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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发展与城市湿地建设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 城市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自然系统。而
城市发展正是对城市湿地的利用和改造过程 , 世界上几乎任何较发达的城市都难以再找到建城初期那种原始的天然湿地。城市和湿地
构成的混杂景观 ,在空间结构上遥相呼应, 教育的互补 , 文化的传承 , 经济效益的双赢 , 塑造了具有特色的城市和湿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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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的城市蔓延, 使得区域和景观破碎化, 形成了大

量的混杂景观和空间嵌合体, 能确切地被我们称作“原始自

然”、“纯粹自然”或者“第一自然”的已经极为少见, 我们所居

住的环境总是混杂的, 不是( 也许从来没有) “纯自然”或者绝

对的人工环境, 自然和城市已经很难严格地区分开来[ 1] 。因

此, 传统的“自然与城市二元论”、“人与自然二元论”思想已

不符合当今的潮流。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城市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

城市的发展也正是对湿地的改造利用过程, 两者存在复杂的

相互关系。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人们保护有价值的自然生态

元素, 并将这些元素融合到现代城市化景观中来; 反之, 湿地

是影响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 研究城市发展与湿

地建设的协同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汉市是我国中部地区

特大城市, 长江和汉水横贯市区 , 湖泊库塘众多, 具有典型的

河流、湖泊湿地。解放公园位于武汉市汉口西北隅, 南临解

放公园路, 西邻市委机关大院 , 面积38 hm2 , 是武汉中心城区

绿地面积最大的公园之一。解放公园原来是一个小荒岛, 水

流清澈, 长满野草。后来作为英、法、俄、德、日、比六国洋人

的跑马场 ,1952 年改建成武汉市第一苗圃,1953 年始建公园 ,

1955 年5 月16 日( 武汉解放六周年) 建成开放, 故名“解放公

园”。经过50 年的不断建设, 解放公园已成为“闹市绿肺”。

2006 年 , 武汉市政府对解放公园进行了彻底改造,9 月完工的

环湖湿地景观, 就像一条翠带环绕整个公园, 岸边柳枝飘飘 ,

处处水榭花廊。生长的水生植物达60 余种, 几乎涵盖湖北

省所有乡土水生植物品种: 荷花、芦苇、梭鱼草、慈姑、非洲睡

莲⋯⋯形态各异的小桥跨越环湖, 掩映在绿水与蓝天之间 ,

使水景更加生动( 图1) 。解放公园不仅为城市发展与湿地建

设的协同性提供了机会, 也成为城市设计者思考如何将城市

与自然的协同发展纳入到实践的应用案例。

1  空间结构的遥相呼应

城市是人类高度集中的区域, 要想在城市中建立和谐的

人居环境, 湿地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规划内容之一。现如今 ,

世界上几乎任何较发达的城市都难以再找到建城初期那种

原始的天然湿地。建城过程中, 河湖水系或沼泽都是城市规

划布局的内容和对象[ 1 - 2] 。

解放公园曾是水流清澈的湿地, 后为西商跑马场。如今

从永清街临解放大道路口大门至二号门, 形成一条主干线。

沿线树木夹道, 鲜花造景, 十分靓丽。园内柳暗花明, 亭林清

流, 桥横波影, 在湿地周围的公共空间 , 利用湿地蜿蜒开阔的

水体, 设计了多视角观赏滨水景观的场所, 给人以强烈视觉

效应的滨水尽享( 图2) 。迂回曲折的木质栈道, 五彩斑斓的

水生植物, 融合波光粼粼的湖水形成独特的湿地景观, 给人

一种回归田园的自然之美。园外是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环境 ,

湿地空间结构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相呼应。

图1 改造后的解放公园

Fig . 1Jiefang Parkafter transformation

图2 解放公园湿地

Fig . 2 WetlandinJiefang Park

国务院在1999 年批复了《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6 ～

2020 年) 》, 提出要将武汉市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城市特色

的现代城市。随即, 武汉市编制了《创建山水园林城市综合

规划》, 着重突出江河、湖泊网络水系的形成, 以长江、汉江为

主动脉 , 以东湖、太子湖为连通基础, 以汉口五湖、东湖、南湖

和墨水湖为4 片特色滨水区 , 建设快速水上通道和多源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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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长廊, 通过美化的坝、渠沟搭建起环形湖泊水域花园, 通过

节点的对位、景观通道的引导, 形成有韵律的空间序列, 在城

市中形成以河湖水系为生态水体的景观框架, 建造和发展湿

地斑块为镶嵌的水系交融体系, 使都市具有水体和植被和谐

共存的生态网络( 图3) 。

图3 武汉西北湖景观规划

Fig . 3 Landscape planning for northwest lake in Wuhan

2  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共赢

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的现代化城市 , 是以循环经济为纽

带, 将人类生态系统与城市生态系统结合起来 , 造成一种社

会进步, 经济发展、人民安康、环境良好, 人与环境呈现良性

互动的氛围。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解放公园人工湿地 , 改造

时注意了水的再生能力。首先将湖底污泥全部挖走, 然后将

湖底铺上沙石, 当水沉淀时自动起到净化的作用。其次新建

了2 万 m2 的人工生态湿地 , 新挖了一大、一小两座人工湖 ,

有4 条水道与环湖相连, 水道上花叶芦苇、晶蒲、鸢尾等美丽

的水生植物。第三, 人工生态湿地利用泵站, 将湖水从19 .7

m 标高提升到20 .5 m 的两个蓄水湖后, 再通过4 条渠道, 缓

缓流经净化水域, 经沉淀过滤和70 余种水生植物吸收后, 水

中污染物被净化 , 湖水重新流入大湖[ 3] , 每年可整体净化湖

水3 次。

人工湿地将死水变成活水 , 公园的水质得到净化, 养护

成本大大降低。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 解放公园吸引大量

的游客使公园的利用率维持在较高的状态, 人们在这里可进

行垂钓、划船、采集标本、摄影、绘画、运动、健身、自然观光等

活动, 从而缓解城市�杂、喧嚣的精神压力, 使人重返自然环

境, 尽享新鲜空气 , 欣赏旖旎风光。同时增加了就业机会, 提

升了周边的土地价值, 美化了城市和区域形象。

因此, 城市与湿地的流动, 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改善生态

环境, 提高区域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福利 , 达到经济快

速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并举的目标。

3  文化的传承和渗透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 城市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作为

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形态,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是政治、

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的中心。考比东西方城市, 各自蕴含

差异有别的文明养分。西方石质建筑居多, 费时费工, 可长

久保存, 拥有一份相对东方木质建筑及其雕琢更顽强的创

造、开拓魄力[ 4] 。西方建筑多运用“圆形”图案, 中国则强调

“山水环抱”, 更能体现环境与人的关系。

人类的活动自古就是围绕水域展开的, 水孕育了人类的

文明: 古埃及文明源于尼罗河泛滥形成的三角洲滩涂湿地 ;

古印度文明源于印度河流域; 古华夏文明源于黄河流域; 古

西亚文明源于两河流域 ; 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海滨; 古

罗马帝国源于地中海台伯河畔; 古代俄罗斯源于第聂伯河畔

的基辅。湿地是城市最重要的立地条件, 依托河、湖湿地建

市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城市湿地、特别是城

市中的河流沿岸地区往往是城市起源的核心, 成为历史文化

最重要、最集中的载体, 也是现代化城市的中心。纵观世界

上的历史文化名城 , 大都依水而兴。如法国巴黎, 就是因为

有了塞纳河才得以兴盛发展, 并在河的两岸形成了丰富的人

文资源[ 5] 。在中欧, 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 绵延不尽的葡

萄园中点缀着中世纪的古堡和田园风味的小镇, 蓝色多瑙河

的优美旋律荡漾在历史名城的上空。我国古老黄河的三门

峡、长江中上游的涪陵、白帝城。伦敦、纽约、东京、悉尼、上

海等超大型国际大都市也是在河流与滨海湿地交汇处或临

近处迅速发展起来的。

城市依水而建的过程中, 在城市湿地中形成了各自独特

的文化 , 它是人类历史和地理环境变迁留下的物质和精神文

化遗产。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

化等都具有其独特的景观价值。城市湿地景观中的水体以

其活跃性和穿透力而成为景观组织中最富有生气的要素, 集

中体现了城市深厚的文化积蕴和丰富的物质文明。在人类

活动的作用下, 它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景观, 更是城市中的文

化景观[ 6] 。同时突出了景观的内涵, 以景写情, 通过风光表

达哲理意蕴。

城市的发展也正是湿地的利用和改造过程, 通过对湿地

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发掘和更新 , 从而保护城市的文化生

态。如位于解放公园中心岛的名塔园, 四面环水, 树木葱笼 ,

环境幽静。各种古塔建筑, 风姿各异 , 与繁花绿树融为一体。

位于汉阳古琴台的琴断小河, 再现“高山流水觅知音”的美妙

意境, 赋予历史文化以崭新内涵。

4  教育功能的互动与彰显

现代社会教育与城市发展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 城市综合实力的提高是教育发展的基础, 教育对城

市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依存和适应关系。另一方面, 教育发

展为城市经济社会进步提供知识保证和人才支持 , 教育发展

拉动城市经济发展, 促进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提

升城市竞争力。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课堂教育。自然景观环

境教育是课堂教育的补充。一般而言 , 凡是自然环境优美、

生态环境良好的区域都具备进行生态教育的潜质[ 7] 。

湿地是自然界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之一, 大面积

的城市湿地、飞翔的水鸟、自然生长的水生植物和蓝绿色的

水面, 自然宁静, 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 可陶冶情操、净化心

灵, 培养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

解放公园湿地专门设置了生态科普馆, 在这里人们可了

解许多珍稀、濒危鸟类的繁殖地、栖息地和迁徙地, 了解鸟类

的生态行为、迁徙路线, 查明湿地鸟类的生态、生物学规律。

同时可作为大、中、小学的课外教育场所, 通过湿地现场考

察, 向人们进行有关湿地的宣传教育, 增加自然科学知识, 提

高人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 建立对自然环境的认知

与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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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复杂 , 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3  LDH- C4 和精子获能的关系

不管精子细胞是通过线粒体有氧呼吸还是糖酵解获得

能量, 都和LDH- C4 密切相关。对LDH- C4 的细胞定位研究发

现,LDH- C4 存在于细胞质、细胞质膜和线粒体的内膜与外膜

之间[ 8] 。不同的亚细胞定位说明LDH- C4 在精子获能和能量

代谢中扮演多重角色。研究者认为, 细胞质里的 LDH- C4 和

线粒体上的LDH- C4 可以组成一个LDH 穿梭器 , 从而把细胞

质里糖酵解产生的 NADH 还原态H 转入线粒体, 然后经呼吸

链彻底氧化, 以维持细胞的氧化还原平衡。由于 LDH- C4 可

利用除乳酸和丙酮酸之外的其他一些长链α- 羟基酸和α- 酮

酸, 而转氨酶可以为LDH- C4 提供α- 酮酸作为底物, 所以Cor-

doba 等认为只需很低的LDH- C4 活性就可以维持细胞的氧化

还原平衡[ 9] 。O’Flaherty 等认为位于细胞质膜的LDH- C4 可

以将细胞外的丙酮酸还原成乳酸, 乳酸进入细胞质, 再被细

胞质的LDH- C4 氧化成丙酮酸, 产生 NADH[ 10] 。

综上所述 ,LDH- C4 在精子细胞里扮演3 种不同的角色 :

位于细胞质膜的LDH- C4 催化胞外的丙酮酸生成乳酸, 乳酸

进入细胞质; 位于细胞质的LDH- C4 催化胞质的乳酸生成丙

酮酸, 同时产生 NADH; 位于细胞质的部分LDH- C4 和位于线

粒体的 LDH- C4 共同组成一个 LDH 穿梭系统 , 可将胞质

NADH 的还原态 H 转入线粒体被有氧呼吸所利用。用草氨

酸盐对老鼠LDH- C4 进行活性抑制, 可以阻断老鼠精子的获

能, 进一步说明了LDH- C4 和精子的能量代谢密切相关[ 11] 。

4  LDH- C4 可能参与精子获能的信号途径

成熟精子是高度分化和被区隔的细胞, 基本上没有基因

的转录和翻译, 因此蛋白质翻译后修饰( 如蛋白质磷酸化) 应

该在成熟精子的信号传导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发现 , 随精

子获能进程时间的推移, 精子细胞里一些特殊蛋白质的酪氨

酸残基被磷酸化的程度也相应地加大。在对牛和老鼠等哺

乳动物的研究中发现, 蛋白质的酪氨酸磷酸化受到 c AMP/

PKA ( 环磷腺苷/ 蛋白激酶A) 途径的调控, 而且 MAPKs( 促分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途径也和精子的获能相关[ 12] 。虽然存

在争议, 但也有人认为 PKC( 蛋白激酶 C) 和精子的获能相

关[ 13] 。Cordoba 等[ 9] 报道, 肝素和栎精诱导的牛冻精的获能

是分别通过不同代谢途径达到的, 肝素明显地降低了LDH-

C4 活性, 而栎精却对 LDH- C4 活性没影响。Coonrod 等[ 2] 认

为, 老鼠卵细胞里的LDH- C4 可能还扮演除催化作用以外的

角色, 可能参与到蛋白质和核酸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这些都

说明调节精子获能的信号调控途径不是1 条, 而应该有数

条, LDH- C4 可能参与其中的1 条或几条。

5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对哺乳动物精子获能的研究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 , 因为

它和畜牧业及医药业都密切相关。LDH- C4 在精子获能中扮

演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成为研究的焦点。但是LDH- C4 在

精子获能过程中的功能, 目前仍不清楚 , 比如 , 亚细胞定位研

究显示 ,LDH- C4 在精子细胞里定位于3 种亚细胞位置, 但是

LDH- C4 蛋白没有明显的信号肽 , 受实验手段的限制, 研究者

不知道这些定位到不同亚细胞位置的LDH- C4 蛋白是否为同

种蛋白 , 只知道它们都显示LDH 的酶活性并且能够和LDH-

C4 的抗血清结合, 而它们的结构和氨基酸序列是否完全相

同却不清楚。课题组发现牛的LDH- C 基因存在外显子选择

性剪接现象, 而且克隆到了这些剪接后的变异体c DNA , 通过

初步的研究, 笔者认为这些变异体的 mRNA 很有可能翻译成

蛋白质。2002 年,Koslowski 等[ 14] 也报道了人的肿瘤细胞里存

在LDH- C 的外显子选择性剪接变异体。因此猜想 , 这些变异

体蛋白很有可能定位到不同的亚细胞位置而扮演不同的功

能, 猜想是否正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对牛的LDH- C 外

显子选择性剪接变异体的研究将有助于弄清LDH- C4 在精子

获能中的多重作用, 为精子获能的信号调控途径方面研究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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