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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系统景观风貌规划中的城市设计
方法运用策略
□　朱镱妮，朱海雄，李　翅，程　昊

[摘　要]城市绿地系统是塑造城市特色景观风貌的重要载体。文章解读了绿地系统景观风貌规划和城市设计的相关政策标准，
以国内绿地系统景观风貌规划编制较为完整的 4 座城市为例，对其城市绿地系统景观风貌规划进行分析，提出特色要素提炼
不足、要素展现措施缺乏、特色定位主题平淡、景观结构提炼机械和片区划分中对景观结构的传承不够五方面问题，同时总
结出要素整合和分类规划两方面可借鉴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运用要素整合的城市设计方法编制城市绿地系统景观
风貌规划，并提出“通过构建特色要素体系精准提炼地域特色要素、以特色要素展现措施触媒激发活力、以要素分类规划实
现整体控制、以片区划分塑造个性特质”4 个方面的运用策略，以及“凸显—架构—盖面—赋态—传承”的规划编制技术路径，
进而以岳阳绿地系统景观风貌规划为例，探讨城市设计方法在城市绿地系统景观风貌规划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编制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下“管用、能用、好用”的城市绿地系统景观风貌规划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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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编制内容、研究方法缺乏政策标准支撑，规划
成果对城市景观风貌的影响作用有限，“千城一面”
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2019 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发布了《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
( 以下简称《标准》)，正式提出在城市绿地系统专项

城市绿地系统是塑造城市特色景观风貌的重要载
体，其景观风貌是否特色鲜明，关乎城市形象和品质，
直接影响城市的可意象性。近年来，部分城市开展了绿
地系统景观风貌 ( 以下简称“绿地风貌”) 规划编制实
践，对提升城市景观风貌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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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编制绿地风貌专业规划并规范编
制内容 [1]；2019 年 5 月印发的《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 提出运用城市设计手段提高规划编
制水平，同时提出专项规划要遵循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主要内容要纳入详细规
划 [2]；2021 年 7 月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指南》(TD/T　1065—
2021)( 以下简称《指南》)，提出在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中运用城市设计方法，塑
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空间场所，支撑
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3]。新形势下，随着
一系列政策和标准的出台，绿地风貌规
划编制的地位得到保障、内容得到规范、
方法得到明确，为其高质量编制提供了
契机。基于此，本文按照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的新政策、新标准，借鉴部分城市
绿地风貌规划实践经验，以岳阳为例就
如何运用城市设计方法编制绿地风貌规
划开展研究，探讨城市设计方法运用策
略，以期塑造具有高度可意象性的城市
绿地系统特色景观风貌 ( 以下简称“绿地
特色风貌”)，为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高质量的绿地风貌规划提供参考。

1绿地风貌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有关
政策标准解读

城市风貌规划旨在运用城市设计方
法，对城市风貌的构成要素进行整体规
划，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4]。城市风貌构
成要素包括空间、建筑和环境，城市绿

地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40％左右，
是城市空间和环境的重要景观要素与生
态载体，因此运用城市设计方法塑造绿
地特色风貌，能有效提升城市的可意象
性，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近年来国家层
面出台的政策标准对绿地风貌规划和城
市设计的规定日趋完善，为编制高质量
的“管用”的绿地风貌规划提供了保障。
然而，这些政策标准也存在一些不足，
导致对绿地风貌规划编制的指导作用有
限，以此为据编制的规划成果质量不高，
难以引导绿地特色风貌的形成。

1.1绿地风貌规划编制体系初步形成
考虑到城市绿地系统对城市风貌形

成的作用显著，201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发布了《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
T　50563—2010)，设置了“园林绿化综合
评价值”，其中一项重要评价内容是“具
有代表性的城市风貌中城市园林绿地所
起的作用”[5]。该标准发布后，部分城市
开始探索在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中编
制绿地风貌规划。2016 年 2 月印发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鼓励开展城
市设计工作[6]。之后国家层面相继出台《标
准》《意见》《指南》，绿地风貌规划
编制体系得以初步形成。

首先，《标准》明确提出城市绿地
系统专项规划可根据城市建设需要增加
绿地风貌规划，绿地风貌规划的地位得
到明确；同时，规定绿地风貌规划编制
内容和规划要求 ( 表 1)，但是并未强制

必须编制绿地风貌规划。其次，《意见》
明确规定了专项规划的地位，并要求专
项规划真正做到“管用”[7]，绿地风貌规
划作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的一项内容，
其规划地位相应得到了保障。最后，《指
南》提出了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中城
市设计方法的运用要点，其中“提升绿色
空间活力、融合协调周边风貌、绿地特色
景观引导”3 个运用要点为绿地风貌规划
编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也间接强化了编
制绿地风貌规划的必要性，解决了《标准》
对于编制绿地风貌规划的非强制性问题。

1.2现有政策标准对绿地风貌规划
编制的指导作用有限

《标准》明确绿地风貌规划包括特
色定位、景观结构、特色片区、构成要
素和展现措施 5 个方面的编制内容，同
时提出具体的规划要求，但没有全面、
系统地明确其构成要素、展现措施和编
制技术路径，之后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技
术导则进行深化。

《指南》虽然就绿地风貌规划提出
城市设计方法运用要点，但是对于如何
运用 ( 包括运用哪些城市设计方法和运用
策略 ) 没有相关规定，因此研究绿地风貌
规划中城市设计方法及其运用策略，以
提升绿色空间活力、融合协调周边风貌
和引导绿地特色景观成为重点。

2国内城市绿地风貌规划案例分析

城市形态主要表现在区域、边界、
道路、节点、标志物五类城市形体环境
要素之间的互相关系上，安排和组织城
市各要素，使之形成能引起观察者更强
烈的视觉兴奋的总体形态 [8]，能塑造出
让人印象深刻的城市特色风貌。这五类
要素实际上是层级关系，第一层级为区
域(整体和分区)，第二层级为边界、道路，
第三层级为节点、标志物。绿地风貌规
划应注重区域层面，安排和组织好第一
层级要素并指导第二、三层级要素的实施。

编制内容 规划要求

特色定位 与总体城市设计相协调；依据城市性质、职能定位、风貌特征、自然景观、历史
文化等因素确定

景观结构 有利于保护和优化自然山水格局、强化城市整体景观风貌格局、完善城市空间结构，
与城市功能分区、景观轴线、景观节点和开放空间系统的布局协调

特色片区 无
构成要素 植物景观风貌规划倡导使用乡土植物和地带性植物群落营造地域特色
展现措施 展现地域自然文化特色、提升绿地景观风貌

表 1 《标准》中绿地风貌规划编制内容与规划要求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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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主要包括景观结构 ( 肌理、色彩、意
境 )、绿地空间 ( 山水、植物、建筑 ) 和
公园场景 ( 文化、活动、业态 ) 等方面，
实质上只要对几个特色要素进行整体打
造就能形成特色风貌，因此准确了解现
状城市绿地风貌具有哪些特色要素，是
提升城市绿地风貌的基础。4 座城市的绿
地风貌规划中，或多或少提炼了绿地特
色要素，但均没有深入提炼，其中 B 市
虽然提出“两大体系、九类要素”，但
是仅泛泛而谈，如根据《标准》，植物
景观风貌要素是绿地风貌要素的重点，
但 B 市的绿地风貌规划并未从乡土植物
和地带性植物群落中提炼要素。
2.1.2要素展现措施缺乏

在深入提炼绿地特色要素后，首先
要研究采取哪些措施来展现要素，才能
使“主题令人心动、结构令人震撼、空
间令人赞叹、场景令人神往”；其次，
需根据展现措施进行特色定位、景观结
构构建、要素分类规划和场景规划及特
色分区，以保证从宏观层面整体控制绿

地特色风貌的形成且片区各具特色。4 座
城市的绿地风貌规划对特色要素展现基
本没有研究，B 市、D 市虽有所涉及但考
虑不全。
2.1.3特色定位主题平淡

不同城市之间的自然山形、水系、
植被和历史文化等既有很多共性的风貌
特征，又有其独特之处，寻找城市差异化
的特有禀赋是城市特色定位的核心。由于
差异化的特色呈现能让人易于感知某个
城市，按照此特色定位塑造的城市绿地
风貌才能让人印象深刻。4 座城市的绿地
风貌规划基本上是从山形、水系、植被、
历史文化等要素及其组合衍生的产品中
提炼特色，但均停留在表面，定位的主
题对于很多城市都适合，如“山水城林、
人文绿都”，缺乏城市的特色定位。
2.1.4景观结构提炼机械

景观结构是由绿地斑块和绿地廊道
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是城市绿地系统
的支撑骨架。良好的网络肌理应该是完
整连通的，这样才能展现城市的景观结

本文选取 2013 ～ 2020 年绿地风貌
规划编制较为完整的 A 市、B 市、C 市、
D 市 4 座城市进行研究 [9-12]( 表 2)，为如
何运用城市设计方法编制绿地风貌规划
寻找支撑。通过案例分析归纳出绿地风
貌规划编制时应注重避免的五方面问题
和可借鉴的两方面编制经验后，提出应
从 4 个方面开展编制工作，以改变绿地
风貌规划成果难以引导绿地特色风貌形
成的局面。一是对空间形态美学和要素
整合配置进行探讨 [13]，提炼整合能在区
域层面“整体 + 分区”控制绿地风貌的
特色要素体系，如景观结构、绿地空间
和公园场景等；二是找准绿地特色要素
展现措施和激发手段；三是以展现措施
和激发手段为指导，提出绿地风貌规划
的特色定位、景观结构和要素分类规划；
四是进行特色分区。

2.1应注重避免的五方面问题
2.1.1特色要素提炼不足

从绿地系统构成分析可知，其特色

                                         编制内容
        A 市 (2013 年 )        B 市 (2016 年 )       C 市 (2018 年 )         D 市 (2020 年 )

   来源      内容               规划要求

《标准》 特色定位 与总体城市设计相协调；
依据城市性质、职能定位、
风貌特征、自然景观、历
史文化等因素确定

山水城林、人文绿
都

生态花园新城、
时尚创意新区

沿海湿地之都、东
方活力之地

云山珠水吉祥花城

景观结构 有利于保护和优化自然山
水格局、强化城市整体景
观风貌格局、完善城市空
间结构

“一区、一江、两
环、五轴”

“一轴、一廊、
六带、十道、多点”

“双廊双带环瓢城，
水脉纵横织绿网”

“一园、一环、一网”
的花景空间结构

特色片区 无 凸显特色的 10 个
片区

自然风貌、文化
风貌等七大景观
风貌区

传统景观区、现代
景观区、生态景观
风貌区

10 片花景空间

构成要素 植物景观风貌规划倡导使
用乡土植物和地带性植物
群落营造地域特色

无 “两大体系、九
类要素”

无 无

展现措施 展现地域自然文化特色、
提升绿地景观风貌

无 结合整体分类提
出规划指引

无 花城花景等专项规划

所研究城
市的绿地
风貌规划

城市设计方法 要素整合 无 有 无 无
要素分类规划 分别根据绿地“点、线、

面”形态、结构、绿地构
成等进行分类规划

道路绿化、历史文
化等规划

树种选择和设施
等规划指引

特色风貌节点、廊
道、风貌区

花城花景等专项规划

表 2  国内 4 座城市的绿地风貌规划编制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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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策略，以及“凸显—架构—盖面—赋
态—传承”的编制技术路径 ( 图 1)，以期
编制“能用、好用”的高质量的绿地风
貌规划。

3.1通过构建特色要素体系精准提炼
地域特色要素

景观结构、绿地空间和公园场景等
城市绿地风貌要素来源于自然山水构成、
历史文化底蕴、性质和职能定位、绿地
系统现状，其所呈现出来的特色美能激
发人们对城市的好感和认同感。因此，
本文提出构建景观结构、绿地空间、公
园场景一体化融合的特色要素体系，以
此为基础精准提炼地域特色要素并提出
展现措施，作为绿地风貌规划的基础。
3.1.1“构架”：通过网络肌理、植被
季相和山水意境“三美协同”呈现
景观结构

景观结构作为绿地风貌的骨架，应
秉承山、水、城、林组合肌理进行网络
状“构架”。景观结构之美，既在于“蓝
绿交融”的城市山水结构天生丽质，也
在于“层林尽染”绿化植被覆盖的后天
雕琢，同时还在于“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的优美描述流传千古，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网络肌理、植被

构美，而覆盖在肌理表面的植被四季变
化和蕴含的山水意境能进一步烘托景观
的结构美。4 座城市的绿地风貌规划基本
以点、线描述景观结构，并用数字表示，
如“一轴、一廊、六带、十道、多点”，
拘泥于形式上的机械提炼，没有深入研
究如何激发景观结构的美感，没有呈现
出宜人、迷人、美好的景观意象。
2.1.5片区划分中对景观结构的传承
不够

在片区划分方面，应根据景观结构
进行分区，并根据“整体 + 分区”的空
间要素和公园场景规划塑造片区绿地风
貌，在传承整体风貌的同时，又能使片
区各具特色。4座城市的绿地风貌规划中，
有 2 座城市根据行政区域进行分区，另
外 2 座城市根据风貌特征进行分区，对
景观结构的传承均不够，看不出特色片
区与景观结构的关系，也很少涉及特色
片区的塑造。

2.2可借鉴的两方面编制经验
2.2.1要素整合

要素整合是城市设计的基本方法，
相较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中的要素整
合更重视三维形态的整合，整合过程强
调要素的开放、渗透与结合方式。B 市

的绿地风貌规划采用要素整合的城市设
计方法，提出“两大体系、九类要素”，
同时采用“整体 + 分类”的方式对树种
和绿地景观设施进行规划指引，既保证
了整体特色风貌，又彰显了鲜明个性，
其做法值得借鉴。
2.2.2分类规划

对于特色要素分类规划，主要是研
究如何充分展现提炼的特色要素，以及
如何把控各特色要素，从宏观层面形成
“整体 + 分区”的绿地特色风貌。4 座城
市编制了形式不一的绿地风貌规划，但 A
市、B 市、C 市 3 座城市的绿地风貌规划
中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技术措施，对绿
地特色风貌形成的意义不大，而 D 市提
出的“生态翠环 + 花景空间 + 水绿整合”
三层叠加的景观结构和特色专项规划值
得借鉴。

3城市设计方法在绿地风貌规划中
的运用策略

运用城市设计方法塑造绿地特色风
貌，成为解决绿地风貌“千城一面”问
题的关键。借鉴国内已有的实践经验，
本文提出运用要素整合的城市设计方法
编制绿地风貌规划，并提出 4 个方面的

图 1  绿地风貌规划中城市设计方法运用策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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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相和山水意境“三美协同”呈现出多
姿多彩、广阔壮丽的景观结构美。基于此，
景观结构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网络肌理、
植被季相和山水意境，可通过网络完整
连通、基调树种选择和文化传承策划等
规划措施加以展现。
3.1.2“盖面”：通过山水地形、植物
群落和建筑风貌“精美融合”打造
绿地空间

绿地空间作为绿地风貌的皮肤，应
在保护利用山水地形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地做好“盖面”。绿地空间之美，在于
山水地形、植物群落和建筑风貌的完美
组合，从而形成开合有度、收放自如、
舒适宜人而又赏心悦目的空间，“满目
皆风景”。山水地形的形成在于对地域
地形的保护与利用；植物群落的形成在
于树种使用和植被类型组合，同时也在
于对植物“三线”( 天际线、林缘线和草
坪线 ) 的统筹规划；建筑风貌的形成在于
对地域建筑特色传承到位。基于此，绿
地空间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山水地形、
植物群落和建筑风貌，可通过地形保护
利用、骨干树种选择、植物“三线”统
筹和地域特色提炼等规划措施加以展现。
3.1.3“赋态”：通过业态、文化和
活动“完美结合”营造公园场景

公园场景作为绿地风貌的灵魂，应
在各类绿地中营造体验式公园场景以精
准“赋态”。场景由不同的舒适物设施、
活动、服务、人群等，以及其中所蕴含
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共同构成[14]。
通过赋予城市绿地新业态，打造各类生
活性沉浸式场景，使其使用和展示功能
由静态转向动态，能使城市绿地保持长
久的活力和魅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公园场景之美，在
于业态、文化和活动的“完美结合”，
更在于人们参与其中极佳的体验，从而
激发人们对公园广场甚至对城市产生好
感。基于此，公园场景的构成要素主要
包括业态精彩、文化深厚、活动亲民，
可通过业态创新打造、地域文化植入和

活动人本策划等规划措施加以展现。

3.2以特色要素展现措施触媒激发
活力

“城市触媒”作为一种渐进式、有
策略、由点及面的城市规划手法 [15]，合
理运用能使特色要素展现措施引发触媒
连锁反应，不断释放特色要素的活力，
使其进入自发式、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16]，
最终形成区域层面的绿地特色风貌，并
通过景观结构美和绿地空间美最大限度
地“引人”，通过沉浸式场景美最大限度
地“留人”，将城市绿地系统打造为网红
名片，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环境和诗意生
活的新期待。本文提出 4 种特色要素展
现措施的触媒激发手段，以期通过绿地
系统展现地域特色，提升城市景观风貌。
3.2.1 突出主题：特色定位，寄情
山水“寻特色”

“国必依山川”，我国城市大多依
山傍水而建，山、水、城相依；“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人们历来喜欢寄情山水、
抒发情感 [17]。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山水
结构使每座城市各具特色，“三山半落青
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眼中的金
陵山水肌理跃然纸上；“云间东岭千重出，
树里南湖一片明”，张说笔下的巴陵湖
山结构油然而生，精美诗意描述下的地
域差异化山水结构让人印象深刻。因此，
从山水结构及其承载的人文底蕴中提炼
规划主题作为特色定位，能凸显特色，
让人轻松感知是哪座城市，在这过程中
重点在于要素组合，包括城市别称、名
山名水、经典建筑和精彩诗文等。
3.2.2织补网络：景观结构注重网络
连通“求保障”

网络连通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山
水结构的生态、景观和服务等功能的基
础。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无序发展，
水岸被占、水体被填、植被被毁，加上
修建道路等原因，多数城市的景观结构
网络不连通，严重影响了绿地风貌。因此，
应采取绿道、绿廊、绿环、蓝道、生态

桥等各种有效措施保障景观网络结构的
完整与连通。
3.2.3强调规模：以空间要素的规模
应用“产效应”

选取一种要素或要素组合在城市中
大规模应用，即能产生规模效应，形成让
人印象深刻的绿地整体特色风貌。“南朝
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晓看红
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牧笔下楼台众多
遍布金陵、杜甫心中春花朵朵红遍蓉城，
规模效应产生的整体特色美引人入胜。
3.2.4 注重体验：引入沉浸式公园
场景“提魅力”

国内很多开放、免费的公园尝试引
入沉浸式场景，通过体验化运营使得公
园深受人们喜爱，这也有利于激发人们
对城市绿地风貌的感知。例如，成都率
先引入“场景营城”理念，在公园城市
建设中依托各类公园广场，营造六大类
公园场景 [18]，有机植入消费、生活、新
业态和“蜀风雅韵”的城市文化等元素，
营造了 120 多处特色场景 [19]，高水平打
造了独具魅力的城市绿地特色风貌。如
今，处在成都公园中，原来细细揣摩还
体会不到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人们的
体验感极佳，印象深刻，更高层次的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3.3以要素分类规划实现整体控制
以特色要素展现措施和激发手段为

保障，编制要素分类规划，实现区域层
面的整体控制并提出分区控制导则。要
素分类规划重点包括景观结构布局规划、
植物景观规划、建筑景观规划和公园场
景规划等方面，各城市可根据自身特色
进行选择。在景观结构布局规划方面，
应注重结构布局利于分区、连通网络肌
理和弘扬山水意境。在植物景观规划方
面，应注重在树种选择时既要有乡土植
物，也要有地带性植物群落，以彰显地
域特色；在规模种植基调树种时应控制全
市色彩，在规模种植骨干树种时应营造片
区季相景观；对于植物“三线”( 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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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景观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连绿道、
塑蓝道、盖彩林”的展现措施，构建“绿
道连江湖、山水绕巴陵、蓝道织碧网、
七星伴洞庭”的景观格局，显现“蓝绿
交融、层林尽染”的美好景观意象。

首先，针对岸线不通、内湖不连、
江湖相隔等引起的结构网络不完整的现
状，通过“连绿道”进行景观织补，规
划“七横三纵七圈”的绿道—绿廊—绿楔—
绿环网，纵向沿江沿湖生态廊道打通沿
长江、洞庭湖的 9 处断点，通过“六湖
串珠绿道”，将城内南北向的湖泊连通，
通过“五山相连绿廊”，将东面山脉连
通，通过打造横向 7 条山水绿楔，将长
江、洞庭湖和城内湖山、东部山体连通，
同时将七大城市内湖环湖绿道连通成环，
形成完整的“山水绕巴陵”的绿网系统。 

其次，由“连绿道”所形成的绿道、
绿廊系统基本是依水构建的，本身就组
成了完整的蓝道系统。在此基础上，通
过“塑蓝道”，疏浚连通破碎的农业灌
溉系统及小型港汊系统，构建蓝道微系
统，使散布在东部山林中的 12 个水库与
城区水系联系，最终编织成“七星伴洞庭”
的碧网系统 ( 图 5)。

最后，岳阳中心城区现存 708 株古
树名木，其中居首位的常绿乔木是樟树
(176 株 )、落叶乔木是枫香 (67 株 )，占绝
对优势；岳阳市树为杜英。描述洞庭湖巴
陵城的古诗词中提得最多的植物是“枫”，
如唐贾至《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
泛洞庭湖三首》中“江畔枫叶初带霜”“枫
岸纷纷落叶多”。本文统筹植物地域文
化特征和城市环境适应性、已建绿地植
物现状，选择樟树、杜英、枫香作为岳
阳的基调树种；在保护蓝绿交融空间的
基础上，通过“盖彩林”，在中心城区
规模种植枫香，以丰富城市色彩。

4.3“塑巴丘、统风格、成规模”，
精致开展“湘北民居丘上建、骨干
树种规模植”的空间要素分类规划

岳阳为典型的丘陵地区，园林设计

林缘线和草坪线 ) 的统筹，应注重植物景
观类型布局以营造多变空间。在公园场景
规划方面，应依托各类绿地和公共开敞空
间，促进生态与消费、人文、生活的融合，
引导生态体验、文化创意、生活美学等新
兴业态和生活方式。在整体层面打造生态、
人文和生活三类公园特色场景，在分区层
面细分三类特色公园场景，力求以人为本
营造的公园场景，活动接地气能深受人民
群众喜欢、文化深厚能够寓教于乐、业态
丰富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从而引领
新时代生态、生产、生活空间高质量发展。

3.4以片区划分塑造个性特质
根据景观结构，结合城市功能分区，

合理划分片区，根据“整体 + 分区”的
方式，在保证绿地特色风貌整体可控的
基础上注重塑造片区个性特质，并据之
塑造与众不同的片区特色景观结构、绿
地空间和公园场景，力求功能互补、避
免同质化。

4岳阳运用实践

岳阳是国家园林城市和旅游城市，
历来重视绿地风貌规划编制，在历次城
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中都有绿地风貌规
划篇章。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
岳阳正在按新的政策标准编制城市绿地
系统专项规划，其中绿地风貌专业规划
按照本文提出的城市设计方法运用策略
和规划编制技术路径进行编制，以期将
岳阳的自然形胜、人文胜概和现状绿地
特色要素触媒激发展现在世人面前，提
升绿地景观风貌。

4.1“凸形胜、显文脉、重游赏”，
精准定位“行走巴陵、览胜江湖”
的绿地特色风貌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
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
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岳阳楼记》中寥寥几笔提点出岳阳中心

城区内自然地形的灵魂所在。中心城区以
“城、楼、岛、湖”为核心，“一江四矶、
八湖十二山”围绕，山环水抱、结构天成，
其上承载着岳阳悠久的忧乐文化，“居
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江湖名城因文而名，忧乐文化赖文以传。
岳阳古称“巴陵”“巴丘”，“巴”有“紧
贴、粘连”的意思，根据相关学者研究，
古时岳阳城池建在洞庭湖、长江东岸众
多紧贴粘连在一起的小山丘上，故得名。
据此，本文从游赏的角度对承载巴陵文
脉的自然形胜和人文胜概进行高度概括，
突出“江湖名城、巴陵文化和览胜游赏”，
提出“行走巴陵、览胜江湖”的规划主题。
“一分山色九分湖”[20]，徜徉在一分巴
陵山色中观九分江湖美景，“四面湖山
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两千年文化的浓厚气息、
八百里洞庭的阔大境象，引人无限遐想，
具有强烈的可识别性。

4.2“连绿道、塑蓝道、盖彩林”，
精美构建“绿道连江湖、山水绕巴陵、
蓝道织碧网、七星伴洞庭”的景观
格局

岳阳现状山形呈现“崇山踞东西，
丘岭逶迤入江湖”的态势 ( 图 2)，水系
呈现“碧水绕南北，溪港蜿蜒隐山林”
的格局 ( 图 3)，据此本文提出“一核七
心映崇山，三带七楔织江湖”的景观结
构 ( 图 4)。历史变迁中长江和洞庭湖部
分港湾被长堤分割，形成了如今岳阳中
心城区的七大城市内湖，城市临水而建。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无序发展，
洞庭湖、长江和内湖岸线不通畅，内湖
与长江、洞庭湖之间被隔断，内湖之间
也缺乏联系，农业灌溉系统和溪港系统
遭到破坏，山不能入湖、水不能绕山，
景观结构网络极不完整，湖区特有的成
片枫香和水杉林被破坏，严重影响了城
市绿地系统生态、景观和绿色出行等功
能的发挥。针对此现状，本文提出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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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岳阳现状山体示意图
资料来源：《岳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图 3  岳阳现状水系示意图

图 4  岳阳绿地风貌规划结构示意图

中微地形处理手法的灵感就来源于丘陵
地形。岳阳地域传统建筑为湘北民居，
其建筑具有如下特色：墙身以白墙和青
砖墙为主，屋顶两坡以悬山为主、以硬
山为辅，重要建筑为歇山。岳阳的乡土
植物种类繁多，可从优势种中选择桂花、
杨梅、石楠等 5 种常绿乔木，以及三角
枫、朴树、无患子、水杉、重阳木等 10
种落叶乔木作为骨干树种。为突出岳阳
的地域地形特质、建筑特点和乡土植物，
本文提出“塑巴丘、统风格、成规模”
的展现措施和激发手段，充分发挥丘陵
地形、湖北民居和骨干树种的规模效应，
打造“湘北民居丘上建、骨干树种规模植”
的绿地空间，显现“引人入胜、意象强烈”
的宜人景观意象。首先是编制建筑景观
规划。一是“塑巴丘”，从总体层面规
定城市绿地风貌规划设计应保护原有连
绵丘陵地形骨架，并对被破坏的地形进
行修补，再适度塑造巴丘微地形；二是
“统风格”，园林建筑以湘北民居建筑
风格为主，并结合“巴丘”地形因地制
宜地布局。其次是编制植物景观规划。
在基调树种规模化种植的基础上选择彰
显片区特色的骨干树种进行规模化种植，
同时选择优秀的地带性植物群落类型并
根据立地条件进行全市规模化应用，实
现植物种植“成规模”。

4.4“赋业态、植文化、筹活动”，
精彩策划“文化沉浸新业态、活动
体验彰活力”的公园场景

据《湖广通志》记载，岳州“八景”
为“洞庭晴涛”“章华夜月”“飞吟晚眺”“君
山晓翠”“老树西风”“巴山夕照”“南
纪春霁”“东陵秋雨”；岳阳“十景”
于 1997 年评出，包括“名楼仰哲”“金
鹗叠翠”等。本文在“行走巴陵、览胜江湖”
的基础上，借鉴岳州“八景”、岳阳“十
景”，提出打造“生态江湖、人文岳州、
烟火巴陵”三类主题场景，同时通过融
入片区文化要素，打造各类参与体验式
的生态、人文和生活新业态公园场景。 图 6  岳阳绿地风貌规划中的特色分区 ( 场景 ) 示意图 图 7  岳阳绿地风貌规划中的植物景观分区示意图

图 5  岳阳绿地风貌规划中的水系布局示意图

季相色彩
景观分区
道路景观轴
铁路

春景
夏景
秋景
冬景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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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岳阳楼片区以“名楼仰哲”为特
色景观风貌主题，围绕千年文脉、百年
街巷和码头，在清末民初风情上赋予现
代生活气息，在充满烟火味的市井生活
上创新文创、美食和演艺等参与体验式
业态，重现“北城南市”的清末人文场景；
南湖片区以“南湖秋月”为特色景观风
貌主题，其中洞庭湖小镇围绕“月文化”，
重构“溪港、村落、田野”等水乡元素，
创新植入民宿、音乐节和亲子活动等业
态，形成“惬意游憩”的度假人文场景。

4.5“依结构、承基调、融特质”，
精细划分“依山划区层林染、绕湖
成区蓝绿融”的特色分区

根据“一核七心映崇山，三带七楔
织江湖”的景观结构，围绕中心城区的
主要水体和山体，划分“依山划区层林染、
绕湖成区蓝绿融”的 12 个特色分区，显
现“主调明显、魅力纷呈”的迷人景观
意象。
4.5.1依结构划片区

根据“三带七楔”的景观结构，将
中心城区划分为 12 个片区 ( 图 6)，大体
由带和楔围合而成。一是“绕湖成区”，
围绕城中主要的水体洞庭湖、南湖、东
风湖、芭蕉湖、松阳湖、白泥湖、君山

“十”字渠系统、王家河、木里港和梅溪，
划分岳阳楼、南湖、东风湖、临港、陆城、
君山、王家河、木里港和金凤桥 9 个水
景片区；二是“依山划区”，围绕中部
金鹗山、南部赶山和东北部群山，划分
成金鹗山、赶山和云溪 3 个山景片区。
4.5.2承基调融特质

植物景观风貌规划是绿地风貌规划
的重点，因此 12 个片区在规模种植城市
基调树种的基础上，各个片区根据不同
的特质和公园场景需要选择骨干树种进
行规模种植，以彰显片区特质，打造植
物景观特色片区 ( 图 7)。例如，岳阳楼
片区以潇湘“八景”之一“洞庭秋月”
为代表，植物景观以“春、秋”为主季
相，以黄色和粉色为主色调 [21]，以体现

古典文韵。又如君山片区，洞庭湖湿地
芦苇春日绿浪翻滚，秋日苇花连天，枯
黄的芦苇飘着白絮与湖滩上成片分布的
浓绿苔草、粉红蓼子草相映成趣，故君
山片区的植物景观以“春、秋”为主季相，
以黄色和粉色为主色调，与岳阳楼片区
遥相呼应，最能体现“遥望洞庭山水色，
白银盘里一青螺”的意境。

5结语

研究绿地风貌规划中城市设计方法
的运用策略，对于解决按政策标准编制
的绿地风貌规划很难引导形成绿地特色
风貌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
此，本文结合项目实践探讨如何采用要
素整合的城市设计方法编制绿地风貌规
划，提出具体的运用策略和规划编制技
术路径，以期有益于绿地风貌规划编制
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绿地
特色风貌要素提炼角度是否完整、展现
措施是否合理和分类规划是否完善等，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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