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大众文艺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问题日益突出。郊野

公园中的游憩空间相比于城市公园中的游憩空间有更宽阔的空

间范围，同时具备先天的自然条件，这不仅满足了近郊居民休

闲游憩的需求，也有效解决了城市内游憩空间有限的问题。本

文通过阐述游憩空间的概念、类型、功能，以南京星甸公园为

例探索郊野公园游憩空间的设计原则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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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近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城市内的人均占地面

积已经无法满足人口总量的需求。因此，城市不断向四周扩张

以满足人口增长。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诸多远离城市的自

然空间如自然风景保护区、自然湿地和名胜古迹旅游区等逐步

拉近了与城市之间的距离。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自然空间

都普遍存在自然生态破碎、配套设施落后、空间品质不高等问

题。在这基础之上，一部分区域被规划为城市近郊区并建设成

为郊野公园。

由于地缘关系靠近城市，自然资源丰富，地域面积广阔使

得郊野公园逐渐成为城市居民观赏旅游的场所。人类生活水平

的提高促使人们开始追求生态良好的生活环境，自然风光优美

的郊野公园是城市居民放松身心，接触自然的良好选择。郊野

公园中的游憩空间是居民观赏游览、聚会集散、科普教育等

活动的场所，因为郊野公园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复杂的周边环

境，所以郊野公园中的游憩空间又区别于其他类别公园中的游

憩空间，综上所述，对郊野公园中的游憩空间进行研究与设计

有利于郊野公园的建设，更有利于为城市居民创造一个适宜的

郊野休闲场所。

二、相关概念

1.郊野公园的概念

郊野公园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国，在上世纪六十年《英

国乡村法》中提出。该法规定：建于城市近郊，具有良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植物资源丰富并且拥有一定的乡村风光，以居民

休闲游乐为主的公园属于郊野公园。我国郊野公园最早发展于

香港，香港将郊野公园定义为远离城市中心地带的近郊区域，

拥有自然的水体、山体、植被等自然生态资源的区域，经过景

观规划与设计可以提供郊野活动的休憩场所称之为郊野公园。

通过总结可以归纳郊野公园的几项基本特征：

（1）选址在城市近郊，有着独特的自然山水格局、郊野风

貌和人文景观的区域；（2）内部生态环境良好，有着自然的

地形地貌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群落，能够营造自然的生物栖息

地，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生态效益；（3）周边地理环境优越，城

市主干道和次干道交纵，具有一定的交通可达性，可以实现旅

游价值；（4）具备科普教育的条件与场所，如植物科普、湿地

博物馆等。

2.游憩空间的概念

游憩空间即进行游憩活动所需要的场地和空间，或者是指

为满足人类精神需求和游憩活动要求的空间。由于人口基数

大，因此对于游憩空间的需求量也越大。大到城市的广场、博

物馆和街巷等，小到公园的活动广场，都可以成为城市居民休

憩娱乐的空间。

郊野游憩空间与城市游憩空间有所不同。在范围方面，郊

野公园游憩空间区域广阔，不同于城市中心区紧凑的活动空

间，视野范围面积更开敞；从空间方面，郊野公园游憩空间具

备封闭空间、半封闭空间和开敞空间三种形式，多样的空间营

造，给人们不同的空间选择，不同于城市游憩空间结构单一的

模式；从游憩活动类型方面，郊野游憩空间活动类型丰富，可

以给游人提供可观可感的活动体验。综上所述，笔者将郊野公

园游憩空间归纳为：远离城市的近郊，大小尺度不等的具备自

然山水条件，可提供有人亲近自然，开展一系列郊野活动的场

所空间。

三、郊野公园游憩空间类型

郊野公园游憩空间的种类繁多，通常根据游人不同的游憩

行为与进行的游憩活动，按照空间的功能性划分游憩空间的类

型。然而受游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游人并不一定遵从游憩空间

所设定的游憩功能进行活动，因此单纯靠游憩空间功能划分其

类型是不全面的。我国学者苏平以北京城区为例根据游憩环

境、游憩活动类型和游憩行为的不同，将游憩空间归纳为自然

观光旅游地、人文观光旅游地、人工娱乐旅游地、运动休闲旅

游地4种。学者穆野根据城市游憩空间和环城游憩带（ReBAC）

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城市近郊游憩空间可以分为主题娱

乐空间、度假居住空间、乡村休闲空间、自然风景游览空间、

人文历史游览空间5类。笔者由此归纳总结出郊野公园游憩空间

类型大致可按自然因素、周边环境因素和游憩者行为因素将郊

野公园游憩空间分为山水主题类空间、文化历史类空间和休闲

度假类空间3大类型，在这主干之下又可细分为多个小型类别，

也以此区分大小不同的游憩空间，因此就需要对主次空间进行

划分。

四、郊野公园游憩空间设计原则

1.空间整体性原则。首先每个游憩空间的设置应与郊野公

园周边环境相协调，合理利用地形地貌，设计的同时要结合社

会环境、居民活动需求以及地域文化脉络，将三种因素串联与

整个游憩空间的规划之中。由于游憩者多样而连续的游憩活

动，使得郊野公园中的游憩空间不能孤立存在，每一相隔的游

憩空间之间必须存在相应的关联，为了满足游憩活动的需要，

游憩空间的设置应与内部空间结构和游憩行为相呼应。相类似

的空间之间彼此间隔距离不宜太远，满足游人同一游憩活动下

的游乐感。拉开类型相反的游憩空间之间的距离，使游人移步

换景，游览的同时有不同的游赏体验。总而言之，郊野公园中

空间面积大小不等的游憩空间应在结构、主题和形式上保持协

调统一，具有空间整体性。

2.空间适宜性原则。首先郊野公园地处城市近郊，具备良

好的生态山水格局，有着先天的地形地貌。这就要求在郊野公

园中规划游憩空间时需要因地制宜，尊重自然。合理对地形坡

度进行整合，对水系进行开挖整合，忌肆意大拆大建。其次，

城市中心地带由于城市的发展，大量的历史遗迹被商业大厦所

替代，历史记忆被时光冲淡，城市近郊却截然不同。由于发展

缓慢，大量的历史记忆犹存，因此在城市近郊建设城市历史的

窗口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在郊野公园游憩空间设计初期就应保

郊野公园游憩空间规划设计研究
——以南京星甸湿地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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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原有的历史遗迹，并对其进行修缮，提取历史的文化元素融

于设计之中，丰富游憩空间中人文景观的建设、保护城市的历

史文脉、保护游人的人文情怀。

3.空间参与性原则。郊野公园游憩空间的建设是为了给周

边人群提供一个休闲娱乐，互动交流、科普教育的场所。郊野

公园中的游憩空间需要通过结构、形态、声音、色彩和活动内

容引导游人参与空间体验。如成都麓湖公园在设计中融入了很

多感官上的互动，感应式的流水池，流水声响的玻璃墙，体验

式的互动水车，这些都丰富了游人在游览时的参与感。郊野公

园的受众是周边的居民和城市的游人，因此在游憩空间的规划

中应考虑受众人群的普遍性，使受众在文化层面、体育层面、

生活层面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游憩空间，并融入其中参与其中。

4.生态环保性原则。郊野公园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具

备良好的生态基底和山水格局，动植物资源丰富。游憩空间是

郊野公园中的一个子系统，在设计初期应对场地充分调研，顺

应场地地形，保留原有植被，并对被破坏的植被进行恢复。通

过绿色交通、生态材料、生物群落保护、水资源循环利用以及

植物等措施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并长期进行保护和修缮。

五、南京星甸公园设计研究

1.区位概况

星甸街道隶属于南京市浦口区，位于浦口区西部。规划中

的星甸公园交通便利。四周均为城市现有或规划城市主干道，

南侧的星龙路和西侧的新星路提供了从高速和市中心通往公园

的快捷通道。区域水资源分布较广，水域相通，北部和万寿河

相通，南部有三岔水库，水资源丰富，水流汇入驷马河，形成

一条循环水系。公园内部水资源分布较多，水质良好，植物种

类繁多，营造自然生态的多样水体景观。根据星甸湿地公园的

地理区位、自身条件和周边交通可以将其定义为郊野公园。

2.设计定位

（1）定位的把握。星甸湿地公园不是单纯的公园绿地或

组团附属绿地，应塑造可以代表星甸文化品位和形象的自然景

观，并具有沿水绿地（湿地）的独特性，整体大尺度的地景风

貌与轻松的林下休闲空间结合。

（2）现状的结合。对现状地形、农田肌理的梳理以及现状

场地水系肌理的尊重。

（3）视觉的互动。分析整体景观的节奏和尺度，追求简

洁、自然、流畅、大气的地景风貌，点缀增强城市识别力的景

观设施。

（4）空间的关联。强调景观的区域关联，关注地块与周边

地区融合、衔接，注重通山景观视廊、水景走廊和道路衔接，

带动区域的景观和生态面貌的提升。

（5）功能的复合。生态防护、集水涵养、生态迁徙、门户

展示、参与活动、城市空间连接、公共设施完善、城市个性化

等多元功能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3.设计策略

建立圈层保护模式。在现状场地核心区（核心水域）与外

围城市建成区之间建立缓冲区（人工湿地+生态缓冲林带）；提

供多种水源补给，以保障健康湿地的水量需求。构建内部水网

体系，完善湿地生境条件；雨污分流，控制源头；截流雨水，

初步沉降；沟通水系，促进水体循环流动；丰富动植物群落，

营造多样性空间；塑造公园的生态肌底，展示生态人文教育，

构建生态湿地；通过合理设置相关功能，实现后期管理维护经

费的收支平衡，以维持项目具备长效运营。

4.总体设计

（1）总平面设计

星甸湿地公园现状多为苗圃水塘，基地北侧有规划道路通

过，上位规划中将基地北侧定位为居住和商业等用地。为协调

规划，基地北侧种植大量草花，形成大地艺术；基地水塘作为

湿地核心区域，疏通水系，挖湖堆岛，打造湿地生态系统。形

成“星甸绿心，城市海绵”的生态格局，为星甸镇提供一个可

观、可赏、可游的湿地环境。

  
                图1 总平面图

（2）分区设计

根据自然因素、周边环境因素和游憩者行为因素的存在，

将星甸湿地公园分为花岛知鱼、活力运动区、田水花园、临岸

知溪、入口区、生态缓冲林带、沙洲叠翠、樱花谷、游客接待

中心、星湖、悦动水岸和鸢尾园12个游憩空间。（如图2）

 
              图2 分区平面图

六、总结

郊野公园游憩空间是城市近郊汇聚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

物质景观的空间，是一个城市展现历史文脉的窗口，是一个城

市的形象。不同于城市中游憩空间面积有限，并不能容纳更多

的游憩活动，郊野公园游憩空间面积较大，可以满足人们对风

景、物质和人文方面的追求不同需求。本文通过总结郊野公

园与游憩空间的概念，将郊野公园游憩空间分为山水主题类空

间、文化历史类空间和休闲度假类空间三大类，并结合前人的

研究，总结出郊野公园游憩空间的设计原则，最后将其运用于

南京星甸湿地公园设计中，旨在为郊野公园游憩空间的设计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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