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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日益丰富化的今天, 水利工程建设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发展,在此期间,各类问题逐

渐浮出水面, 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就是水利工程艺术性及

可观赏性价值的体现, 然而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水

利工程设计中对景观化设计忽略所造成的。较为常见的有：

景观单一性、无任何地域特色、根本不能体现出本地区的文

化特征、不能准确的把握好各类自然元素间的联系、景观化

设计结构不协调、人文观念较弱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现

代人们所追求的精神文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只有不

断强化水利工程景观化设计才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

元化需求。

1水利工程的景观设计要点及类型

1.1生态景观类型选择

通常可将水利工程景观划分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建

设两大类型。自然景观指的是那些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景观,

在此基础因素上按照本地区的地理特色来开展相关设计,

呈现出浓郁的原始生态特征, 整体设计方面极少会出现人

为因素的影响；人文景观是指在自然景观的基本前提下,融

入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历史文化特征等,对固有的自然景

观做出进一步地设计, 从而促使自然景观的文化内涵得到

更加突出的体现。

1.2景观化设计要点

水利工程景观化设计过程当中, 环保理念的运用是不

可或缺的一大方面,为此,一定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

做好自然资源、自然景观的系统性保护工作,对此,在对水利

工程进行景观化设计的过程当中, 一定切记不可做出大范

围地改动,不可对自然界固有的植被、水文状况等造成任何

的破坏,有效地借助本地独具特色的自然因素,保留固有的

自然特色环境, 积极做好本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从

而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这样不仅能够促使本地

的景观特色得到很好地展现, 同时还能够创造出最大化的

社会经济效益。水利工程景观化设计就是在保留固有自然

景观的基础上,加入人们对景观欣赏的多元化需求,从而更

好地满足人们对景观的观赏准求, 制定科学合理的设计方

案,从而在满足人们观赏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化的社会

经济效益。

2景观化设计基本现状

2.1创新意识不足

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巨大力量,但

现实中, 设计师在进行水利工程景观化设计过程当中创新

意识是十分匮乏的, 现有的工程设计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照

搬照抄层次。但是,这种设计水平早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多元化需求, 在这种传统的设计理念下极易让人们产

生一种厌烦的情绪, 更不能激发游客进行消费的积极性和

兴趣,这样会给水利工程的旅游价值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

2.2景观布局混乱

水利工程建设景区的管理水平对来往游客的心理会产

生直接性的影响。若水利工程景观并未得到系统性的统一

管理,则会导致我国旅游资源出现一系列的浪费。譬如：目

前不少景点当中仅有一条出路, 当游客参观完所有景点之

后势必会按照原路返回的, 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导致人群

拥堵的现象,这样不但会造成游客的时间大大浪费,并且旅

游资源固有的价值根本无法得到很好地体现。作为旅游景

点的管理者一定要严格遵循自己的岗位职责, 认真做好自

己的工作,认真做好旅游景区的管理工作。

2.3景观形态单一

水利工程当中水资源是十分富足的,为此,不少的水利

工程景观化设计在外在形态上是十分单一的, 整体欣赏价

值较差,根本不能吸引广大游客的积极性和乐趣。为此,在设

计上一定要重视水体和周围环境的整体协调性, 切记不可

造成水体局部突出的情况。此外,在对水利工程进行景观化

设计过程中一定不可照搬照抄过去的传统设计方式, 不可

千篇一律,这样会影响到景区经济环境的未来可持续发展。

3水利工程景观设计措施

3.1充分利用植被的装饰作用

对于水利工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水质问题, 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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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过程当中要将这些经常出现的问题考虑在内,譬

如：可通过对水生植物进行种植的方法,对水体不断地净化,

进而促使水体环境得到有效地改善；对水生花卉等进行种

植,可促使工程的可观赏价值得到进一步提高,若本地具有

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状况, 那么可建设休憩用的亭或阁等,同

时,可在水域周围进行花草树木的栽植,创建美好的水利工

程景观。

3.2利用静水倒影的效果进行景观设计

通常状况下,水库水体为较大区域的静态水,为此,设计

师可对其开展系统性的合理设计, 可把净水倒影的成效及

周边景观特征有效地联系在一起, 从而促使水体及水体周

边景观得到科学合理地配置, 创建具有良好层次效果的水

体环境景观。

3.3放养水生动物

可在水库当中放养水生动物, 这样不但能够达到净化

水体的效果,并且能够体现出水体的可观赏价值。在此过程

当中,在水库当中可进行水生动物的放养,对野生水生动物

进行系统性的有效保护, 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很好地繁衍生

存环境。我们可以三峡大坝为例子,此水利工程景区归属为

湖北省重要的水利工程风景区, 其所创造出的社会经济效

益是非常大的,并且具有十分乐观的可观赏价值,但同时促

使广大水生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适宜空间。此水利工程

是于 2013年正式进行水生动物投放的,其中包括鱼尾中华

鲟幼鱼 8000条、鱼尾胭脂鱼 2000条,同时,在整个水利工程

的上游自然保护区当中投放稀有鱼种 85.2万尾, 从而呈现

出本景区独特有的特色, 为景区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经济利

益。

3.4结合人文景观进行设计

从目前的水利工程现状来看, 无论是那种类型的水利

工程其都呈现出本地的一种文化特色,譬如：都江堰和黄河

走廊国家水利风景区坎布拉景区———都江堰的除了具备基

本的防洪灌溉作用外, 同时拥有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具有非常显著的历史性特征。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景观化

设计方面,主要是对固有工程的进一步完善化,同时充分利

用现有的历史文化特色进行的综合性设计,与此同时,创建

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从而促使工程的景观特性得到充分性

的展现。除此之外,黄河走廊国家水利风景区坎布拉景区主

要依赖于本地浓郁的文化风俗习惯这一历史性文化因素进

行的工程景观化设计,所以说,对水利工程进行景观化设计

的过程当中可对本地的地域特色、人文历史特征等进行综

合性的利用,从而达到最佳的可观赏价值。

3.5水利工程建筑景观设计

水利工程景观化设计过程当中, 要加强对水体景观的

系统性管理,并且要进一步强化水利工程景观设计,也就是

针对工程的整体协调情况及重点位置进行合理性的调整。

大坝在整个水利工程景观中是极为关键的构成要素, 为此,

大坝景观设计的过程当中要站在全面的角度, 将大坝整体

的协调性与层次感来作为工程设计的重点, 从而实现工程

重心和景点的完美结合,从而形成最佳的景观状态。此外,要

彰显出工程附属设施的色彩及独特有的外在形象, 从而达

到最佳的视觉成效。

4结论

在我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 旅游业这一国

民经济重要产业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 其早已上升为大型

水利工程综合利用的一大构成要素,可以说,对于水利工程

而言, 景观化设计早已成为确保水利工程景区未来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 是人们对水利工程建设提出的更

高要求。所以,水利工程景观化设计不仅要达到基本的防洪

安全标准,而且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欣赏需求,确保整个

水利工程环境及生态平衡状态得到有效地保护, 在保持生

态平衡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具有可观赏价值的水利景观。

对此, 水利工程在今后的设计及建设过程当中一定要主动

地迎合人们的这种新需求, 促使以往的水利工程设计模式

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侧重于水利工程的美学及景观性质的

基本需求,利用更多新的先进设计理念,从而促使当前的水

利工程景观化设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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