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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缺乏专业设计的协调配合，防洪墙的建设往往会影响城市滨水空间景观 ’为解决这一

问题，提出了城市防洪墙景观设计的理念，并就其方法进行了探讨 ’在水工设计的基础上，合理规划

防洪墙周围空间环境，选择合适且美观的防洪墙形式，并布置相应设施及绿化等，可以在满足防洪

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改善美化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环境，从而提高这一地区的开发利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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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大自然中最活泼的因素，在人类生活中，水是必不可缺的 ’自古以来，城镇依水而发展，商业贸易依

水而繁荣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水体也从单纯的物质功能（如供水、运输等），逐步发展出精神功能，接

触水体、与水体保持亲和关系，已成为都市居民与自然环境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 ’因此，人们有意识地将水体

引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将水体作为城市空间环境的造景因素之一，用来进行环境艺术创作，以美化城市景

观 ’无论是利用水体的姿态、风韵、气势，还是利用它的声音，都是设计师创造城市景观的重要手段 ’
然而，另一方面，滨水城市也往往容易遭受水体所带来的一些灾害的侵袭，洪水泛滥、潮浪袭击的威胁就

长期困扰着我国的一些城市 ’近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城市大力投资建设各种防洪、防汛水利设施，如

防洪堤、防洪墙等，提高了城市的抗灾能力 ’但由于受投资数额、专业分工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这些水

利设施的建设往往只注重了其防灾抗灾的功能，而忽视了它们的造型及环境方面的研究，给城市滨水地区的

环境景观美化以及该地域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
城市的滨水地带往往是这个城市景观重点所在，因此，其空间景观的保护与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

在建设防洪墙等水利设施之前，能在水工设计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景观设计，就可以给这一地区增添一道美

丽的静态景观，或为人们提供一个风景优美、环境愉悦的活动空间；同时，还能使周边地区的环境得到改善，

从而增加其商业开发价值，投资吸引力也得以提高 ’因此，注重防洪墙等水利设施的景观设计并加以实施，不

但能美化城市环境，还可在投资增加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 ’
笔者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探讨在满足防灾功能的前提下，城市防洪墙景观设计的理念和方法 ’景观设计

的内容包括防洪墙周围空间的环境设计和防洪墙的造型设计两方面，主要是根据防洪墙所在地点的地形、环

境、水体状况以及设防要求等条件，结合水工设计，确定防洪墙的具体位置、形式和尺寸，并进行其周围空间

的环境景观规划设计，并相应布置一定的设施、绿化及建筑小品等 ’

! 城市防洪墙的环境设计

城市防洪墙环境设计主要包括下列内容：结合水工设计，确定防洪墙的具体位置，并确定墙体两边空间

环境的主题；设计确定相应的空间景观内容和位置；布置相应设施、绿化及建筑小品等 ’其中，防洪墙在环境

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它与环境其它要素的主配角关系直接影响到环境设计的立意和所采用的方法，而这

一角色的确定又与防洪墙的位置、形式、尺寸（特别是高度）及其周围环境地形等因素有关 ’由于防洪墙与一

般建筑墙体的主要功能不同，因此，它的位置、形式和尺寸应主要由水工防洪设计的需要确定 ’在此基础上，

可结合景观设计的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的调整，并相应确定其空间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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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洪墙的位置与周围空间的划分

防洪墙的位置布置方式一般有两种，它们对环境设计立意和处理方法有着不同的影响 !
一种是防洪墙将城市生活空间与滨水空间相对分离，滨水空间与水体空间仍保持连接（图 "（#））!虽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水利设防的需要，滨水空间内的环境设计往往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能妨碍行洪，不

能设置永久性建、构筑物等，但从景观设计的角度看，这种布置方式是最受设计者及使用者欢迎的，因为这时

可以产生出各种气氛活跃的空间，从而使人们在常年水位条件下，仍可与水体保持较好的亲和关系及密切接

触，比较符合人类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及习惯 !
另一种是将城市滨水空间和水体空间分在墙体的内外两边（图 "（$））!这种情况下，滨水空间与城市生

活空间联系比较紧密；但由于人们与水体的接触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气氛效果往往不如前者 !

图 ! 防洪墙的位置与周围空间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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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防洪墙位置往往只由水工专业负责设计确定，环境设计则较为缺乏和滞后，因此，第二种布置方

式在实际建设中较为多见 !而从景观设计的角度来说，防洪墙位置及布置方式应根据城市条件、规划要求及

地形条件等，结合水工设计统筹安排决定 !
! !3 防洪墙的高度与其空间角色

墙体的高度对墙体两边空间的分隔程度影响很大［"］!因此，在满足抗洪设防高度的前提下，防洪墙高度

的选择与确定将直接影响其在城市滨水空间中的空间角色：

墙体高度在 % ! & ’ " ! ( ) 的范围是最适宜的 !这时无论采用何种布置方式，都可以很好地保持水体与城

市在视觉上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开阔感；人们凭墙而立，既能饱览城市充满几何魅力的建筑风景，又可以欣赏

活力十足的水体景观 !在这种情况下，空间气氛极其愉悦，人水关系比较亲和，空间环境及防洪墙的造型设计

都有极大的发挥余地 !这时，防洪墙的空间角色是较隐入的，它可以和绿化、建筑小品等融合在一起，而使水

体空间和城市滨水空间成为环境的主角 !
高度在 "!*) 以上的防洪墙可使人们在观赏水体时感到一定的障碍和限制，从而使城市与水体产生相当程

度的分隔感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于墙体某一边的空间和风景上，防洪墙的形象也比较突出和明显 !
当防洪墙高度达到 " !+) 以上时，墙体将水景与城市景观完全分开，发挥着围合分隔构件的作用，这时，

墙体可以成为人们各种活动的背景，也可以将其设计成建筑物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空间 !
! !4 防洪墙两边空间的环境处理

根据防洪墙的高度及其空间角色的不同，其形成的景观类型一般有两种：静态景观和动态景观 !
1% 静态景观的空间环境设计

静态景观是纯观赏性的，即人们的活动不介入防洪墙周边空间环境中，防洪墙、绿化及少量小品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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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布局成为景观的主要内容 !这种景观类型比较适合于防洪墙高度较大、周边用地窄小或投资较少的工程，

或作为防洪墙景观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在这种将防洪墙及周边空间环境作为静态景观的设计方式中，防洪墙

的造型设计、绿化的选择配置以及雕塑等装饰小品的设计布局等问题应特别注重 !其中防洪墙的造型将在下

文中讨论 !绿化的配置则不是简单的栽树种花，而应选择适合当地条件的、形态颜色等具有装饰性的植物，结

合防洪墙的造型与布局，运用点、线、面等多种手法进行搭配布置，形成富有美感的绿化景观 !
!" 动态景观的空间环境设计

人们的活动是多姿多彩的，也是最具动感和装饰性的 !这种设计理念在建筑空间设计中早已得到极为广

泛的运用，城市广场和建筑中庭共享空间就是其中突出的实例代表 !因此，在防洪墙空间环境设计中，应尽量

创造出不同种类的适宜空间，使之与防洪墙、绿化及建筑小品等静态景观相结合，从而将人的活动引入到防

洪墙周边空间环境中；在这个空间环境里，人们可以散步、静坐赏景，或者是交谈、举行集会演出，就形成了一

个极受欢迎的、充满活力的、休闲娱乐相结合的动态景观空间 !
这个动态景观空间的设计，可以借鉴建筑外部空间的设计方法 !设计的关键是结合防洪墙自身造型及尺

寸，为人们不同内容和方式的活动设置不同形式、不同位置的空间环境，并相应配置广场、游廊、步行道、观景

平台、建筑小品及绿化等，使之成为人工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理想空间 !在设计中，仍应充分重视防洪墙的角色

及造型设计，并将其纳入到整体环境设计之中 !若防洪墙的高度在视线以下，则可以结合景观设置用于观景

等功能的活动空间；而较高的防洪墙可以用来作为静坐休息的倚靠处或演出、集会的景观背景［"］!

# 城市防洪墙的造型设计

在我国的防洪墙建设中，由于资金、专业分工等条件的限制，防洪墙的造型研究往往被忽视或省略了 !而
在景观设计中，防洪墙应作为硬质景观考虑，其造型设计必须与环境设计同时进行 !造型设计不是仅仅考虑

如何对防洪墙进行装饰，而是研究在各方面条件和要求的限制下，尽可能地使防洪墙在发挥防洪功能的同

时，利用自身的形象，形成城市的一道新风景，从而改善环境及景观效果 !
防洪墙的形式非常类似于建筑的基本构件———墙体 !但与之不同的是，防洪墙的形式不是完全由建筑空

间划分需要决定的，而主要取决于水工设计的要求 !在此前提下，防洪墙的造型设计应主要从体型及轮廊、表

面质感与装饰等方面着手 !

图 # 座椅式防洪墙

$%&"# ’()%*+,()-./ 0122/+*.3)%4%4& 5)11

# !6 防洪墙的体型与轮廓

在水工设计许可的前提下，防洪墙的造型可在体型和轮

廓方面适当加以变化 !比如：结合环境设计，改变墙体的带状

体型，增加一些不同高度的后部支撑墙，一方面加强防洪墙的

强度和刚度，另一方面可用于各活动空间的分隔和背景（图

#）$ 对防洪墙的轮廓加以一定的起伏、虚实等变化，特别是洪

水设防高度以上的墙体，其造型完全可以根据景观需要进行

设计处理，如模仿我国古典园林中的云墙或古城的城墙；也可

加以镂空处理，设计成“景窗”的形式，从而将景观框入洞中，

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 $ 另外，还可以结合环境，在墙体上设置轻质构架，既可用于装饰，又用于分隔、遮蔽

等需要 !
# !# 防洪墙的表面质感装饰

结合防洪墙所使用的建造材料，或采用不同的施工工艺，所费不多就可使防洪墙的表面质感呈现出多变

的效果 !如：块石砌筑与混凝土浇筑的墙体，其质感就有差异；同样是混凝土材料，骨料暴露的粗糙与砂浆抹

面的光滑形成对比；局部加设小装饰构件，其与墙体的凹凸关系也形成一种质感和光影变化；选择不同的贴

面材料也可获得墙体表面质感的变化效果，但这种方法花费较大，比较适合景观重点处，或者是局部加以点

缀式的运用 !
另外，绿化也是一种特殊质感的材料 !将绿化（特别是可垂直攀援的凌霄、爬山虎等植物）与防洪墙体相

结合，利用植物多变的形态、颜色以及复杂的光影，可形成独特的景观效果 !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防洪

墙设计成带花槽的形式，则装饰性更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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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带花槽的防洪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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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防洪墙的表面色彩装饰

防洪墙的表面色彩变化可通过使用各种涂料、油漆以及贴面材料

等来实现，其中以油漆、涂料最为常用，因为它们色彩多样、施工方便

且价格较低 !颜色的选择应根据景观设计的需要确定：可单色，也可多

色；甚至可将墙体作画布，画上多彩的装饰画；还可以择期重新涂刷以

改变色彩 !

! 工程实例———上海浦江两岸防汛及景观工程［3］

为使上海具备抵御千年一遇潮汛的能力，并在浦江岸边开辟一片

视野开阔、环境美观的活动空间，浦江两岸的滨江大道先后进行了改

造 !结合防汛、使用及景观要求，浦江两岸的防汛墙均设计为钢筋混凝土箱式结构，墙体形成的内部空间布置

为车库、商店等公共服务设施，箱式结构的顶面设计为具有观光、休闲和文化等功能的广场，布置了绿化、建

筑小品等，从而在保证防汛功能的同时，扩大了城市空间 !不同的是，浦西外滩段由于用地条件限制较严，防

汛墙外即为江水，箱式防汛墙形成了大大高出水面的直立式岸壁，使人与水分离，造成压迫感和局促感 !而在

浦东陆家嘴段，设计者充分利用了原有条件，在防汛墙外设计布置了斜坡式防汛堤，并相应布置了半地下式

车行路、不同标高的步行观光道、临水平台等，既满足了防汛要求，又能使人们更加接近江水，接近自然，创造

了完美的环境与景观，可以说是水利工程与景观设计结合的佳例 !
这一工程虽然是以防汛为基本功能的，其主要水工建筑物是防汛墙，但其景观设计的方法仍可作为与此

相似的防洪墙景观工程的极好参考 !

4 结 论

防洪墙的建设虽然给城市滨水地区的景观美化和开发利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如果在建设之前，将环

境景观理念和方法引入防洪墙设计之中，通过水工设计与景观设计的配合，可以在保证其防灾抗灾功能的基

础上，将防洪墙这一水工构筑物及其周围空间融入城市的空间环境，并成为城市的新景观，从而改善城市滨

水地区的景观效果，进一步提高滨水地区的开发利用价值，用较少的投资获得更高的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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