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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湿地公园设计》探讨不同类型的湿地特征，对生态条件、空间形态以及交通条件等层面展开分
析，归纳各因素对场地环境影响的强弱。
同时运用GIS、数字化叠图法及其他量化技术与评价的方法，针对场地适宜性进行研究，并结合相应
案例加以研讨。
以集约化设计理念为导向，针对湿地公园本身的特征，优化设计与场地环境问的关系，有机协调与整
合生态、功能以及空间三大设计目标，进而生成可量化、可比较、可操作的集约化湿地公园设计策略
。

　　湿地公园的设计方法在于利用自然或人工湿地本底，科学地运用湿地生态学原理和湿地恢复技术
，重点在于恢复湿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并促进湿地的生态系统发育，协调湿地环境中生态、空间、功能
的相互关系、生成丰富多彩的湿地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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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场地原有乔木树种少，针叶树的水杉群系仅见于水渠及河流两旁，为人工种植。
阔叶树中多棵枫杨沿水边成行分布，零星生长的还有苦楝、榆、刺槐、槐等。
杞柳分布在一些池塘或水溪旁，面积不大，没有形成大的群落。
另外，场地内水边还有河柳、旱柳等，但都不成片。
 灌木如构树、柘树、牡荆、白檀和木槿等，常居于枫杨、杞柳之下，长势不良。
草本生长茂密，种类繁多。
 以莎草、禾草、杂草占多数，特别是芦苇分布十分广泛。
 根据调研，场地内湿生植被的分布主要如下： 芦苇群落：分布在中和桥附近河道转弯处； 往草群落
：建群种萑草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该群落几乎布满七桥瓮附近整个坡岸； 大狗尾草群落：该
群落分布在七桥瓮排涝站附近浆砌石护坡上部，高约50cm，径达4mm，伴生种有酸模，喜旱莲子草，
菊花脑，灰藜，野莴苣，野燕麦，短柄草，萑草，构树，香附子等； 一年蓬群落：分布于七桥瓮排涝
站附近，盖度为80％～90％。
 由图中可以看出，场地中的主调植物为芦苇群落，在设计过程中着重强调了对这类植被群落的完善，
维持并提升场地原有景观特征。
 2.2.3.2 人工作物 在大部分湿地基底中由于人为耕种的介入，场地原初环境中除一般的湿生植物外同时
往往还伴有大量的人工作物。
较为常见的有水稻、棉花、大豆以及果树等。
人工作物的种植一方面是利用湿地本身良好的水土环境，如水稻，同时其也起到了增加耕作土层有机
质和改良土壤的作用，如棉花、大豆的种植。
 在对湿地进行恢复的过程中，对于大面积的人工作物应区分对待。
如对果树、菜田等开花与结果类作物可适当地加以保留，以反映场地特色；对于如水稻、棉花等作物
则可考虑进行场地的改造，恢复湿地植被，营造湿地环境。
 南京汤山现代农业园（图2—37），为冲田型湿地基底，场地为周边汇水区的过水通道，其水系由北
向南蜿蜒经过场地，并有多个水塘分流洪水。
水系周边低洼地带种植水稻，东西两侧非过水区种植棉花以及果树等作物。
这一处理方式有效利用场地水土环境，同时缓解了水流速度，起到了固土的作用。
 2.2.3.3 农田防护林 通常农田田埂上都以树篱或成行的乔木作为防护林带，是为了防止农田风沙危害又
方便耕作为目的而建立的人工森林生态系统，能够降低风速，调节温度，增加大气湿度和土壤湿度，
拦截地表径流，调节地下水位。
防护林带通常是场地中陆生植被生长良好的区域，并且为湿地中的林鸟提供了栖息环境，应在保留的
基础上适当优化其现有结构，调整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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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湿地公园设计》以集约化设计理念为导向，针对湿地公园本身的特征，优化设计与场地环境问的关
系，有机协调与整合生态、功能以及空间三大设计目标，进而生成可量化、可比较、可操作的集约化
湿地公园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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