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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万物之源,生态之基,城市的水系在城市的运转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具有排涝、防洪、供水、涵养

生态和防御、运输等功能,又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城市灵气的所在、居民精神的依托。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水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生产、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另外,在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下,

城市水系被填、盖、断、堤、衬之,使城市水系失去了生态、自然的本色,也将城市中最具灵气的自然景观元素糟蹋了。随着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自然生态的渴求也愈加强烈,城市水系规划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基

于此,本文在介绍城市水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水系规划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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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但是生命的源泉和万物生长的基础上,而且也是人

类与自然联系的纽带。水系统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

组成,在对水系统规划过程中应不断的改善和提高城市文

化、城市生态和景观风貌等协调发展,同时还应做好生态水

空间环境的营造。可见,在城市发展空间拓展和生态环境建

设过程中,科学、合理、有效的规划城市水系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 

1 城市水系规划相关概述 

城市河流水系主要包括3个部分,也就是滨水绿化景观、

护岸、水域。河流水系不仅属于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

时又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其能够对城市的

整体布局风格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能够对城市的环境起到

美化作用。城市河流水系在历史上还具有运输、防御、涵养

水源、防洪排涝等一系列的重要作用,而在现代的城市中城

市河流水系则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其更多地承担着提供

旅游休闲娱乐场所、调节微气候、保持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等

一系列的功能。所以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必须要对水系在公共

空间布局、滨水景观环境生态系统等方面所具备的作用充分

地发挥出来,最终能够将和谐的城市环境营造出来。 

2 城市水系规划设计需要遵循的原则 

2.1 可行性和前瞻性原则 

要立足于战略的高度对水环境的综合整治工作予以高

度的重视,并且要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全面地纳入进来,要

与现状特点进行紧密的结合,对水系的布局进行科学的规划,

从而最终将合理的规划目标确定下来；要对眼前和将来的发

展予以兼顾,实现综合协调,从而能够综合开发和利用水系

资源,最终确保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多学科综合协调原则 

作为一个涉及到环境心理学、美学、景观设计、城市规

划、水生态学等很多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城市水系的规划设

计工作必须要保证做到多专业协调,对多学科的知识进行综

合,从而能够更好地完善水系的综合治理方案。 

2.3 亲水性原则 

做一个能够对自然和生命的感知的空间,滨水区在设计

的时候必须要将水的可亲近性充分地凸显出来,要对可亲近

的滨水空间进行积极的营造,将人文关怀体现出来,要最大限

度地实现可触、可近、可见,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效融合。 

2.4 延续性原则 

在城市水系规划中必须要使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和滨水

空间之间的连接得到保持,对城市绿地景观系统和水系之间

存在的有机联系进行强化,对当地的综合环境状况和历史文

化特性进行准确的把握,从而能够有效的营造城市的空间环

境和人文景观,对当地的历史文脉起到延续作用。 

2.5 自然生态及多样性原则 

在城市水系的规划过程中必须要严格的按照水的自然运

行规律,然后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根据对自然水系的生态群

落结构进行模拟,将植物造景和绿化作为主体,从而将富有生

趣的自然的滨水景观营造出来,并且在调节区域微气候和保

持生态平衡方面使河流本身的综合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 

3 城市水系规划的现状问题分析 

受诸多因素影响,当前城市水系规划中存在着一系列问

题,主要表现有：一方面,城市水系空间存在着诸多历史性问

题,例如,城市规划建设前期,由于缺乏长远性、规划性的探

索,导致城市水系规划过程中相对较为混乱；另一方面,城市

水系空间开发模式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例如,部分城市在对

水系空间规划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城市自身发展实际情况的

了解,多数城市水系空间规划以抄袭和模式照搬等为主,进

而导致城市水系空间规划中在文化内涵、历史背景以及环境

特点等方面相对缺失；此外,城市水系空间规划中存在组织

问题,其主要体现在城市水系空间规划整体缺乏理性,过分

的追求规模而忽略了质量。总之,城市水系空间规划未形成

系统的研究体系,并且在自然——人类——水体相协调建设

模式方面严重缺失等,从整体上城市水系空间生态建设效果

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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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水系规划设计的思考 

4.1 水系的形态 

作为一条自然的河流,只有具备沙洲、浅滩、深潭、凸

岸、凹岸才会具备灵气和生机,一旦河流具有归于均一化和

规则化的形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自身的生物多样

性和整体景观。大量的现代景观生态学研究表明,河流的弯

曲的水流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加有利,同时也能够更好

地发挥蓄洪含水、降低河流流速,因此能够使洪水的破坏力

得以削弱,并且有效地降低洪水的突发性和灾害性。为此,

在水系的规划工作中必须要立足于保持江河的自然形态,要

对河道现状予以充分的尊重,保持蜿蜒曲直的自然流向,最

大限度的保证有缓有急的纵断面和横断面坡度、宽窄不一的

河道横断面、不规则的河岸线等,并且还要形成深水和浅滩。

同时,新开挖的人工水系要尽可能对自然水系的形态进行模

拟,从而能够将自然的河流水系形态形成。这样除了可以将

适宜的环境提供给各种生物,从而形成生物多样性的景观之

外,同时还可以将其丰富的、具有诗情画意的空间环境提供

给城市的居民。 

4.2 生态堤岸 

很多城市在整治河道水系的堤岸时,往往选择水泥形式

或者石块的硬化堤岸,这样虽然有利于泄洪和排水,然而却

会导致水土隔离,严重的影响到了自然生态。堤岸在硬化之

后就会形成一个封闭系统,从而会对土壤和水体的渗透交换

产生阻碍作用,这样就导致河堤不再具备应有的对水量进行

调节的作用。所以在城市水系规划中必须要尽可能地采用生

态的护坡堤岸,利用生态河堤有效的连接河畔植被、堤防、

河道和水。在对地貌以及自然地形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

要将堤体、土壤、生物、植物、水和阳光等互惠共存的河流

生态系统联系起来,这样对植被、水体、土壤之间的相互涵

养十分有利,最终能够将适合生物生长的环境形成。 

4.3 塑造自然生态景观 

要想使城市水系规划充满生机,就必须要保证生物多样

性的生态基础,土壤和水是一切生物生长和繁衍的基础,因

此,要想保证生物的多样性,就必须要将适于生物生长和发

育的环境创造出来。为此,城市水系景观环境建设工作除了

要对城市的自然水资源进行积极的保护之外,同时还要将城

市的人工生态系统构建起来,从而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对自然生态景观进行塑造的时候,要保证河堤岸斜坡面能

够形成疏密有间、错落有致的自然生态景观风貌；同时要在

河道中对各种植物群落进行培育,将各种生物在自然河道中

的降解污染有机物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够使水

体的自净能力得以有效提升。 

4.4 延续地域文化 

在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城市水系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缺乏城市水系的点缀就无

法充分地展示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包括水面景观在内的城市

景观的映衬,也不可能够将优美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形

成。因此城市水系规划必须要与当地的水系特点相结合,对

当地积淀的历史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并且以这些主题为根

据建设水系主题公园,从而将当地昔日的历史风貌很好的展

示出来。要有效地结合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对民俗风情游

项目进行积极的开发,紧密地结合城市的产业发展和水系规

划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城市水系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并且在城市中更好的融入城市水系。 

5 结语 

城市水系空间作为城市规划建设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

其生态规划对城市生态整体规划具有关键影响。在具体的城

市水系规划工作中必须要严格的保护水系和环境质量,并且

使城市水系网络之间能够合理的连通,从而将完整的水网形

成；要做好水环境生态的构建工作,对水系的自净能力进行

强化；要紧密地结合城市绿化空间体系和城市水系,要对城

市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挖掘,从而最终将具有地方特的城市

水系环境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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