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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貌湿地特色景观的营建
——以桂林莲塘生态湿地为例
□  卢覃晴    陈科东    李  佳    陈翠玉

[摘  要] 本文以广西桂林莲塘生态湿地为例，阐述喀斯特地貌湿地特色景观的营建目标和技术方法，探讨湿地景观水系与生态廊道

的架构，总结出基于湿地生态旅游内涵的景观营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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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湿地是地球表层最独特的生态系统，具有调蓄洪

水、调节气候、净化水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

功能。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文明的

发源地”和“物种基因库”。湿地保护和恢复近年来受

社会各界的多方重视，我国把“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

列为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把湿地保护

纳入中央对地方的绿色发展评介指标体系，于2016年出

台《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2019年，广西将桂林漓

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工程纳入自治区重大工程建

设规划，针对桂林这个具有山地丘陵及典型喀斯特岩溶

地貌的世界自然遗产地，需提高其特殊的地貌与山水组

合框架的生态价值，打造湿地特色景观营建的内涵。

2  基于喀斯特地貌的湿地特色景观营建实

例分析

2.1  项目概述
项目位于桂林市雁山区西南部，区域与临桂新区的

结合部。整个用地范围为不规则的自然边界，北从雁中

路向东经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至莫家村；南面接木桥

村、杏外村至西南侧马头塘；西面为上下渣塘底绕经黄

泥壁，再接雁中路。G65包茂高速公路直穿湿地中段，

雁中路也有两段于西侧经过湿地园区；东边是新规划的

雁中路至莫家村到木桥东之城市干道。项目距雁山区政

府约12千米，距桂林市区约55千米，总规划面积885.27

公顷。

2.2  项目特色景观营建目标
莲塘湿地作为城市绿地系统构成部分，肩负着休闲

游憩功能。从项目建设定位而言，莲塘湿地作为雁山区

城区重要旅游节点，是生态绿化节点，也是雁山区与临

桂新区连接的主要节点。为此，通过莲塘湿地景观打造

全面提升湿地特色游憩水平，丰富桂林旅游景物，增加

雁山区湿地资源与绿地指标，拓展生态养殖空间展示现

代生态农业养殖技术开展生态科普活动，打造成为特色

鲜明、功能齐全、产业生态的田园式湿地景区，成为国

家级湿地公园示范项目，广西有影响力的特色生态湿地

休闲游憩区及生态农业培育区。

2.3  项目特色景观营建技术方法
2.3.1  莲塘湿地景观框架与功能布局

（1）湿地景观框架

为突出雁山莲塘湿地的功能布局，优化景观视线，

通过整体布局各类各层次景点景物，达到步移景异、越

看越有味的效果，在湿地框架建构方面提出“一轴二向

五片区”景观的空间格局形式。

“一轴”——由南北向雁山中路径漓湖、壁湖及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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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东侧至木桥养生区构成的南北轴线。该轴线突出了湿

地的原生资源，水体风貌及林地景观，并由多种湿地田

园及少量村屯构成风景空间。

“二向”——一是壁湖特色养殖生态科普向。通过

南北轴于中北段依托鱼博士特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及田

间草地之池沼，形成具有田园水体，芦竹灌杂的良好养

殖环境，成就一方生态科普建设方向。二是雁湖生态休

闲游憩方向。于南北轴中段广阔的雁湖水面及自然有致

的风景岸线，形成莲塘湿地的核心区域。通过对湿地的保

护，以生态保护性开发为理念，融入生态休闲游憩，布局

休闲设施，打造生态风景廊道，提升该向的风景空间。

“五片区”——漓湖鸟类栖息保护片区。以保护湿

地环境为重点，整理水景，扩充水塘，种植竹子，调配

色叶树种，增加芦苇及湿地植物种植面积，外围通过绿

墙保护，营造鸟类栖息生态环境。

壁湖渔业生态养殖示范片区。以展示特色生态养殖

为基础，突出鱼类养殖的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营造

养殖池间的立体绿化，提升湖塘草岸的生态景观。

雁湖荷塘休闲游憩片区。以雁湖大水面采用限制性

种植荷花品种，打造荷湖内游船线，组织湖岸风景带，

设计游憩休闲廊道，通过水面、岸线、岛屿等提升立面

景观。

杏山林下经济种植片区。以林地资源为基础，保留

林下生态空间，增植阔叶树种，配套种植设施，形成林

下经济种植的片区。

木桥生态康养及文化传承片区。以森林康养及乡村

文化展示为焦点，融入宗教文化，建设养生符号，开展

养生文化创作，突出森林保健、宗教文化、养生体验、

湿地科普、园区购物等功能。

（2）功能布局

根据莲塘湿地用地规模及资源特点，结合项目性质

定位及建设目标，将湿地划分为湿地鸟类迁栖区、湿地

生态养殖科普园区、湿地荷野生态休闲游憩区、湿地林

下种植发展区和湿地生态康养文化区五大功能区。

湿地鸟类迁栖区。依原址地形地貌及水景分布情

况，保护现有池沼芦苇资源维持溪水原貌，提升水景格

局形成洲岛，丰富湿地植物，留出鸟类食物源及迁栖空

间，建设鸟类生态时空环境。

湿地生态养殖科普园区。发挥现有水体养殖优势，

充实生态鱼类养殖资源，创建具有示范作用的养殖链及

产业链，以点示范，创新养殖方法和技术，培育湿地养

殖科普，集约展示养殖与环保的协同推进。

湿地荷野生态休闲游憩区。为湿地核心的水景区，

集中反映湿地保护与开发的成果，建设生态休闲廊道，

营造休闲设施，种植培养和生产性荷花，布局景观建筑

小品，既可游憩，亦宜观鸟，还能赏景，成为湿地的主

打景城。

湿地林下种植发展区。全面展示林下经济的开发种

植，形成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通过“林木保护+林下种植

+产品营销”形成立体产业示范。选育的产品如灵芝、竹

荪、木耳、石斛及康养类中草药，打造系列产品。

湿地生态康养文化区。保护现有林地资源，适当改

造林分，增加阔叶树种资源，发挥山地空间环境优势，

布局宗教、养生、文化展示等功能，建设湿地文化展

馆、养生殿、祈福寺等。

2.3.2  湿地景观水系与生态廊道架构

（1）湿地景观水系架构

将莲塘湿地分散的塘池湖体与溪道沟渠通过有机整

合连成自然有致的水面，使水体景观既大气又灵气。自

北向南由漓湖、壁湖及雁湖构成，漓湖面积较小，壁湖

稍大，而雁湖面积最大。为增加水面平面空间分隔及立

面景致，将原有溪水与塘岸、坡地等组织成水面岛屿，

即雁梦岛、雁漓岛。并通过岛屿将水溪联结形成自然水

系，突出湿地自然生态环境。在水系架构上还在森林康

养文化区结合景物建设，将导入弯月形水体与跌水式瀑

布。良好的水系架构为后续湿地景观营建夯实了基础。

（2）生态廊道景观架构

围绕道路系统与东侧建筑群规划建设景观廊道。

湿地内的省道、县道及高速公路经过，在立面上造成视

觉影响，车行产生的噪音影响湿地内鸟类。为此，一是

沿规划公路及建筑群建设绿色生态廊道，以减少城市人

工干扰。二是在公路立交桥采用垂直绿化，提高立面绿

度。在高速公路经过的湿地地段通过涵洞联通水系，增

加种植芦苇、芦竹、象草等高干湿地植物。

（3）道路及游线组织

湿地道路网采用主路、次路及游道系统。主路依地

形空间及功能布局成环状设计，道路宽5m～6m，铺设

透水路面材料。主路与景物间通过次要路联通，次路为

多节点与生态停车场设置，各水域通过景观桥搭接。在

观景点经游道串通，湖岛、半岛、公路桥下方也通过游

道有机处理。为增加立面层次，在雁湖与湖岛间建设栈

桥，便于观光。

次路宽2m～3m，游步道1.5m～2m，栈道及登山道

1m。道路连通且划分各个园区，并对湿地的游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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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组织。主道路连接湿地各出入口及主要景点，可满

足消防及湿地管理用车需要；次路在主园路的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园区各景点之间的连接；游步道则为游览各园区

及景点的游人提供便利；木栈道在园区水体沿岸；登山道

则为游人登山远眺提供便利。结合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

湿地主、次园路采用透水材料进行铺设，做好雨水收集

循环再利用，使湿地的整体环境更为环保、生态。

交通组织其他功能设施包括游船码头、登山道、观

鸟道、文化街及东西南北4个大门。方案中还特别关注

湿地内原有山水的自然蓝本，沟通水系、围合空间，以

山为实、以水为虚，水岸回环、山脚进退，水口隐约、

亭廊相济。

（4）湿地景观造景项目的筛选原则

整体性原则遵循“湿地生态优先，环境资源整合、

产业特色展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紧紧围绕

“壮美广西，山水桂林、生态雁山”的政策导向，以

“优化空间功能布局，凸现湿地生态优势，创建特色游

憩景域”为规划理念，提倡自然循环和自然生态，把资

源开发和经济效益协调推进，把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城乡

发展有机结合，根据项目地自身特点与现状，因地制

宜，利用“山”“田”“水”“草”的优势，筛选出湿

地景观建设项目。

3  基于湿地生态旅游内涵的景观营建原则
湿地生态科普开发中涉用生态湿地基因，其内涵

一般指湿地内自然保存（或经人工保护）下来的生物因

子，特别是植物、动物（含陆生、水生）具有物种的

独特性、权威性，是湿地特征最重要的符号。湿地生

态基因关联生态湿地物种，物种包括动物、植物资源，

多为群落建群种。湿地物种非常重要，良好的独占性物

种能大大提升湿地景观水平。由于湿地物种的重要性，

出现多种类型的湿地分类。根据空间环境可分为廊道型

生态湿地、田园型生态湿地；按构成要素分为沼泽式湿

地、湖草型湿地、河溪式湿地、塘库型湿地；按生物优

势划分可为鸟类栖息型湿地、沉水型湿地、挺水型湿地

等；还可按层级分如地市级、省部级、国家级湿地（公

园）。

湿地休闲游憩空间的建构是湿地景观的增补提升。

从规划入手，运用技术要素对其生态空间做出识别与构

建，重要的因子是自然山水地貌的维护、湿地水系的联

通、湿地植物的配置、湿地受损区段的修复、游憩通道

的搭接、景观小品的建设、文化符号的展示以及生态科

普氛围的营造。

湿地生态旅游是以湿地典型自然生态环境，独特

的湿地环境形态、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周边民俗风

情，传统的城乡文化，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山水集聚景观

系统或群落等为主要旅游吸引物，进行观光、游览、学

习、体验、科普、休闲度假等形式的游憩活动。因此，

湿地旅游景区（点）则是以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地理较

为集中的生态湿地、水工设施和生物群落为特色，以生

态田园景观、水泽池沼、林草塘库、散点农业生产、城

乡集聚景观等生态资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具有观光、

游览、体验、科普、学习、科研、休闲度假等功能的湿

地系统旅游区（点）。

由此推进的湿地生态旅游，具有保护湿地自然环境

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湿地生态旅

游的内涵更强调对湿地环境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

的旅游，也属于限制性旅游。 

明确了湿地生态旅游的内涵，并熟悉湿地的种质特

征，有利于湿地景观规划与景观提升。就喀斯特地貌中

的湿地，景观营建应依据湿地生态旅游的内涵，遵循湿

地规划技术要求，规范环境因子控制，结合地形地貌特

点，按湿地公园的建设要求拟定以下建设原则：

（1）根据用地及湿地定位做好功能布局及景观框

架规划，以此进行景观控制，保证湿地的景物空间。

（2）各功能区既要联系又能体现差别，反映功能

特色。重要沟通水系，联通过廊道，形成湿地风貌。保

护好沿周林地及森林风貌，经过围合式绿带建设增加湿

地外围绿道。

（3）湿地景观建筑小品宜精不宜多，选点及规模

适宜，建筑风格统一协调，不破坏湿地自然生态特质。

（4）融进湿地的生态养殖要讲究科学，符合功能

需要，不宜大规模开发养殖。引进的养殖品种符合国家

水产品养殖要求和法律规定。养殖点设置需考虑养殖历

史及湿地布局。

（5）景观营建的技术需充分论证，方案中提出的

技术方法需比较适宜，要认真考虑。实施中讲究科学，

要按技术方案要求施工管护。

（6）湿地内各类生态标识、导语要符合湿地公园

标准，做到材料自然与环境和谐。

4  结语
在对桂林莲塘生态湿地特色景观营建项目中，基

于生态湿地的地形地貌特点、生态价值、景观功能的考

虑，以期为该区域带来一定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再

对生态湿地进行景观营建时，应从生物多样性和特色景

观两方面研究探讨，既要保障湿地的生态环境资源，又

要合理利用湿地的景物空间，在提升生态湿地人文功能

和观赏价值的同时，使生物多样性特色显现，湿地环境

与特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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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全面评估。避免信息披露制度流

于形式，且对不能真实披露相关信息的，应依法予以    

惩处。

4.7  强化政府职能，做好PPP项目宣传引导工作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协同宣传引

导与支持，强化领导、组织协调与服务职能，通过多渠

道多层次培训、宣传PPP项目未来规划、规范实施和运

作，并提供相应咨询服务，扫除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

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的障碍，以切实推进广西新型

城镇化建设。

4.8  建立健全PPP项目内部控制体系
PPP项目内部控制体系设计可将不相容职务的分

离、授权的审批、运营的分析、绩效的考核评价等内控

措施内嵌于项目运行全过程，识别出不同环节与阶段的

关键风险点，明确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及责权，并制度

风险控制措施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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