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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50 年代, 城市水域空间的规划与改造就成为国内外城市景观规划和生态建设的一个热点。

与传统的以单一水域治理为目的的河道规划不同, 现代城市水域空间规划强调以生态理论为依据, 将水

体、堤岸、湿地、植被等诸多要素统筹考虑, 进行防洪蓄水、生态恢复、休闲娱乐、经济开发等综合规划。

近几年, 在国内多个城市, 以河道改造为主的城市滨水区开发, 成为城市景观设计和生态规划的焦点。  

  一、城市水域环境特征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 水域环境是水域、陆域、空域的结合部, 既是城市中生物群落最丰富、景观要

素最活跃、生态适应性最脆弱的地区, 又是生物圈、自然地域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区域; 既具有陆生生态系

统的地带性分布特点, 又具有水生生态系统的地带性分布特点, 表现出水陆相间的连续性和过渡性分布规

律。水域环境形成城市动态的生态系统, 兼有生物与生态的多样性。 

  二、基于自然的城市河道景观规划途径 

  (一) 水域生态系统的维持与恢复 

  河道改造的首要任务是水域生态系统的维护与恢复。对城市河道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改造应坚持“保持

河道自然风貌、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恢复河流生态功能”的开发原则。 

  首先, 河道生态功能的恢复与建设应以城市水系为基础, 建立湿地保护区、生态公园或扩大滨水绿地

范围, 加强完善水系和绿地的联系网络。植被覆盖良好的河岸对提高整个城市气候和局部小气候的质量具

有重要作用, 特别能改善城市热岛效应。在小环境方面, 河流植被不仅可以发挥降温、防风功能, 而且还

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和迁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此外, 河边植被对控制水土流失、保护分水地域、净

化水质、消除噪声都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其次, 生境的质量和物种的数量都受到廊道宽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河岸植被的宽度至少在 30 米

以上时才能有效发挥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 包括降温、过滤、控制水土流失、提高生境多样性的作用; 河



岸植被在 60 米的宽度, 则可以满足动植物迁移和生存繁衍的需要, 并起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上海

市在城市河流改造过程中对河岸植被实行了两级控制, 即市管河道两侧林带宽各约200 米, 其他河道两侧

林带宽度各约 25 米～250 米不等, 有效地保护了城市水域环境。 

  (二) 河道改造形式 

  城市河道自然的弯曲是河流的固有特性, 不仅影响到水流速度、水生生物、对河岸的冲刷、河道对洪

水的调蓄功能, 而且也是其自然美的重要特征。去弯就直、石砌护岸和直立的防浪墙等人工手段不仅打破

了河流的自然风貌, 而且会改变河流的水文状况, 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采用原泥土的自然驳岸处理, 

保持河岸的原始风貌,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河岸带的基本功能是防止河流水体的富营养化和污染, 是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的截留, 河岸带的这种

作用主要受河岸带植被分布格局的影响, 而影响河岸带植被分布格局的主要环境因素是河岸的结构、形式

和异质性。凹岸、凸岸、浅滩及水面中的浮岛等自然形式能为植被覆盖、水生生物生存繁衍、昆虫的停留

和汇聚提供条件,借此可以调节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和营养的截留。 

  (三) 水体净化及水污染治理 

  城市河道中水的质量对水域生态环境有巨大的影响, 城市污水直接排入河道是对水源的重要危害, 而

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汇入河道, 也会使城市河道中的水质下降。因此, 有效截流污水的工程措施是在城市

河道改造整治过程中应予考虑的。 

  (四) 乡土植物选择与生物修复 

  建立稳定的水滨乡土植物群落并保证其自然演替不受干扰, 应成为河道改造和整治的重要内容。除剔

除危害性外来物种外, 应尽量以乡土植物为骨架建立结构稳定的滨水植物群落, 从而得到半自然、近自然

和自然形式的景观。乡土植物能体现出明确的地域特色,并对形成稳定的植物群落有重要影响。在河道改造

和整治过程中,尤其是在市郊和城乡结合部, 采用乡土植物恢复河岸生境是有效的手段。利用乡土植物适应



性强、种苗易得、成本低、养护简单的优势,可以迅速形成有效的地表覆盖, 并为植物群落的稳定和演替奠

定基础。 

  (五) 河滨空间营造及亲水景观设计 

  河岸的亲水设计是河道景观规划的重要内容。利用亲水平台和开敞的滨水空间, 不仅可以使城市居民

有机会亲水, 而且通过趣味性的设计使人们有兴趣亲水。利用河岸植被的覆盖和自然生态要素, 不仅创造

自然的生态环境, 而且满足人们享受自然的要求, 在河岸带上利用地形和地势营造植物生长、水流变化、

昆虫活动、鱼类洄游、水陆过渡等不同区域景观, 实现亲水目的。 

  三、天津城市河道改造的实践与启示 

  (一) 河道改造实践 

  1.海河带状公园建设。 

  天津从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河道改造与绿地建设实践。1983 年建成的海河带状公园是海河两岸绿化

的主体, 总面积22 万平方米,全长19.8 千米, 公园占地宽度5米～30 米不等, 是当时全国城市城区河道

治理和绿化的典范。沿岸块状绿地沿河分布, 西沽公园、金钢公园、解放南园、解放北园、人民公园、二

宫、柳林公园、天津站中心广场, 均分布于海河两岸 1000 米范围之内。人工植物群落成为城市中心区海

河两岸的绿化基调, 共有园林植物品种达 100 种, 其中乡土树种占优势。 



 

  2.二级河道改造。 

  2000 年～2004 年, 天津市共完成外环线内二级河道改造11 条,总长120 千米; 新增绿化面积220万

平方米, 增加净水面积 350 万平方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提升了城市

环境质量和文化品位。 

  3.海河综合开发。 

  天津市 2002 年提出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方案, 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 3～5 年进行基础工程和文化

设施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第二阶段用 15 年时间进行全面开发改造, 将海河建成贯穿天津城市政治、经

济、历史、文化的中心线及绿化、旅游和风景景观轴线。 

  海河分为三大段落: 上游市区段由三岔河口至外环海河大桥, 全长 20 千米, 位于中心城区, 为公共

设施、绿地、居住等综合功能区, 规划总面积 42 平方千米; 中游由外环线至二道闸 18 千米, 腹地面积



120 平方千米, 规划为海河风景旅游区; 下游段从二道闸至海河入海口 38 千米, 腹地面积 150 平方千米, 

为滨海新区范围。 

  2003 年 2 月, 海河上游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经过近 5 年的建设, 实施了水体治理, 改善了

海河水质; 完成了永乐桥至光华桥的堤岸改造; 实施了沿线 32 条总长度 45.8 公里的道路改、扩建工程; 

完成古文化街、意式风情区和玉皇阁、袁式宅邸等 59 栋历史风貌建筑的改造和整修工程; 建成音乐公园、

会师公园、天钢公园等 6 座特色公园, 新增绿化面积 80 万平方米。 

 

  (二) 经验与启示 

  1.重视河流与城市的依附关系, 强化城市特色。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 辖区内河道纵横。海河在市区穿城而过, 是天津的母亲河, 天津的城市文化和城

市规划与海河有着紧密的关系。保护、改造城市河道, 以此强化城市特色, 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也是天津

城市的优势。 



  2.科学指导, 逐渐深入。 

  开展河道改造与城市建设, 需要不断学习理论知识, 借鉴国内外经验, 使技术不断成熟。如天津在河

道改造中关于河岸护砌的问题,由最初全部衬砌, 改为两侧河床衬砌; 到外环河改造中则应用混凝土嵌草

砌块护砌, 并保留较多的自然堤岸; 再到现在的南运河改造, 采用自然式的驳岸处理, 不仅亲水,而且河

两岸绿地形成阶梯, 不仅提高了市内河道的防洪能力, 而且适应了水位变化情况。 

  3.改善城市环境, 注重生态建设。 

  (1) 市内的二级河道多为臭水河、排污河, 对其进行改造后首先改善了城市环境; 其次以河道改造带

动的城市危陋平房改造使数十万人喜迁新居, 河道沿岸近百万人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第三, 新增绿地近

300 万平方米, 数条二级河道贯通, 全长120 千米, 沿河道乘船游津城, 是继海河游览线后的又一条水上

旅游路线。 

  (2) 河道成为天津新的储备水源地。 

  (3) 天津市河滨绿地的植物丰富度较高, 接近市级大公园水平,是园林植物多样性最高的绿地类型之

一, 其中复康路河滨绿地和海河沿河绿地河东段是典型的河滨绿地, 其园林植物种数分别为37种和 46 种; 

海河带状公园 45 种,海河秋景园 68 种; 2002 年改造的月牙河河东区段达 70 种, 河北区段达 73 种。 

  4.保护与建设并重。 

  天津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在海河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中, 提出要把海河建设成

为天津的绿色廊道和遗产廊道, 既发挥海河水道、两岸绿地及开敞空间的生态作用, 又使那些历史遗迹和

有特色的传统街区, 在城市的发展中得以延续并获得新生。 

  (1) 自然资源保护。城郊结合部的自然堤岸及野生植被是海河市区段的重要保护内容。海河左岸天津

钢厂至外环线段及右岸柳林公园至外环线段, 以自然护岸及野生植被为主, 乡土树种与农田、菜田、坑塘

交错, 表现出具有天津特色的城郊结合部的村落植被特征。在海河的堤岸外侧, 坑、塘、沟、汊纵横, 水



生、湿生及野生植物生长茂密, 有野生草本植物 60 余种。这里作为城郊结合部, 将建成柳林风景区, 是

天津城市重要的楔形绿地。 

  天津市区共登记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古树名木123 株, 其中50余株分布于海河两岸, 在29 株A级古树

中有 12 株分布于海河两岸, 主要树种是国槐。另外, 在沿海河两岸的公园绿地、道路、住宅和单位院内

分布有大量杨、柳、榆、槐、臭椿、绒毛白蜡等胸径 40 厘米以上的大树, 数量在 2000 株以上。这些古树

和大树资源都已列入市园林局的重点保护范围。 

  (2) 海河两岸文化遗产保护。海河的三岔河口地区, 是天津城区的发祥地, 也是天津市区文物古迹的

集中之地。这里不仅有市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天后宫、文庙、玉皇阁、大悲院, 还有望海楼

教堂、黄莲圣母停船处、三条石铁工厂等近代建筑和天津工业发展的遗址、遗迹。这些古迹及文物均在海

河两岸 500 米范围内, 且多临海河而建。在 2003 年的海河开发建设中, 大悲院、天后宫、玉皇阁等文物

古迹得到了严格的保护。 

  坐落于旧城中心的鼓楼, 是旧城中最高的建筑, 是早年的津门名胜之一。老城厢环绕四周, 海河近在

咫尺, 是天津城的历史遗存。鼓楼于 2002 年重修后, 已建设成为天津风情与民俗街区, 深受市民和旅游

者的喜爱。 

  古文化街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全长 580 米, 是天津泥人张、风筝魏、杨柳青年画及民间剪纸等传

统工艺品和民间文化荟萃之地。仿清建筑古色古香, 商铺林立, 市井相连, 是天津独特的风情街区。 

  1840 年后, 天津被辟为商埠,出现了九国租界, 各国风格的建筑汇于一处, 使天津成为一座“万国建

筑博览会”, 而由此形成的“小洋楼文化” 也成为天津文化的一部分。天津拥有末代皇帝溥仪的寓所静园, 

梁启超饮冰室书斋, 弘一法师李叔同故居以及袁世凯、曹锟、冯国璋等人的私宅。海河两岸的名人故居有

几十处之多。在海河开发改造过程中, 即发现多处名人故居和历史风貌建筑, 如袁世凯、冯国璋旧居, 奥

匈帝国领事馆等, 一大批风貌建筑在海河开发中得以保护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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