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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滨水道路规划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何继斌   发表：中国建设报 评论(0) 打印 

  滨水区的规划和开发 

  武汉市的水资源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是城市生产和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质条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武汉市两江交汇，湖泊众多，具有“得水独厚”的自然优势。国务院在对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

中明确提出：要将武汉市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城市”。  

  滨水区的规划布局 

  长期以来，武汉市依托水运和码头发展，水域岸线成为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区域，滨水区建设了大量的工厂和

仓库。随着交通技术和交通方式的进步以及工业结构的调整，原来为工业生产服务的滨水区已不能适应城市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武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规划布置了江北、江南两个核心区，核心区均沿长江布置，集中

体现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和中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职能。汉江两岸滨水区将建设成为集商贸旅游、生态居住于一

体，体现江城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滨水区。  

  滨水区的改造和开发 

  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武汉市加大了滨水区改造和开发的力度。滨江、滨湖的道路和景观建设，极大地促

进了滨水区的改造和开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滨水道路规划的基本原则 

  体现滨水的共享性 

  首先，要严格控制一条沿水域的规划道路，防止建设单位独占滨水区的岸线。其次，道路的红线宽度要考虑

预留供市民步行、驻足、休憩、亲水的空间。同时，应调整市区的道路网系统，加强市区交通与滨水区交通的联

系，提高交通可达性。  

  体现交通的秩序性 

  在滨水道路规划中应将车行交通和人行交通有效分离、有机结合，体现交通的秩序性。在国内外的滨水道路

建设中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分流。在临水建筑的背后200米左右的位置，布置一条与滨水道路平行的城市快速路

或主干道，将大量的过境交通引向滨水区的外围，滨水道路只承担到发交通和步行交通功能。二是分离。在滨水

道路的上方或地下，以高架或隧道形式将过境交通和部分的到发交通与步行交通分离。三是优化。在滨水道路红

线宽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通过道路系统组织滨水区的交通，最大限度的扩大滨水步行带的宽度，满足行人要

求。  

  体现景观的特色性  

  滨水区作为“一个城市景色最优美的地方”，是城市景观的标志性区域，滨水道路的规划要着力塑造城市景

观的特色。对滨水城市而言，水位的落差是滨水道路规划设计的一大难题。在滨水道路的规划设计中，滨水道路

的平面选线和竖向设计十分关键，道路规划要将水面、滩地、岸线、堤防、建筑等相关要素综合考虑，达到道路

交通与防洪安全、亲水休闲、生产生活的和谐统一，充分展现滨水城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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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滨水道路的规划建设 

  滨江道路 

  近几年,武汉市加大了滨江道路的投资与改造建设力度，部分滨江道路环境、景观及交通条件得到较大地改

善，人们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江边游憩娱乐。下面以汉口沿江大道为例，介绍武汉滨江道路规划建设情况。  

  沿江大道为汉口地区沿长江的一条城市干道，规划道路红线宽40米。一期改造南起武汉关，北至三阳路，全

长约2.4公里。根据道路两侧用地、建筑布局要求，规划将沿江大道建设成具有环境优美、道路设施齐全、集游览

休闲于一体、体现大都市现代化生活的交通景观路。主要规划措施如下：  

  一是结合西侧建筑整治改造，调整沿江大道道路横断面，压缩局部过宽的车行道，调整道路功能，扩宽西侧

人行道宽度，以优秀历史建筑为依托，局部形成小游园、健身园、露天咖啡厅、露天电影院等。  

  二是在保障防洪墙功能的前提下，改造现有防洪墙，具体措施有：改造防洪闸口为人行进入江滩的入口，形

成优美的入口景观；沿防洪墙顶东侧铺设木质步行观江平台，并对压浸台进行绿化，改善防洪墙的景观。在堤外

根据江滩用地布局规划，结合主题广场，布置若干人行小路，形成江滩区各具特色的步行道路系统。  

  三是对现有水泥砼路面进行沥青加铺，改善行车条件，减少噪音污染，并完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  

  滨湖道路 

  武汉市曾配合景区建设修建了一些滨湖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进出景区的交通问题。但由于种种原

因，原有道路没有较好考虑与周边环境、景观的协调，滨湖道路显得呆板，缺乏适应性、开敞性、多样性与连续

性。下面以东湖沿湖大道的规划建设为例，介绍武汉滨湖路规划建设的一些思路与方法。  

  沿湖大道是一条穿越东湖的游览性道路，全长4.79公里。对于该路的改造，结合东湖水位特征和道路特性，

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充分体现滨湖道路的亲水功能。由于东湖水位较稳定，穿湖道路与东湖水面高差较小，规划在道路中间

布置8米宽的车行道，两侧各布置约5米宽的亲水平台，并从竖向上将车行道与亲水平台进行分离，这样既保证了

车行交通的顺畅，也使游人可以方便地到湖边嬉戏、游玩。二是合理进行跨湖道路的竖向及桥涵设计，体现跨湖

游览道路的个性。为保证东湖水面的连通及水体循环，在跨湖道路上建设了多处小型拱桥，拱桥外观设计与东湖

景区风格相协调。拱桥与两端道路形成的车行环境，给游人以高低起伏的感觉，仿佛是乘船游览东湖。  

  结语 

  通过对武汉市滨水道路规划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城市滨水道路的规划建设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滨水道路的规划设计决不是一项单纯的交通工程的规划设计概念，需要从道路交通、用地规划、建筑设计、

环境艺术、水利工程等多专业、多角度关注与思考，博采众长，集思广益。  

  在滨水道路的规划建设中，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滨水的道路交通和堤防安全、车行系统和人行

系统、动态交通和静态交通要相互协调。  

  要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水体是不可多得的城市资源，滨水区是城市土地价值最高的区域之一。应以滨

水道路的规划建设为契机，加强对滨水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使滨水道路建设和土地开发密切配合。  

  作者介绍  

  何继斌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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