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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山林，低干预建设的公园栖居地 

——深圳光明区田寮虎地山公园项目实践与思考 

陈  坚 

苏州合展设计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215000 

摘  要：本文通过低干预建设的设计理念及措施在实际项目中的实践与应用，思考并回顾了项目前期调研、中期设计、后期现场服务的工

作重点和难点，探讨了项目过程中的关于理念、工艺、生态、社会等问题。归纳了项目的典型性要点，为未来的低干预建设项目提供了可

读性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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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虎地山公园项目实践是一次改造类项目的珍贵样本，设计探索

了一种单一风貌场地类型通过低干预建设转型的可能性——山林

转变为公园。 

尊重原生风貌的场地，解读原生风貌的空间逻辑，挖掘再利用

的空间资源，平衡人与原生动、植物的空间诉求，创造更具人情味

的场景空间以及栖居地。 

一、印象荔枝 

玉塘田寮社区是深圳市光明区西南部的一处岭南风貌浓郁的

地区，虎地山公园选址即是这处种满荔枝树的小山丘，满山荔枝的

印象充满原生风貌的魅力。项目占地 6.9 公顷，坡顶与周边道路最

大高差 25 米。 

近年来田寮社区周边企业大增，外来务工人员数量急剧增加，

目前常住人口高达 13 万人，大部分为企业员工。但生活区周边缺

少户外休闲场所，周边社区居民和广大劳务工迫切希望能在此修建

一处兼具休闲、运动的公园绿地。 

虎地山所在周边是深圳典型的快速工业化的原生社区，高度密

集的城中村与大体量制造业建筑群围绕在绿色山林的周边，形成独

特的城市肌理和印象。 

第一次踏勘现场，原生风貌的山体，满山摇曳的荔枝树，鸟儿、

虫儿的叫声……本身已是一幅美好生活的画面印象。 

二、林中拓野 

在保留原生风貌的前提下，却还有一个困惑：单一的荔枝树品

种是否能让整个公园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保护原生风貌，是一种无

形的措施？还是更合理的设计逻辑？如何在林地地类中创造公园

功能？ 

带着这些困惑，我们决定林中拓野，设计团队第二次、第三次

全面上山踏勘。走入山林的更高处，我们看见了原有的土路；林中

更多的鸟虫，甚至还有蛇；年久失修的水箱与杂草共生；周边居民

的农田；公园边缘因市政工程的开挖所造成的土方滑坡…… 

（1）场地北侧、西侧因新建市政道路，将挖除大量树林，并

形成较大的开挖面。我们将对道路景观与公园周边的场地进行空间

缝合，公园的广场、公厕、停车场、配套设施沿这条带状布局，尽

最大可能不占用中央绿地。 

（2）深入林中踏勘，找寻并定位荔枝树林较稀疏或长势不佳

的范围，形成空间斑块。这里，即将是未来的景观场景打造的区域。 

（3）未来将布置景观节点的区域标记了整个山坡上的坐标点，

坐标点之间的园路需要现场再次踏勘，找出合理的位置，尽最大可

能留下每一棵树。 

（4）路径与空间形成串联，周边道路景观与公园的配套也将

融为一体。公园的空间形态即是林中拓野、丈量自然的结果。 

（5）各空间斑块形成系统化重组合并，空间三个圈层构成，

增加三个圈层的纵向联系。 

（6）自然有机的空间形态与踏勘中用双足放样的园路线型自

由而散漫。我们需要目标清晰、指向明确的视觉通廊来引导人群的

动线、活动方式，并支撑起整个大空间的结构美感。公园东侧预留

了未来规划道路成型后的出入口及边界处理方案。 

三、圈层保育 

基于现状条件的空间布局，构成公园的“三大圈层”结构——

缓冲圈、活动圈、保育圈。由外至内，建设改造力度逐步降低。 

 

基于三个圈层结构的平面 

缓冲圈是公园边界的修复，与街道界面形成无缝衔接，增加了

更多的适用于城市界面的植物品种，设置了公园各个出入口，迎接

各个方位的人群到达； 

活动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布局了一条环步道，健身、活动、科

普等功能场地沿此步道点状布局； 

保育圈是山顶部分的绝对保护区域，原场地风貌在这里得到淋

漓尽致地保留，有序布置的树枝、灌木丛所构成的“本杰士堆”防

止人群进入，提供鸟虫、小动物的最后的家园。 

本杰士堆，就是人造灌木丛。名字的由来，是缘于从事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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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管理的赫尔曼·本杰士和海因里希·本杰士兄弟基于野地生存

观念和自然演替规律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通过生态化的自然进程

为园区内分布的野生动物重建了生存空间。在生态型场地保护的景

观设计中得到实践运用。 

由于本杰士堆的构造中存在大量天然孔隙，再加上外围树枝和

灌木丛的保护，填充土壤中掺入的本土植物种子会得到安全的生长

空间，阻隔了外部人群的影响。它成为山顶保育区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场地记忆 

场地东南角位置现状地形较高，设计中降低了 1.2-2 米左右的

场地标高，形成了南侧最显著的公园入口，连续墙体的设计形成戏

剧感的空间，花坛标高还原了场地原有标高，以及原有植物的风貌。 

 

还原山体高度的地形线，是空间回忆的叙事精神场所 

五、飞越山林 

从公园东南入口起始，设计了一条飞越山林的空中栈桥。以更

高的视角欣赏景观另一视角的独特风貌，桥上人群的走动以及嬉笑

说话声，也成为公园的生动景致。 

空中栈桥的平面线型设计尝试了各种可能性，优美的弧线、干

净的直线、复合的交织线……但都不能体现这里的独特性。 

首先，希望这条路径是叙事性强烈的单一通道，从具有场地记

忆的东南出入口依次通过三个圈层，层层递进； 

其次，在递进过程中设计了各种上下连接的通道，并在某些道

路端头设置了绝佳的观景点； 

最后，这条路径如同生涩的速写笔触，小心而谦逊，在原生山

林中蜿蜒，生怕打扰到这里的一切，最后一刻犹豫不决地直至最高

点，尽头即是鸟瞰山林保育区的最佳观赏点。 

 

空中栈桥的平面线型如同生涩的速写笔触，生怕打扰这里的一

切 

林中铺地、广场、以及空中栈桥的基础位置，选择了植物缺失

或者稀疏的区域，少量移植了荔枝树，保证了低干预的建设措施。 

有人说：“建成的虎地山公园除了增加了一些活动场地，还有

就剩满山的荔枝，做完了就像没做一样。”我们把这句话当成最高

的褒奖，因为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即是如此——“大象无形”是在这

个项目中所秉承的首要目标，有意化无意，低干预建设，创造更多

人的活动场景。 

从“山林”到“公园”的转变，宜人空间滋养着周边人群，在

绿荫掩映下，荔枝林间构成多元社交的场所，浓密植物映衬的草坪，

林间的篮球场，微坡地势的慢跑道， 

 

六、栖居地 

追述历史地貌与城市风貌的变迁： 

2002 年的乡村边缘，种植了成片的荔枝树林，少量的工业集群，

当地农业、工业形成围绕生活住区的边界割裂的场地空间形态； 

直至 2013 年的这 11 年期间，随着大量工业集群规模扩大，林

地的绿色空间逐渐被挤压，外来人口急速增加，区域空间规模扩大。

空间形态发生了剧变，道路、高架桥、工业建筑等钢筋混凝土彻底

影响了空间格局。区域内部迎接着深圳的城市化发展浪潮的冲击，

绿色空间所剩无几。 

2013 年至 2018 年这 5 年内，区域内的土地空间资源已稀缺紧

张，而人群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并且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断

提高。日常需要更多的休闲绿地、活动场地。利用现有珍贵的已成

型的山林本体，以最大限度保护植被与生境为先导，以低干预建设

方式，将城市公共休闲、运动等功能植入，以公园的面貌服务周边

社区。虎地山公园完成了此次的项目实践，并提供了未来类似项目

改造的样本。 

2019 年启动虎地山公园设计，2020 年底项目竣工。经过两年

的建设与养护，公园已成为当地居民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的日常休

闲目的地。在以林地地类为主的场地内保留并保护了原有植被，利

用现有少量可建设用地补充了活动场地、配套功能及停车场。 

大量植被的保护与更新保留了原住小动物、微生物的栖居地。

这样的栖居地不仅是动物们的栖居地，也是人群、城市、生态、动

物亲密共存的“共同栖居地”。 

未来周边的口袋公园、街旁绿地、滨水绿地等绿地系统也将逐

步完善，同时纳入深圳整体城市绿地系统结构，成为当地重要的绿

色斑块。并挖掘建设用地内部更稀缺的活力绿地空间，形成串联的

绿色廊道，成为城市空间格局下更具生活氛围的“公共栖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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