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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滨水区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气候变化与防洪的挑战，这一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

滨水区的“韧性”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旨在探讨滨水区韧性设计的重要性，韧性提升策略围绕在城市

格局、生态廊道、滨水空间三个层面，其中对关键变量——水位响应、生态系统强化上提出滨水空间的

韧性提升的具体思路，以提高城市滨水区的适应性，使其能够在多变水位下保持功能运行，提高城市的

风险抵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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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landscape, waterfront areas have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flood control,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urban waterfront area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ilience design in wa-
terfront areas, focusing resilience strategies on three levels: urban layout,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waterfront space. Among them, resilience design strategies for waterfront spaces are pro-
posed for key variables—water level response and ecosystem strengthe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of waterfront areas and enable them to maintain functional opera-
tion under variable water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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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城市滨水区正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水位情境。在这一背景下，

为了保护和优化这些重要的城市资源，滨水区的韧性设计成为当务之急。在城市发展进程中，需要具备

应对多方位多系统发展趋势的能力，从城市文化背景出发，根据城市发展进度，因地制宜地应用韧性理

念，确保城市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可以更好地适应。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最具特点的公共开放空间，对居

民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景观的韧性设计、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滨水区的研究热点围绕增加弹性以提高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保护滨水生态系统、改善水质、增进

滨水区活力、提高公众可达性与发展水上交通等方面，具体研究包括保护与合理利用滨水岸线、引入绿

色基础设施以及强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然而，尽管这些研究方向有助于改善城市滨水区的整体环境

质量，但其并不能够完全减轻扰动产生的影响，面对气候变化尺度的扰动时，采用适应性策略可以更好

地增加系统的韧性。 
适应策略强调采取主动的方法来增强空间韧性。Vietz G J [1]主张通过在集水区尺度上解决河道退化

的原因，增加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式结合，更好地实现河流恢复的目标，以增强城市的韧性；Jun [2]等人

提出治理体系、财务规划、公众参与、可达性、生态和多样性等六个类别的城市韧性实施策略，其中强

调城市的社会和生态韧性紧密相连，缓解区域不平衡，以增进滨水区韧性设计；Rybak-Niedziolka [3]等
人强调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以在再城市化过程中为滨水公共空间和开放区域创造韧性模型。

Mikkelsen [4]等主张增加适应性设施以提升公众主动参与水平作为城市滨水区设计中的重要部分；新加坡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对水环境采取水资源调蓄、水生态复育、水安全防控和水气候调节等策略提升水环

境韧性[5]。 
国内研究多以雨洪韧性理念为支撑，将传统城市水利设施建设向韧性城市水系空间转化，多将韧性

空间与滨水景观结合，并把城市滨水景观空间视作落实水韧性的关键空间。陈东[6]主张在韧性城市建设

中，强调雨洪韧性自然联系、功能复合、动态适应的特点。赵蕾[7]以雨洪管理为支撑，研究北方寒冷地

区城市水系的规划方法，从流域、城市区域和河段这三个空间尺度入手，重点关注构建流域水系调控体

系、调整城市规划区水系空间格局以及河岸生态建设等方面的规划方式。 
在相关实践方面，2015 年的“重建设计(Rebuild by Design)”全球设计竞赛最具有代表性。项目背景

源于 2012 年受到飓风“桑迪”毁灭性影响的美国东部重建，其核心理念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创造

更具韧性、更安全、更适应未来挑战的城市环境。竞赛获奖方案主要聚焦于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韧性、

引入海绵城市概念以更有效地处理雨洪，以及采用模块化设计，充分考虑地方特色和生态系统，巧妙融

合了城市与洪水共存、动态变化空间的理念，对于未来城市规划具有指引性作用。但仍局限于具体项目

的情境，并未进行系统的思想和理论总结。因此，对城市滨水区的韧性设计仍需要深入研究。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16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晴晴，周林 
 

 

DOI: 10.12677/design.2024.91162 1342 设计 
 

2. 韧性系统主要特征 

在“韧性城市”概念提出之前，一些学者已经对韧性系统应具备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是，WILDAVSKY 在 1988 年对韧性系统的属性进行了阐述，提出韧性系统应包含六个基本特征(表
1) [8]，强调系统在遭遇扰动时的抵御和化解能力，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新的环境。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resilient systems 
表 1. 韧性系统特征① 

特征 要求 

动态平衡性(Homeostasis) 组成系统的各要素间具有紧密联系和反馈作用 

兼容性(Compatibility) 多元的系统组成要素可以削减外部扰动 

高效流动性(Highflux) 灵活地调动和及时补充系统内的资源，填补关键缺口 

扁平性(Flatness) 等级较高的系统要更具有灵活性、适应能力 

缓冲性(Buffering) 具备一定的超过自身需求的能力，具有一定的能力储备 

冗余度(Redundancy) 通过一定程度的功能重叠和富余程度来适应外部的干扰 

动态平衡性(Homeostasis) 组成系统的各要素间具有紧密联系和反馈作用 

3. 城市滨水区韧性提升原则 

3.1. 连通性 

连通性。城市水系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通过水系网络发挥生态功能。然而，城市中分散

存在的城市公园、绿地网络、次级水域廊道、湿地等生态斑块对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强调建立城市生态斑块的有机连接，共同构建综合性的城市生态网络，强化防洪屏障，以提高城

市滨水区韧性。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就是被称为“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的波士顿公园系统。

这一系统不仅通过其自身的绿化和湿地特征能够吸收、储存雨水，减缓洪水流速，而且与周边生态元素

协同作用，以提高城市的风险抵御效能[9]。 

3.2. 抗扰性 

与单纯的抗拒扰动不同，韧性城市视扰动为城市动态稳定的组成部分。城市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在面临洪水等突发性自然灾害时，城市依赖现有的防灾设施的同时，充分利用水系网络

中的湿地、滩涂、泻湖、洼地，滩地以及可淹没的林草地等资源，以有效地容纳和缓释洪水。在遭到破

坏后能够通过自身的恢复调整适应新的状态，是韧性系统需要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城市能够更加

灵活地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维持系统的稳定性。 

3.3. 冗余性 

冗余意味着有闲置的生产能力存在，来面对不确定性，从而增强系统的稳健性和适应性。创造冗余

为超量洪水提供蓄洪、滞洪空间。在城市规划中，首要考虑预留足够的泛滥区域，以储备超量洪水。在

河流洪水泛滥的空间内，需要保留充足的湿地、滩涂、泻湖、洼地，滩地以及可淹没的林草地等，以有

效地容纳和缓释洪水。 

3.4. 多样性 

多样性确保系统在某一层次受损时仍能依赖其他层次正常运行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时，通过改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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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调整结构，创造出新的运行方式，确保核心功能持续运行并且在其承载力范围之内。在滨水区生态

系统的韧性提升中，多样化的空间设计使得城市滨水区域能更好地适应水位的自然波动，以增强系统适

应性，有效降低了面对干扰时的风险。同时注重自然生态与人文结合，以满足公众对环境、文化的需求。 

4. 城市滨水区韧性提升思路 

4.1. 城市格局 

4.1.1. 构建生态网络格局 
以城市格局为宏观层面的研究基础，对城市水系结构、生态格局进行分析。通过河道、城市洪道和

人工湖等水体，建立湿地、城市公园、绿地广场等生态斑块的有机连接，使各要素相互关联，共同构建

城市生态网络，提高城市滨水区韧性。具体措施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重水系结构的自然连

通性，使水系布局与地理特征相一致，同时通过优化水体的连接，使干、支流之间形成自然流动；其次，

增强城市滨水区韧性，串联生态系统各层级构成元素；第三，提高水系与自然系统的交换效率，重点规

划水系网络与城市生态斑块之间的连接，以促进水体与自然系统的有效交换；最后，强调水系与城市开

敞空间的整体协调，强化水系网络的景观性，提升其在城市中的美感和可感知性。 

4.1.2. 强化防洪功能 
滨水区韧性在城市防洪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一个水网密布、地势低洼的国家，荷兰在与水共生

的漫长历史中成功实现了与洪水安全共存，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0]，通过密切结合空间规划与水治

理，从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场地的有机结合。此外，还进行了多层级的引导、收集、存储和排放系统

的划分从而降低超量洪水对城市的冲击，提高城市在应对雨洪灾害时的整体抗风险能力。构建城市雨洪

空间格局，提升滨水区韧性，通过划分雨水流域、识别雨洪廊道和模拟淹没区域，同时连通泛滥区域，

有效缓释洪水。 

4.2. 生态廊道 

4.2.1. 连接水系空间 
水系连通是改善水资源格局、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强调水生态环境修复，并且兼顾防

洪减灾需求，是生态修复的关键策略。对于水系廊道空间韧性提升从横竖角度阐述。在横向方面强调柔

化河道形态，以提高其自然的水动力学特性，减缓水流速度，减少水流对周边土地的冲击。建设生态护

岸，有效避免河床底部硬化，结合防洪体系建设，实现横向水力联系。竖向上则关注水系廊道内部结构

的优化和纵深发展。保持水体自然深度、合理引入生态层次、采用水质净化技术等措施，有助于提升水

系廊道的自净能力和水体保持天然状态的能力。同时增强生态斑块与水系廊道的连接度，通过河道清障

和采取符合防洪标准的措施，实现水力畅通。 

4.2.2. 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 
整合水系廊道与周边城市规划，增设横向连接通道或绿色走廊，以促进水系廊道与周边生态斑块的

有机连接。通过河道自然化改造、生态斑块小面积布置等间接方式降低廊道破碎化程度，提高其连通度，

从而建立生态功能的有机联系，保障水系廊道连续完整。 

4.3. 滨水空间 

城市滨水空间作为城市与水体的连接地带，同时受到城市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系统呈现出多样

化、复杂化。尽管滨水景观元素种类繁多，表现各异，但城市滨水景观要素总体上可划分为自然要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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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要素两大类。自然要素包括地形地貌和植被，而人工要素则包括堤岸、护坡、滨水道路和广场等。

依据与水体的距离及高度差，城市滨水空间可分为水位波动区——常规水位线及其周边区域、缓冲区—

—介于常规水位线和城市防洪标准高度之间的区域，以及过渡区——位于城市防洪标准高度以上且连接

城市的区域(表 2)。 
 
Table 2. The main components of waterfront areas 
表 2. 滨水区主要构成要素② 

所处区域 自然要素 人工要素 
水位变动区 自然地形地貌、水体、湿地水生植物、湿地生态系统 水工设施 
缓冲区 生态护坡、河岸缓冲区的林带、植被带 堤岸、游憩空间与设施 
过渡区 城市(自然)绿地及其生态系统 广场、休闲设施、滨水游步道 

 
水位变动区以自然要素为主导，呈现多样化的景观。岸际自然地形地貌，包括短期淹没和出露的消

落带，如滩涂、湿地和岛屿，在不同水位下展现不同的景观特征；其次是该区域的水生植物群落与生态

系统，为水域提供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除了为保障行洪安全而设置的水闸、堤坝等人工设

施，该区域很少存在其他人工要素。缓冲区作为防止侵蚀、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区域，通过生态护坡、

植被带和林带等自然要素的布局以及堤岸等人工要素，有效减缓水体对岸线的侵蚀，保障城市的水资源

安全。此外，因为洪水脉冲具有周期性，亲水游憩空间与设施等人工要素的增加以满足市民休闲和观景

的需求。过渡区作为连接城市与水域的纽带，具有重要的城市规划功能。这一区域通过城市(自然)绿地为

辅，滨水游步道、休闲设施等人工要素为主，强化区域的亲水特色和场所感。 

4.3.1. 对水位的设计响应 
季节性水位波动将对滨水景观空间的利用产生影响，而洪水季节的极端水位可能导致多方面的安全

隐患。通过对滨水空间进行差异化与冗余设计，使其能够结构上灵活适应新的运作方式，同时保持正常

功能，避免超越洪水风险承载力而发生淹没。考虑到河流水位的季节性波动和洪水风险，可以运用多层

次、多级阶梯式的复合断面设计，以适应水位的月运和季节节律。在滨水缓冲区，通过引入空中走廊、

可短期淹没和储水的下沉式广场、架空或悬挑式结构建筑等多样化的空间形式，以灵活应对滨水区的季

节性变化。以多伦多 Corktown 公园为例，设计通过精心规划的人工水道和多层次的地形，打造多样景观

空间，以适应河流水位季节性波动的挑战。不仅有效应对季节性洪水的不确定性，Corktown 公园还为游

客和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休闲场所，其景观空间满足市民娱乐、社交、休闲和教育等需求，

使城市滨水区在面对多变的水位时更具韧性。 

4.3.2. 强化生态系统韧性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为其提供了更强的抗扰动能力。建立韧性的滨水生态系统需遵循动、植物自然生

长的演替规律，促进形成具备自组织和自愈特性的生态系统[11]。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生态框架的建设显

得尤为关键。对于在水陆交界区域的滩涂、沙洲和湿地等可以起到蓄洪滞洪、改善水质的生态系统以保

护为主，并且合理利用原有地形与坡度，结合微地形塑造，创造多样微环境。同时设计多孔洞、多流速

变化的驳岸生境，为各类植物和动物提供理想的生存环境。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替使得滨水生

态系统更具抗干扰、自组织和自修复的能力，增强了整体生态系统的韧性[12]。 

5. 结语 

城市滨水区韧性提升着眼于以连通性、抗扰性、冗余性和多样性为其设计原则，同时构建多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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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空间韧性体系，从宏观流域构建生态网络格局和中观生态廊道空间构建，在微观滨水空间景观中，

对关键变量——水位响应、强化生态系统韧性上提出滨水空间的设计思路，以保持其功能和稳定性，提

高其整体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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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表 2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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