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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东太湖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现状调查和分析，结合营造公园的相关资料，分别从功能分区、交
通、水系、种植设计以及活动空间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东太湖湿地公园的营建方法，总结了休闲和生态并重的综合

性湿地公园的设计思路和内容，以期为完善湿地公园的景观营造提供借鉴和参考。 最后提出了湿地公园的“以地

养地”以及“共管”的管理模式，以便维持后期的生态效益，保证湿地公园的良性运转。
关键词：湿地公园；优势；劣势；机遇；生态规划；共管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６ ５＋ １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３８０．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Ｔａｉ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ＨＵＡＮＧ Ｂｅｉ⁃ｌｉ１， Ｊｏｙｃｅ ＰＥＮＧ ２， ＷＵ Ｌｅｉ１

（１．Ｚｈｏｎｇｈｅｎｇ Ａｒｔ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 Ｓｕｚｈｏｕ ２１５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Ｔａｉｈｕ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ａ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ｗｉｔｈ 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ａｌｓ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ｃ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ｓ“ ｔｏ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 ｂｙ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　 公园周边环境分析

１．１　 公园周边环境

吴江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临上海，西濒太

湖，南接浙江，北依苏州，地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

角腹地，地理位置优越。
吴江东太湖（松陵城区段）沿线长达 ９ ８ ｋｍ，位于

吴江老城西侧，南临吴江滨湖新城片区。 全段东太湖

大堤景观带东侧紧邻 ２３０ 省道（苏震桃一级公路），北
侧以城市主要干道江陵西路为界，南侧以云龙大道为

界，周边有 ４ 条高速公路通过，拥有便捷的交通条件。
其坐落地点优越，享受着在城市中难得的自然美景，本
方案以自然生态为重要核心构想，利用和发掘深厚的

文化特色，意在营造出供市民休闲娱乐的生态公园。

１．２　 优劣势分析 　
通过场地内优势、劣势、机遇的分析，来深入地

了解基地的条件，为设计提供方案构思。
优势： （１）东太湖是太湖的主要出水通道，为黄

浦江及吴江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以水为中心构成高

度人文景观的地域特征。 （２）有丰富的生物资源，
东太湖植物主要由人工栽培的果树及绿化树木构

成，动物有鱼类 ７０ 余种，两栖类、爬行类及小型哺乳

类动物和鸟类资源相当丰富。 （３）有良好的视线景

观效果，吴江东太湖（松陵城区段）沿线长。 从地形

地势来看，东太湖沿湖以北以丘陵地形为主，南则

以东太湖为近景可远望东山。 劣势： （１）地势平坦，
视线平行辽阔，除西向对岸的缓丘外尚无较明显的

地标，由于东太湖围垦严重，沿大堤景观现状以围

网养殖及农田景观为主，没有起到带状生态廊道应



有的景观价值，长此以往将阻碍吴江的可持续发

展。 （２）近年来太湖水环境的恶化致使周边生态资

源减少，生物物种锐减，环境有恶化的趋势。
机遇： （１）环太湖旅游继续呈现增加的发展态

势，且旅游发展日趋成熟。 本基地是沿 ２３０ 省道由

苏州进入吴江的第一站。 因此，具有吸引苏州地区

休闲人流的优势。 （２）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

独具魅力的吴文化。 （３）政府的重视程度与投入。
湖滨新城项目立足于太湖与城市的自然交错地带，
在重新审视湖与城的新关系之后，唯有将城市的触

角伸向湖域，结合与水、自然、文化共生的环境开

发，才能呈现出城与湖之间的水乡地景空间。
通过分析，在设计中将着重考虑利用太湖的自

然景观和吴江的人文景观（如丝绸文化），同时将现

存的围网养殖地及农田串联成水系，与太湖连通，
形成园中湖，沿水岸打造百花水道、青柳岸等景观，
即改善了无序的围垦养殖又发挥生态廊道的效用。
其次以金、木、水、火、土为意向的丘地（金石之丘、
森林之丘、幽水之丘、太阳之丘、大地之丘）为园中

的高点和次高点，即解决了无地标的问题，同时也

形成了良好的观湖制高点。 总之，设计中根据场地

的具体情况力求抓住机遇，利用优势，弥补劣势不

足，设计出一个可供观赏游憩的生态湿地公园。

２　 规划设计

２．１　 设计目标

城市湿地公园指利用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

适宜作为公园的天然湿地类型，通过合理地保护利

用，形成保护、科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园［１］。 城

市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具有众多生态及

社会服务功能［２－４］。 在维护地块发展优势格局的前

提下，顺应总体规划的定位方向，结合实际环境，在保

护区域水系、生态资源的格局之下坚持科学合理地利

用资源，建构吴江水岸朝向生态、健康与永续的方向

发展，将生态园建成绿色生态公园的新典范。
２．２　 功能分区规划

东太湖大堤岸线较长，根据沿岸用地性质和周

边环境的不同对基地进行了功能分区，主要包括生

态体验区、中央公园区、临水广场区以及 ５ ～ ７ ｍ 大

堤区，如图 １。
生态体验区主要包括门户区、生态栖息区、针

叶林带、水生植物区。 全区运用了树皮、碎石等自

然透水的材质铺设歩道，同时设计了水上木栈道，

图 １　 功能分区图

通过小岛、浅滩、水生植物和起伏缓丘的混交林来

构建一个仿自然的生态栖息环境，在提供鸟类栖息

地的同时，让游人体验低碳环保的生活，如图 ２， ３。
此区内的城市水岸坚持人性化的设计尺度，合理规

划多元而丰富的公用设施。

图 ２　 生态体验区剖面图

中央公园区主要包括迎宾广场、梅庄、大地之

丘、青柳岸，全区主要是以入口迎宾、游客集散为重

点，同时运用高低起伏的地形和水资源给游客提供

驻足游玩的场地（如图 ４，５）。 其中“大地之丘”为

全区中央，至高地景，西侧为开阔的大草坡，视觉可

与太湖相接，体现现代江南聚落风情的梅庄建筑群

坐落在太湖岸边，成为游人在园中室内就餐、娱乐

的重要场所。
临水广场区主要包括南入口广场、丝绸广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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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态体验区实景

图 ４　 梅庄效果图

图 ５　 青柳岸剖面图

码头亭、菖蒲园、百花林和以金、木、水、火为意向的

４ 个丘地（金石之丘、森林之丘、幽水之丘、太阳之

丘）（如图 ６，７）。 全区以“丝绸”为印象，交织古今

文化，整个场地像丝巾或布卷的旋开，将织理陈铺

于地面的纹路及立体园丘上，同时打造不同视觉效

果的丘地景观，丘地之间的开阔地带形成成片的花

海，尽赏花卉与植物季节变化之美。 水岸 ２ 侧以弯

曲变化的百花水道串联中央区和南区空间，提供游

船者水上观花的新体验（如图 ８）。 观赏步道设置休

息节点及活动节点，并提供不同高程的游园道。
５～７ ｍ（吴淞高程）大堤及沿湖区：此区段沿太

湖（百年洪水位 ４ ９７ ｍ），考虑到防洪作用及景观效

果，５ ｍ 宽的吴淞高程大堤沿线设置散步小径与草

图 ６　 南入口广场剖面图

图 ７　 南广场实景

图 ８　 水上花岛实景

坪区，营造不同高度的临水与观景体验空间。 ７ ｍ
宽的吴淞高程大堤沿线种植樱花和成片的杉树林，
形成丰富的林下空间；本大堤突破了传统护岸型形

式，尝试缓坡大堤防，结合现代的景观元素，做出一

个“感觉不到堤防存在”的隐形防洪堤，成为现代临

水城市生态水岸开发示范。
２．３　 交通规划

全区的交通分为连外交通和园内交通。
连外交通中主要分为车行与人行。 公园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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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设置人行的出入口，很好地解决了入园人行的

问题。 沿苏震桃公路沿线开设 ２ 个车行出入口，并
设有充裕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有效地组

织了入园的车行流量（如图 ９）。

图 ９　 交通分析

整个园内交通路线主要分为人行交通路线、
ＶＩＰ（车行、人行）浏览路线、游船游览路线和自行车

环游路线。 作为城市的市民公园，给游人提供休闲

散步的景观空间是必备的功能之一，但同时也要满

足骑行爱好者、游艇爱好者的活动需求。 整个场地

提供了 ４ 条骑行路线，路线总长约５ ０００ ｍ；游船往

返距离约１ １００ ｍ，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２．４　 水系以及驳岸设计

从西边的太湖引湖水至公园中，营造丰富的岸

线形式和有缩有放的水系空间，既有开阔的水面，
又有涓涓的小溪；同时设计了不同形式的驳岸，广
场区域以垂直的硬质驳岸为主，生态体验区以深入

水面的草坡为主，亦有碎石铺设的缓坡，以营造多

种临岸体验。
２．５　 植物种植设计

湿地植物的配置是恢复和完善湿地生态结构

的主要手段， 以恢复原湿地生态结构为目标，做到

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民为

本及可持续发展 ６ 大保护原则［５］。 首先尽量选用

乡土树种，如香樟、朴树、栾树等，注重上层乔木与

下层花灌木的搭配，让种植环境满足植物本身光

照、水分的要求，同时注重植物文化的体现，强调通

过植物文化体现场所的精神，如梅庄处种植的梅花

体现迎雪吐艳、凌寒飘香、临危不乱的傲骨。 最后

在生态优先、最小干预的理念下，建立生态体验区

的种子库，善用土壤中的种子，配合适当的管理措

施，让其在适当时期自行长出。
植物种植分为以下几种类型：（１）背景林带。

以雪松 （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落羽杉 （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
ｃｈｕｍ）、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等为主体，
主要分布在各景点周围以及用于分割空间的区域

内。 （２）公园观景林带。 以竹子、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樱 花 （ Ｐｒｕｎ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 ）、 红 枫 （ 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ｍ’ ）、碧桃（Ｐｒｕｎ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郁李（Ｐｒｕｎ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杏（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为主

体树， 不仅强调片林的整体感， 还强调它们的果叶

色等效果。 （３）林荫行道树。 以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广 玉 兰 （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 银 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为主体

树， 结合道路所在地区景观进行布置。 （４）滨水植

物。 以垂柳（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为主体（乔木）的湿生

植物区， 以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白茅（ Ｉｍ⁃
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为主，配以观赏性湿生、水生植物

如千屈菜（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鸢尾（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荷花（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睡莲（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ａ）
等。 （５）地被植物。 如白三叶（Ｔｒ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八
角金盘（Ｆａｔ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阔叶麦冬（ ｉｒｉｏｐｅ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
ｌａ）、金丝桃（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ｍｏｎｏｇｙｎｕｍ ）等，其中使用草

花混播，如金鸡菊（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ｉｉ）、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松果菊（Ｅｃｈｉｎａｃ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等。
设计方面既强调林冠线的变化与统一，注重季

相变化及常绿阔叶树种的比例，也注重植物种类的

选择，促进植物多样性的恢复。
临水广场区：重点植栽区“百花林”，以常绿树

作为挡风及视觉的背景，成片种植大片花海，如樱

花、桃花、海棠、桂花等，层次由丘底的小乔木渐次

转为丘顶的直立大乔木，凸显地形的变化。
中央公园区：全区选用直立型常绿针叶树，如

墨西哥落羽杉（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ｕｍ）、雪松，作为

花树区背景栽植，色调以深绿衬托春季花树如梅花

（Ｐｒｕｎｕｓ ｍｕｍｅ）、早樱，及秋季变叶树种如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银杏。 此区的植栽设计主要

体现在大地之丘、构筑物梅庄以及沿内湖的水生植

物观赏区。
生态体验区：以“自然、生态、野趣”为原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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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种植针叶类树种，如水杉、落羽杉、池杉、雪松等；
同时种植抗污染、有净化空气功效的植物，如香樟、
合欢、广玉兰等，为市民提供漫步、骑行的生态氧

吧。 从生物自然繁衍的角度出发，运用土壤中自然

播入的种子，让其自行繁衍，即尊重了适者生存的

自然法则，又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５～７ ｍ 大堤区：此区是太湖的大堤防，沿着湖

边形成一个狭长的地带，也是市民远眺太湖的最佳

区域，沿岸采用草坡入水的形式，种植耐水湿的落

羽杉、池杉等，下层木多采用水生植物，芦竹（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美人蕉 （ Ｃａｎｎａ ｉｎｄｉｃａ）、 蒲苇 （ Ｃｏｒｔａｄｅｒｉａ
ｓｅｌｌｏａｎａ）等；同时考虑到冬季北风的影响，沿线增加

防风植物带，南侧侧重种植常绿树种，如香樟（Ｃｉｎ⁃
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广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等，对南广场区形成天然的防风屏障。
２．６　 活动空间规划

东太湖湿地公园不同于其他的生态保护公园，
在强调保护自然的同时，积极倡导市民的公共参

与，在设计的同时就尽可能地参入可供活动的场地

和设施，例如设计专门的自行车骑行路线、设置码

头和游船、在幽水之丘安排儿童戏水区，提供少儿

娱乐的场所（如图 １０）。 同时设置一些静态的游赏

空间。 比如，隐蔽在花树林后的高出的丘顶茶屋，
是游人评茶、赏花的好去处。 大地之丘东北侧的大

草坡，提供给游人郊游、野餐聚会的场所。 全区设

置了多个休憩廊、驻足亭等，为市民提供休憩、观赏

的静态空间。

图 １０　 主要活动空间示意图

３　 结语

湿地公园既不是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一般的

城市公园，它兼有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生态旅游

和生态教育功能的景观区域［６］。 东太湖湿地公园

是在一片未经开发的太湖湿地的基础上新建的湿

地公园，虽然设计中一再贯彻生态的理念，但是设

计中所构建的这些生态系统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这是在公园构建后期需要关注的问题。 其

次，作为市民公园，其配套的基础设施是根据设计

之初人口的预测来确定的，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
后期需要做出及时的调整和完善，同时对于使用过

程中设施的维护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公园的建

设势必将带动周边的商圈和居住区的开发，在保护

和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兼顾经济利益、生
态环境和社会效益，实现“以地养地”的经济平衡需

要在发展中不断摸索。
湿地公园的建设由于涉及到环保、水利、交通、

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 协调难度大， 在管理过程

中易形成管理职责交叉等问题， 需要政府支持、协
调， 最好能成立专门的湿地管理办公室， 负责协调

各相关部门， 共同管理。 共管是湿地资源保护及合

理利用的一种有效途径， 建立有序的共管机制是湿

地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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