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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家浜滨水游憩景观概念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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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的滨水区是形成城市特有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滨水景观的规划与设计在其中起到积极、决定的作用。本文以上海

浦东张家浜滨水游憩景观为例，在滨水区的物质环境改善的前提下，就保护其生态功能与滨水区游憩功能协调、统一，创造独特的滨

水景观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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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或城市区域的自然环境特色是产生城市空间特征，从而形成城市特有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滨水

景观。“滨水地区是一个城市非常珍贵的资源，也是对城市发展富有挑战性的一个机会，它使人们逃离拥挤的、

压力锅式的城市生活的机会，也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呼吸清新空气的疆界的机会。” （查尔斯·摩尔） 

  通过对国内、外滨水区的规划与设计、开发的总结，应该来说，国内更多的是从物质环境改善的角度提出

的，而对于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现象不太注重。往往使得在滨水景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对于繁荣当

地的文化、经济方面多少显得力不从心。 

  如何在滨水区将本地市民的生态游憩空间结合滨水区各自的特色进行规划与设计，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

公共的开敞空间，应该是在张家浜滨水游憩景观中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张家浜位于浦东新区中部，西起黄浦江，东至长江口，全长为23.5km，是浦东新区中心区域的唯一骨干河

道，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从1998年开展整治以来，被国家建设部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已经成为浦东的一处有名的景观河

道。 

  如果仅仅从物质环境改善的角度来看，张家浜滨水景观上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了，但随着上海斥资500亿打造

“水清、岸绿、景美、游畅”的 “东方水都”的构想，张家浜处在构想“八射”中的“二射”。以及随着浦东的

发展，浦东的以车行为主的城市形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游憩空间的需求，以及滨水区域独特的景观感

受，以及从而张家浜的生态游憩功能的开发势在必行。 

  一、张家浜滨水游憩景观规划理念 

  将“游憩、景观、生态”三个元素综合考虑，使其游憩开发与景观规划设计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景

观游憩资源，并利用生态的思想作为指导，在保证滨水景观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的各种游憩容量的扩大，最终

达到张家浜景观河道的生态可持续的发展。  

  二、张家浜滨水游憩景观构思立意 

  张家浜是除了山体外，承载了自然状态下的江、城、居住区、园、百米林带、乡、田、湿地、海多种的地貌

景观。从而其生态上的价值是对它进行定位的关键。从景观规划设计以及滨水区游憩开发的角度出发，认为还是

以生态游憩为主。结合生态游憩开发，进行生态设计。张家浜滨水区主要适用于本地市民日常的休闲娱乐。  

  张家浜滨水景观规划整体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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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构筑完整的步行系统  

  通过张家浜河道，将浦东新区张家浜周边通过相对完整的自由的步行、自行车行系统在浦东的市中心结合成

一条绿色的廊道和开敞空间系统。 

  2.形成相对完整的景观格局  

  通过景观生态学的分析，浦东的城市基质是城市建筑群，而公园绿地则是斑块，通过张家浜绿色廊道将绿地

斑块串起来，形成浦东的“绿宝石项链”，并以此为契机，带动浦东乃至上海市水系的开发。最终形成完整的绿

色景观格局。  

  3. 以人为本，但最终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设计中考虑为动植物建构没有障碍的生态通廊，防止“生态孤岛”对动植物的生存繁衍带来的威胁。 

  三、景观规划结构图 

  由于张家浜全长为23.5km，从而根据穿过区域的空间形态的不同将张家浜的景观序列分为：江、城、园、

居、林、田、乡、湿地、海,其中结合各段的特色，提出相应的景观对策，开展相应的滨水游憩项目。同时为了完

善上述的构思立意，形成张家浜独特的景观特色，结合了八个专项规划以及开发等举措。整体张家浜滨水游憩景

观规划分为四方面：专项规划、开发策略、融资举措、开发步骤，其中专项规划分为：驳岸、生物多样性、水体

净化、桥梁景观、码头景观、雕塑、景观小品、夜景照明、标识系统。以形成整体张家浜滨水景观的独特性与唯

一性。 

  四、具体设计 

  滨水区成功开发的重要条件为：与市中心的关系密切，且交通方便，科技馆段，塘桥公园段最适合近期开

发。  

  历来，人们把科学与艺术看作人类文化的两翼，犹如车轴两边的一对轮子，人的左右两条腿，一个硬币的两

面。今天终于到了科学与艺术相会的日子，从而科技馆段的设计灵魂定位：  

  科技与艺术共融 

  设计与对岸的浦东的创意街“云之城”相呼应，其设计理念为“丘之林，水之恋”，同时在设计中将现代科

技的太阳能技术及生态节能技术应用与艺术造型进行完美结合，创造独特的张家浜景观语言。  

  用景观的语言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追求身处城市也能享受“山林”之乐的生活理

想。  

  景观序列一：人与自然相斥。  

  用人工痕迹的土丘、树木来表述人最初要凌驾于自然之上，表述最初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景观序列二：人对自然的反思。  

  工业化社会，在带来社会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用散落在草坪中的不锈钢球

来隐喻人类对生态点滴思索的结晶。  

  景观序列三：人与自然共融。  

  人与自然应该和睦相处，在设计中用生态设计的手法，尽量保留原来的设计：蜿蜒延伸的防汛通道，错落有

致的树木搭配。 

  在广场设计中，其贯穿始终的设计理念为 “人是城市的主人”，“交流是精神的归属”，通过调查与周边居

民的公共参与，设立活动、交流的广场，体现真正的人性关怀。 



  项目位置：上海浦东  



  项目委托单位：浦东新区水域环境卫生管理署  

  设计公司：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林选泉 刘月琴  

  规划面积：长23.5公里 宽40-60米  

  时  间：2004年 

  作者单位：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相关新闻：慢跑23.5公里绿色河畔，将一览无阻  

       水边酿创意 张家浜打造浦东RBD地标  

       张家浜23.5公里水景 “清水腰带”到长江(组图) 

       上海张家浜滨水景观开发不再复制苏州河(组图)  

       上海浦东倾力打造滨水景观(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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