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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湿地公园景观的内涵 1

湿地公园景观是在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的基础上，

满足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利用湿地资源优势，

挖掘区域湿地文化，在湿地保育区以外建设的具有生态

性、艺术性以及社会文化性，适宜公众游览的以湿地为

主题的游憩空间 [1]。

2、湿地公园景观设计要素

2.1 湿地生物景观

湿地生物景观包括植物景观和生物景观。生物景观

指的是虫鱼鸟兽，由于这些动物的形态不固定，具有良

好的动态性，能够增加公园的活力。植物景观指的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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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树木，根据四季变化，这些植物形态和颜色发生变化，

从而营造不同的植物景观。比如某湿地公园有水栖和湿

地植物带、水生植物群落、芦苇、莲花等湿地植物群体。

公园还有鸟类观赏岛，公园一共有黑天鹅、野鸭等 25 种

湿地水鸟和 29 种农田鸟类。该湿地公园是在不破坏原有

的生态环境下，充分利用现有的生态环境，以保护和修

复为主打造的绿色生态湿地公园。

2.2 湿地水体景观

湿地水体景观湿地水体景观主要由水域景观、岸带

景观及近岸陆域景观 3 部分构成。水域景观主要通过水

深、流速、水质等水体性质来表现水体或静或动、或缓

或急、或碧波粼粼或汹涌澎湃的特点，形成如沼泽、池

塘、浅潭等静景以及跌泉、飞瀑、溪涧、涌泉等动景。

岸带景观是受水位、潮汐等影响形成的浅滩、沙洲和滩

涂等景观，以及不同的驳岸类型，如块石驳岸、砾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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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驳岸、沙滩岸带、植物岸带等，展示或凹或凸、或曲

或直、或虚或实、或连续或间断的线性岸带景观。近岸

陆域景观主要是指为方便游人观赏的亲水设施（如亲水

台阶、平台、栈道），组织游览路线的近岸道路景观（如

汀步、园桥）和提升湿地意境的人造景观小品等。另外，

湿地公园内大面积的水体所形成的独特小气候，可出现

云雾缭绕、潮涨潮落等现象，易形成观潮、踏雪、滑冰、

听雨、赏月、抚浪、看彩虹等可以感受自然、体验自然

的景观。

2.3 湿地人文景观

湿地人文景观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根据湿地自然

资源，发展各种人文活动。比如稻田文化、饮食文化、

休闲娱乐等，这些景观构成了湿地的人文景观。第二，

指人们在湿地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留下的古建筑、古栈

道、运河等历史印记。第三，湿地公园在建设过程中，

与文学、书法、诗歌艺术等结合起来，营造了独特人文

景观 [2]。

3、湿地公园景观设计原则

3.1 生态优先

对于湿地公园的景观设计而言，需要对湿地的景观

实现重点凸显，并且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区域自然风貌，

尽可能的使得公众体验和享受自然。因此，在对湿地公

园景观进行设计的时候，首先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生态优先实际上指的是景观设计应从湿地的蓄洪防旱、

净化污水和提供生物栖息地等生态功能出发，尊重自然

过程，合理利用乡土植物、土壤和其他自然资源，注重

生态系统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功能，尽量使设计对

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

3.2 以人为本

湿地公园当中的景观应满足人的亲水特性，提供多

种可直接欣赏水景的途径，创造足够的可参与、体验的

场所和机会，注重实现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全面感受

水的魅力，应针对湿地公园水体的不可达性和湿地植物

多以草本为主的局限性，注重营造公园空间、增加公园

景观的连接性以及适当配置乔木使游廊达到遮荫的效果。

3.3 美学原则

除了以上两点设计原则之外，在对湿地公园景观进

行设计的过程当中还要坚持美学原则，必须实现自然景

观与美学的结合。景观设计要实现虚实、动静、色彩等

方面的有机交融，将湿地的魅力充分的展现出来。湿地

公园要全面的彰显湿地水体和生物多样性的特点，营造

湿地意境，提升湿地公园的观赏价值和审美境界。

4、湿地公园建设景观设计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4.1 受体制的束缚

目前，很多湿地公园建设没有很好的解决建设和管

理体制的束缚，使得很多地方湿地公园建设中的景观设

计没有遵循设计原则，违背了湿地公园的建设初衷，“谁

投资、谁建设、谁受益”成为了湿地公园的建设机制，

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资金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的束缚，尤

其是中小城市和西部地区的湿地公园建设，湿地公园建

设的景观设计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湿

地公园景观设计的管理体制不完善，体制复杂，形成了

“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使得湿地公园建设的

景观设计没办法真正发挥其作用。

4.2 无序性

湿地公园的建设是为了保护湿地资源，促进湿地资

源能够有效发挥其自身的效益，湿地公园的建设中景观

设计布局不再是简单的建设项目。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进步，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得湿地

公园建设显现出无序性，部分地区开始着手规划湿地公

园的建设，例如山东荣成湿地公园、福建乌龙江湿地公

园等。目前也很多湿地公园失去了全国性宏观指导性规

划，致使许多湿地公园的布局不断重叠，目标规划和建

设内容持续重复，失去了区域特性。

5、湿地公园景观设计内容和方法

5.1 湿地公园体验区景观设计

湿地公园往往通过建立湿地宣教中心作为湿地科普

教育基地或青少年教育基地，宣教中心宜建于交通便利、

场地充裕且具有实际野外教学资源和特色景观区域。对

于规划范围内具有湿地景观典型性、完好性和珍稀性的

物种，可以考虑宣教点展示生物生态链，增加科普互动

性。湿地公园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可以将其

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也可以交叉布设。在景观设计中，

运用有效的手法，如地形改造、水体联通等，可以营造

出不同的湿地景观，包括浅滩、沼泽、溪流、瀑布等，

使得人们充分体验湿地独特的水体景观和文化景观，对

湿地的合理利用进行示范。例如，可以针对水体进行局

部处理，设置生态景墙，设置植物群落，可以选择不同

的驳岸形态，如自由曲线、自然力飘积形态等，形成相

应的溪流景观。如果是以人工湿地为主，可以在水体下

游的浅水区域设置稻田，通过打渔、插秧等特色活动区

域，使得游客能够体验田园生活的氛围 [3]。

5.2 湿地公园生态功能区域景观设计

由于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相对复杂多样，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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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生物种类较多，且部分湿地公园具有城市水质净化

的功能，因此必须对这类区域景观进行科学设计，使之

既能够保证湿地区域的功能性，同时有能够展示湿地公

园的景观之美。对湿地公园功能区进行景观设计时应注

意：首先，针对水质净化功能，湿地本就是城市生态系

统的重要结构，而它对于城市污水有较强的净化作用。

景观设计必须首先对湿地类型进行划分，根据湿地水流

情况进行功能构建，植物景观中要积极选择净化作用较

好的湿地植物。比如芦苇以及香蒲等，将其种植在水体

近岸区可以形成非常美观的景致，还要搭配一些具有景

观观赏价值的廊道与桥梁结构，针对湿地进行平面布局

时选用肾脏形可以很好地提升其净化效果。另外，如果

想要提升湿地净化效果就要尽量优化湿地植物生长收割

的效率，在景观植物的选择中也要进行这方面的考虑。

其次，可以对湿地景观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体现，湿地本

来就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生物种类较多，

且很多都有较强的观赏价值，景观设计中要积极进行多

种生物的配置，这样既能够提升湿地公园的美感，也能

够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的和谐效果。另外，还应该将一些

浮水植物纳入景观植物体系中来，这样既能够对湿地水

体进行景观丰富，同时还能够对水体环境进行调整。设

计中要科学设置一些人工巢箱，将其放置在水体中当中

的一些岛屿当中，对水生植物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控制。

吸引鸟类在这里觅食和栖息，充分展现动物群体群居行

为，使湿地景观变得更具有独特性。人们还可以对湿地

动物景观进行近距离的观赏，把一种空山幽静的意境营

造出来 [4]。

5.3 湿地公园服务管理区景观设计

湿地服务管理区主要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休息娱乐的

场所，根据人们的需求进行设置，且可以烘托出湿地公

园的自然景观，便于人们组织游览路线，在游玩中欣赏

湿地建筑物、景观小品等硬质景观，硬质景观主要包括

栈道、游廊、园桥、水榭亭台、观景亭等。一般我们将

其分为三类：第一，点景景观，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当地

的文化传承和湿地内涵，营造一个充满湿地意境的水上

公园，发挥了湿地的独特功能，提升了湿地公园的观赏

价值和人们的游玩乐趣。如将远古农耕文化中的水井等

多元农耕设施及插秧、打渔等生产方式表现出来。第二，

静态景观，是为了满足人们休息及静态欣赏湿地公园景

色的需要，静态景观是湿地公园的总体框架，是公园构

图的艺术主体和中心，往往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通过

采取对景、借景等手法烘托水榭亭台、亲水台阶、栈道

的美丽，丰富了湿地公园内的静态景观，彰显了静态景

观的魅力。第三，动态景观，是为了实现动态赏景和人

们游览路线的需要，并对公园内动态景观进行空间合理

配置，实现俯景、仰景、远景的有机交融，达到一步一

景的观赏境界。

6、结束语

总之，湿地公园景观设计作为景观设计的一部分，

在城市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其实现了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在

整个景观学各类设计中，是复杂、综合、具有挑战性的一

门。它是多学科、多方面问题的体现，城市湿地公园景观

环境设计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增强人与自然的可达性和亲

密性，最终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健康而完美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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