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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景园林学科历史悠久，在改善城市和乡村自然环境

和生态恢复以及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等方面都作了许多研究，

致力于以景观角度出发，充分利用风景园林的造景原理和手

法，改善和提高人居环境，在生态和自然环境方面实现优化，

结合美学原则，让环境形成景观，从而使得环境更加美化和

谐。当前新冠疫情暴发大背景下，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受

影响，引发社会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反思。从生态环境的角

度来讲，新冠疫情的爆发，与我们生态环境破坏也有必然关

系，如何处理好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间的

关系，又一次成为我们思考的重心。从风景园林角度来讲，

处理这一关系我们义不容辞，利用好我们景观处理的原理和

手法，综合考量自然和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

相协调，和谐共生成为风景园林行业的要点之一。

2 风景园林运用于河流景观改造的意义

河流是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常见且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对于环境来说，河流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等

影响可以涵盖整个城市及村落，大型河流甚至可以影响到区

域环境。因而河流系统的变化总会引起其所在区域内的自然

环境变化，这些自然环境的变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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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人群的身体状态、生活方式和大环境，从长远的时间

角度，也可以看到其日积月累的改变造成极大的变化。

以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流沙河改造项目为例，目标河流

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半干旱与干旱带交接之处，祁连山脉北

部。流沙河在当地又被称为大沙河，发源于祁连山脉，自南

向北注入黑河，是黑河最大的支流。沙河流域和黑河流域交

织地带，是张掖市建城的重要载体，一并被当地作为母亲河

也直接关乎临泽县的经济命脉。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黑河

流域的自然生态和水环境逐步恶化，湖泊面积减少，湿地日

渐萎缩，特别是在人口集中、产业密集的大沙河流域城区段

和双泉湖湿地周边，水生态与人居环境不相适宜等问题日益

凸显，生态环境呈现出恶化趋势，区域生态功能逐年下降 [1]。 

一方面，工业废料处理方式不合理，造成河流水质恶化，周

围环境污染，城市空气中弥漫恶臭，为当地居民正常的休憩

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流沙河也承担着部分泄

洪作用，汛期洪水冲刷中游地区，土地裸露、松散，造成严

重的水土流失以及大面积的土地荒废，利用率不够，冬季大

面积河床裸露，风沙问题严重。

3 风景园林理论在河流景观中的具体运用

风景园林对于场地的处理通常更强调综合性，对于河

流的水质、河床、河岸、洪水问题，不局限于机械化的治理，

或是生态机理的还原加固，而是结合起来，熔铸以更多美学

和文化概念，以人为本，结合社会层面，关注河流服务对象，

使得自然与社会环境融合协调，从而解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

境之间的矛盾，处理好河流环境问题。

3.1 生态处理
对流沙河的改造，将原有的自然河道改造为生态河道，

主要利用生态砖、植物以及相关水利技术。在生态砖内部填

充软性护坡填充材料，填充材料主要是建设区的肥料、绿化

工程使用的种子及天然土壤 [2]。采用生态护坡技术，连锁式

护坡、铰链式护坡和自嵌式挡墙结合铺设，打造缓坡滨水步

道和部分阶梯式亲水平台；生态砖间隙种植水生植物、滨水

植物，改善河床裸露问题，栽种单个乔灌木，如当地常见的

河柳、红柳，常生长于自然式河岸边，对固土护岸有良好的

作用。一方面改善冬季旱地河流河床裸露面貌问题，另一方

面生态砖和植物根部起到良好的固土防沙作用，显著改善冬

季风沙大的问题，有利于旱季城市面貌改善，城市环境质

量、空气质量的提高，对区域内居民的身体健康提供有效的 

保障。

河流生态修复不应局限于具体河段。河流在不同尺度

上面临着多种外界干扰和环境压力，需要以宏观的视角，对

整个流域进行一体化管理 [3]。在干旱地区，植物覆盖显得尤

为重要，选择和搭配植物，配合河流打造完整的地块内生态

体系，植物自生也会形成特色的景观，满足实际利用的生态、

功能需求，同时提供以美的享受。另外，植物可以表达一些

文化情感和美好的寓意。

在流沙河环境改造项目中，设计师对植物进行严格选

种，针对河流不同部分进行特殊处理，尽可能解决西北地区

干旱的气候对植物严峻的挑战，达到植物运用效果最佳且考

虑后期维护成本合理化。使用不同颜色和高度的植物，对应

丹霞地貌打造色彩景观，并从平面和竖向上打造植物景观层

次，兼顾植物花期、果期、落叶期等变化，对色彩配置进行

同步考虑，在搭配时考虑其季节变化，做到四季有景，变化

丰富。

3.2 水资源利用
河流流经众多地区，将多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在河

流的每一个段落，河流所呈现的景观状况和自然状况都不

同，其在整个河流范围内所承担的功能亦不相同。社会环境

对河流的功能要求和景观要求更不相同。流沙河流经的临泽

县为上游与中游交接地区，由于地势和流域问题，该河段往

往要承受更大的泄洪压力。春季汛期，水流量骤增，而临泽

县区域河道相对狭窄，且规划中居住区密布，为承担洪水冲

刷压力，采用硬质河道处理，且在尾部与生态河床并行，分

流处理，来应对泄洪压力，又不浪费资源。另外对于场地较

大的地势高差问题，根据河道高度变化距离，设置壅水坝，

防止水冲刷，又保证上游和前一河段用水。在城市区域，河

流主要发挥其观赏、调节小气候的功能，其改造工作以美化

观赏景观为主。而在城区以外的城乡交接地，为防风固沙，

当地种植大面积的绿化区域，河水可以合理地引流灌溉，多

采用喷灌和滴灌技术，节约用水同时以充分的水资源来防护

绿地、满足城乡景观带的绿化灌溉要求。在乡村地区，则结

合村落需求，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直至其汇入黑河。

3.3 文化熔铸
风景园林在景观的塑造中，往往会深入渗透当地浓厚

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环境元素，为硬质和自然的景观注入地域

灵魂。而河流本体往往就与地区的文化形成有直接的关系。

人类在长远的发展史中，通过与水的接触、运用、欣赏等实

践活动，形成了水文化。人类常把水与哲学、生活习俗与宗

教信仰、美学、文化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与

水结缘的物质或精神财富。水与人类的文明史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沿水而居，水环境从人类产生的那刻起就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环境，逐渐又因水衍生了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创

造了人类灿烂的文明史 [4]。

河流经过丹霞国家地质公园，承载了自然神奇的文化

产物记忆。流沙河项目对于流沙河的改造更是注重提升文化

吸引力、凝聚力，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景观带，增强地区自

豪感，从文化角度争取吸引人、留得住人、记得住特点，跟

随一带一路建设要求，实现文化振兴。对于地方文化，我们

在具体处理景观时，主要通过软质和硬质两方面来表现。包

括文化相关的景观小品、雕塑、铺装造型等，或是特色植物

以及植物造型、颜色、气味的综合打造，从多种感官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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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人们对地方文化的感悟。

临泽县对流沙河的文化景观改造，通过植物配景和合

理的硬质景观，将丝绸之路、西游文化、丹霞地质文明等当

地特色历史文化深入协调地表现出来，再结合场地范围内张

掖市科技馆优势，利用科技体验，带给游人历史的回顾，文

化底蕴是重要的吸引力之一，能够凸显出地区文化，吸引游

客和本地人民，增强自豪感、凝聚力。例如，利用飞天飘带

起伏外形特点，打造独特的休憩长椅；或使用传统建筑石头

堆砌结合石板做简单坐凳；垃圾桶采用景观柱外形，制作具

有独特西域风格外形的垃圾桶。也是本项目中的重要一笔。

在现代景观主题营造中，需注重植物的外在形态与周边环境

融为一体，从而凝造环境的诗情画意的氛围。景观展示营造

的过程中应该借鉴和学习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才能创造

出优秀的景观展示，让人感受传统文化的美 [5]。

3.4 社会环境
风景园林对于景观的处理原则，首先就是以人为本原

则、可持续发展原则。造景的出发点即为创造更好的人居环

境，以景观的处理手法来解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

的矛盾，综合美学、生态、实用、感官等方面进行宏观处理

和微观设计，服务于人，同时协调于自然和生态规律，使得

生态要求与人类社会需要免于冲撞。

临泽县流沙河对于河流周围社会环境组成因子做相应

处理，针对不同人流量的河道区域，将驳岸分三种不同形态：

①全斜面生态驳岸，主要用于人流较少的河段，或者

不提供游览漫步服务。该类驳岸整体为一个绿化斜面，不适

宜漫步游走，置于人流少的地方，大量种植水生植物，形成

最近自然的河道驳岸。

②单阶梯生态亲水驳岸，指用阶梯状态替代驳岸斜面，

在驳岸中段打造一条游憩的小路，形成亲水带状空间。

③多阶梯亲水生态驳岸，指在前者基础上，将驳岸建

造成多层次的亲水带，更细致地区分了不同时期水流线路，

使人们可以更大程度亲近水流、亲近母亲河。

充分考虑各类人群对景观空间及功能使用的不同需求，

在各个空间划分和详细设计中合理安排各类功能分区以及

景观节点的布置，成为人们游玩、休憩、娱乐的最佳场地 

之一。

3.5 经济作用
对于地区来说，景观往往以点成线，各个大大小小的

景点、景区连接起来形成地方的旅游网络路线，每一个连接

点都非常重要。而河流景观更是发挥了重要的线性作用，如

桂林漓江、云南澜沧江、怒江等，都在景观旅游中发挥着重

要的载体作用，因此，风景园林对于河流的处理中，还会考

量其对所在区域的旅游产业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以

此来衡量旅游针对性处理在整体河流景观设计中的比重。首

先会对于河流影响区域进行旅游资源和产业的调查，进而来

判断河流所在位置及其涉及和影响区域、范围，从而决定所

设计河流景观服务范围和功能 [6]。

对于流沙河而言，其贯穿张掖市西部大部分城市、乡镇，

流域面积较大，且连接了多个城市与乡镇，连接了较多景区。

张掖市旅游资源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

历史沉淀，借助于现有的旅游资源，流沙河项目地连接起西

游文化纪念洞窟、黑河烟林、丝路驿站、农业观光基地、采

摘园、丹霞地质公园、康乐草原等重要景点。流沙河景区也

成为该旅游线路最重要的连接载体。助力于形成综合的旅游

产业链，带动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从文化和经济方面

提升凝聚力，留住人才和劳动力发展生态城市。

4 结语

对于河流景观的规划设计，风景园林原理几乎可以贯

彻其项目的始终，无论是在生态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风景园

林规划设计的思想和理念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风景园林

原理贯穿于河流治理改善项目的始终，可以有效规避由单一

水利或设计方面处理可能遇到的顾此失彼、自然和社会失

调、功能性不全面等问题，避免由单一方面的缺失而造成二

次改造、资源浪费的问题。风景园林思想所重视的综合性考

量环境因子，统筹规划，针对性设计，对于河流这种大范围

线性景观空间的处理，可以很好地解决其面对的环境多样

性，功能要求复杂化等问题，很多成功的案例也充分证实了

风景园林原理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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