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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湿地公园的植物配置及互动性

景观设计探讨

【摘要】在森林湿地景观方案设计中，植被配置至关重要，尤其是植被层次、类型等设计，不仅是湿地景观方案设计的核

心，更是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最主要方式。基于此，以不同类型的湿地公园植被为基准，分别从湿地景观植被设置的方法

与湿地公园水面、水缘和岸边等不同组成部位的植被配置方面，总结分析了湿地景观植被设置的关键点，希望为未来湿地

景观规划与设计提出有实用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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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森林自然生态体系、海洋生态系

统并称为“世界三大生态系统”，所形成的自然景观有着

鲜明的观赏性特征。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重视湿地公园建

设，并形成诸多典型案例，无论是在旅游、环保，还是自

然等领域中，均已对湿地景观建设开展了充分探索。相对

于一般主题公园，湿地公园更多的注重于水生生物和湿生

植物对环境的维护，而植被选择则对湿地公园的总体景观

风貌具有决定性影响 [1]。

1、张掖市湿地公园建设背景

张掖市致力于发扬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持续组织实施国土绿化倍增行动。近年来，城市

一直致力于坚持以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抢

抓国家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等重大战略机遇，不断优化健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管理办法和监

管指标体系，加快建设生态大市。

2、湿地公园建设原则

2 .1 景观性原则

湿地公园既是功能性区域，又是审美性区域。设计湿

地公园景观时，必须考虑到人们的审美要求，并以美学设

计为重点，最大限度展现湿地公园的景观性，进而提高其

旅游与科学研究的价值。其中，不仅要表现出植物群落的

美，还要体现科学和艺术相协调，这就要求在配置植物时，

熟悉不同植物的观赏性和造景作用，全面把握整体布置效

果，按照景观性原则进行合理安排，以实现“体现无穷之

态，招摇不尽之春”的景观效果 [2]。

2.2 生态性原则

自然生态性注重营造富有野趣的空间，这就要求遵循

植物生长规律，采用自然式配置手法。湿地景观在植被选

择时，除兼顾环境的基本原则外，还应充分利用植被自身

的景观特点，包括景观植被的类型构成、品质、花色等。

另外，为了适应人类对植物景观环境的审美要求，最好结

合植物花香等影响嗅觉的因素。因此，湿地景观植物选择

上除了植被本身外，也要兼顾山水地貌、景观小品、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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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 2 个方面，发现、挖掘、选择城市湿地公园最具

地方特色的植物景观。除此之外，许多湿地公园互动型景

观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与人互动，这要求湿地景观既要有参

与性、观赏性，又要具有娱乐功能、风俗特色，以此来引

发人们的共鸣。

4.3 互动设计方法

4.3.1 知觉交互层设计

知觉交互层面的景观设计更强调景观给人的初步印

象，着重于景观的形态、色彩、空间等。人的感觉系统分

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5 种，不同的刺激手段

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身心感知。一般来讲，一些植物配置

的高度需要略低于人们的视线，并且水中选用色彩艳丽的

植物，形成所需意境。而植物种类的不同，形成的效果也

会有所差别，例如，沉水植物会因为大部分时间处于水下，

可与浮水植物相搭配。

4.3.2 行为交互层设计

在行为交互层上，需要关注的是人对景观的参与性、

景观功能易用性、个体与群体的行为关系等。首先，设计

必须保证景观空间的易用和可用性，营造人性化景观空间，

尽可能满足使用人群的行为习惯。其次，利用不同的景观

空间形态，创造行为机会，通过布置多功能的弹性活动空

间，采用多样化的空间组合，配置交互性景观设施等不同

手段，使人景交互在不经意间发生，提高人与景、人与人

之间交流互动的频率。最后，通过数字技术手段，丰富景

观设施趣味性，打破人景交流屏障，提高人们参与的积极

性，营造和谐的动态交互氛围。这样能将人们带入侧重于

科普知识的教育园地，让更多游客能够在身处于湿地的环

境中，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交流的良好状态，也

能够体现出湿地的自然景观。对于文化互动区域，保留一

些原有物，并建造全新的景观，既能帮助游客更好地感受

当地文化，又能切实体会到文化湿地的魅力。对于活动互

动区域建设，可通过亲子活动等加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

通和协作，在协作中游玩，在游玩中交流。

4.3.3 情感交互层设计

在预期情感交互层面上，设计重点应侧重于景观主题

的制订及整体环境意象的把控，可运用设计隐喻等手法，

赋予景观历史、文脉、人文等内涵，与参与者产生无形之

中的情感交互。在一些融合模式中的文化广场及服务中心

等，可将开敞性空间用植物进行遮挡，从而引导视线，并

在交织模式的转折处，设置互动交流的景观，形成私密空

间，而这种不限于交织的融合模式，也能加速促进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对于互动性景观小品，为了更好地贯

彻互动性景观，可丰富互动细节。

结语 :

综上所述，湿地公园作为一类特殊的公园形式，在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形象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湿

地公园景观设计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在以往的设计中，往

往忽视了景观的互动性，既造成了湿地资源的浪费，又无

法给人们营造良好的景观体验，限制了湿地公园的功能性

发挥。基于此，本研究以张掖市为例，着重探讨了湿地公

园的植物配置及互动性景观设计，提出应从知觉交互层设

计、行为交互层设计、情感交互层设计 3 个方面，提升湿

地公园景观的互动性，从而推动城市湿地公园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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