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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笔者以合肥市的居住小区为例 ,分析了现代城市居住区水环境的重要性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 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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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 ng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s of Hefei as examples , the significance and some commonexisting problems of water environment inresi dential
districts of modern cities were analyzed .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were further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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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居住的要求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住”, 而在更多方面考虑到居住的品质。现

代人的消费居住观念已从原先的“有其居”转变为“优其居”。

因此, 人们不惜花高价购买优越的居住环境, 尤其是亲水住

宅, 更是业主的首选。因此, 如何使亲水的楼盘物有所值, 不

仅关系到人们消费的观念及人们的生活品质问题, 而且也与

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1  居住区水环境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就有“无水不成园”之说, 从闻名的徽州古村落

宏村的牛形水系, 到江南园林和明清皇家园林 , 无不体现了

古人对于水的喜爱和深刻理解( 图1) 。基于这种思想和中国

古代风水学原理, 全国各地热卖中的小区大多数是以有优美

的水景取胜。水相变幻多姿, 水声淙淙悦耳, 水边妙趣横生 ,

有了水 , 景观就有了灵气, 人的舒适感增强, 植物、小品、建筑

更容易融合, 无论从人们观赏、休闲的角度, 还是从生态效益

出发, 对于其他条件相当的社区, 景观突出水元素的比普通

绿化的更受欢迎。

图1 宏村

Fig .1 Hong Village

2  合肥市居住小区水环境状况

以合肥市的新加坡花园城为例, 为了使业主拥有健康的

居住环境 , 其耗资巨额打造了26 .6 hm2 清水茵园 , 与董铺水

库相连 , 营造出质朴醇厚的亲水生活。8 .6 hm2 人工湖和多

级绿化空间使园内芳草萋萋, 水声潺潺 ; 以水联系的园艺小

品, 临水木道, 妙趣横生 , 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环境( 图2) 。而具有江南特色的和庄住宅小区 , 依托水的

优势, 房子依水而筑, 居民近水而居, 亲水, 戏水 , 轻松惬意 ,

营造出一片周庄式的小桥流水的江南水乡风光( 图3) 。

图2 新加坡花园城

Fig.2 The gardencitylike Singapore

图3 和庄

Fig.3 He Village

3  存在的问题

3 .1  水体自净能力差 由于居住小区内的水体多为封闭水

域, 一般具有水域面积小、易污染、水环境容量小、水体自净

能力低等特点, 如果对居住小区内的水面及河道管理不善 ,

对周围污染物的排放不严加控制 , 很容易成为小区内居民生

活污水、雨水及生活垃圾的受纳体, 从而导致水体不同程度

的污染, 严重时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致使水中藻类大量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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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水体变黑变臭, 严重影响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居民的生活

环境质量[ 1] 。

梦园小区是合肥前几年规划较好的小区, 并主要以水著

称, 但经过时间考验后, 梦园的水已不再清澈透底了 , 而且据

小区居民反应该小区的水在夏季来临的时候, 还会招惹很多

蚊虫, 发出臭气, 扰乱了居民的生活, 不但不能改善居住区的

环境,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环境( 图4) 。

图4 梦园小区的水质状况

Fig.4 Water quality situations of Mengyuanresidential district

3 .2 设计不完善, 利用率低下 设计师已知道水景的重要

性, 但尚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有些社区中设置华而不

实的大型喷泉, 造价不低 , 一年却使用不了几次。“择水而

居”是为了寻求视觉上和精神上的感觉 , 规划设计师对水可

以有很多种处理方法, 采用壁泉、溪流等都能使人满足亲水

需求。如果建造大型喷泉却不能经常开放, 就不如少建或不

建。再如设计水景时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使水景难以长期维

持。北方一些社区的人工湖常年缺水 , 甚至干涸, 这样的水

景非但不能美化环境, 反而成为景观中的败笔。

3 .3 管理不到位, 维护差  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仍未达

到一定高度 , 即使是自己居住的环境, 也没有积极的保护和

维护意识。据调查, 在合肥市的一些居住小区 , 池塘垂柳、竹

桥水榭 , 煞是漂亮。但细看景观水景河道, 水着实显得有些

混浊, 其中还有不少漂浮物。一些居民也反应 , 亲水景观, 本

是提供给居民休憩的场所, 但由于维护工作跟不上, 居民们

只能“敬而远之”。而一些维护较好的小区, 由于设置了专职

保洁人员每天坚持打捞漂浮物, 因而环境未遭到破坏。

4  解决问题的建议

4 .1 封闭水域中水的更新 首先, 应尽量使小区内的水景

有高差 , 这样可以通过重力作用 , 使“死水”变成“活水”。这

样做不仅可以延长水质变坏的时间, 而且可以使小区由静态

走向动态, 使环境充满活力和情趣。其次, 应尽量减少对水

资源的浪费。尽量使水循环 , 或者通过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

做到自我更新, 从而减少人工处理, 以达到节省资源 , 减少投

资的目的[ 2] 。最后, 是设计者应注意的问题。应重视实用水

环境的设计, 省略或忽略那些只重视景观而忽略实用价值的

水环境 , 如一些单纯为景观而实际却华而不实的大型喷泉。

4 .2 改善水环境对居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  小区在进

行景观设计时可以在水景中种植睡莲等植物, 以提高氧气含

量, 抑制藻类生长 ; 同时可以养锦鲤鱼捕食蚊蝇幼虫 , 减少蚊

子孳生。这种依靠生物链来调节水质的方法不仅效果显著 ,

而且可以大大降低维护费用。另外在水景设计时 , 要充分为

儿童着想, 设置适合儿童玩乐的水景设施, 可以运用一些线

式水面( 如溪流等) , 一般都较浅, 不会发生危险[ 3] 。小区内

的儿童可以就近嬉水 , 也方便家长看管。

4 .3 营造体现地域特色的水景观  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

文, 水中孕育着太多久远的历史文化, 无论是小桥流水还是

碧波浩淼 , 都体现着各自的地域特征。只有那些具有自身独

特的地方风格、有历史文脉、有文化内涵的环境才能得到居

民的认同和共鸣[ 4] 。在城市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营造具有

地域特色或传统文化特征的水景观对居民具有更大的亲和

力和向心力。

4 .4 提高居民环境保护的思想意识 这是一项艰巨而又漫

长的任务。应该大力宣传, 提高小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

使大家深刻明白“我爱我的家, 环境靠大家”的口号。人人都

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着想, 共同维护赖以生存的大

家园。

5  结语

一直以来 , 人们渴望对水的亲近。人们的居住环境因为

有水的存在而变得丰富多彩, 充满生机。虽然目前居住区的

水环境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只要努力不断改善 , 相信优美、舒

适、和谐的水环境必将为人类造福, 提高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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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则园林等的融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地域辽

阔, 人文和文化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因此在今后的现代公园

设计中 , 设计师还应多融入区域或地方园林和文化元素于

现代城市公园的设计内涵之中 , 使我国各地的城市现代公

园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浓厚的区域或地方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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