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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滨河绿地建设是城市发展中重要的资源,对于城市生态建设、突出地域风貌等方面具有很

大影响。本文从城市防洪河道的生态驳岸出发,从整体着手,注重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发展。在满足生态环

境恢复的实际需求时,营造河道动植物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建立生态多元的开发策略。 

[关键词] 河流恢复；景观改造；生态修复；湿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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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盘龙江瀑布公园上游段河道

开发与利用策略 

本次规划项目设计策略为河道景观

生态修复为基本侧重,河道景观生态改

造,河道沿岸的景观湿地孕育,动植物的

野生栖息环境创造为景观生态修复治理

研究提供重要依据。通过对场地景观生

态模型的多重分析建立适合场地的开发

思路。 

2 昆明市盘龙江瀑布公园上游

段河道开发与利用原则 

2.1景观改造原则 

2.1.1科学性原则 

项目规划涉及风景园林；城市规划；

地理；生态；经济管理等多学科的专业

知识。规划以国家和省市社会经济发展

战略为依据,以保护发展方针、政策及法 

规为基础,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相适应。 

2.1.2生态性原则 

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多样复杂,其抗

逆性越强,更易维持动态平衡。由于场地

区域的生态环境较为敏感、脆弱,决定了

村落周围环境的保育重要性及建设的生

态优先性。故在规划中应遵循保护优先、

适度开发原则,在强调旅游产业构建的

同时注意生态景观保护,在考虑经济效

益的同时兼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加

强森林植被和珍稀动植物资源保护,确

定生态建设战略目标,维持生态平衡,促

进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旅游资源,形成

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的良

性循环。 

2.1.3可持续发展原则 

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地利用山脉间

的自然景观资源,在规划设计中要做到

设计合理、经济节约并展现良好的自然

景观。气候、环境、自然条件、历史文

化等特色,研究场地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原则。 

2.1.4功能性原则 

对场地景观功能发挥有利作用,对

场地周围居民满足日常游憩需要,兼顾

生态、文化、艺术、安全、功能等方面

的综合作用。规划考虑场地的安全防灾,

满足突出事件的应急作用,尊重土地的

综合利用和开发原则,对规划与实施提

出科学可行的功能策划,满足社会经济

服务功能。 

2.2弹性景观开发原则 

2.2.1雨水管理开发原则 

基于昆明市地理区位环境的分析,

针对雨季的暴雨与上游的水库泄洪等问

题,建立一套评判标准,以充分验证雨季

对河岸场地带来的水资源管理与安全风

险问题,实现场地内雨水的上涨对场地

沿岸的影响风险,让雨水实现帮助场地

内动植物增强生物多样性[1],改善水质

并实现弹性恢复, 终为场地雨水管理

开发的方案提供知识储备和支持。 

2.2.2生态修复开发原则 

为场地内生态景观建立3个重要梯

度,分别是一级生态景观类区域、二级

生态景观类区域与三级景观区域。每个

景观组成部分的深度和重要性都能适

应公园不同高程不同区位的特定条件。

关键节点处的景观规模保护力度大,开

发利用小,依次类推。建立场地内生态

景观区域的开发框架,减少区域内人为

开发干预。 

2.2.3低干扰多层级交通网络原则 

低干扰多层级的交通网络,布局主

要在集中人流活动区域内,采取整体串

联内部成环的方式形成连续便捷的慢

性交通网络,在生态景观区域内人流的

活动与生态区域局部设置休憩平台及

观鸟塔,以低干扰的方式进行动植物教

育与科普展示,同时设置空中栈道、沉

水汀步、环保人行道等水陆空多层级的

低干扰路径,形成趣味便捷的生态交通

网络[2]。 

3 昆明市瀑布公园上游段河道

开发与利用思路 

3.1构建瀑布公园上游段河道综合

性分析框架 

构建适合的场地生态河道与场地

公共空间发展框架,将场地打造为全新

的、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使之从北部

构建昆明主城区的绿色生态轴线。将风

景优美的场地生态与步行街道作为连

接城市的工具。建立场地区域发展策略,

使其场地各个环节充分考虑建立综合

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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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重新定义场地公共空间 

调研团队场地区域内每个归政府与

街道管辖的场地的发展进行评估,并着

重强调了场地河流转弯处的大面积绿地

地块,以此大面积绿色地块为核心,向外

激活场地内的南北走向走廊的构建与扩

展。在中央绿地地块打造场地居民活动

区域,围绕着一系类重要绿色区域与灰

色地块在紧凑的场地环境中形成动区与

静区的活动空间。 

3.1.2建立设计方针与场地标准 

场地规划为综合性的生态河道游憩

与城市生态活动公园的综合体,项目制

定一系列的设计方针,可按照领域分为

生态湿地设计、开放空间及景观设计的

三个部分,生态湿地设计概括场地内的

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场地内动植

物的流动性和可持续性等问题的解决

策略,开放空间及景观设计方针则提出

一套理想化的准则,包括创建具有标志

性的独特空间,同时使公共空间得到充

分协调[3]。这些方针对各类环境与开放

空间进行了细致的规划,并为场地装饰、

照明策略、树木种类和动植物制定基本

的框架。保证设计策略的成功落实。 

3.1.3建立景观评估 

对场地内研究计划进行景观评估要

素作为场地管理开发的适应性框架,制

定不同景观不同环境的开发优先事项的

规划以及应用景观评估制定,社区场地

内的环境景观弹性化的管理,对场地的

近期规划与远期发展规划有一套良好的

步骤框架。 

3.1.4把控区域用地控制 

对场地内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具体

分析严格把控土地的合理化与集约化方

针,严格落实国家与本地区的土地使用

政策,制定了征购、扩建和优化公园用地

的蓝图,以应对场地周边人口和游憩增

长的问题,同时提供了一个大胆且务实

的、兼具变革性和适应性的指南,能够根

据未来的需要做出灵活变化。为不同阶

段的开发和投资确定了优先选项,并为

计划的实施方法提供了框架,包括快速

启动和长期评估等。严格控制场地性质,

生态保育区严格保护,对游憩区和绿地

公园合理的开发利用。 

3.2建立社区保障措施 

建立场地周围社区的保障框架与场

地开发模型能够使得场地景观的场地保

障与减少人为的破坏干预,保障场地景

观生态的三重底线：社会、环境、生态

的价值[2]。考虑三者对场地维护与保护

促进场地生态保护与场地生态区内的系

统保护。针对周围社区与保障框架分为

两部分内容： 

3.2.1前期管理,分为指导场地周

围居民的告知场地不同的保护区与开

发区,提倡居民对场地保护区内的行为

游憩与干扰,让居民加强场地生态区内

的保护概念,建立人与自然的相处观念,

保障场地与周围居民的宜居性,场地生

态等级不高的区域加强基础设施的同

步发展,提高非保护区内的的景观绿地

的开放性对于改善周围居民生活游憩

的方便性,能够为周围居民提供更多且

自由的访问开放空间与公园的游憩兴

奋度[4]。 

3.2.2长期维护,包括在场地设施与

维护成本的共同考虑,建立场地后期的

调试运营框架,在提供基本的环境、社

会、生态、服务的同时强调景观的重要

性,建立长期维护的白皮书,确认场地后

期每个环节的计划,为场地社区保障框

架的推进奠定基础[5]。周围社区居民共

同监督,为场地的保护与开发运营建立

严格执行的框架标准。 

4 结束语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场地范围内的开

发与利用策略,以景观改造的方法寻求

良策改善城市生活,区别与一般的城市

景观规划策略,昆明盘龙江河道景观生

态修复治理开发没有选择一般城市公园

河道绿地的开发策略,而是容纳多样化、

结构复杂的分析动态与静态规划,悉心

应对不同环境不同景观的开发策略,场

地内基底、廊道、节点的景观设计策略

充分展示了自然系统与城市发展的整合

共通,建立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景观改造

发展扩建,带领本地区乃至整个城市迈

向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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