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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design of urban riv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system.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s and landscape design idea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function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sign or transformation of rive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China, many cities have planned waterfront development areas. However, 
the current urban rivers in China are seriously polluted; the primary environment is destroyed; 
and the water bodies lose their self-purification ability,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image of the city, 
but also threatens the health of the citizens. Therefore,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
tal design of urban rive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iver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proposes related theori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iver to achieve ecosystem st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landscape. With the in-
creasing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ople’s demand for landscape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How to integrate humanistic concepts into design on the basis of ecology is also wor-
thy of our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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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河道的生态设计是城市景观规划设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融入生态的理念和景观

设计的思想对河道的设计或改造具有深刻的影响。我国的城市高速的发展，众多城市都规划了滨水发开

区，但是我国目前的城市河流污染严重，原生环境破坏程度大，水体失去了自净能力，不仅影响着城市

的形象，同时威胁着市民的健康，所以我们要重视城市河道的环境设计规划。本文是从生态景观的角度

来讨论河道景观的构成，提出相关理论，为河道达到生态系统稳定、提高景观价值提供理论基础。同时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增加，也对景观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在生态的基础上将人文理念融入

到设计中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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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流，是生命赖以生存的源泉，是水空间的存在形式，是交通运输、农业、商业发展的载体[1] [2]。
河流创造的环境，掀开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画卷，早期先人选择居住点时，一般均靠近河流湖泊，这不仅

是因为水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依水而居，是人类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纵观世界著名的城市，都是依托着河流而发展起来的，在江河文化的滋养下，孕育出悠久的历史文

化。城市河流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城市与河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合理科学的规划开

发城市河道及滨水区，不仅可以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显著地提升城市的形象和知名度[3]。 
目前，在我国针对城市河道的生态设计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善河流的环境，由于我国近几十年经济的

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4]，大量污浊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垃圾等被偷放到城市

河流中，河流的自净能力和排污能力也在逐步下降，城市地表水的水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不

仅关乎着城市的形象，同时对市民的健康也造成了危害。随着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逐步重视，在各地的河

道和滨河区的治理及规划中，越来越重视河流的生态作用，在河流的设计或改造中，将生态与水利相结

合，不仅注重工程实施当中对原生环境的保护，而且对河道环境的后期治理也加强了重视[5]。我们从很

多河道设计案例中可以看出来，目前的规划设计中，不仅仅是以工程角度出发，同时也在设计中融入了

美学、人文学及生态学的理念。比如污水再利用；加强城市水源之间的联系，增强了河流水源的活性；

清理河流垃圾，优化沿岸环境；扩大河道周边植物的种植，恢复和到周边的原生环境；增加公共设施，

打造优秀的公共环境等[6]。城市河道的景观规划，不仅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做着贡献，同时也是为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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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治病”。本文从生态恢复系统层面考虑和讨论，河道景观的设计及改造的相关问题，营造河道健

康的生态可持续系统，提高各元素的抵抗能力和整个系统的恢复能力，最后讨论如何融入地域文化和人

文特色。综合提出的相关理论，为进一步的实践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2. 城市河道类型 

城市河道的类型是根据城市的发展所需而慢慢形成的。依据河道的形成因素，将河道归位两类，即

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自然型河道是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人工型河道是人工干预建造的，现在城市中

的河道大多是人工河道。根据河道的功能，河道分为过境河道、航运河道、护城河道及引水排洪河道(表
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rivers 
表 1. 城市河道的分类 

分类 流量 作用功能 

过境河河道 大、中 与其他人工渠道连通并形成水网，满足大体量的城市取水、排水，带动城市的经济和交通， 
形成滨水景观环境 

航运河河道 大、中 提供城市对外贸易的交通运输，带动城市经济，分担城市排洪排涝 

护城河河道 中、小 提供城市排水功能，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 

引水排洪河道 中、小 满足城市用水、排水，提供休闲娱乐的滨水环境，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形象 

3. 城市河道景观规划布局 

3.1. 总体性原则 

总体性原则包括前期的实地勘测调，详细记录河道的宽度、水位情况，以及河流原生的环境情况，

如周围的建筑、植物种类及植物组团情况。还要了解城市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等。在进行了前期的总

体调研后，依据城市规划的整体概念，根据河道外部环境特征，设计河道环境的主题，可以每个流域定

义一个规划的主题，要突出重点。主题的选择方向可以是河流本身的文化，也可以是河道外空间的特点

或历史文化。突出了重点，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2. 地域性设计原则 

地域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地域文化是在特殊的自然地质背景下，孕育了不同

的人文特点，在常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现在对于城市河道景观设计，存在着高

度雷同的现象，因此设计不仅要考虑工程建设，还要重视城市的文化背景，尽可能保持每个地域的原有

形态，将地域文化融入到设计中，这样城市河道景观才有了“魂”，才能更好展现城市的文化特点。 

3.3. 生态性设计原则 

在地球上，无论何种生物都无法孤立存活，生物体与周边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存在着庞杂的

关联性，生物对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干扰，人类的活动，为了达成所需，就会对我

们赖以生存的自然，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自然出现了生态不平衡。随着人类对环境总是程度的提

高，设计要考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保护河道河流通畅，保证河道及周边各种生物正常生存、保证生物

的多样性。因此在河道景观设计中，要减少对河道自然景观的破坏，保持良好的水循环，减少排放等污

染问题，只有实现了河道的生态平衡与功能性双重因素，才能让河道更好的服务城市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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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域设计 

4.1. 驳岸设计 

4.1.1. 自然原型护岸 
自然原型护岸，就是还原河道原生态的特征，抗洪能力相对差一些。做法通常在河道周边铺上细砂

和卵石，种植一些耐水植物，比如香蒲，芦苇等。 

4.1.2. 人工自然型护岸 
人工自然护岸是在自然原型护岸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天然石材，木材等材料，进行护底，以增强

护岸的抗洪能力。如在坡底用木桩、石笼、或混凝土建筑土堤，然后再斜坡上种植乔灌木，利用其根系

的固土作用，增强护岸的稳定性。人工自然型护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护岸做成缓坡式、台阶式、

后退式或将各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的基础上，确保抗洪能力。 

4.1.3. 工程式护岸 
工程式护岸主要考虑其功能性，直落式的护岸与水面产生了高度的落差，在亲水性和景观性都存在

着很多缺点，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或者水位变化较大，这种工程式的护岸是值得考虑的，但是

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对护岸进行阶梯式的布置(如图 1)。 
 

 
图片源自网络。 

Figure 1. The form of revetment 
图 1. 驳岸的形式 

4.2. 亲水设施设计 

亲水设施类型多样，是从陆地延伸至水面的活动场所，包括亲水平台，亲水踏步，亲水草坪，亲水

栈桥，亲水驳岸以及停泊码头等。亲水平台，依据其功能，是钓鱼，戏水，娱乐等活动的场所，多为圆

形、扇形或方形等，其高度是根据河道环境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的。亲水踏步是阶梯式的踏步，整体成缓

坡状，是根据水位的变化而设计的阶梯，给人们提供亲水的机会，踏步宽度一半设置为 0.3~1.2 m 不等，

也可作为垂钓、观赏的场所。亲水草坪是软质景观，是可供人们散步、垂钓、戏水等活动的场所。亲水

栈桥是引导型设施，将人们引导至水面上，来体验不同的景观感受。亲水驳岸主要功能是防护作用，水

岸线一般用天然石材高低错落并自然的散置与岸边，与周边景观和谐自然的融为一体。停泊码头，具有

交通运输的功能，对于废置的码头，可将其进行改造，成为游船码头或者亲水平台，为人们提供休闲娱

乐的场所(如图 2)。 

4.3. 绿化设计 

河道外部空间的植物是构成整体环境的重要因素，不仅要考虑植物本身的特点，还要考虑土壤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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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及植物对环境的影响。河道周边的植物塑造的绿色空间，不仅具有丰富河道物种多样性的特点，而

且营造的景观感受，相对于其他绿地更具有亲水性和舒适性。河道水域植物，多数具有净化水质及分解

重金属的作用。护岸为坡岸时，种植植物需选用耐水湿、扎根力强的植物，可多选用乔木及灌木，强大

的根系可以抑制暴雨径流对驳岸形成的冲刷。护岸为堤岸时，常采用垂直绿化形式，在视觉上具有空间

连续性，并需要控制种植密度，同时也要考虑景观性。植物的种植需要考虑整体的空间感和层次感，不

能选用单一的树种，要考虑景观的丰富性，做到步移景异，四季有景。也要注意色彩的变化，来突出水

体的自然美。 
 

 
图片源自网络。 

Figure 2. Hydrophilic facility 
图 2. 亲水设施 

4.4. 硬质景观设计 

硬质景观包括滨水广场、滨水建筑、硬质铺装、景观小品，环境设施等。滨水广场是滨水去的主要

景观节点，具有娱乐和观赏等功能，面积依城市实际情况而定，进深可以从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在广

场上配置路灯、树池花池、座椅等公共设施[7]。滨水建筑根据其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功能，可以是管

理用房，可以是商业用房，也可以是为游人提供歇息娱乐的场所，但无论是什么功能的建筑，其外观都

要与整体滨水环境相一致[8]。硬质铺装，主要是广场、亲水平台等各种设置的路面铺设，根据不同的材

料和图案，可以营造不同的风格感受，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来铺设不同材质的铺装。比如在滨水广场上

不宜大面积的采用抛光的面料，会产生眩光的现象，解决这种现象的方案就是可以换成经过打磨处理的

花岗岩[9]。景观小品是展示人文特征的载体，可以传达人与环境的情感交流，丰富景观的层次感，可以

更好的体现景观的主题。环境设施是在其他设施的基础上做相应的补充，完善其他设施的功能性，为游

人提供更好的体验感，同时丰富整体的景观。 

5. 国内外代表项目研究分析与评述 

5.1. 喀山市卡班湖群水区 

喀山卡班湖的总体规划，是以水为主线，联系了伏尔加河和喀山卡河，以“弹性带”作为主要设计

理念，挖掘历史遗迹与文化地标，将卡班湖上游、中游、下游联系成整体，打造成一个连续的景观网络

系统。让这条自然生态的水廊融入到城市文化、生态、生活、社会等方方面面中，将延续当地人关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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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和梦想的记忆，同时在不断的发展中，让人们与自然也产生联系。 
在卡班湖河道的规划设计中，不仅注重景观的体现，同时也注重雨洪问题的解决，根据不同洪水期

与枯水期的水位情况，让雨洪设施发挥着海绵体的作用，根据水量的大小进行吸收和释放，可以控制着

水的全部和部分流动，从而调节喀山市防洪问题和水生态环境。 
河道周边的滨水区域，是开放式的，包容性的公共空间，通过不同的景观手法，打造为不同形式的

景观节点，吸引游人到此游览。 
卡班湖这条生态“弹性带”不仅将灰色的基础设施转化成了绿色的基础设施，使城市恢复自然活力，

而且还将引领城市未来的发展，将指引城市走向传奇(如图 3)。 
 

 
图片源自网络。 

Figure 3. Kaban Lake landscape 
图 3. 卡班湖景观带 

5.2. 迁安市三里河生态廊道 

三里河是迁安的母亲河，孕育了迁安市的地域历史文化，以及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迁安人的成长记忆。

历史上的三里河因受滦河地下水的补给，水量充沛，水质清澈见底，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长，

三里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量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入三里河，使得昔日的母亲河变成了一条排污

沟。 
如何通过河道规划设计的方式，恢复三里河昔日的景象，是设计的重点。在设计中恢复河道的弹性，

与洪水为友，拆除了渠化河道，对排污系统进行截流，并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设施，将河道转变为多水

道，蜿蜒曲折，深浅不一的自然河道，根据功能和景观要求，在河岸增加了浅水区和湿地景观，并将河

岸设置了不同的类型，包括突沿区、水溅区、河畔区等微环境，利用自然的生物群落与植物群落的自净

功能，恢复改良污染的土壤及水质。通过对自然生态的恢复，达到往日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护岸景观结构。 
生态护岸包括滨水带，疏林草地等。在滨水带，植物以点状，带状，块状的形式种植于河道两侧的

滨水地带，为美化河道，丰富河道景观，稳固河堤发挥作用，可以种植一些乡土植物，如垂柳，绦柳，

芦苇，香蒲，荷花，睡莲等植物。在疏林草地区域，可以以冠幅大的乔木为主，如银杏，云杉，枫杨，

国槐等，草地要选长势较好的乡土植物，如狼尾草和菊属。乔木种植密度不宜大。 
对于三里河景观的设计，挖掘迁安造纸的悠久历史，迁安有“北方纸乡”的美称，以折纸艺术为主

题，设计了“折纸艺术”生态廊道，为全市提供全面的生态系统服务，是具有教育意义和艺术体验的场

所。 
三里河道的改造设计，让三里河重新恢复了昔日的景象，让迁安的市民想起了小时候家门口可以

捞鱼戏水的小河，三里河承载了迁安历史的变迁，同时也充满生机的带领迁安走向蓬勃发展的状态(如
图 4)。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0.93030


刘洋洋 

 

 

DOI: 10.12677/ije.2020.93030 244 世界生态学 
 

 
图片源自网络。 

Figure 4. Qian’an Sanlihe River ecological corridor 
图 4. 迁安三里河景观 

6. 结论与展望 

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忽略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大规

模的，持续的人类活动干扰，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资源、经济、环境不能互相协调发展，

环境的恶化，影响到人类的正常需求。 
本文从生态景观恢复角度着重对河道的设计规划进行分析，控制人为的干扰，优化生态系统的改造，

营造师法自然地意境，从而使内部要素互相关联、互相制约、互相推动，使得内部环境协调发展。本文

主旨不仅仅局限于为城市乃至人类提供优良的休闲生活环境，也是对于环境安全的防患于未然，在未来

对河道的改造或规划设计中，将生态、人文的理念融入道设计中，给后期的管理减少经济及治理的压力。 
我们必须坚持生态的理念，使用生态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方方面面的细节集

成在一起，才能营造更美好的生存环境，才能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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