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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设计的角度浅谈绿色城市的建设
——以武汉市园博会项目为例

吕文文

武汉市第四医院　湖北武汉　430030

【摘　要】“绿色城市”的概念早在197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进入21世纪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提出建设“绿色城

市”。“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的建设并没有一套固定的建设模式可循，目前我国各个城市都在“绿色城市”建设的

道路上进行着一定的探索。“绿色城市”的建设，需要进行大量的建设工程实例来支撑。本文将以2015年投入使用的武汉

市园博会项目为例，从综合设计的角度浅谈绿色城市的建设。

【关键词】综合设计；绿色城市；低碳城市；武汉园博会项目；

1　综合设计的概念和目的

1.1  综合设计的概念

任何一个工程的设计，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专业所能完

成的，它是由若干专业协同完成的设计过程。当遇到较为

复杂的大型工程时，参与设计的专业则涉及到多个设计单

位，这就需要在多个单位之间进行协调配合，我们通常将

这一过程称为综合设计。

1.2  综合设计的目的

综合设计主要是指把场地工程、市政工程、景观工程、

建筑工程等工程内容集中反映到一张图纸上的一种统筹全

盘的、避免矛盾的新的设计方法，这样做能避免各个专业

的交叉，也能够加快设计进程。从综合设计的角度出发，

来对项目进行统筹规划，它本身就是一种绿色、低碳的设

计方法。

2　武汉市园博会项目综合设计实践

2012年5月10日，国家住建部正式批准武汉市承办第十

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下简称园博会项目）。

2.1  园博会项目概况

武汉园博会项目选址于武汉市“两轴两环，六楔多廊”

生态框架中的生态内环—三环线南北侧。主场地为长丰地

块和已停运的原金口垃圾场，张公堤及三环线横穿园区中

心。北临金山大道，东接金南一路，西临古田二路及古田

四路。全园总用地面积约为213公顷。

规划设计地块情况复杂：

2.1.1  市政现状

基地范围内市政设施种类较多，包括给排水、供电、垃

圾处理等多种类型。现状金口垃圾填埋场面积较大，对基地

影响严重，基地东南侧和北侧现各有一排110kV架空线穿过。

2.1.2  用地现状

基地范围内南部以坑塘农田为主，地形平坦，北部主要

为垃圾填埋场用地，三环沿线有少量施工用地，西部新敦

立交南侧有少量木材市场用地。基地内除少量坑塘和禁口

明渠外，无较大型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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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道路现状

基地跨三环线，南临汉丹铁路和汉宜快速铁路通道。周

边有机场快速路，主干路古田二路、常青路及金山大道，

次干路金南一路、金银湖南街等。外围道路条件较好，但

进出园区道路缺乏、等级低。

2.2  武汉园博会项目工程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2.1  地块现状情况复杂

基地为三个行政区的交界处，大型市政管线都从基地经

过，管线建设年代久远。该项目涉及的建设内容繁多，由

于现状的复杂性，原有设计图纸缺失，特别是一些隐蔽工

程，有时无法预判，使得设计的难度加大。

2.2.2  工程建设周期短

武汉园博会项目于2015年9月开园，从设计到施工完成

仅2年不到的时间，但是涉及的建设内容不仅仅是景观绿

化，建筑、道路和市政工程也需要同步建设，建设周期太

短，进而预留给设计的时间不够充足。

2.2.3  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建设用地的划拨审批、相关权属

的梳理、地铁线路的修建、禁口明渠的改造、开发区的

搬迁、城中村的拆迁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设计中的不确

定因素。

2.3  园博会综合设计工作中的绿色实践

为加快项目进程，武汉园博会项目将建筑工程、景观

工程、市政工程等工作分解成若干个子项工程，由不同的

单位进行设计。在多专业、多单位间进行协同设计的过程

中，避免了因专业间的冲突而造成的设计返工，过程中出

现的难点很快能够得到解决，工程设计的周期进行了缩

减，设计方案得到了深化和优化，更贴近建设工程实际，

从而降低了建设工程造价。

本项目绿色实践成果：

2.3.1  对现有垃圾山的处理

金口垃圾场紧邻张公堤，主要消纳江汉、江岸、硚

口、东西湖区域垃圾。垃圾场的存在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了

一定的污染和影响。对垃圾山的处理运用了比较低碳环保

的技术，该技术利用垃圾好氧降解明显快于厌氧或兼氧降

解的原理，通过一定的设备或设施，将空气加压后用管道

注入垃圾堆体之中，同时把垃圾堆体中的二氧化碳等气体

抽出，激活垃圾中的微生物再生，加速了垃圾的降解过

程。通过处理垃圾山，使其对园博园及周边环境的影响降

到最低。

2.3.2  在场地内进行土石方的就地平衡工程

园区内南北地势不一，园林造景也需要堆山、挖湖，建

筑地下室也要挖出一定的土方。园博园场地内在进行土石

方工程时，挖出的土方量稍稍大于需要填进的土方量，但

基本上能保持场地内的土方量的平衡，从一定程度上节约

了土石方费用成本。

2.3.3  绿色建筑的规划建造

园博会项目绿色建筑的规划实现途径包括减少建筑的能

源总需求和利用清洁能源两方面。在园博会项目方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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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太阳能光伏一体化技术和太阳能热力驱动空调作为

低碳技术的展示手段，主要用于东、西部服务区、国际园

林艺术中心、绿色科技馆等公共建筑上。武汉地下水源丰

富，空调冬夏两用时间均等，特别适合地源热泵的工作环

境，此技术较为成熟，但造价较高，规划用于部分公共建

筑和生活片展区的部分居住建筑内。

2.3.4  园区电气系统设计

考虑到武汉的地形和气候特点，在进行园区电气系统的

设计时必须在严格按照规范前提下，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做到既能满足实际要求，又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本园

区设计采用以下两方面的绿色节能手段：（1）“绿色”的

灯饰工程：为了节能减排、减少光污染，园博园灯饰设计

中对灯光亮度进行分级调控，也就是说，在不同情况下，

开启亮度不同的灯饰。同时，灯具大量运用绿色光源LED节

能灯，降低了电力消耗；（2）电气节能：为了打造一个绿

色、低碳的园博园，且满足照度标准和节能标准，优先采

用高效发光的灯具。园区的场地照明等一般照明采用高压

钠灯、金属卤化物灯等高效气体放电光源；道路照明采用

半截光型灯具，公共建筑场所内的荧光灯选用带有无功补

偿的灯具，紧凑型荧光灯优先选用电子镇流。

2.3.5  LID （低冲击开发）应用规划

园博会项目建立 LID 低影响城市开发系统，通过屋顶

绿化、雨水花园、中水回用、透水地面等一系列生态手段

减少单位时间的地表径流，可以滞留雨水约68%，缓解速

排系统峰值压力，净化雨污水，减少碳排放量，补充地下

水资源，平衡空气湿度，增加生物多样性，营造宜居生态

环境。

2.3.6  生态织补桥的修建

原基地地形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割裂的格局，基地被

三环线横穿，分成南北两片，南北交通可达性较差，成为

了基地游览的重大阻碍。规划通过对三环沿线覆土减弱噪

声、视觉等影响，并对南北两片地进行了生态织补——设

置了人行桥，架空穿过三环线，加强了南北两片地形的联

系，优化了场地条件。

3　结语

绿色城市是充满绿色空间、生机勃勃的开放城市，是以

人为本、适宜生活的家园城市。武汉园博会项目在建设时

采用了综合设计的理念，对工程的影响巨大，建设时融入

了“绿色、健康、安全”的理念，不仅提高武汉市民的生

活质量，也为武汉绿色城市的建设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提

升了武汉城市绿色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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