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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区是指现代化城市水域与陆地范围内所接壤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

地带，是结合人工景观与自然环境景观的水体与陆地的总和 [1-2]。城市滨水区域

提供了城市公共开放绿色空间，满足了市民日常活动的场地需求和观景愉悦心

灵的审美需求。滨水区生态保护是指运用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绿化起到一定

的涵养水源、丰富树种、调节气候作用，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原有林地、草地、

湿地、农田，保护原有生物的多样性 [3]，使其城市滨水空间恢复再造，水体质

摘要

滨水景观作为城市边缘地带，是城市自然资源和生物类别最为丰富的区域，对于城市风貌的

打造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其采取生态保护措施能够更好地促进景观

环境和谐发展。以兰州黄河风情线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勘探和样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剖析滨水景观类型，探讨现存问题，从滨水景观生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景观优化措施和生

态修复策略。旨在解决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为城市滨水景

观发展提供重要的生态保护支撑，探寻现代滨水生态景观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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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edge of the city, waterfront landscape is the most abundant area of urban natural resources and biological 

categorie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urban style and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better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 Taking the Lanzhou Yellow River customs l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field 

survey and quadrat surve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deeply analyzes types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landscape optimization measure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front landscap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i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aterfro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Lanzhou Yellow River style line, provide importa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landscape, and explore the harmonious road of modern waterfront ecologic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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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得到改善，自然生态的驳岸得以营建，努力打造绿色的高品

质环境空间 [4]。

20世纪60年代初期，滨河区景观规划设计就已在北美和

西欧等地展开，在营造滨河景观带公园的同时，关注生态环

境保护，使人文与自然结合，将景观与生活有机串联一起 [5]。

80年代后，由日本土木学会编著的《滨河景观设计》一书全面

阐述了城市滨河景观设计的方法和相关理念 [6]。2006年，Rauno 

Sairinen对赫尔辛基滨水区进行改造再生，认为建设集生态、经

济、社会为一体的城市滨水区具有重大的意义 [7]。随着美国巴

尔的摩内港的成功改造，滨水区研究趋向功能化。现代滨水

景观建设不仅重视人为景观设计，更加关注生态保护的作用。

目前，国内关于滨水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风貌建设、绿

色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建设。有研究认为每条河流至少

有4个重要的功能价值：生态价值、遗产文化价值、城市功能

价值、城市景观价值 [8]；王新军认为维持滨河地带绿色生态可

通过河道综合整治实现，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9]；邝敏毅认为

水域与陆地接壤带，应设置滩涂、水潭创造不同生物的生活

场所，并提出多种生态化的河涌改造方案 [10]；刘滨谊、周江

结合生态学、河流动力学、景观游憩等诸多角度对河道驳岸

建设的安全性、生态性、景观性和亲水性进行综合分析，并

提出规划设计对策 [11]。

我国滨水景观研究大多是基于对国外优秀滨水景观案例分

析之上提出的笼统建议。从近年发展状况来看，很多城市对滨

水地区景观生态开发相当重视，如上海苏州河治理、河北迁安

三里河生态廊道等。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针对沿海发达城市滨

水景观，缺乏对中西部的相关研究，对于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

景观研究的文章虽有但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本文通过对兰州

滨水景观的深入剖析，在生态保护基础上提出景观优化建议和

生态修复措施，不仅可以丰富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建设基

本数据，还能为今后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的生态保护建设

提供理论依据。此外，兰州黄河风情线景观研究能够对相似地

理特征的城市滨水景观生态保护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兰州是黄河流经省份中唯一一座穿城而过的城市 [12]。兰

州风情线景观沿黄河两岸东起桑园峡，西至西沙大桥，全长

42 km，面积22.87 km2（图1），是兰州市的核心景区，也是目

前全国最大的开放式市内滨河公园。滨河路沿黄河南北两岸，

分别为南滨河路与北滨河路，是联系城关区、七里河区、安

宁区、西固区的重要干道 [13]。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融入西北

和甘肃地域文化精华，以中山桥为中轴，以黄河两岸风光为

依托，将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和民族文化汇集其中，打

造独具特色的滨水景观生态长廊，有着“兰州外滩”的美称。

1.2 研究方法

1.2.1 实地调查

在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对黄河风情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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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风情线文化景观节点统计表

类型 景观节点名称

历史遗迹 中山铁桥、白塔山公园、金城关、小西湖公园、白云观、兰州碑林

滨水公园
廉政文化园、生命之源、寓言故事园、龙源、音乐喷泉、百合文化园、兰州水车园、颐园、市民公园、

近水广场、亲水平台、搏浪广场、水车博览园、绿色公园、体育公园、文化始祖园、马拉松体育公园

湿地公园 滩尖子原生态湿地公园、马滩湿地公园、银滩湿地公园

雕塑小品
黄河母亲、平沙落雁、绿色希望、筏客搏浪、丝绸古道、西天取经、生命之源、龙凤呈祥雕塑、双拥之

花雕塑、羽毛球雕塑、人与自然、人类的朋友、伏羲女娲、霍去病西征

建筑景观 水上清真寺、黄河楼、展览馆、兰铁泵站观景台、龙王庙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区段（西沙大桥—雁滩黄河大桥）全长约30 km的南北两岸滨

水景观进行实地调查。南侧以南滨河路为界，包含小西湖公

园和白云观，北侧以北滨河路为界，包含白塔山和兰州碑林，

对其文化景观、湿地景观、绿地植物和市政景观进行全面调查

统计；对植物配置进行样地调查；对东起桑园峡包兰铁路桥，

西至河口新城大桥，全长约54 km的南北滨水湿地通过资料收

集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1.2.2 样方调查

选取七里河黄河大桥西侧至银滩黄河大桥东侧段南滨河

景观带作为调查样地（图2），采用样带和典型样方相结合的

方法分析植物景观配置模式。在不同地段选择不同配置模式

的区域，每隔20 m作为一条样带，在样带内设置5 m ×5 m、

3 m ×3 m、1 m ×1 m的小样方对乔木、灌木及草本进行调查，

共调查6个典型样方。

2 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现状

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规划建设综合了兰州的地理、

人文、历史、文化等要素，众多景观节点见证兰州历史沧桑

巨变，为城市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参考近年研究，滨水景观

构成可分为文化景观、湿地景观、绿化景观、市政景观和背

景景观5大类，由于背景景观包含建筑物、山体以及天际线，

超出滨河路道路边界线，因此文章主要针对兰州黄河风情线

的文化景观、湿地景观、绿化景观以及市政景观的铺装景观

进行调查和分类汇总。

2.1 文化景观

经过实地调查发现，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中文化景

观节点主要包括历史遗迹类景观、滨水公园、湿地公园、雕塑

小品景观和建筑景观5种类型（表1）。由于沿岸滨水绿地为公

园提供了大量建设基地，因此在文化景观中滨水公园建设最多

（图3），包含2座体育运动型公园。

2.2 湿地景观

2.2.1 湿地、滩涂地景观概况

黄河兰州段湿地总面积1 729.68 hm2，主要由天然湿地

2 3

2. �������

3. ��������������

13%11%

31%
38%

7%

历史遗迹

滨水公园

湿地公园

雕塑小品

建筑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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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工湿地组成（表2），天然湿地包括面积大于5 000 m2

的河心岛、滩涂地、季节性河滩、沿岸河滩、湿地公园

在内的47块河岸湿地，共计 517.17 hm2，占湿地总面积的

95.3%。

2.2.2 堤岸、驳岸景观概况

堤岸类型分为人工式堤岸和自然生态式堤岸。滩地狭

窄或没有滩地的地段，堤岸采用人工垂直堤岸（图4），但部

分河床较大的黄河沿岸茶摊也采用垂直堤岸。空间大、景点

密集、游憩数量多的地段多采用人工阶梯式堤岸（图5），如

体育公园、近水广场、龙源、音乐喷泉、亲水平台等，此形

式有较强的亲水性并且能丰富河道景观。除此外，在景点

少、休憩地多、绿地景观多的地段多采用自然生态斜坡式堤

岸（图6），能够较好涵养水源、保护生态 [14]，如滩尖子湿地

公园、银滩湿地公园。

2.3 绿化景观

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已建绿地172.8万 km2、种植草

坪16.5万 km2，分车绿化带12.5万 km2、行道树16 411株。金

叶女贞、紫叶矮樱等小灌木25.3万株，丰花月季、海棠、丁

香等花卉27.2万株。植物配置体现出植物多样性和空间层次

性，做到乔灌草结合，以乔木为主。对样地的植物种类进行

调查统计显示样地内共有植物90种，其中乔木44种、灌木19

种、草本22种、藤本5种（图7）。

表2   黄河风情线湿地、滩涂地现状表

湿地类型 类别 分类 植被组成 占地面积/hm2 占总面积比/%

天然湿地

永久性河流湿地
西起河口新城大桥东至桑园峡包兰铁路

桥的黄河河床组成
1 128.50 65.2

河岸湿地

无人为干扰湿地 由19块湿地组成 105.99 6.1

受人为干扰湿地 由20块湿地组成 158.75 9.2

近裸露湿地 由8块湿地组成 252.43 14.7

人工湿地 由崔家大滩、马滩、雁滩南河道组成 82.0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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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铺装景观

铺装类型有透水砖、卵石、道板砖、六角砖、花岗岩等

7种类型（表3），现有铺装中，大部分路段存在破损严重、塌

陷、积水等问题，影响整体美观和行人满意度。

2.5 兰州黄河风情线滨水景观现存问题

（1）整体效果方面。部分建筑已紧邻或延伸至河岸，破

旧房屋散落于河滩之上，此现象在南滨河路马滩段表现较为明

显，对滨水空间造成了浪费，使南北两岸景观视觉上产生不达

性，不能更好地为游人创造出景观通透的视觉廊道。

（2）景观节点方面。景观节点作为观赏景观区的精华所

在，是游人必经和汇聚之地，现有景观节点不能很好地传递

兰州五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缺少城市地域特色。景观节点之

间缺乏联系性和整体感，造成局部景观节点人流量冷淡。

（3）植物绿化方面。虽风情线两岸已经形成绿色廊道，

但绿化总体较为凌乱、养护欠缺、绿地形式单一、整体绿化

略显单调，不同类型绿地的植物配置较为单一；缺少观花植

物，冬季景观不明显，不能满足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观营

造理念。

（4）湿地景观方面。废弃污水排放破坏水体生态平衡，

造成水生植物生长受到限制。行人“抄近路”的步行轨迹和滩

地大量占用、开垦对湿地景观造成明显的破坏，黄河经枯水期

后，大片的河滩裸露，河岸线植物干枯、水土流失对景观造

成诸多不利影响。

（5）驳岸景观方面。垂直堤岸偏多，与河流水位线高差

大。堤岸的形式、材质单一，导致亲水环境单一，功能不够丰

富。驳岸的垂直陡峭缺失了植物景观的意境美，同时也降低了

景观的观赏效果，生态景观的参与严重匮乏。

3 滨水景观生态优化建议

3.1 开放视觉廊道

建筑物与水岸线的距离严重影响了游人景观视野的丰富

度，在滨水区景观的建设中应严格把控建筑物的位置及距

离，减少建筑对滨水区绿地空间的侵占，建立连续贯通的绿

色景观廊道，确保视觉景观的开阔度，利用其自身地形打造

景观节点。如兰铁泵站观景台（图8）改变以往旧貌，利用自

身地理及环境优势，开辟了观赏滨水区景观的有利视觉廊道。

在样带地马滩段利用荒废的河滩创造出滨水绿色廊道 [15]，沿

岸设立亲水浮船，增加景观效果。在百合公园及马滩湿地公

园搭建公园连道（图9），利用公园景观节点之间的联系，串

联散乱且孤立的滨水绿地，使河滩、公园、滩地形成完整连

续的景观生态廊道。

3.2 优化植物景观配置

3.2.1 遵循生态和谐原则

在原有景观效果良好的湿地、滨水绿地及公园的基础上进

行改善，使其功能性和景观性达到高度的统一协调。以追求春

景艳、夏景阴、秋景韵、冬景静的植物景观为目标，选择基调

树种、骨干树种、园景树，结合花灌木、藤本、木本以及地被

植物等多种植物，运用阔叶与落叶、速生与慢生搭配的原理营

造出多变的景观，达到最大观赏效果。为了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平衡，保持黄河水土，结合兰州的人文风貌和地域特色，可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表3   铺装类型统计表

类型 图例 现状

透水砖
部分区域较为破旧，且有凹

陷和凸出，影响行人行走

卵石
部分区域出现卵石脱落，表

面凹凸不平

道板砖

大部分区域破损严重，且表面

污斑较多，颜色暗沉，面层与

其下基础脱离，步道有积水

六角砖
部分区域有破损，有杂草从

铺砖间隙生长

花岗岩
部分区域与花岗岩脱离，造

成形状缺失

混凝土
部分区域无面层覆盖，影响

整体美观度

塑胶
掉色比较严重，部分区域有

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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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在植物配置中加入百合和玫瑰来营造特别的城市形象景观。不

同滨水区域植物所发挥的生态效益不同，为创建滨水区域生态

环境的持续发展，可利用点线面的原理，选用乡土树种、水生、

湿生、林地植物群落（表4），通过乔灌草的合理搭配（图10），

营造多层次、更接近自然的丰富生态景观。

3.2.2 打造四季景观

因滨水景观建设时忽略了对景观季相色彩的营造，导致

观赏景观单一，无法满足不同季节的景观需求，达不到景观三

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效果。针对季相景观要求，春季种植樱

花、连翘、迎春、玉兰、榆叶梅、紫丁香等，增加春色叶树

种，如栾树、鸡爪槭、七叶树、臭椿等营造春日特色；夏季种

植月季、荷花、木槿等植物；秋季种植菊花、大丽花、银杏、

五角枫、元宝枫、爬山虎、火炬树等观花或者观叶树种，体

现秋日韵味；冬季种植观景的紫叶小檗、大叶黄杨、红瑞木

等具有色彩的树种，增强冬季景观视觉感。借用植物的色彩

表4   不同区域植物配置表 

种植区域 植物类型 植物名称

陆地

乔木
国槐（Sophora japonica）、银杏（Ginkgo）、七叶树（Aesculus chinensis）、垂柳（Salix babylonica）、
广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樱花（Cerasus）

灌木
月季（Rosa chinensis）、石楠（Photinia serrulata）、小叶黄杨（Buxussinica）、紫叶小檗（Berberis 
thunbergii）、紫荆（Cercis chinensis）、连翘（Forsythia）

地被 早熟禾（Poa annua）、白三叶草（Trifolium repens）、紫花地丁（Viola philippica）、鸢尾（Iris）

湿地
湿生植物 水生鸢尾（Iris tectorum）、旱柳（Salix matsudana）、千屈菜（Lythrum salicaria）

水缘植物 水竹（Phyllostachys heteroclada）、水菖蒲（Acorus calamus）

水中
挺水植物

水葱（Scirpus validus）、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荷花（Nelumbo）、香蒲（Typha orientalis）、
灯芯草（Juncus effusus）

浮水植物 睡莲（Nelumbo tetragona）、菱角（Trapa bispin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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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打造四季景观，体现独特的兰州滨水景观，突出滨水景观迎

山纳水的特色。

3.2.3 选择抗污染树种

植物有着“环境吸尘器”的美称，在滨水景观的建设中，

加强抗污染树种的应用不仅对景观建设起到有力作用，而且

对于局部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种植旱柳、榆树、圆柏、

紫薇、刺槐、广玉兰、连翘、栾树、银杏、紫穗槐、紫藤、爬

山虎、侧柏、五叶地锦等，可对黄河沿岸空气起到一定改善作

用，减少灰尘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城市滨水绿地生

态效益，创造适宜小气候，为城市发展带来新活力。

3.3 生态修复措施

3.3.1 改善亲水驳岸

采用斜坡式亲水平台，即生态驳岸 [16]（图11）和人工驳岸

（图12），增加驳岸景观亲水性。采用生物工程技术，如柳枝垫

层护岸、抛石、石笼以及植草缓坡等，兼顾生态修复与雨洪防

护功能。生态驳岸以还原自然生态原貌为主，同时做好驳岸的

防护加固措施，避免驳岸水土流失。人工驳岸则是以改造为

主，增加生态功能和亲水性，设计多级台阶适应不同水位的

需求。在低水位时，水体有连续的水面，在水涨或有洪水时，

部分台阶或滩地被淹没，从而满足了防洪的要求。平时，此区

域适合休闲游憩，成为理想的开敞活动空间，提供了黄河水面

景观的观赏视线。

3.3.2 应用雨水净化技术

道路硬质铺装采用透水砖，增强道路排水通透性，减

少雨水对于道路的损害和对景观效果的影响。解决水源污染

问题，恢复流域的水流下渗能力和净化功能，治理并改造

沿河的鱼塘、水池、低洼地等，并将其纳入城市雨洪调节净

化系统当中，能够对缓解城市内涝，补充景观用水提供重要

支撑。在滨河公园河岸沿线大面积、高密度种植芦苇、水芹

菜、香蒲等水生经济作物，通过植物自身吸收氮、磷等污染

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依靠水车的输水作用，将净化后的

水体用以灌溉园中植物，实现资源再利用。配合利用多种湿

地植物营建生物的多样性食物链，创造城市边缘生态系统的

和谐多样 [17]。

3.3.3 修复建设河滩排洪沟

在调查中发现，多个排水管道接入黄河沿岸，废弃污水影

响了河滩景观舒适度，因此排洪沟的修复和建设可改善城市滨

河面貌。在解决水污染、淤泥阻塞等问题上，应加大环境整治

力度，对河道进行自然化的绿色河滩设计改造，以协助自然恢

复、营建多样生境为目标，适当保留原有植被，提高乡土植物

利用率，恢复自然驳岸，以重塑河流生命力。净化排水管道的

水源，对管道进行及时疏通，及时协调改善沟渠护坡及沿沟建

筑的垂直绿化。在景观匮乏地适当对排水沟进行改造，对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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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挺水+浮水）

岸生植物（乔+灌+草）

湿生植物（湿生+水缘）

① 乔+灌合理种植

② 水生、岸缘植物种植

③ 游步道

④ 岩石河岸

① 乔+灌合理种植

② 亲水台阶

③ 水生、岸缘植物种植

④ 岩石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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