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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恢复设计在城市河道治理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吴志宏

中冶南方武汉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430070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水平迅猛的升高，人们在这一时代发展背景下，开始逐渐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我国相继推出了一

系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方案，各地政府以及部门对于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工作开展的重视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因此，本文主要就生态恢复设

计在城市河道治理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进行探究，掌握基础的设计原则，提出更为有效的设计策略，要始终以恢复城市河道生态技能为

该项工作开展的重心，将城市河道治理工作落实到实处，使得城市生态能够更为可持续化的发展，解决城市环境方面存在的各类弊端性问题，

改善城市河道的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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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河道具备景观文化、防洪排水等多项功能，所以其已经成

为了城市生态化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能够直接给他人展示出城

市的形象，所以需要尤为关注城市河道的生态恢复设计工作，明确

其工作开展中存在的缺陷之处。制定出更为有效且可实施性较强的

生态恢复设计方案，恢复水网的通行等多项生态功能，让其区域能

够达到案例精美等的效果，就地域以及水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凝

聚城市日常生活的活力，最大限度复兴河岸的公共生活，打造出生

态优先、交融汇通的海绵城市新生态蓝绿网络结构，长治久清水域

环境，给河道生态环境创造更为优异的恢复条件。

1 设计原则
1.1 自然原则

在开展生态恢复工作时，需要以自然原则当做各项工作开展的

前提条件，相关部门在作业时要尊重其区域原始的自然生态经济状

态，并综合性的调研其区域的地质环境、水文环境等各项因素，编

制出更为完善且切合其地区发展现状的河流自然状态规划方案。坚

持以自然演绎的方式为主，由其代替生态的被动恢复形式，所以在

进行河道治理景观规划设计工作时，工作人员必须要将其和生态学

知识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充分的应用河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

并考虑其系统在恢复后和其环境适应之间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

降低经济支出，让其区域能够更为综合化的发展。

1.2 避免生物入侵原则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越来越快，其会随之衍生出一

些生物入侵的问题，这类现象在生态系统当中频繁的发生，因此使用

生态恢复理念进行河道景观景规划设计工作的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

员要坚持避免生物入侵的设计原则，防止其外来入侵物种给该地区的

物种形成毁灭性的打击和影响，保障本地物种的生存状态。这是因为

如果产生了生物入侵的事故，那么该区域的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稳

定性均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还会遭到破坏，因此项目相关责任人

要加快河流生态的恢复发展进程，同时保障其恢复的程度达标。

1.3 可持续发展原则

城市河道治理景观规划设计工作开展的初衷便是实现可持续化

发展的目标，恢复城市河流生态系统，要始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把可持续发展原则落实下去，在其基础上编制长期以及短期的规划

设计方案时，还需要把河流生态恢复放置到城市整体生态规划工作

日程当中，分别就美学以及视觉不同的立场上进行设计，让城市水

生系统能够更有秩序化的运行，创建出和谐文明的现代化城市。

2 城市河道的基本功能
首先，城市河道具备景观文化方面的功能，这项功能主要是针

对城市河道景观自身所具备的文化内涵，其会涵盖河道水体美化以

及城市河道环境优美程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次，城市河道具有雨

洪利用的功能，把洪水这类危害危险性较强的自然灾害转变成为人

们能够使用的自然资源，其已经逐渐成为了城市可持续化建设和发

展的重要功能。再次，城市河道具有生态环境的功能，其通常会以

连廊的廊道的形式体现，把下游和上游的污染以及营养物质进行移

送和运输，城市河道始终是一类较为敏感性的生态地带，其地带会

供给各类软体动物或者爬行动物生存栖息，所以要尤为注重河道的生

态功能。最后，城市河道具有防洪排水的功能，这是城市河道最为基

础的一项功能，利用城市河道将过境的洪水排放出去，降低超过容纳

流域范围的水量，及时的纠正并调节其河道的水位等，让其能够和城

市防洪标准保持较高的一致状态，设定更为安全的使用量标准。

3 城市河道治理的生态措施
3.1 生态河道

城市河道的外延性会比较强，其会涵盖心滩、支流、主流等一

些较为丰富的生态自然环境，应用其河道起伏变化莫测的特征，给

河道系统当中的动植物群落构建供给繁衍和栖息的场所，这样动植

物群落就能够接受到沉淀或者氧化等的反应，让河道的自净能力变

得更强，凸显出河道的边缘以及优异性优势，让其能够构成城市当

中植被更为丰富的河流景观带。

3.2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主要是应用自然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些沉淀或者分解等

物理化学反应，净化水体，有效的处理生产生活当中的垃圾以及富

营养水体等。人工湿地能够成为微生物以及水生植物气息的重要场

所，同时还可以具备美化自然环境的作用，让水体当中的生物始终

保持多样的状态。

3.3 水生动植物

水生植物以及动物放置内城市河道当中种植以及放养，这样就

会让该区域的水体环境生机更加盎然，同时保障其环境的洁净状态，

借助水生植物吸附悬浮物以及污染物，例如滨水植物以及沉水植物

等，成为水中生物栖息、繁殖的场所，较好地促进生态系统的平衡，

既改善了水质，又达到了美化城市河道的生态景观的效果。

3.4 生态驳岸

这是指恢复之后的自然河岸或具有可渗透性的人工驳岸，它具

有空隙率高、流速变化大的特点，可以成为水生动物、两栖类动物

的栖息避难之所。同时，它还考虑了亲水、悠闲、生态、景观等因素，

进行了自然原型驳岸、自然驳岸、多种人工自然型驳岸等多种设计，

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其中：自然原型驳岸主要是

在自然水体的前提下设计自然土质岸坡、自然缓坡、堆砌石块等，

使坡度缓或腹地较大的河段更为稳定，为动植物栖息、繁殖提供条

件。自然型驳岸通常是利用工程措施，如：木桩、木框加块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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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等，并与乔灌草相结合达到护堤固岸的效果，同时也创造出优美

的河道生态景观。多种人工自然型驳岸是在自然型驳岸上添加钢筋

混凝土，能够满足各种生态功能，并具有更强的抗河流冲刷能力。

3.5 绿色廊道

这是在利用原有的河道自然状态前提下，不再采用人工砌岸

的方式，而是引入植物缓冲带，并与山体植被、平原防护网、城市

园林等绿化带相联结，成为多级的绿色廊道网络，起到防止水土流

失、并为生物提供迁徙通道的效果。例如：河岸植被缓冲带是介于

水面、陆地之间的过渡带，也是临水开敞空间，方便人们游憩娱乐。

植物缓冲带是充分考虑选址、植被带规模、植被等因素，采用不低

于 30m 宽的河岸植被带作为缓冲区，可以较好地保持水体自净能

力，增加河道中的食物供给，防止水土流失和河床沉积等。河岸植

被缓冲带则主要是由当地的成熟林带和灌木丛构成紧邻水边的植物

群落，通常为大于 10m 的宽度；本地滨水树种、灌木丛、速生林及

常绿乔木组成河道中间区域的植物群落，通常在 30-100m 的宽度；

草地则处于河道缓冲带的最外侧，以防止污染物进入河道。

4 生态恢复设计在城市河道治理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要点
4.1 凸显河道文化景观

由于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尤为迅猛，城市河道也演

变成为了历史文化的重要积淀形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河道

始终见证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繁衍生息，因此要以生态恢复设计

理念为基准进行各项工作。如果在开展城市河道治理景观规划设计

工作时，那么其工作人员要综合考虑该城市的艺术特色以及历史底

蕴，在设计的阶段，要尽可能的恢复其区域的历史遗迹，这样城市

河道就会具有更为浓郁的古典色彩。其次，设计人员应当结合其城

市的历史内容深度挖掘文化主题，使得历史文化能够拥有新的时代

意义，将城市精神凝聚到其中，可以把其精神绘制到景墙或者雕塑

等内，让其能够更好的呈递出历史文化的传承意识。此外，设计人

员还可以依据其区域的天气气候以及水温条件状况，坚持因地制宜

的原则，开展城市河道植物景观种植等多项工作，全方位的凸显城

市的风土人情韵味。

4.2 注重水环境生态修复

城市河道生态治理工作在开展时，要尤为注重水环境的修复，

工作人员要结合其区域整体生态状况，选择更具针对性的生态生物

修复技术。例如如果该城市河道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那么工作人

员就应当应用物理数据的形式作业，借助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等多方

面的能力，实现理想的生态治理工作目标。另外，设计人员也可以

适度选择生态调水或者曝气富氧生态治理等多种方式，不断的去优

化水质，打造出能够适合水生物生存的环境，快速分解有机污染物，

让水体生态系统的修复速度变得更快。

4.3 分区域设计河道景观

在区域地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大多数城市河道的设计工作

难度都会比较高，所以在进行城市河道景观设计规划工作的过程中，

为了能够防止人民群众产生审美疲劳等的问题，那么工作人员就应

当酌情分析并考虑开展区域设计河道景观这一工作，其工作过程涉

及到的因素会比较多，所以要综合对该区域的自然生态学和环境等

因素进行考量，保证河道层次划分的合理性。如果城市河道部分区

域靠近历史文化的景区，那么在设计时，工作人员就应当着重进行

复古方面的设计，凸显出该区域河道景观的历史气息。如果该河道

和商业金融机构相连接，那么其工作人员就可以赋予该河道更强的

现代化气息，给其装饰幻彩的灯光或者打造清水泊岸等。分析河道

周围的实际状况，创建历史文化园景区、开展转河设计等多项工作，

这样各个旅游景区就能够保持良好的无缝衔接状态，凸显出城市河

道设计多样化的优势和特征。

4.4 充分利用竖向空间

目前，我国大部分河道都会以现代状的形式为主，其空间往往

是狭长的形式，因此在进行河道景观规划设计工作阶段，相关的工

作人员要对其竖向空间进行设计，创建水面地下空间，提高景观设

计的延伸性。

4.5 生态治理设计

生态治理措施应用到城市河道景观设计工作当中，能够就根源

上确保城市河道的生态性能不受影响，比如可以使用人工湿地的形

式进行设计，人工湿地是一类极具地域特色的景观，能够将其设计

为直立式挡墙的驳岸，让其能够和挡墙、植被等结合在一起，从而

构成可渗透性较强的生态驳岸，做好水体和河道物质能量交换等各

项工作，让河道生物链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稳定状态。除此之外，

其还可以创建绿色廊道，针对该地区出现频率较高且尤为常见的水

边植物进行设计，打造出错落有致的植物空间，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受。

4.6 城市河道硬质景观

城市河道硬质景观主要有亲水景点、道路小桥、建筑小品、基

础服务设施等，可以在满足防洪排涝等水利条件下为人们的亲水活

动提供便利。河流两岸的道路则不仅可以保持交通畅通，还是河流

美丽风景的延续，包括沿河市政道路、散步道、林木围合的停车场

地等，都可以使河道景观更为完整。滨河景观建筑也涵括于城市河

道硬质景观之中，是具有地域特征的景观标识，如：雕塑小品、景

观柱、文化墙等，极大地丰富了景观效果，提升了空间文化品质。

河道基础服务设施也是河道硬质景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包括有

扶手栏杆、指示牌、休息靠椅、垃圾箱、公共卫生间、夜间照明、

抽水泵房等，以保持与河道景观的一致性。

4.7 城市河道文化景观

它主要是体现在河道的生态景观和硬质景观之中，传递出地域

性、文化性的特征，是城市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民俗的抽象化体现。

这些文化景观通常是采用隐喻、象征、引用、重构、对比、融合及

应用本土材料的方式，传递出城市居民的情怀，显露出对历史、对

传统的尊重，也充分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城市绵延的历史文脉。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生态恢复设计理念下的城

市河道治理工作成为了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内容，相关政府以及

工作人员要深度调查其区域的地质状况以及水文条件。依据城市特

色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入到景观规划设计工作当中，这样才会使得

城市河道的生态及使用功能变得更强，打造出更具生态多样性的城

市河道景观，管理城市河道季节性缺水或者自净能力较弱等方面的

问题，并以城市防洪工程提升为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解决城

市中所存在的水安全方面的问题，长效管护，治理河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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