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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湿地公园是一项生态类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在特定的地域内通过人工手段对现有的湿地现场进行

保护或修复，属于以自然景观为主的生态系统。湿地公园的生态规划以及景观设计都需要利用景观生态学

理论，从而使湿地公园的价值与功能更好地体现出来。本篇文章首先阐述与国家湿地公园相关的概念，然

后提出湿地公园的生态规划思路以及景观设计措施，希望能够为国家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提供建议，为

人们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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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 Park is an ecological project, which is mainly to protect or restore the existing wetland site by artificial means in
specific areas, and belongs to the ecosystem dominated by natural landscape. Th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of wetland
park all need to use the landscape ecology theory, so that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wetland park can be better reflected. This article
first expounds the concept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wetland park,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ecological planning ideas and landscape
design measures of the wetland park, hoping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wetland park, and
create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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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湿地公园相关概述

1.1国家湿地公园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对于陆地、湿地以及水域的划分没有一个清

晰、准确的标准，众多研究学家在各自的领域内研究方向各

有所不同，因此这就造成了繁多的湿地定义。通常情况下，

国内所提及到的湿地为广义概念，凡是处于低潮期，水面的

水深处于 6cm以下，那么这个地区就可以称之为湿地。湿地

公园的价值众多，比如生物、美学等，这展现出了生态公园

的多功能性——生态保护、自然享受。不同于湿地公园，国

家湿地公园由经国家相关主管单位审批、建立的公园，这样

的公园规模、层次更加宏大，相关范围更加广阔，对生态系

统完整性的保护更加重视，逐渐向生态型服务方面靠拢，以

更好地体现湿地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价值。因此，在对国家湿

地公园进行生态建设、景观规划时，必须对生态价值的体现

加以重视，做到对湿地资源的合理、正确分析与规划，借此

向广大人民提供休闲娱乐且环保卫生的新型场所，便于人们

在该场所开展多样化的教育类活动。

1.2景观生态学的内涵

景观生态学大部分是用以解决与景观相关的形式、价值

以及来源，力图通过更加完整的方法去探讨与人类生活密切

相关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的阶段，研究出了更加实际、更

加方便运转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规划师和科学家

的大力赞赏。环境依据特定标准可以划为自然和人居环境，

若是将二者分开，那么从自然环境角度出发，项目属于景观

生态形式；从人居环境角度出发，项目属于风景园林形式。

该项目研究范围较传统项目相比差异性较大，主要体现在尺

度方面，以地理为基础的景观生态，大部分为“美妙农村、

文化项目、生态修正”等项目[1]。

2 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规划思路

2.1规划总目标

目前对于生态旅游来说，主要包括三种开发形式。一为

保护湿地形式，在对湿地进行保护的前提下，向游客灌输生

态教育理念，比如米埔公园为典型的项目类型；二为湿地旅

游形式，其在保护湿地的原则上采取先进的科技方式增强旅

客的体验感比如杭州西溪就是较为典型的旅游形式公园；三

为湿地价值运用形式，将对污水的处理作为中心，对污染的

治理加以重视，力求恢复湿地原有的生态功能，比如成都的

活水公园。因此，在对湿地公园进行生态设计、景色规划时，

要对这三种开发形式统一利用，缓解当前情况下的城市建设

对于湿地的破坏以及污染，注重对湿地的生产利用率，提高

综合的自我恢复率。只有这样，才能对周围环境进行改善和

修复，才能为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更加便利、易于生存

的良好的生活环境，实现生态平衡。

2.2规划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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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以生态保护为主的原则。在对众多湿地公园

的规划状况进行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进行生态设计、景观

规划阶段中，必须考虑到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因素，以生态保

护为主。目前城市中的资源中最为珍贵也最稀少且无法再生

的就是湿地资源，因此，湿地居于极强的存在功用。对生态

进行建设阶段时，必须关注周边环境，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

措施为湿地的完整提供重要保障。

（2）坚持以合理运用为辅的原则。对湿地公园进行设

计阶段中，必须对湿地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科学地运用，

提高湿地资源利用率。因此，在规划、建设阶段中，必须将

规划地区附近的气候、环境、文化氛围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秉承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则，实现社会、经济、

生态三方面的综合收益[2]。

（3）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着力点的原则。实施阶段中，

必须从长远出发，具备发展性眼光，为公园的规划提供完备

的支撑。规划阶段中，必须对水资源的配备、利用加以重视，

只有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支撑，才能对湿地公园做到合理、科

学地规划，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使其得到更好、更科学

的保障。

3 国家湿地公园的景观设计手法

3.1景观设计应结合周边自然环境

湿地资源的科学设计有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体现出了

较为基础的生态设计功用。依据目前城市设计的状况以及湿

地资源的生态保障要求，应该在规划阶段中融合自然环境、

人文地理等相关因素，使湿地公园具备极强的生态方面的服

务能力。应该保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平衡性以及稳定性，

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此融合自然环境、人文地理

等相关因素，对国家的湿地公园进行规划是设计师必须知道

的前提。

3.2景观设计应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对进行景观建造的阶段中，不仅要具备先进的文化色彩，

还要继续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做到与时俱进，将人文色彩

更好地体现出来。地方层面的传统文化是设计师在进行公园

规划阶段中应该着重强调并重视的一项内容，应该从多角度、

多方面去研究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探求文化发展的

脉络，将地方文化以多样化的形式融入到公园规划当中，使

公园具备极强的地方文化色彩。也使文化资源能够得到最大

化的利用，从而保障生态规划的效果达到更优质、更大化的

程度。

3.3景观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

湿地公园是一类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类项目，是人们在

特定的区域内，利用先进的人工措施对现有的湿地进行保护

的项目。其必须对湿地资源进行合理化、最大化的利用，以

自然景观为主要项目，生态功用极为强大。因此，在生态设

计阶段，必须秉承着以人为本，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原则利

用各项渠道使生态系统发展的更加向上。与此同时，必须在

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生态效益，将人与自然更好地协调

起来，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3]。

4 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我国主要将湿地划分为五类，分别为河流、琥珀、沼泽、

海岸以及人工等。其中河流湿地指的是年平均水位没过的最

大区域。本篇文章主要将河流湿地作为切入点，将始丰溪国

家湿地公园作为具体实例，对生态建设、景观规划的实践方

式进行具体描述。

4.1具体地貌

作为天台县内的第一大河流，始丰溪横贯天台盆地。该

溪流弯弯曲曲，溪流中经常看见卵石浅滩等具有极强的河流

湿地特征的标志。溪流的两侧分布着较多的山地，还有小部

分的平原、丘陵。始丰溪国家湿地公园东西长约 9780米。

南北宽约 420m，总面积达 424平方千米。溪流两侧有较多

的居民居住，由于居民的长期活动造成了两侧的地貌的破坏。

4.2规划布局

从始丰溪国家湿地公园目前状况来看，坚持着“和合”

的文化原则，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相

互融合以及可持续、绿色发展。从空间上来说，具备“山是

体、水是脉、林是带”的独特的地貌地形特色，从文化底蕴

上来说，拥有地脉、文脉两条极具特色的发展路线，显示出

该公园独特的人文底蕴，结构主要以“一带五区十景”为主。

（1）一带。水系的两边是由田地、森林等具有自然属

性的基本要素组合起来的带形空间。

（2）五区。依据生态保护的要素分布地点以及对游客

进行科普、供游客进行游玩的基础，对公园进行功能分区，

主要包括五个分区。

（3）十景。将人文底蕴与自然美景相结合，规划出十

处供游客欣赏、游玩的景点。

4.3生态恢复规划

（1）水系接通

连通水系对于生态恢复来说极为重要，它能够保证上下

游之间进行充分的物质能量以及生态的交换与交流。公园规

划阶段中，利用水体引进、水系连通等方法保障入水口处于

自然状态，使区域内的水面面积保持完整性、原生态，保障

流域内的水体能够进行交互，使水体流动保持流畅性，以保

证水系处于完整的状态，确保能够对公园内的生态蓄水提供

正常供给，以保持公园内的水平衡。

（2）对栖息地进行重新建设

蜿蜒曲折的河流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别是主河道、高地

的过渡地带以及河漫滩。其中河漫滩与人类的距离较近，因

此人类的各项活动都与其密切相关，尤其是当人类进行一些

破坏性活动时，河漫滩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影响。河漫滩的生

态脆弱性、敏感性极为强大，因此整个河流廊道部分中，河

漫滩成为生物的主要聚居地、栖息地。在生态保育区内划定

一个生态禁入界限，保证动植物的栖息地、居住地不会受到

人类的人为干扰，并且在动物交配、繁殖的时期采取封育措

施，保证动物的觅食行为、产卵安全不受侵害[4]。在生态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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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区内，针对水生动植物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放置枯

木、放置鱼礁石，来创造水岸生境。对于那些禽类，将防护

型水湾与水岸带地形相结合，并且充分认识到鸟类的居住、

栖息、寻食的特点，对水岸带的深度进行控制，控制在零点

一至零点三五之间，并且制造一些具备季节性的泥沼，提供

给水鸟完备的活动空间。

（3）营建植被大群落

①与陆生植物相关的群落。马尾松是公园内与陆生植物

相关的、占比最大的群落。在对原生群落进行保护的原则上，

对落叶、果实类等群落进行多层次、复合类的营造。在营造

多层次群落同时，对具有优势的植被群落进行大力发展，形

成大规模、连续性的林带部落，打造 12m宽的生态长廊，保

证植被群落的稳固性以及各个物种之间的交互流动。

②与水湿生植物相关的群落。湿地公园内，选择像金鱼

藻等具备较强的净化功用的沉水植物，再配备上观赏度较为

高的挺水植被，通过这些多层次的纸植被的合理化配备，造

就一个经典的湿地植被的景色，并在此基础上满足动物的栖

息以及食物需求。

4.4生态游玩、观赏规划

该主题公园的人文资源较为独特，自然环境也十分优美，

这些是公园开展教育科普、文化体验、生态观赏等活动的基

础条件。该公园内的生态观赏坚持以生态保护为主，开发利

用为辅的观念，将游玩价值与当地的文化特色融合在一起，

寓教于乐。依照公园内的生态负载量以及对游人数量的预判，

以人文演化、意境形成、环境烘托等内容为核心，依次进行

展示。该公园内的生态观赏坚持以生态保护为主，开发利用

为辅的观念，将游玩价值与当地的文化特色融合在一起，寓

教于乐。依照公园内的生态负载量以及对游人数量的预判，

以人文演化、意境形成、环境烘托等内容为核心，依次进行

展示。并且在公园内合理规划游玩、观赏的空间，并借助园

内纵横八达的慢行交通方式，形成了生态科普、强身健体、

优美风景等独具特色的主题游览线路[5]。

5 结语

在对国家湿地公园进行建设的阶段中，必须利用先进、

科学的生态相关理论开展生态设计、规划以及景观构造等步

骤，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湿地公园的价值与功

用。生态规划阶段中，可以依照生态保障、合理运用、绿色

发展等原则开展实践活动。景观设计过程中，必须以自然环

境作为依托，将先进理论与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秉承以人为

本、绿色发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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