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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支持下的校园滨水景观设计研究
——以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静思湖为例

□  潘  燕    任  民

[摘   要] 滨水景观空间已成为大学校园规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复杂的外界条件影响下，由于日常维护与治理的措施尚
不成熟，越来越多的校园生态景观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近年来，低影响开发（LID）模式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滨湖环境维系与
治理的局限，已经成为生态水处理的一种有效途径。以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静思湖为研究对象，针对其现状水质、水岸环境问
题，提出以低影响开发技术融入校园滨水景观设计中，通过透水性铺装、植草浅沟、下凹式绿地、生态植被缓冲带、生态驳岸、绿
色植物等合理设置，以达到生态修复与校园滨水景观营造和谐统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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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园滨水景观空间，是校园中最具活力与凝聚人气

的公共环境空间之一，也是校园环境中比较重要且敏感
的自然生态环境空间。其不仅在改善和维系校园生态环
境、提高校园景观环境品质、调节校园生态环境小气候
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承载着为广大师生提供
一方良好的景观游憩、休闲娱乐、文化交流、多元互动
空间的作用。

如今滨水景观空间已成为大学校园规划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高校或利用原始地貌或人工构
建水景来丰富校园环境[1]。在复杂的外界条件影响下，
由于对水体的保护及治理措施尚不成熟与完善，越来越
多的校园生态景观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景观
功能、生态系统面临严重威胁。笔者以“滨水景观”并
含“校园滨水景观”为主题进行知网期刊高级检索，检
索发现学界围绕“校园滨水景观”的研究设计较少，现
有的研究也主要以“感知和行为视角来进行校园滨水景
观的偏好研究”“校园滨水景观设计中植物的选择与配
置”“如何通过校园滨水景观空间来塑造和展示地域文
化或校园文化”等方面来展开研究。对于校园滨水景观
面临的生态问题、如何在前期设计中就考虑到后期的维
护与治理等方面还鲜有研究，因此，在此背景下探讨校
园滨水景观的维系与设计显得尤为必要。

关于河湖水质改善问题，截污纳管、底泥清淤、

消除黑臭等环境工程技术是学界以及社会实践中河湖滨
水空间综合治理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海绵城市理念、
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以下简称
“LID”）模式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滨湖环境维系与治理
的局限，它是一种以源头控制为主、运输传输及终端处
理为辅的雨水全过程控制方法，采用分散、多样、小规
模的工程技术实现对生态环境产生最低负面影响的设计
策略[2]，倡导人工环境与自然的互融互生，在径流的控
制、雨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场地的生态修复、滨水景观
的丰富等方面效益显著，成为治理湖滨水环境问题的突
破点。本文以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静思湖滨水
景观设计为例，根据现场调研其现状问题，通过对国内
外LID的研究现状与实际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其在
滨水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方法，将低影响开发作为一
种生态水处理手段应用于校园滨水景观设计当中，
以期为当代校园滨水景观的构建与维系提供一种有
益参考。

2  研究区概况
静思湖位于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广西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校园内，地处亚热带南缘，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7°45′～108°51′，北纬22°13′～23°32′，气候湿润，雨
量充沛。总面积约为39150m2，湖岸线长约2608m，是
一条贯穿校园的重要景观湖泊，承担着为广大师生提供一
方景观游憩、娱乐交流空间以及提升校园整体环境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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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然而该湖相当于死水湖，在雨季水流从西向东
流动，与南宁西乡塘区内相思湖相连；而旱季则缺乏
活水补给，需要人工供水补水，水中细菌营养物质滋
生，整体水体环境较差，水质污染明显（见图1）。
         

     

图1 静思湖现状

据多次现场调研，发现静思湖滨水景观存在以下
问题：第一，静思湖水体水动力条件较差，在自然状态
下，水体流动性小、置换能力差，导致自净能力差，生
态系统修复能力低。第二，驳岸形式单一，在西区教职
工楼、百味轩、滨水广场等湖岸为垂直硬质结构，排污
口参差不齐，且未进行有效截污，周边生活污水、食堂
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静思湖，水体富营养化。水体在
旱季出现轻微黑臭现象，湖滨生态功能衰退。第三，水
体补充主要靠自然降雨，静思湖两岸景观未合理设计，
降雨时静思湖周围区域的地表径流雨水可直接汇流入
湖，对湖水产生较大污染。第四，由于是老校区，静
思 湖 整 体 滨 水 景 观 设 计 年 代 较 为 久 远 ， 陈 设 较 为 老
旧，湖滨两岸景观效果较差，未彰显现代校园的生机
与魅力。

根据现状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层面总结梳理，可将
静思湖水环境问题大致归纳为两大类：水质问题、水岸
环境问题（见表1）。

表1 静思湖现状问题梳理表

水质问题 水岸环境问题

生活污水、废水可直接排入 驳岸形式单一
（以垂直硬质结构为主）

面源污染隐患 景观设施陈旧、
景观视觉效果不佳

水质富营养化

3   LID支持下静思湖滨水景观环境整治与生态重建
目标及思路

数年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断研究与实践证明：
LID不仅可以对雨水进行有效管控，而且还拓展到城市
水环境的各个方面，并开始注重过程的景观化处理，成
为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的突破点。如新加坡加冷河碧
山公园遵循“水敏性城市设计（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的理念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这一理念核心思
想与LID、国内的海绵城市理念相类似，通过河道去硬
质化、生态护岸、植物群落的净化功能等措施来进行雨
洪管控与河道的生态环境恢复。国内山东烟台市鱼鸟河
公园通过河道的去硬质化、多种形式的生态驳岸设置、
丰富植物群落配置等一系列生态技术和景观设计手段，
将该区域建设为一个巨大的海绵体，从而恢复该地区的
滨河生境，改善原河道水质问题。这些项目的成功改造
无不证明了海绵城市理念、LID措施在水环境改善和生
态修复方面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针对静思湖现状问题，为解决静思湖水质、
水岸环境问题，以LID理念为指导，结合环境工程水治
理技术，对静思湖进行生态环境整治与生态重建的滨水
景观设计。通过控源截污、驳岸改造、湖滨两岸绿地建
设、生态植物配置等方面的治理措施，充分利用自然生
态系统的循环再生、自我修复等特点，以达到改善静思
湖湖泊生态环境的目的，实现静思湖水生态系统的良性
循环，恢复其自然生态系统与水体的景观效果，从而
达到“碧水、绿岸，营造美好校园生态环境”的治理
目标。

静思湖水质修复以生物、生态修复手段为主来改善
湖泊水质，辅助以水体设计、促进水体流动和水生生态
系统的结构稳定；水质维护主要通过结合LID技术的两
岸滨水景观设计、生态驳岸景观设计、湖体水生植物种
植设计来进行雨洪管理和维持湖体水生态平衡，从而达
到静思湖生态修复与景观环境营造的和谐统一。

4   LID支持下静思湖滨水景观环境整治与生态重建
具体策略

4.1  前期必要的工程技术手段
4.1.1  控源截污，完善静思湖周边截污管道

针对静思湖周边排污口设置、校园内生活污水直接
汇入静思湖等现状问题，为保障静思湖水质，对静思湖
周边污水管网系统进行综合梳理和完善，沿知行大道按
规模新建暗涵，长度约1km，直接与校外市政污水管相
连，杜绝污水直接排入湖内，从而有效解决周边生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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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食堂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静思湖的问题，从源头
控制污水排入。

4.1.2  增加水体流动性，提高水体含氧量

针对静思湖水体流动性小的问题，结合静思湖原有
的地势地形、高差条件，改变原有水体形态，设计富有
变化的水体形态、增设溢流坝，形成跌瀑、湍流相结合
的曝气系统，在增加水体含氧量的同时又形成了富有层
次与动感的水景效果。为达到流水不腐、水体富氧净化
的效果，在关键水域设置景观喷泉系统，不仅能增加水
体景观效果，还能实现局部水体微循环与跌水强化复氧
的双重功能，从而促进水体整体循环流动，加速静思湖
水体新陈代谢。

4.2  基于LID理念的静思湖两岸滨水景观营造
考虑到雨水作为静思湖水系的主要水源，且针对其

面临的面源污染情况，依据静思湖两岸实际情况设计初
雨净化湿地景观系统，利用LID进行生态滨水景观设计。
通过采用路面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设置、植物生态缓
冲带设置、湖岸生态驳岸等生态措施进行雨水过滤、渗
透、收集净化，利用湖滨植物的过滤、生物吸收作用，
对地表径流进行净化，以达到消除污染的目的，从而控
制雨水径流对湖水的面源污染。

4.2.1  设计多孔隙绿色生态基础设施，滞蓄雨水 

（1）透水铺装设置
静思湖两岸原有的道路系统、铺装采用不透水材

料，无法将雨水进行下渗，同时也阻隔了地下水由地
表蒸发。因此，将静思湖两岸原有的硬质不透水铺装
改为透水性较好的非硬化下垫面，如透水砖、彩色透
水混凝土面层材料等，通过人工手段让硬化地面“海绵
化”，增加地表的可渗透性，确保地表径流的快速下渗。

（2）渗透型植草浅沟、下凹式绿地设置
根据湖岸用地情况，在道路系统、广场旁，依据地

形高差设计面积大小不一的带状植草浅沟以及下凹式绿
地。植草沟可上置卵石亦或栽植美人蕉、鸢尾、千屈菜
等旱生、湿生兼具的低矮园林植物；下凹式绿地则可选
择适合南宁地域特色且具有良好去污效果乔灌草的组合
配置。这样的设计可连接透水铺装、生态植被缓冲带或
者静思湖湖体水系，完成由硬化景观向植物群落景观的
过渡，且具有有效减缓径流流速、过滤涵养净化雨水径
流的作用。

（3）生态植被缓冲带设置
为有效拦截、过滤地表雨水径流，可根据静思湖两

岸滨水腹地大小、地形、高程情况，结合驳岸形式在条件

允许的滨水坡地下坡位置来设计布置植物缓冲带，起伏的
地表形态以及生态植物的种植在有效拦截、过滤、吸附
污染物的同时，还具有减缓地表雨水径流的流速、稳定
岸坡等特点，且建设与后期维护管理的费用成本较低。

4.2.2  重塑岸线，改造两岸滨水驳岸

静思湖现有的两岸驳岸设计采用水泥石质硬质型护
坡工程，在原先设计时只考虑了驳岸工程方面的要求，
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抗冲刷性，但忽略了生态和景观
方面的要求，割裂了水体与陆域的联系，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水土之间的物质交换，减弱了植物的吸附生长能力
与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岸带景观视觉体验较差。

因此，针对静思湖原有驳岸形式，结合地貌地形形
式、功能要求等，在充分考虑静思湖两岸实际可利用空
间以及两侧的实际建设情况后，对静思湖驳岸作分段设
计：从图书馆到近邻宝、行政楼区域段滨岸可利用空间
大，作自然型岸线处理，设计自然生态驳岸（见图2）；
而对于坡度稍陡的区域，则作砌块型自然驳岸或者石笼
生态驳岸处理（见图3）。通过将植物与土木工程、非
生命植物材料的结合，减轻坡面和坡脚的不稳定性，增
加驳岸的“可渗透性”与过滤性[3]。其他段由于校园道
路直临堤岸、滨水空间腹地小，因此降低了自然生态驳
岸改造的可能性，但可将原有的硬质化驳岸改为半硬质
化驳岸（见图4），在植物选种上可配置垂柳、三角梅
等乔灌木，以及菖蒲、鸢尾、美人蕉等花草和藤本植
物，利用柔软的植物来遮挡或打破其生硬感。 

为了增加整体的亲水性，还可适当将局部区域设计
为亲水码头驳岸。重新改造设计之后的驳岸形式，既具
有防止湖岸土壤侵蚀、稳定湖岸的功能，又能够提供生
态可渗透的舒适宜人驳岸滨水景观，具有环境和经济双
重价值。

4.2.3  LID影响下的静思湖水体自然生境营造

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是其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交替
过程的结果，既具备良好的景观效果，又具有不错的
生态功能，在生态景观的营造和水体的自净、保护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设计合理、搭配得当的水生植物
不仅可以改善水质，吸附利用污水中的营养物质，过
滤、吸收和富集重金属及一些有毒物质，还可以为根区
好氧微生物输送氧气，丰富整体景观空间层次。因此，
为了增强静思湖水体的自我净化、自我调节、自我维系
功能，还需结合水环境的特点、污染程度、生态环境需
求，科学合理配置、选用适合静思湖水体的水生动植
物，构建良好的静思湖滨水景观自然生态环境，确保静

思湖滨水景观生态完整性与生态环境的长期稳定性。
在设计中，因地制宜地保留原有地块上生长良好

的植被地貌，同时根据景观美学、景观生态学，增补配
置适合南宁地方气候特点且耐污能力强、净化效果好、
根系发达、观赏价值高的植物，如芦苇、荷花、水葱、
香蒲、黄菖蒲、美人蕉等挺水植物，睡莲、苦草、金鱼
藻、狐尾藻、微齿眼子菜等浮叶植物和沉水植物，形成
湿生—挺水—浮水—沉水植物植被带[4]，以达到生态、美
观的双重效果。同时，养殖滤食性和杂食性鱼群以及螺

类等底栖动物，有效控制浮游动植物数量，构建具有较
完整结构的水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增强静思湖水体自净
能力及水质维系功能，形成湖体水环境的良性循环，构
建静思湖健康水生态环境。

重新设计之后的静思湖两岸滨水景观具有雨水过
滤、净化、调蓄功能，在低强度降雨时，雨水径流可通
过透水铺装就地初级入渗，过量雨水则可通过植草浅
沟、下凹式绿地等净化下渗、蓄积雨水。若遇高强度降
雨，超过负荷的雨水就会通过湖岸植物生态缓冲带、生

图2  自然生态驳岸示意图

图3  石笼生态驳岸示意图

图4  半硬质化驳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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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护岸等生态设置最大限度地过滤雨水，再传输至湖内
（见图5）。这些生态设置提高了水体内部和周围环境
的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通过自然渗透形成良好
的雨水处理系统，既降低了雨水溢流进湖体的污染量、
有效减轻水体的污染情况，又具备良好的景观功能，起
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5  结语
基于低影响开发理念的静思湖滨水景观设计的目的

是通过构建完整的水环境管理链条，以达到恢复静思湖
原有的水文机制，恢复其自然生态修复能力，增强湖泊
的自净能力，对整个生态链产生最低负面影响。当前国
内对于LID的研究过多地关注城市的雨洪控制方面，对整
个滨水水环境管理方面尤其是校园滨水环境管理方面没
有形成一定的系统。但值得注意的是，低影响开发技术
理念的提出为校园滨水环境问题、滨水空间的合理开发
提供了一种新的开发思路与路径。本文以广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静思湖为研究设计对象，针对其原有的水质、
水岸环境问题，引入LID技术，试图将低影响开发作为一
种生态水处理手段应用于校园滨水景观设计当中，通过
透水性道路系统、植草沟、下凹式绿地、植被缓冲带、
生态驳岸等措施的布置与设计，将静思湖滨水环境有机
联系成一个整体，建构一个完整的雨洪管控系统，以期
为当代校园滨水景观的构建与维系提供一种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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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初雨径流示意图

浅析居住空间景观设计中的古典园林元素

□  于胜男

[摘   要] 针对现代居住空间景观设计中存在的缺乏意境、风格混乱、施工粗糙等问题，提出当代景观设计师应在居住空间景观设计
中采用古典造园理念，通过对古典园林设计法则的重新认知和探寻，运用现代手段诠释古典设计理念，将当代居住空间景观设计方
法与古典园林理念相结合。

[关键词] 居住空间；景观设计；古典园林

我国古典园林技术推崇“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
艺术境界，由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治》一书中首提。
古典园林景观以满足人们生活居住和欣赏游览等需求为
目标，将人工雕琢的环境和原有生态环境相融合，是一
门融合了建筑、美术、园林、文学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表现形式。我国古典园林景观设计通过有意识地对自然
环境加以改造、加工和提炼，从而塑造出一个小范围
的、浓缩的、精炼的自然环境，使其兼有静态和动态景
观，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1]。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居住空间成为
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居住空间的环境
要求也日益提高。居住空间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同
时也是集休闲、欣赏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因此，居住
空间的景观构成要素和以往有了较大的改变，我国出现
多种国外居住区景观设计风格，如英式大草坪、法式植
物雕塑、意大利阶梯喷泉等，成为房地产项目的卖点。
现代居住区的景观设计既不能照搬欧美风格，也不能完
全依赖中国古典园林样式，需要巧妙、合理地在居住区
景观设计中融入中国古典造园艺术，再现传统文化的同
时，又体现了时代特色。如何在居住空间中体现古典园
林元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1  古典园林的造园要素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物质载体，中国古典园林客观真实地再现了
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政治背景、经济繁荣程度和工程技
术水平，并展现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演变历程，蕴含了诸子百家思想、山水诗画技艺等传统
艺术，凝集了古代工匠、学者的勤劳和智慧。与西方园

林艺术相比，中国古典园林更好地表现了对自然生态环
境的尊重和对良好生活环境的追求。

1.1  追求神韵
我国古典园林艺术讲究以山水植被为基本要素，其

中，以自然的山水为根本，植物为点缀。但并不是简单
的按比例仿制这些景观要素的自然形态，而是人为地加
工、调整、剪裁、结合，以追求“一峰山太华千岳，一
勺水江湖万里”的神韵境界。

1.2  诗情画意
诗情画意是中国古代造园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古典园林艺术的精髓在于其所创造的美妙意境，这也
是古典园林艺术的基本特征。

美妙的意境是经过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构思和创
作，创造出形象化的园林环境以及其所展现出的思想和
韵味。它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弦外之音，言外
之意”，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而中国古典园林和
文人墨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园内常有字画、碑帖
等，更增加了园内的诗情画意。

1.3  建筑与美学的结合
园林艺术起源于先秦，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将

物质生活条件与对自然环境的精神审美结合。在自然生
态环境中，大量修建行宫别苑和亭台水榭，经过长时间
的尝试和积累，人工修建的亭台楼阁把自然界的山山水
水修饰得更具民族色彩和民族精神，具有锦上添花的
效果。

中国古典园林景观建筑形式丰富多样，但不论是皇
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不论是江南园林还是北方园林，
都能与周围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山水树木协调一致、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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