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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江滨景观绿带规划设计说明 

作者：刘洋  评论(1) 打印 

  项目背景和依据  

  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丽水市行政区划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新的丽水市以其史无前例的崭新姿态进入21世

纪。行政区划调整是加速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则是行政区划调整的根本目的。  

  丽水市自古以来山水环抱，环境优美，自然资源和人文居住在结构和现状上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生态关系。

特别是合并后的大丽水市，保存较好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景 观资源成为丽水市有别于其它城市的主要特色。在弘

扬生态城市理念的当代城市发展背景下，丽水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将维持城市环境的生态特色和营造生态城市作为 

城市发展的目标，并于2000年7月成立由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的“丽水市（莲都区）生态示范区建设领导

小组”，并于同月编制完成《丽水市（莲都 区）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成为指导丽水市

城市环境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莲都区是大丽水市城市的主要建成区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但因地处山区，可供城市建设发展的用地

一直紧缺，造成建成区内建筑密度较高，缺乏大型的、连续 的城市公共绿地和开放空间。在新一轮的城市现代化

建设中，城市大型公共绿地和开放空间的建设将是丽水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与城区建设用地紧缺、难以 

营造大型城市绿地和开放空间的状况形成对比的，是莲都区城区南翼临大溪江的未开发的沿江区段。沿这一区

段，江域蜿蜒开阔，水色清丽，江北是建设中的城市景 观，江南是山色秀美的自然景观，在延绵约8公里的沿江

地带，城市与自然隔水相望，构成了丽水市城市内最具生态特色和景观特色的区域。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区段一直作为城市的边缘，呈无序的开发状况。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城区面积不

断扩大的形势下，《规划》将这一区段的开发列入重点整治 对象，《规划》指出：“在近期向南发展的基础上，

中心城区远期发展重心东移至滨江地带，在大溪、好溪两江交汇处形成新的商业、文化、行政中心区，并向两侧 

展开，形成滨江生活、景观岸线。”同时，随着城区向南扩展速度的加快，城区受大溪江洪水的威胁日益加剧，

防洪同时成为该地段开发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2000 年末，丽水市政府决定首先解决沿大溪江50年一遇的防洪堤岸线建设问题，同时根据《规划》的要求，

结合城市整体发展的目标，沿江建设连续的城市滨水公共绿 地和活动空间，逐步形成江滨景观绿带，做到城市生

态资源与景观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与城市的防洪水利工程建设同步建设、协调发展。  

  “丽水市江滨景观绿带规划设计”项目的提出正是基于以上背景。目前，防洪水利堤坝的建设已进入建设阶

段，本项目的尽快启动已迫在眉睫。  

  项目的必要性  

  本项目的建设其必要性可以有以下几方面：  

  保护和开发好丽水市最具城市特色的大溪江沿线的景观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保证城市防洪水利功能的同时，

创造大型的城市临水公共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避免因建设防洪水利设施导致城市景观特色和生态资源的破坏甚

至消失。  

  根据丽水市城市总体规划和丽水市人民政府已确定的发展战略，通过本地段的综合开发，通过防洪水利设施

的建设，一则保证城区免于洪水的侵扰，为城区的建设和发 展打下基础，二则通过筑坝蓄水、抬高和稳定大溪江

在城区段的水位，建设山水相依，树木葱茸的大型生态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成为城市的绿肺，形成丽水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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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山地城市特有的重要的生态环境组成部分和丽水市生态旅游的重要资源。  

  从 城市环境整体格局协调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城市中心向南发展并在大溪江沿线形成新的城市中心的目

标，通过本项目的建设，激活大溪江北侧滨江路沿线的临水地 块的价值，为城市向南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形成丽

水市城市最具特色的大型连续的生态绿地和城市临水公共活动空间。其结果第一可塑造起城市的鲜明形象，解决

丽 水市中心区缺乏大型公共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的环境面貌，使城市环境更优美、功能更合理；第二将使城市的

发展有更良好的格局。  

  通过沿江绿地的整体开发建设，对大水门、小水门和古城墙遗址进行综合保护和整治，一方面保证文物古迹

不会因水利工程的建设而遭到破坏，另一方面通过环境的整 治和沿江区段的整体开发，将具有代表性的丽水城市

历史和文化的文物古迹保护好，并将其重要的人文意义和景观价值激发出来，使生态城市的意义因为有了人文精 

神的内涵而更完整。  

  场地现状、建设规模  

  本项目建设涉及的范围南侧以防洪水利工程的堤坝为界，北侧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江滨路南侧为

界，西至括苍路和小水门大桥，东至北外环路水东大桥，东西 向长度约8公里，南北进深40至140余米不等。整个

区段东西向贯通城市的南翼，将连接19条城市规划确定的南北方向的城市干道。区段涉及的跨江桥梁有小 水门大

桥、紫金路大桥和水东大桥等三座。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区段的西段小水门大桥向东存有大水门、小水门和古城墙

等历史文物遗址，是反映丽水城市历史文化的 重要建筑遗存。区段涉及的城市排水设施有两处，一处位于大洋路

节点，一处位于古城路节点。区段目前沿江有部分民用、工业和旅游服务设施，但质量较差，特别 是零散的旅游

服务设施，更呈无序的开发状态。以上建成设施主要集中在小水门大桥到花园路段，2000年丽水市政府结合旧城

改造和滨江路的建设，已着手动迁 沿江的破旧民宅和工业设施，为区段的防洪水利工程和绿带景观建设打下了基

础。  

  建设场地的面积约64、8公顷，其中防洪堤迎水面建设场地约16、2公顷，防洪堤背水面建设场地约39、8公

顷。建成后的江滨景观绿带将以植被和景园用地为 主，约占80%，其余为各种大小不等的广场、文物保护景区、

堤坝及护坡、道路和停车场地、市政设施和服务等用地，约占20%。  

  本项目与防洪水利工程的设计同步进行，但防洪堤坝的设计走型在保证河道泻洪截面的前提下根据本项目的

设计方案确定，防洪堤的高程和顶面宽度将根据水利部门的设计确定。本项目的内容将不涉及防洪水利工程的其

它问题。  

  四、 规划设计原则  

  规划设计将遵循以下原则：  

  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的原则。  

  江滨景观绿带的建设将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牵动整个城市，是提升城市整体水平的重大举措，在规划设

计乃至建设过程这贯彻这一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防洪防涝与环境建设双赢的原则。  

  作为较纯粹的工程设施，防洪堤坝的功能与形式如何与沿江的生态环境风貌、丰富的城市景观和公共活动融

为一体，将是项目规划设计必须始终贯彻的重要原则。  

  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整合原则。  

  以大溪和好溪及其南岸的良好的山水景观为主体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建成后的江滨景观绿带的绿地环境将是统

一的自然生态系统，建设场地内历史遗留下的人文古迹和建成后形成的丰富的人文活动将与自然生态系统交织在

一起，体现生态城市的完整的意义。  

  一次规划设计、分期实施的原则。  

  江滨景观绿带涉及的地块面积大，投资高，涉及的相关设施建设内容多，贯彻这一原则是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的重要前提。  



  五、规划目标  

  本项目规划设计的目标是：结合大溪江北岸西起小水门大桥、东至水东大桥构筑50年一遇防洪堤坝的建设，

将江滨路以南的沿江区段建设成丽水市莲都区最重要的连 续江滨城市景观绿地，使其成为构筑生态城市的重要内

容，城市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展示城市自然与人文风貌特点、体现城市环境质量和生活品位的主要标志性空 

间。  

  六、规划设计构思  

   

  1、景观节点和景区的设置  

  在整个建设区段，将根据区段的环境特点和与城市的关系，分别设置以下的景点和景区：  

  历史遗址景点 主要利用大水门、小水门和古城墙的文物古迹，一方面做好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缮，同时通过

环境的配置形成景观节点。  

  城市意象展示景区 在大众路和大洋路之间建设三个小型城市自然风物、历史人文和民风民俗展示区。  

  大洋路文化广场节点 大洋路是与建设区段西部相接的最大的城市干道，向南的江面较其它地段更开阔、深

远。此处拟建设大型城市公众的参与型文化广场，形成建设区段的空间高潮，并成为城市市民大型公共活动的场

所。  

  花园路市政广场节点 花园路未来连接市行政中心，与行政中心形成中兴轴线对称关系，是城市重要的景观道

路，南端与建设区段的交接处设置庄重、宁静、典雅的市政广场，将水色山光引入城市空间，使丽水山水相依的

特色与城市的市政功能轴线呼应。  

  城市绿楔 在路节点处结合城市泄洪的要求和现有的水系湖面，形成自江滨景观绿带引入、跨滨江路向北楔入

城市形成城市绿楔，这种绿楔的形成及其将对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也符合当代城市设计在

处理城市绿地系统时所弘扬的主流思想。  

  生态休闲绿地景区 建设区段自花园路向西，建设连续的大面积城市生态绿地和休闲活动景区，将成为人与自

然亲近融合的场所。  

  2、连续生态绿地的塑造  

  建设区段将以绿化和人的各种休闲和亲水活动的安排为主要对象，建筑物的内容将严格限制，宜少不宜多。

人的活动将结合文物古迹和城市主要道路节点形成数个大小 不等的临水广场，成为公共活动的节点和开放空间的

高潮。人的活动将成为建设区段的主要设计脉络，贯穿区段的始终。人行的通路将结合防洪水利工程的堤坝安 

排，尽可能削弱水利工程在景观上的不利影响，与环境融为一体。  

  3、亲水活动设施的建设  

   

  在大洋路节点结合文化广场，设置公共游船和水上活动设施，主要有游船码头和相关的少量服务配套设施。

沿防洪堤坝的临水空间布置大型的亲水活动区，区内或点缀天然大型溪石，或局部设置戏水台阶，营造起独具特

色的临水步行公共活动场所。  

  4、小品和配套设施  

  在内容上，建设区内将配置与城市公共活动的意义相关的景观小品和服务设施，主要有雕塑、小品、灯具、

展示墙、公共厕所、公共停车场、露天演技场地、老年室外活动场地、儿童室外活动场地以及各种人的坐息设施

和导游设施等城市家具。  

  5、市政设施  

   

  建设大洋路节点的城市防洪水闸和古城路节点的城市泻洪水闸。建设振兴路节点的城市污水泵站和古城路的

城市雨水泵站。  



  七、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投资将不包括防洪水利工程的建设投资，其自身的投资主要包括现状建成建筑的拆迁费用、民宅安

置和土地购置费用；场地平整和整治的土方费用；广场、道 路的铺装建设费用；草坪、乔灌木和四季花卉的配置

费用；环境雕塑、小品和景园景点的建设费用；文物古迹的修缮和环境配置费用；水电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费 

用；市政照明和环境亮灯工程的建设和设备费用；城市雨水、污水和泻洪设施的建设费用（不含防洪水利工程建

设的投资）；江滨路道路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费用；各种设计费用、管理费用和不可预见费用等。预计投

资总额3、6777亿人民币。其中江滨路工程估算投资1、1053亿元，滨江绿带景观工程估算投资 2、5724亿元。  

  八、主要技术指标  

  总用地面积：64.8顷，  

  其中： 迎水面面积：16.2公顷  

  背水面面积；39.8公顷  

  堤坝坝顶道路面积：3.4公顷  

  江滨路北侧城市绿楔面积：5.4公顷  

  堤坝背水面城市绿带景观用地中道路及各种铺装面积16.4公顷，  

  其中：小水门大桥阶梯休闲广场0.59公顷  

  文物保护区广场1.22公顷  

  文化广场：3.55公顷  

  市政广场：2.26公顷  

  绿楔临水广场：1.26公顷  

  绿化率：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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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考虑,这个设计是失败的,整个防洪堤岸将地下溪流堵死,潮汛期内造成城市内地下水上涨,建筑基础受浸,地下室被水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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