

上的正海温距平,2006 年8 月～2007 年1 月Ni珘no Z 指数分别

为0 .6、0 .9 、1 .1 、1 .2、1 .2 和0 .8 ℃, 连续5 个月大于0 .5 ℃

且累积值超过4 .0 ℃, 符合国家气候中心定义 Ni珘no 综合区

的海温距平指数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指标。因此, 赤道中

东太平洋于2006 年8 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11 ～12 月达最

大正距平 ,2007 年2 月结束, 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

以,2006 ～2007 年冬季气温偏高, 出现暖冬。

图3 2005 年1 月～2007 年3 月Ni珘no Z 海温指数序列

5  暖冬的影响

( 1) 暖冬对节约能源、交通运输、各种道路和线路施工、

农田水利建设以及人们的户外作业都非常有利。

( 2) 暖冬促使小麦旺长。由泰安市小麦苗情调查结果

可知 , 群体1 186 .5 万株/ hm2 , 增加361 .5 万株/ hm2 ; 单株分

蘖81 .0 个/ hm2 , 增加31 .5 个/ hm2 ; 单株大蘖( 三叶以上) 46 .5

个/ hm2 , 增加13 .5 个/ hm2 ; 单株次生根123 .0 条/ hm2 , 增加

22 .5 条/ hm2 。旺长苗6 万 hm2 , 占总苗数的28 .7 % ; 抗寒能

力降低, 遇春季低温易受冻害 , 所以要注意预防冻害。

( 3) 暖冬有利于病虫越冬, 易引发春季病虫害。冬季气

温持续偏高 , 对虫卵、病菌的越冬存活十分有利 , 为春季病

虫害的发生提供了较多的虫源和病菌基数 , 易导致春季病

虫害的发生蔓延。

( 4) 暖冬气温高, 蒸发量加大 , 干旱加剧, 对冬小麦生长

和春播春耕不利 , 需加强抗旱保墒工作。

( 5) 暖干天气再加上多大风, 容易发生森林火灾 , 必须

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参考文献

[1] 屠其璞, 邓自旺,周晓兰 .中国近117 年年平均气温变化的区域特征
研究[J] . 应用气象学报,1999 ,10( S) :34- 42 .

[2] 丁一汇, 戴晓苏. 中国近百年来的温度变化[J] . 气象 ,1994 ,20(12) :
19 - 26.

919935 卷31 期  雷 平等  现代城市公园设计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