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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实践
———以长垣市王家潭湿地公园为例

陆哲明，崔　 戎，沈　 存，赵　 鸣∗

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结合生态学基本原理，综合分析各类要素与感知，并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景感生态

学”是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的重要指导理论，综合景感生态学与湿地规划设计两方面的研究构建了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的湿地

公园规划设计路径框架。 以河南省长垣市王家潭湿地公园为例，探索了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开展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的过程中，

结合生态学原理与人类生理感知、心理感受进行协调环境、社会、经济三大效益的规划设计。 以“源⁃汇”理论划定生态功能主分

区，采用集聚间有离析模式结合现状设施、景观效果、地脉文脉传承进行空间边界调整，形成整体空间格局；以生态岸线发育系

数、地形旷奥度结合观赏体验、空间感知创造动植物优良生境，构建湿地公园生境基底；以生态位宽度为重要指标并结合民风民

俗、季相策略配置湿地公园中的优势种、伴生种采用近自然造林方式完成植物规划设计；以适度干扰原理，采用轻干扰和产景融

合策略规划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介入；同时以“智慧公园”体系初步构建物联网系统采集各类信息数据，构成信息循环反馈、

场地时序更新的渐善式模型，推动场地的持续完善。 从理论路径的构建、空间格局的形成、生境基底的打造、植物种群的规划、

人类活动的介入、“智慧公园”的构建等角度为景感生态学理论在湿地公园中的运用提供指引。

关键词：景感生态学；湿地公园规划；生境打造；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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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指天然或人造、永久或暂时之死水或流水、淡水、做成或成水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包括低潮时水

深不超过 ６ ｍ 的海水区［１］。 它为动植物提供独特的生境栖息地，促进和维持物种多样性，同时控制雨洪、调节

流量、补充地下水，维持水的自然循环；与人类接触更为密切，位于城市建成区或近郊的湿地，还具有降解污染

物、降低区域热岛效应、增湿降尘维持人居环境适宜小气候等多方面生态功能［２⁃５］。 保护与利用相统一，兼顾

自然生态和人类活动的湿地公园，除强调生态功能外，还发挥着景观、科普、文化等多种功能［６］。
景感生态学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在充分应用生态学基本原理基础上，

综合分析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７］，并在后期运维中引入物联网系统［７⁃８］，
收集、整理、分析各类信息反应时间维度上场地发展是否合理，促使场地合理、有序更新，以渐善式递进模型逐

步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论［７］。 它以生态学原理为坚实基础，人本感知为重要因素，渐善式模型为实施路

径，物联网系统为技术保障，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

１　 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路径框架

综合景感生态学［９⁃１２］和湿地公园规划设计［３，１３⁃１５］相关研究，构建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

计路径框架：收集湿地公园所在场地的相关基础资料，以自然水文过程构建基于“源⁃汇”理论的整体空间格

局，同时采用集聚间有离析的理想景观模式进行相邻边界的调整，整体形成分类集聚、边缘互渗的空间格局状

态。 在此空间格局基础上，基于扩大沿岸带理念打造湿地生境，基于生境地形塑造理念打造林地生境，并以生

态位原理进行植物多样性规划以及尽量采用乡土树种进行适地适树的配置。 同时采用适度干扰原理和产景

融合策略指导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介入，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同时协调环境、社会、经济三大效益

的融合发展，并以人联网、环境联网的状态构建“智慧公园”信息反馈更新系统为下一轮更新升级提供数据支

撑，并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形成递进的渐善式模型（图 １）。

２　 规划设计过程

２．１　 项目背景

长垣市王家潭湿地公园位于河南省长垣市南蒲街道，长垣市与封丘县之间。 场地周边多为道路、村庄、农
田等，总面积 ４３６．５ ｈｍ２。 西临 Ｇ４５ 大广高速，东临 ２１３ 省道，北有园区快速路，南邻天然文岩渠。 湿地公园距

长垣市中心城区约 ７．９ ｋｍ，距长垣火车站约 ８．３ ｋｍ，距长垣汽车站约 １０．８ ｋｍ，距大广高速出口约 ３．３ ｋｍ。

９５１８　 ２２ 期 　 　 　 陆哲明　 等：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实践———以长垣市王家潭湿地公园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路径

Ｆｉｇ．１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长垣市王家潭湿地公园规划用地范围内以农田、林地、生产绿地、农村居民点、河流水面及公路用地为主。
场地内近中部区域为现状水域，水域面积 ３２．４ ｈｍ２，由于村庄历代不断的围潭造田致使潭水相较于以往已有

明显缩小。 西、西北两侧分别是孔庄、甄庄两处村庄，共占地 ５３．４ ｈｍ２。 场地北侧为农田，东北侧与孔庄南部

有林地及部分苗木林。 南部是高差 ６ ｍ 的堤坝斜坡，东南侧是临街商铺，东北部有城市干道穿越，场地内零星

分布多个小型建筑。

图 ２　 “外源⁃内汇”空间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ｉｎｋ”

２．２　 湿地公园空间格局的形成

水处理是湿地公园规划设计的重点，雨水拦蓄、径
流管控、雨污净化、水体涵养等是场地内水文的生态过

程，而布局能与此水循环进程相适应的合理空间格局是

实现该生态过程的关键。 景观生态学中的“源⁃汇”理论

应用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强调生态格局与自然过程之间

的关系，将静止的景观格局和动态的生态过程耦合在一

起，且在诸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它为提出有效的

生态空间调控和管理方法提供了较为科学的 依

据［１６⁃１７］。 该理论中的“源”景观是指在格局与过程研究

中，那些能促进生态过程发展的景观类型； 而“汇”景观

是那些能阻滞延缓生态过程发展的景观类型［１８］，王家

潭湿地公园以水文循环为切入点构建“源⁃汇”格局，场
地内“源”景观是指农田、建成区、坡地，“汇”景观是指水体、林地、草地、低地。 现状格局中，“汇”景观面积相

对较小，而“汇”景观发挥着径流管控、水污染净化、涵养、调蓄等重要生态功能，同时场地水面、林地由于历代

居民长期围水造田、砍伐使得面积相比原来大为缩减，因此规划中扩大了水域面积和林地面积，完善“汇”景
观的同时重塑历史记忆，同时尊重现有建成区大多位于场地外侧，现有主体水域位于场地较中央的现状地脉

格局，通过生态理论、历史文脉及现状地脉的结合总体形成“外源⁃内汇”的空间格局（图 ２）。
总体空间格局形成后，“源”、“汇”景观采用整体集聚，局部散点模式，即形成集聚间有离析的理想景观模

式［１９］，达成分类集聚、边缘互渗的状态（图 ３）。 农田、村庄、水域、林地等同类型的景观斑块尽量统一布局，相
对聚集的斑块能更好地发挥相应效益，而在不同类景观斑块的交汇处则形成离析、互渗的交叉、融合状态，增
强生态边缘效应的同时为游人提供丰富的视觉层次。 如作为“源”斑块的农田中，在靠近水体区增加了一些

湿地水系可以有效地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形成，降低非点源污染形成的风险［２０］， 同时，植物、田埂、水系环绕

共存的状态即增强了乡村景观的视觉效果，也通过“蓝”、“绿”交织互渗提升了湿地公园的空间层次，使人的

实际体验更加饱满、丰富。 在作为“源”斑块的村庄旁结合现状池塘规划了多组湿地泡，此区域作为管控从村

庄流向湿地地表径流的主要方式，连串的湿地泡增强了边缘效应，从生态角度而言，强化了此区域的净水能

力。 同时湿地泡的规划也是对在村民中口口相传的古代当地农夫赶集时在村口小型湿地中偶遇飞升仙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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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分类集聚、边缘互渗景观模式

Ｆｉｇ．３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ｇ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一美好传说故事的回应，是一处生态学原理与文化记忆

层面的心理感知充分结合的场所。 在作为“汇”斑块的

林地中，道路、小建筑等以作业道、消防道、边缘观光道、
管理建筑、科研建筑等形式进行适度的穿插介入，兼顾

了对生态环境的低影响和建成后维养、消防及游赏的需

要。 在“汇”斑块内部的林地、水体交界处也采用水中

小岛、林中小溪的互渗、融合模式，增大水体与土壤的物

质交换面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使水岸线的层次更加

丰富、形态更为美观。
２．３　 湿地公园环境规划

２．３．１　 湿地公园生境规划

湿地生境中的沿岸带，即岸边水生植物可以生长的

最大深度区域，它不仅是大部分鱼类的集中产卵地［２１］，
而且沿岸带及其周边的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也普遍高于森林群落［２２］。 这可能是因为沿岸带岸线越长、形态

越复杂的水体与陆地之间的接触面积就越大，水体、陆地介质中物质能量的流动也越频繁，从而大大加强了生

态学中的边缘效益，使得营养物质更加丰沛，进而提高了水体沿岸带区域的物种多样性［２３⁃２４］，因此适当提高

水体沿岸带的量对湿地生物多样性具有十分积极的生态学意义。 在水面形态方面，被用来反映岸线不规则程

度的岸线发育系数（ＳＤＩ，ＳＤＩ＝Ｌ ／ ２ 　 πＡ ，Ｌ 是水岸线总长，Ａ 是水域面积）是衡量沿岸带量的重要指标，在相关

研究中也证实了岸线发育系数与水生植物多样性呈显著正相关［２４］，即在水体面积不变的状况下，规划总长越

长的水岸线则岸线发育系数越高，沿岸带面积也越大，同时意味着能相对更有利于形成多生物适宜的湿地生

境基底，进而有可能支持更高的水体初级生产力［２５］以便湿地生态环境的更快生成。 同时，有研究表明由于风

浪影响较小，水面较稳定，光的散射和反射辐射损失率低使得光照较为充足等原因［２５］，水体中的湖湾更有利

于沉积物迁移沉淀提供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这使得具有湖湾的湖泊能够形成更多的沿岸带面积和营养物，
是水生植物优质的生长区域［２１］。 同时在小尺度陆域生境中，地形是影响植物种群分布格局、维持群落多样性

的重要因子［２６］，植物多样性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地形生境异质性来实现［２７⁃２９］，高达 ８６．１％的植物生长与至少

一种地形变量显著相关［３０］，因此将打造湿地生境时拓展水域面积的挖方土壤运用到陆域生境的地形塑造中，
在挖方、填方大致相当的基础上，塑造有利于多样植物生长的坡度缓、起伏大、进退多的丰富地形，协同打造湿

地、陆域两大生境基底。
基于以上生态学理论，在进行王家潭湿地规划时，梳理了现状岸线形态并拓展岸线总长重构水域的平面

形态与竖向结构。 竖向设计方面，在场地条件合适区域均规划了平均水深 １ ｍ 左右的自然式、梯段式驳岸沿

岸带为湿地生物提供理想的水深生境。 平面形态方面，追求岸线绝对长度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岸线发育系数这

样的岸线相对长度，反映在湿地平面形态上即是岸线相对更加曲折，增加更多水⁃陆交错的边缘地带，同时在

中央湖区规划湖湾，为生物多样性打造良好的生境基底。 规划前后沿岸带面积由原来的 ２．３ ｈｍ２ 提升为 ６．８
ｈｍ２，岸线发育系数由 ５．６７ 提升到 １２．９（图 ４）。 同时起伏地形的塑造创造出了光照条件不同的阴、阳坡，水文

条件不同的凹、凸坡，光照、水文不同的坡上与坡下等多种植物生境，衡量地形起伏程度的地形旷奥度［３１⁃３２］ 比

现状约提升了 ７０％。 湿地公园生境的打造不是人与自然泾渭分明的二分法，而是一片人与自然的共融区域，
除了自然生境，场地周边也存在着村庄、道路等“人类生境”，也需充分考量人类对此湿地生境的体验。 因此

在岸线、地形形态的规划上，在增强岸线曲折度和提升场地旷奥度为自然生物打造适宜生境的同时也注重人

视角度的景观优美度，为人类提供更好的体验，如在重要节点处，在打造同侧岸线、地形前后布局的层次感以

及异侧岸线、地形左右构成的空间感上注重人视角度的适宜性和优美性（图 ５）。
２．３．２　 植物多样性规划

集聚间有离析的空间格局模式和沿岸带面积大的湿地岸线状态及旷奥度高的陆域地形共同形成了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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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沿岸带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ｌｉｎｅ

图 ５　 规划后岸线、地形人视效果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多样、边缘交错的生境基底。 良好的生境基底为植物多样性规划提供了基础，结合王家潭场地中苗圃和无序

生长相结合的植物分布现状，运用生态位原理避免配置的各植物对空间、养分的过多争夺，植物种间互相补

充，生态上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种群稳定的复层群落结构，景观上形成层次明晰、视觉优美、季相丰富的

植物景观。 王家潭湿地公园中植物优势种选用生态位宽度较宽的乡土植物，伴生种选择生态位宽度中等或较

窄的特色植物，均衡植物在资源利用谱上的分布，特别是在资源相对不丰富的区域进行植物配置时以减少植

物群落内部的生态位重叠度为首要考量因素。
在湿地公园滨水区域优势种的选择中，滨水植物选用黄河中下游区域生态位宽度大的垂柳 （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柽柳（Ｔａｍａｒｉ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３］为优势种，水生植物选用生态位宽度大的香蒲（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穗状

狐尾藻（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为优势种，并选用与其他植物生态位重叠值较小的金鱼藻（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紫背浮萍（Ｓｐｒｉｏｄｅｌａ ｐｏｌｙｒｈｉｚａ）等［３４］ 以及千屈菜（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落新妇（Ａｓｔｉｌｂｅ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观

赏价值观高的局部特色植物为伴生植物，同时避免将生态位重叠度高的植物配置在一起，如香蒲（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和荻（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ｌｏｒａ） ［３５］。 在选择优势种过程中除考虑其生态因素外也充分结合了生理、心
理感受，如虽然香蒲的生态位宽度较大，但相比而言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比香蒲有着更大的生态位宽

度［３４］，但香蒲在当地具有芦苇无法比拟、更为独特的文化意义，如长垣古称蒲县，县中广植香蒲，孔子周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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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过蒲县时对其称赞有加，民间流传的故事也多与香蒲有关，因此将香蒲作为水生植物的优势种进行配置。
园内采用“重蒲轻苇”策略，将相关重点规划区域设计为相对更适宜香蒲生长的 ６０ ｃｍ 水深［３６⁃３７］，近岸处水深

设计为 ２０ ｃｍ 左右，避开 ３５—４５ ｃｍ 的芦苇最适生长水深［３７］，以减轻香蒲的生态压力，形成“蒲香满园”的景

观意向。
陆域生境中，自然式林地由于较强的蒸腾作用使其对局地降水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３４］。 并且林地与降

雨之间的淋溶、交换、吸附等过程使其对雨水有先期的净化作用［３８⁃３９］。 同时，林地各冠层对雨水的截留减弱

了雨水动能，降低对地表的冲击和减少了地表强径流的产生风险，树干流改变了降雨水平空间分布，明显改变

了降雨分配过程［４０］等诸多生态功能，但有研究表明纯自然的林地或纯人工的林地均非最受人类欢迎的植物

配置方式［４１］，因此综合而言采用结合地形的近自然人工造林方式，以近自然造林常用的大乔木层、小乔木层、
灌木层、草本层四层次进行植物配置［４２⁃４３］，以乡土树种为主结合各植物的生态属性进行适地适树的配置，大
乔木层以国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白皮松（Ｐｉｎｕ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五角枫（Ａｃｅｒ ｍｏｎｏ）等为主，小乔木层以圆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茶条槭 （ Ａｃｅｒ ｇｉｎｎａｌａ）、桃树 （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等为主，灌木层以金银木 （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ｍａａｃｋｉｉ）、紫丁香（Ｓｙｒｉｎｇａ ｏｂｌａｔａ）、西府海棠（Ｍａ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红瑞木（Ｓｗｉｄａ ａｌｂａ）等为主，草本层以鸢尾

（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萱草（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ｆｕｌｖａ）、扶芳藤（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结缕草（Ｚｏｙ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等为主，再依据

不同地形结合不同植物的生态特征进行配置调整。 同时，顺应河南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季相明确

的自然特征，控制公园中上百种植物的落叶、常绿树种比例结合视觉与嗅觉在公园中规划了植物四季景观分

区从色彩与空间两大方面［４４］形成物种丰富、体验良好、疏密有致的陆域林地景观。
２．４　 人类活动的介入

“生态性”是湿地公园的核心特质，但湿地公园并非纯自然区域，而是自然湿地与人工公园的结合，需体

现“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特点［４５］。 王家潭湿地公园场地周围村庄居住点密集，人类活动强度较

大，因此生态保护总体格局采用以核心水域为圆心逐步往外扩展的圈层保护模式。 人类活动强度总体上由外

到内逐渐降低，满足游憩的同时有效保护公园核心水域的湿地生态环境。
２．４．１　 社会活动

结合场地外围的村庄、道路和内部建成区、大片陆地多在外缘，水域在核心的格局，王家潭湿地公园规划

将主要的人类社会活动集聚在场地外圈层中。 但在核心湿地区也并非一味追求将人类与自然环境进行彻底

隔绝，而是运用适度干扰原理，采取轻量活动、适度介入的方式维持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结合周边的现状建筑、街道、居民聚落和内部的两个村庄、陆域空地、林地空间等将聚会、运动、集散等所

有强度较大的活动以及观赏、休闲、娱乐等轻量活动的大部分场所均布局在湿地公园的外圈层中，即非核心保

护区内，为湿地公园留出适当的自然过程低干扰区和自然发育区域。 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即使核

心湿地区在合理的规划与管理下，也不必将人类完全隔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生态的本质。 但过大的人

类活动强度势必会对生态造成过度干扰，因此核心湿地区人类活动的规划以线、点的方式沿湿地边缘布局，以
观赏、休闲、科普等轻量化活动方式存在，这其中在园内规划了林中、滨水、水中三处自然科普场所，并与周边

中、小学进行科普活动对接，推进与季相、生命周期挂钩的自然科普活动的开展。 在活动方式轻量化的同时，
通过非唯一性流线、非污染性交通、活动类型的把控、人流量的限制等设计方法和管理措施，将人类活动的介

入控制在生态意义上的“适度干扰”范围内，适度的干扰不仅对生态系统无害，且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演化与

更新［４６］。
２．４．２　 经济活动

实现环境、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是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三者需为互融共荣的协调状态。 在湿地

公园中经济活动应以对环境、社会效益产生较小负面影响为前提展开，结合王家潭湿地公园的现状与目标，提
出以产业⁃景观一体融合规划（以下简称产景规划）为实施策略主导经济活动在公园中的介入。

产景规划是以产业为引擎和内核，以景观为载体或形式的两者相互融合、一体规划、协同一致的规划策

３６１８　 ２２ 期 　 　 　 陆哲明　 等：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实践———以长垣市王家潭湿地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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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在规划范围内达到景观即产业，产业即景观的效果，最终实现在环境优美化的同时景观自身产生经济效

益，不再依赖财政拨款，甚至能实现经济创收的目的。 产景规划中的产业，既包含户外运动、生态教育等具备

人文或自然景观价值的环境友好型绿色产业（即产业发展不破环环境），也包含园艺康养、农林业观光等具备

人文或自然景观价值的生态产业（即以环境本身作为产业载体）。 具备景观价值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以租、
售结合的方式产出经济效益，并共同构成产景体系中的产业。 王家潭湿地公园中，结合现状场地内以农业耕

作、林业产业、真菌养殖等第一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现状，在园区内适度规划了植物经济类、自然疗养类等生态

产业；制作体验类、生态教育类、旅游度假类、节事活动类等绿色产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布局、均质落位，
以具有景观价值的一产为本、二产为辅、三产为特色的综合产景格局，整体呈现环境优美化、经济绿色化、社会

增益化特征。

图 ６　 王家潭湿地公园总平面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ｉｔｅ⁃ｐｌａｎ ｏｆ Ｗａｎｇｊｉａｔ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２．５　 信息收集及渐善式推进

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是一个

渐善式的过程，不强调一步到位，而把规划设计作为一

个长期、循环式推进的工作。 以收集现状自然、人文资

料和未来预期等基础资料进行数字化整理与汇编为基

础，经过数据分析、模型测算、专业人士考量等方式统筹

环境、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并形成合理的规划设计策

略，进而制定出湿地公园近、中、远期目标，最终输出规

划设计成果（图 ６）并付诸实施。 建成后，利用现代数字

技术建立起全园互联的物联网（ ＩＯＴ）系统实时收集各

类相关资料，为下一轮公园改造升级提供必要的数据支

撑，并以此构建起反馈更新式的渐善式模型。

图 ７　 智慧公园点、线系统

Ｆｉｇ．７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ｋ

在王家潭湿地公园中，基于实施渐善式模型关键技

术支撑的物联网思维构建了点、线结合的智慧公园体

系，实时反馈全园运维信息，构建初步的物联网系统

（图 ７）。 在各重要节点和园内道路利用监测设备捕捉

实时人流量，各产景区域数字化收费统计营收状况，人
们既可以通过扫描散布园内二维码的方式登录运维平

台，也可以在园区内的智能生态小屋中直接登录平台对

园区提出改进意见，对后期景观、产景的更新规划提供

数据支撑。 体育爱好者入园时可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记

录相关信息，并在智能步道的信息大屏上同步锻炼实

况，在线对比、了解、改进自己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方法。
园区内，结合现状建筑在水域、林地各规划一处科研站

及多处监测站分别重点监测水体、林带的生态状况，园
内的 ９ 个视频监控点对主要鸟类栖息地及人为干扰等

开展实时监控。 同时规划了 ４ 个防火瞭望塔和 ３ 个避难物质储备点，当火灾等重大灾害发生时瞭望塔及时发

出物理和信息化警报，通过物联网系统同时反馈给巡护人员进行抢救和游客居民前往就近的避难物质储

备点。
基于物联网思维的智慧公园体系将人、自然的反馈通过现代化电子设备转化成可连接的信息数据，构成

互联互通的智能信息网络，并在园区综合服务中心这一数据中枢实现数据的统一收集、分析与处理，及时作出

应激反应的同时也形成海量的大数据为下一轮更新完善公园系统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

４６１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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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基于景感生态学的生态规划并不一味强调自然生态，在追求其他生命系统构建的同时将人类辟出自然系

统之外，认为人是生态的不良介入者从而导致“不公”。 它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实现自然与人类的协调统

一，这既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体现也是现代生态公平理念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基于景感生态

学理论的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打造适宜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人感”视角对场地

的规划设计进行调整，并将社会与经济活动以适度干扰的方式介入到环境中，是达成湿地公园环境、社会、经
济三大效益协调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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