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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湿地下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及实践探索 
夏磊华 

广东东软学院  广东佛山  528000 

摘  要：目前，我国的住房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时期的工业经济，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居民对于住房的

需求也从原来的居住配套逐渐转向居住环境，生态健康的居住是居民购买住房的首要考虑因素之一，房地产商为了顺应民众的“亲水”习

惯，在此基础上，参考了外国的“水景”发展思想，将其引进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功能湿地下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从丰水的东南沿海到水

资源相对匮乏的内陆地区，从经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迅速蔓延开来。基于此，本文将对功能湿地下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及实践进行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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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规的园林水景往往片面地追求视觉效应与设计，大量的人造

湖多以刚性基底、混凝土驳岸为主，缺乏水草资源，以活水或地下

水作为景观水来源，忽略了对水环境的质量控制，致使水环境形成

了一个封闭式体系，丧失了自身的净化功能。运营后期往往会出现

没有人打理或者是缺乏资金，造成水体干涸，闲置的情况。但是，

在功能湿地下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中，可以尽可能地对水资源进行

节约、回收、再利用，从而提升水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污水排放，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从而达到水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目

的。 

1 湿地功能概述 

湿地是由自然或人工形成的、永久性或临时性的沼泽、泥炭地

及含淡水或咸水的海水区所形成的，它不仅是全球最为丰富的生态

系统，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场所。湿地和森林、海洋被认

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种生态系统。湿地对颗粒物的沉降、污染物

的降解和养分的转化起着重要的过滤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

湿地具有调节水资源供给、改善洪涝干旱、释放和固定碳排放等作

用，是一种源“汇”“转换器”，同时也是一种对地球生态系统起到

稳定作用的“稳定剂”作用，对理解地球生态系统演变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功能湿地隶属于人工湿地，是基于“人工湿地”的生态

理念，将人工湿地建设、以中水为代表的水循环利用等多种技术相

结合，从而形成的一种可持续的湿地体系，具有城市给排水、蓄水、

蓄水等功能，并满足功能集成的需求，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1]。利

用功能性湿地构建生态型居住区水环境，即可实现对传统水系房屋

的最优配置，又可节约淡水资源，促进区域水循环。 

2 功能湿地下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原则 

2.1 协调统一原则 

在构建生态社区水环境的过程中，要将其融入城镇发展之中，

使其与城镇的环境特点和总体面貌相一致。由于各地的历史、地理

条件不同，有些城镇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等特点，将其

充分利用并融合，形成了城镇生态居住区的独特水环境，同时也是

城镇开展生态文化旅游业的机会[2]。在景观设计中，要立足于湿地

的区域特点，展现其自然面貌，使环境与景观相协调，在形态与色

彩上也要体现出和谐的原则，让人有更为直接的感觉。 

2.2 生态第一原则 

现代城市在发展的同时，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

坏，而建立生态社区水环境是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之

一，所以，在景观设计中，要遵循生态优先的基本原则。在生态社

区水环境的建设过程中，不能破坏原有的自然环境和地形，要尊重

其原有的生态特点，并对原有的植物和地形进行有效的利用和修复
[3]。在此过程中，要掌握好整个生态社区水环境与部分区域之间的

和谐关系，注意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人造

建筑，保持湿地的原始面貌。 

2.3 外形美观原则 

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以改善城市生态、满足居民的休闲生活需

求为首要目标，在进行水环境建设时，同样要与现代都市居民的心

理需要和美学需求相一致，将生态社区水环境的美学与个性表现出

来，在植物配置、建筑色彩以及空间布置上，都要提高其艺术与美

学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构建生态社区水环境的过程中，要对周围

的环境进行有效的利用，以景观来引起人们身体、精神、情绪的共

振，从而营造出具有更多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的生态社区。 

3 功能湿地下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要点 

3.1 保证功能一体化 

“功能性整合”的设计架构，即以功能性湿地体系的生态架构

作为生态社区水环境的设计架构。在对该地区原有生态环境进行剖

析与整理的同时，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与综合，并根据该

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结构，对该地区各类土地进行合理的空间分

布，从而形成了该地区的湿地体系。通过对该系统进行综合利用，

将活水和地下水从再生水、雨水和河水中分离出来，从而达到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当居民区生活废水经中水回收后，

多余的水分可成为功能性湿地的稳定水分来源，并可满足其对水资

源的要求，是功能性湿地的保障水分来源[4]。降雨是功能性湿地的

一个重要补给来源，可在全小区尺度上利用柔性降雨景观系统进行

降雨补给；而区域水系（如河流、湖泊）的导入，则可以更好地保

持小区水系的连续性，并对区域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3.2 进行中水回用设计 

中水回用景观设计是当今城市住区中具有节水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新课题，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型生态修复技术，中水是

将城市生活中产生的废水，通过合理的回用技术，可以作为地面清

洁、绿化、厕所冲洗、灭火等非直接与居民生活环境相关联的生活

用水，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础。以人口为 60 万

的闽南地区为例，土地面积 100 公顷左右，根据《厦门市城市生活

用水定额》，按照用水定额和排水定额计算，每日总用水量在 9600m

³左右，经处理后可再生的中水大约 7440m³，用于冲洗厕所、浇灌、

喷涂道路等不直接使用的用水大约 3600m³，所需的中水大约为

50%，节省了自来水，再进行回收，每日可将有 3800m³左右的再生

水排放到沼泽或地下水库进行储备[5]。针对目前中水处置工程与结

构在规划设计中往往忽略了其形态美学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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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中水处置工程与结构有机融合，强化其生态属性与自然美感，

并通过绿地与透水铺装等方式实现其形态营造，从而克服了以往中

水处置工程所带来的环境不协调。 

3.3.对雨洪循环体系进行设计 

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建设的规模和开发强度的增加，传

统的单一的、工程化的、以管网为基础的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已经

偏离了生态化的发展方向。LID 设计是一种以自然景观为基础的水

资源利用方式。它将地点自然水文条件、雨水自然循环过程作为基

础，利用分散的规划和设计出一系列的软质雨水景观设施，从而建

立起一个绿色的、植物型的雨水管理网络，从而达到对地点的雨水

水量进行管理的目的。“低效”发展主张在“降雨产汇流源：或临

近汇流源和汇流源处”和“降雨产汇流道”上设置一批小型绿地型

降雨生态景观设施。通过湿地系统对雨水进行吸收，渗透，过滤和

储存。在此基础上，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充分发挥滞洪的生态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将城市道路、屋顶等地面上的雨水集中到一个地下

储存池中，以实现对城市排水设施的充分利用，从而降低城市排水

对城市排水的依赖性[6]。经过净化的雨水将被用来浇灌围绕着每一

个水库的公园。地表 300mm 的湖泊水被输入到地下蓄水池中，在

进行紫外光处理后，再由压力泵输送到灌溉系统中。而整个新区将

水库、湿地和沉积盆地串联在一起，从而实现生态系统均衡。这种

与湿地相结合的设计方法，既可以让居住区域的水环境可以形成一

个内在动态循环，又可以减少市政设施负担。 

4 功能湿地下生态社区水环境建设实践 

4.1 建设生态走廊 

某生态走廊以改善水体质量、维护多元生态环境、创造宜人的

人文景观为目的，对原有的工农业用地进行了改造。在该项目中，

SWA 园林设计事务所将原本直线平整的地块转变为波纹状，并将

雨水处理系统、生物滤池、片流、雨水花园、蓄水/留存池等多种水

处理方式结合在一起。此外，该工程还使用了一套生态网状的沼泽

净化体系，使较小的水槽水流进入一个更为规律的循环系统。而漂

浮在水面上的生物阵列，则是一种生活在遥远和与世隔绝中的动物

的家园。连绵 3.3km 的生态廊道，包括 9 个区域，与周围的各种用

地和各个层面的公共空间相连接；通过湿地、水生植物护岸、生物

沟渠、生态池塘和消落带等手段来达到对水体进行净化和提高水体

渗透率的目的，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本项目

创新性地将“生态浮岛”设计为“悬浮式种植箱/盆体”，利用“根

系”对水体中的污染物质进行“吸收”[7]。这种方法在静态环境下

的作用很小，但这种新型的浮岛技术，可以将植物的无生命状态转

变成一种可以在静态环境下进行自我修复的载体，从而实现静态环

境下的生物再生。 

4.2 设计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某生态住宅区在水环境设计上，吸取了国际上众多先进的设计

思想，以美国“锡菜瑞辛”生态住宅区、澳大利亚“哈里法克斯”

生态住宅区为例，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坐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锡菜瑞辛生态住宅区，被誉为美国现代十大生态住宅区的典范。在

这片地区，有 4700 公顷的自然保护区，但由于要保护濒危物种，

真正发展起来的面积，仅有三分之一，其他地方都是开放广场、自

然保护区及湿地缓冲区。哈利法克斯生态城市是澳大利亚第一例生

态城市，该项目采用了一种以修复退化土地为核心的生态发展模

式，这种发展模式与地形、土地的固有形态、保存现有的生态特性，

建立一种生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某生态住宅区是一

种以水为基础、以水草为主要营养元素、以农业为主、有经济价值、

具有经济价值的“水－陆”复合型、开放式、多层次、多功能的“水”

-“陆”多水区域，分布着大量的芦苇、沼泽地等水草类植物，是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天然湿地。在设计中，对 4095 公顷中的沼泽地

218 公顷、鱼塘 1046 公顷的湿地带进行适当保护，构建出“社区一

自然保护湿地”的发展模型。在社区的构建中，将原有的湿地斑块

和湿地廊道与区域内的自然保护湿地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湿地生态系统。 

某生态社区水环境占地 458984 ㎡。该地区拥有 8 个天然小山、

2 个天然湖、有大量的植物和完整的湿地。在中央，人工湿地的湖

泊表面高度采取了台阶的方式，从 7.2 m 过渡到 4.5m，通过高差将

其分成了四个阶段，并使用了竖直流的人工湿地的水质净化技术。

该技术造价低廉，相对于当前城市废水处理厂处理的每吨废水的成

本只有 0.4 元/吨，因而，该技术既符合生态学思想，又具备长期的

经济与社会效益[8]。在水环境方面，本课题采用再生水处理技术、

雨水的、收集和利用以及人造沼泽，营造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水生

态系统。中水的处理选择 MBR 工艺，该工艺使用的是超（微）过

滤和反渗透两种工艺，其占用的空间较少；雨水的排泄使用了地表

的生态河流，在露天时，在广场和甬道上铺设透气性路面，在平时，

这些雨水都会被排入到沼泽和排水管里，然后再流入到水循环中，

当大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被激活，然后再被释放到东丽灯

光大街上的雨水管里。在此过程中，湖泊的水经过人工湿地进行净

化，之后再经过人工渗水渠，再流入再水系统，这样就可以持续地

进行着淡水资源再利用，从而保证了水系的水质可以一直维持活力

和洁净。 

结语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水景住宅已成为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一

个热门领域，但在其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水环境处理及后续经营等

问题，所以，学术界及开发商应该以水景作为切入点，开展相关的

理论与技术创新，并结合国内及国外关于水景居住小区的实际情

况，开展相关的理论与技术创新，以期达到小区水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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