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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滨水景观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河道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以布曲河为例，总结分析其现状问题，结合布曲河的特点，从布曲河的生态系统修复和景观功能修补两

个角度出发，探索出一种可持续的城市河流滨水景观更新方式，希望这种更新方式能够对当前的城市河

流景观更新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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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waterfront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landscape, but with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river has been seriously damaged. Taking Buqu 
Rive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ts current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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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Buqu River, and explored a sustainable urban river waterfront landscape re-
newal method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landscape function repair 
of Buqu River, hoping that this renewal method could inspire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urban river landscape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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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在近几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深入的当下，自然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以贯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 [2]。 
当前，城市滨水空间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滨水空间在

很多方面都还存在问题，例如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不完善的景观功能等，这些问题都亟须解决 [3]。2017
年，住建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城市滨水空间的生态修复和

建设，改善城市滨水区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 [4]。 
布曲河作为比如县重要城市河流，曾经是比如县的一条天然河流，河水潺潺，自然风光秀美。然而，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布曲河被规划到城市建设范围内，河流两岸过度建设，河道逐渐硬质渠化，河道

空间与城市割裂严重，景观功能不完善，生态问题突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河流一样，布曲河正处

于滨水景观更新转型的转折点，在滨水空间的建设上，需要进一步加强河道生态修复和景观功能的完善，

坚定不移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城市滨水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城市河流滨水景观更新相关研究 

2.1. 城市河流的功能 

2.1.1. 防洪功能 
城市河流承担着防洪的重要任务。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用地的硬化范围不断扩大，地表的渗透能力

降低，雨水不能直接渗入地下，造成城市积水，容易引发洪水灾害。城市河流的防洪功能通过对雨水的

拦截、减缓和储存，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同时还能为下游大型河流减少防洪压力，起到保护城市

和居民安全的作用。 

2.1.2. 生态功能 
城市内的河流是水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交接处，具有两栖性特点，是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稳

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多种功能。城市河流是生物的栖息地，维持生态结构的平衡稳定 [5]；城市

河流在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中充当着廊道的作用，是物质、能量和生物流动的通道，同时还对城市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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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着涵养和补给的作用，并能够自净化和自调节水质。城市河流的护岸部分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能

促进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还能调节小气候与净化空气，为居民提供休闲的空间。治理城市内河道时，必

须兼顾各种功能需求，才能真正恢复河道生态平衡。保护城市河流生态环境对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1.3. 景观功能 
河流景观在城市景观中具有重要地位。河流景观不仅是狭义的河流周边区域，还是广义的河流系统，

如河流滨水景观、人文景观等。河流景观为城市景观增添了自然元素，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在河流

景观的更新设计中，需要考虑地理、自然、历史、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等因素，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

实现其更新和恢复，以实现其生态和环境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河流景观应成为城市景观生态系统和

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居民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和内涵的体现。 

2.2. 城市河流滨水景观要素 

2.2.1. 自然景观要素 
城市河流景观的自然要素包括水体、水文地貌、水生植被、水生动物和水生微生物等。水体是城市

河流景观最基本的自然要素，它是支撑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也是构成滨水景观的核心要素。水文地貌

是指河流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地形、地貌、地质、土壤等方面，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功能

和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水生植被、水生动物和水生微生物是水生生态系统中的三大组成部分，它们

相互作用、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了城市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是城市河流景观中不可或缺

的自然要素。 

2.2.2. 人工景观要素 
城市河流景观的人工要素包括水岸带设计、人工堤防、水上公园、人工湖泊和水上运动设施等。水

岸带设计可以提供观赏河景和亲水体验的设施，人工堤防保障防洪安全，同时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水上

公园提供娱乐休闲等多种功能，人工堰坝可以改善河流水质并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水上运动设施可以满

足人们的运动需求。这些人工要素可以丰富城市河流景观的内涵，提供更多娱乐休闲场所，同时改善城

市河流的生态环境。 

2.2.3. 人文景观要素 
城市河流的滨水景观不仅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反映出城市的人文历史，还是文化活动的重

要场所。城市河流的滨水景观通常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反映出城市的人文历史 [6]。 

3. 比如县布曲河现状 

3.1. 概况 

布曲河是中国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境内的一条重要城市河流属于高原河流。它发源于比如县北

部山区，流经比如县城区，最终注入怒江。布曲河水源主要为高山冰雪融水和自然降水，布曲河长度约

为 42.5 公里，流经主城区的长度为 1.2 公里，是当地重要的水资源和风景资源，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地居民的重要休闲娱乐场所。 

3.2. 现状问题 

3.2.1. 生态格局网络不完善 
布曲河作为比如县城区的重要河流，区段连通性欠佳，未能与比如县当地的自然山水格局呼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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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布曲河河流廊道穿过市区但是未能将城市绿地斑块链接，场地周围分散着街旁绿地、市政绿化、

活动广场等，呈现出碎片化的现象。 

3.2.2. 河流水文环境条件较差 
1) 水污染 
城市生活污水是布曲河的主要污染源。布曲河流经比如县产业、居住、商业等多种功能板块，人流

量大，人类活动密集，生活污水排放管控较为困难。 
2) 河道渠化 
布曲河河道为渠化河道，硬质化程度高，河道截弯取直，改变了河流的自然形态，破坏了动植物的

生存环境，加速了布曲河生态系统的瓦解，极易诱发次生灾害。硬质驳岸虽然起到稳定堤岸、快速排洪、

防洪的作用，但是不能够很好地留住水源，这就导致了河流的水量调节能力变差，河流的水量随着降雨

的变化而变化；混凝土硬质河道也阻碍了水域和陆域之间的联系，使得土壤与水体之间的无法进行物质

和能量交换，导致布曲河生境的异质性降低，使布曲河生态系统无法充分发挥自净能力，影响了河流滨

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 

3.2.3. 与周边联系性较差 
布曲河滨水空间与周边城市开放空间的联系性较差，忽视了公园城市的建设。并且河流自然环境与

城市脱节，没有按照周边居民的需求进行亲水景观规划，使得人们忽视了布曲河的存在，无法进行亲水

活动，降低了布曲河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 [7]，同时还割裂了城市，成为城市裂痕。 

3.2.4. 城市滨水形象不突出 
1) 滨水活力欠缺 
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导致了布曲河滨水空间共享性的破坏。特别是在城区附近，由于亲水空间的不

足，居民未能有效利用滨水资源，因此滨水空间的公共性并未被充分发挥。 
2) 缺少文化特色 
布曲河现状景观节点与比如县本土文化关联性不强，由于布曲河滨水空间与城市缺少链接，滨水景

观没有挖掘并运用本土文化元素(例如：藏族文化、虫草文化、藏族艺术等)，文化彰显不足。 

4. 布曲河滨水景观设计策略 

4.1. 构建布曲河生态格局 

4.1.1. 构建绿色网络 
将布曲河水系串联周围绿色斑块与城市绿地系统结合起来，形成连续的生态廊道，实现生态系统的

连通性。这样构建的绿色网络系统将有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从

而从整体上改善城市景观，强化城市用地、河流水系与城市绿色空间的联系 [7]。 

4.1.2. 开拓生态节点 
可以采用多种景观设计手法和生态修复措施。特别是在布曲河和周围的城市废弃地、荒地等进行改

造设计，使其成为布曲河的生态节点。 

4.2. 恢复布曲河生态系统 

4.2.1. 驳岸生态改造 
在保障布曲河城市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不同位置的河流防洪需求，设计多种形态的生态驳岸。

河段驳岸样式主要有木桩抛石驳岸、阶梯石笼驳岸、阶梯干砌石墙驳岸、生态砌块挡墙驳岸四种驳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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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8]，根据需求分布，驳岸形态丰富，造价低，且多采用木材、石材等自然材料，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 

4.2.2. 河床生态化改造 
恢复布曲河的生态系统的重点是对河床进行生态化改造。改造河床可以增加水体流动的多样性，为

河道系统内的生物提供更好的栖息和繁衍场所以提高生物多样性。 
拆除有混凝土河床的部分，从而使河床具有良好透水性，保障河水与地下水之间的双向循环和物质

能量交换，营造生态滨水景观环境。 

4.2.3. 深潭浅滩序列 
创建深潭浅滩序列是指在河流的设计中，通过逐渐变化的深度和水流速度来模拟河流的自然形态，

使河流的水流更加顺畅，从而提高河流的生态和景观效益。这种序列可以使河流的水流速度从快到慢，

从浅到深，形成一系列的深潭和浅滩，使水流得以停留和流动，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增加河道的景观层

次，同时也可以改善河流的生态环境，促进水生动植物的繁衍生息 [9]。 

4.2.4. 植被选择 
在布曲河滨水景观更新设计中，基于生态修复的角度选择植物要考虑到植物的生态适应性为主、同

时也要考虑景观效果和维护成本等因素。首先要考虑多选择具有良好生态适应性的本土植物，能够适应

比如县地区的高原气候和土壤条件，具有较强的耐盐碱、耐涝和耐污染能力，能够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

要作用。 

4.3. 更新优化城市空间 

4.3.1. 完善交通系统 
1) 滨水动态交通组织 
首先，在路网规划上考虑到交通流量的分布和滨水区域的地形地貌等特点，合理规划交通路线和节

点，确保交通线路的畅通性和流畅性。其次，在道路设计上充分考虑游人对慢行交通系统的需求，设置

合适的车道，以确保道路安全和交通效率。 
2) 滨水静态交通组织 
滨水静态交通服务于动态交通。一方面，在滨水静态交通的组织中考虑到布曲河沿岸的功能需求，

如停车、休息、娱乐等，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滨水景观的保护和景观的美化。因此，在滨水静态交通的

组织中，在合理地段设置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采取合理的停车布局，合理规划停车空间的

尺度和位置。 

4.3.2. 优化节点空间 
优化空间节点可以提高滨水空间的利用率和吸引力，增加人们对该区域的亲近感和参与度。可以通

过改造河道驳岸增加亲水步道、滨水景观节点等多样化的场所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在布曲河流域的

空闲地设计娱乐休闲广场、滨水观景台、供小孩游玩的游乐设施等。还可通过设置各种公共设施和服务

设施来提高空间节点的便利性和舒适性，例如公共厕所、遮雨棚、座椅等。最后，在优化空间节点的同

时，也注重与周边的城市环境的协调与融合，营造出更加和谐、舒适的滨水空间。 

4.4. 凸显城市形象特色 

4.4.1. 补位缺失功能 
在城市滨水景观更新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现有滨水空间的不足之处，以便通过更新来优化和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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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功能。 
1) 补位教育功能 
通过在景观中引入生态教育元素，例如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宣传栏、透水混凝土结构、雨水花园等，

可以提高公众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公众参与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 补位社交功能 
建立社交节点，增加活动空间，例如设置休息区、表演舞台、露天剧场等；加强景观设计，例如采

用自然材料、人性化布局、景观灯光等，营造宜人的环境氛围。此外，城市滨水景观更新还可以引入活

动策划和管理机构，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提高社交互动的频率和质量。通过这些方法，可以让城

市滨水景观成为社交的中心，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 

4.4.2. 地域文化呈现 
为了呈现比如县地域文化，可以采取多种手段。首先可以考虑在景观设计中融入藏族传统文化元素，

打造具有藏族特色的滨水景观，让娱乐休闲与文化传播共同成为布曲河景观空间的基本功能。还可以在

景观中设置展示历史文化的标识、介绍牌等，让游客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比如县的历史文化。 

5. 结语 

城市滨水景观空间的更新不仅是一个空间问题，也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对比如县布曲河的景观

更新研究是基于其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制定具体更新策略。构建布曲河生态格局，

恢复布曲河生态系统，更新优化城市空间，凸显城市形象特色，四项措施大大提高布曲河滨水空间的使

用效率与生态价值，解决城市发展与布曲河开发建设存在的矛盾，通过重新利用滨水空间自身所具有的

优质自然本底，弥补布曲河流域缺失的河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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