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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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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海岸带作为沿海地区的特有资源，不仅承担着生态保障、生产发展的功能，也是居民生活、休闲、娱乐的重要空间。 景感生

态学强调将人的物理感知、心理认知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到生态环境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中，对当前粤港澳大湾

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具有指导意义。 以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的 １８ 个生态受损点及修复工程为例，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踏

查，开展其对居民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物理感知，以及心理认知等景感内涵方面的作用，总结了海岸带景感营造的

实现思路与方法。 研究认为将景感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规划、设计和建设全过程，有助于细化生态修

复各层级具体目标，全面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生态产品质量，提升周边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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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典型的环境脆弱带和敏感带，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 同时，海岸带也是沿海城市的特有资

源，对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丰富地貌风光具有重要价值［１］。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利用人工措施对退化和

受损海岸带进行生态恢复的研究与实践。 这些研究和实践注重景观美化、生态多样性保护和休闲娱乐、旅游

文化等多种功能兼顾，并以自然恢复和人工整治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生态化修复、建设生态海堤，如吴晓东

等采用可持续理念修复河道，在整合生态岸线的同时设计亲水生态堤岸［２］；李杨帆等采用韧性理念对木兰湾

海岸带沙化区域生态修复规划，划分沙化等级后进行分区修复［３］；Ｋｉｍ Ｊｏｎｅ 等用本地的沙石、植物、天然纤维、
底层土工布等作为传统海岸结构的替代物，达到了减轻海浪侵蚀的目的［４］；Ｆｒｉｃａｎｏ 等模拟计算墨西哥湾北部

沼泽的生态效益，对恢复其他沼泽指定适当的恢复目标和性能标准提供参考［５］；Ｅｌｉｓａ 等对上百个海岸带修复

项目进行分析，得出使用红树林进行海岸带恢复的成本最低，盐沼和珊瑚礁则成活率最高［６］。 这些研究对提

高海岸带生态功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少见将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美学功能与精神需求耦合分析的

研究。
海岸带滨海空间作为沿海城市的独特资源，是城市居民生活、休闲、娱乐的优良空间。 在国土空间规划强

调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大背景下，生态建设更应着重满足人们对生态产品多层次的物质、精神和心理需

求［７］。 在此前提下，赵景柱等学者提出的“景感生态学”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搭建起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

发展的桥梁，恰好符合时代需求。 景感生态学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强调将人的物理感知、心理认知以及将

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生态环境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中［８］，不仅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能让城市居民

和游客感受到城市自然资源、生态资源的魅力。
本文调研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受损地点的问题现状，并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与框架，从自然

要素、物理感知、心理认知等方面分析并提出了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项目的景感内涵，解析了生态措施在视

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等物理感知以及心理认知方面的作用，并总结了海岸带景感营造的思路和方法，为
今后海岸带生态修复的景感营造过程提供理论支持。

１　 研究区域与素材

粤港澳大湾区界于 １１５°２５′１８″—１１１°５９′５２″Ｅ，２１°１′４４″—２３°３７′２０″Ｎ（研究区域见图 １），拥有丰富的海岸

线资源。 据遥感数据统计，２０１８ 年大湾区的海岸线总长度约为 １５８９ｋｍ［９］，其中广东省所属城市海岸线长约

１４７８ｋｍ，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岸线长约 １１１ｋｍ［１０］。 多年来，随着海岸带开发程度的增加，对沙滩、滨海湿

地、防护林等空间的挤占，导致局部景观碎片化，影响景观协调性，尤其是粗放、低效、碎片化的开发利用方式

５４０８　 ２２ 期 　 　 　 孙晓萌　 等：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中的景感生态学应用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导致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水平不断下降。 据 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统计，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率

达 ２８．８％，污染物入海总量为 ３４７．６１ 万 ｔ［１１］。 近海海域环境污染严重，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退

化、海岸线侵蚀，海岸带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海岸带生态环境是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须统

一规划、机制保障和共同参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１２］。
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国家海洋局印发《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简称《规划》），要

求将海岸带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相结合，提升海岸带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功能，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１３］。 《规划》要求对各区域生态环境与景观受损的海岸带开展生态修复和景观重建工作，
包括打造魅力沙滩、建设美丽海湾、修复滨海湿地、海岸线修复整治、堤岸生态化。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关于推进广

东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综合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更加明确的指出，严守“生态空间”、拓展“发展空间”、优
化“生活空间”，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黄金海岸带和美丽家园。 本研究通过网络调查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

方法，以其中的 １８ 个海岸带生态受损及修复地点为研究对象，相关信息见图 １、表 １。

图 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受损及修复样地

Ｆｉｇ．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ｎ ＧＢＡ

表 １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受损案例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Ｂ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序号
Ｎｏ．

调研地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类型
Ｔｙｐｅ

调研地点坐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载体现状与问题特征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目标与愿景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１ 江门市镇
海湾

滨海湿地
恢复

１１２．４２１０７２，
２１．８９６８１３

养殖及建设活动侵占红树林生境；红树林退
化受损；生态环境恶化；海岸景观差；

修复破损岸线，美化海岸景观，开展清淤疏浚，
清除生物藤壶和漂浮杂物；

２ 江门市银
湖湾

滨海湿地
恢复

１１３．０８９４６７，
２２．２７６６５５

红树林退化受损；局部海域污染严重；自然
岸线和滨海湿地减少；鱼类产卵场、栖息地
受到威胁；

加增强沿岸防灾能力，优化旅游环境，开展红树
林保护和修复工程，推进陆源污染防治；

３ 珠海市三
角岛

海岸线修复
整治

１１３．１６３８９６００００，
２１．９５２５２８００００

采石活动导致海岸线受损，滩涂裸露；植被
破坏严重；

恢复植被功能，优化人工林，修复码头护岸修
复，开展红树林种植，增加配套旅游设施；

６４０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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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Ｎｏ．

调研地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类型
Ｔｙｐｅ

调研地点坐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载体现状与问题特征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目标与愿景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４ 珠海市金
沙湾

魅力沙滩
打造

１１３．３９８０１７，
２２．００７７９７

养殖池塘破坏沙滩环境；沙滩质量较差；环
境和海岸景观较差；

拆除沙滩侵占物，增加沙滩亲水性和海岸宜游
度；建设防护林、景观绿化带；

５ 珠海市淇
澳岛

滨海湿地
恢复

１１３．６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１３２７０００００

红树林退化；大片滩涂被外来入侵植物占
据，本地物种和生境遭受重创；

保滩护岸、改良土壤、绿化海滩和改善海滩生态
环境；

６ 珠海市香
炉湾

魅力沙滩
打造

１１３．６００４３６，
２２．３２０２６

沙滩有杂物；沙滩质量较差；生态环境和海
岸景观较差，与城市景观不符；

对沙滩岸线进行垃圾清理，建设配套景观设备，
改造排水系统；

７ 澳门黑
沙湾

魅力沙滩
打造

１１３．５５７２９６００００，
２２．２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滩面狭窄，沙量不足，补充沙源有限； 设置防波堤阻止海浪侵入，适量补沙；

８ 中山市南朗
横门口沿岸

整治修复
岸线

１１３．５８６３４，
２２．４９６６６４

自然岸线稀少；红树林树种单一；海域生态
系统功能受损；近岸海域有垃圾；生态环境
恶化；

建设生态景观道，清除垃圾，适当保留适裸露泥
滩，形成红树林、泥滩与水道潮沟交错分布的生
态格局；

９ 广州市蕉门
水道

生态堤岸
建设

１１３．６２５７７４，
２２．６７７８１４

建筑群与海岸线景观不协调；岸线局部遗留
较大建筑垃圾；缺少亲海休憩设施；水体污
染负荷高；

对河涌进行水质管控，控制污染源、水面清网、
清淤除藻，修建木栈道及亲海眺台，增加地被和
时花；

１０ 广州市海珠
湿地

滨海湿地
恢复

１１３．３１８８４８８２０５，
２３．０７５１９３６９１８

果林湿地生态系统被破坏；排涝标准低；河
涌缩窄、填埋；

建立实时监测，种植湿地乡土植被，建立自然式
驳岸，河道清淤，新辟河涌；

１１ 东莞市狮
子洋

生态廊道
１１３．５８６６１３，
２２．８８５９９６

海域环境恶化；生态系统退化；部分岸段海
岸景观较差；

河道清淤，结合向海一侧红树林湿地和水塘等
自然条件，建设湿地公园；

１２ 深圳市深
圳湾

滨海湿地
恢复

１１４．０３９０７，
２２．５１８９９９

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染；泥沙淤积严
重；外来生物入侵和病虫害威胁；河岸硬
质化；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泥沙淤积，清理外来物
种，修建隔音墙，控制城市噪音对红树林湿地的
影响；

１３ 香港银矿湾
魅力沙滩
打造

１１３．９９８４８７８２１０，
２２．２６９１４３９９２７ 泳滩建筑物与海岸景观不符； 新建泳滩大楼、烧烤场和休憩处等设施，兴建观

景平台；

１４ 惠州市淡澳
河口

生态廊道
１１４．５６０７４７，
２２．７３４１６３

开发活动破坏海岸生态、景观；河口生态系
统退化；海岸景观较差；非法养殖；海水入
侵，土壤盐渍化；

连通水系、恢复湿地自我净化和自我调节功能，
修复生态系统功能；采用架空栈道的形式建设
绿道；铺设海藻浮床，建设生态监测点；

１５ 惠州市范
和港

滨海湿地
恢复

１１４．７９２１５７，
２２．８３０３６１

养殖池塘占用自然海岸；滨海湿地生态环境
差；生态系统退化；海岸景观差；

沙滩养护与维护，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海岸清
淤，改善水动力环境，美化岸线景观；

１６ 惠州市考
洲洋

生态廊道
１１４．８８４９８７，
２２．７６６４６１

海岸养殖活动强度较大；海域水质污染；湾
内生态环境和典型生态系统退化；海岸景观
较差；

减少海岸养殖活动强度，控制周边村镇的陆域
污染，修复破损岸线，美化海岸景观，对海岸带
废弃的构筑物及垃圾进行清理；架空栈道，退养
还滩；

１７ 惠州市高
洋尾

魅力沙滩
打造

１１４．９４２３７１，
２２．６４８７２９

海域环境恶化；存在严重的海岸侵蚀；沙滩
质量降低；海岸景观较差；

串联景点，增加沙滩的亲水性和高洋尾海岸的
宜游度，人工补沙或换沙，清除沙滩及周边的生
产、生活垃圾；

１８ 惠州市南
门海

魅力沙滩
打造

１１４．８６９２８２，
２２．６０４５３３

海域环境恶化；存在海岸侵蚀；沙滩质量不
断降低；沿海防护林带不连续；

采用人工补沙或换沙的方式提升沙滩质量，选
择防风效果和景观效果较好的本地植被开展防
护林修复

２　 海岸带生态修复项目的景感内涵分析

海岸带生态修复需要充分发挥海水、阳光、沙滩等自然资源的优势，促进海岸带生态功能提升，也需要不

断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城市滨海空间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自然系统与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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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交融的公共空间，需要有针对性的提高生态质量、塑造城市形象、展示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和外延、满足居

民娱乐需求等［１４］。 因此，从全新视角观察和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愿景，才能真正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的高度。
２．１　 陆海统筹的生态平衡特点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受损案例点调查分析发现，许多岸线载体因城市开发建设、污水排放、围垦

填海、生物资源过度利用等人类活动，不仅破坏岸线景观，更挤压了红树林等特殊生态资源的生存空间，造成

了严重的生态退化。 城市滨海空间有将海洋、湿地、绿地、城市、人工生态空间系统集成的愿景，因此在修复时

必须保护其生态性。
海岸带作为海洋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的过渡区，是一个典型的环境脆弱带和敏感带［１５］，粤港澳大湾

区海岸带生态受损点均存在这样的特点。 在海岸线修复过程中，打造人类活动与生物栖息的公共休闲场所，
形成碧水清流、人水和谐、水陆联动的生态廊道。 绿地、湿地、河流廊道的结合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调节气

候、降低噪音等方面有积极作用［１６⁃１７］。 湿地、红树林中的微生物资源可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净化水质方面有

重要作用［１８］。 如深圳湾滨海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项目主要包括水污染控制、植被恢复、生态修复等几大工

程。 一方面污水处理系统模拟自然净化过程，尾水经过以蚝壳为滤料的人工植物塘后进入湿地及河道；另一

方面红树林湿地通过物理、化学及生物作用净化水体中的氮、磷，大大降低赤潮的发生，同时也为鱼虾、贝类、
水禽、候鸟提供觅食、栖息和繁殖的场所；最后对河道两侧堤防进行了生态改造，为抵制自然灾害提供了良好

的缓冲带［１９］。
２．２　 美化城市与使用功能相结合特点

海岸带景观不同于城市其他地区的硬质景观，海面拓宽了城市边界，与阳光、沙滩、绿植等一同美化了城

市色彩。 滨海空间往往是多个要素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人工景观、人文内涵等要素。 建筑要素、街道、广
场、园林小品等给予的色彩、造型、质感的组合关系带给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物理感知的融合

体验。 时空的层次性、比例的协调性、环境要素的交替排列造就的韵律感，在景观设计中形成了良好的肌理

效果［２０］。
现有的许多海岸带生态修复设计单一，仅注重恢复自然景观。 作为景感生态学实践的景感营造，其实现

方法是通过对改造或新建的载体融入愿景，并使其他人也能够从这一载体中领悟愿景［２１］。 将被破坏的海岸

带生境作为载体，在恢复生态功能的同时增加更多的景感元素，才能达到美化城市与使用功能相结合的目的。
珠海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其香洲区情侣路上著名的香洲湾沙滩，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因围海造地、企业迁徙等，香炉湾沙滩及附近滨海空间不断缩小，沙滩逐步退化至消失，无法

满足居民的休闲需求。 香炉湾修复项目将堤后的绿化带、市政道路填高至与堤顶等高，不仅提高了景观中各

要素之间的结构连通性，更增强了它们的功能联通性［２２］。 在充分保留湾区自然要素现状的前提下，结合周边

景观要素与城市人文、历史，科学修复的同时，改造景观功能。 项目配套建设了植物景观、沙滩绿地、雨水花园

以及凉棚、座椅等公共设施，最大限度地将规划设计与自然生态现状融合，在原有山水格局及自然生态系统得

到较好保护的同时，保持自然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给人们良好的物理感知（表 ２）。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等是这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景感载体取材的主要参照。 香炉湾沙滩修复后不仅还原了

珠海人旧时的景观记忆，延续了城市的文化情怀，也体现了人们通过视觉的美学感受与心理认知的情感共鸣

的交互作用。
２．３　 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态基础设施共享特点

海岸带作为沿海地区的特有景观，常常承担着社会功能，即为游客和市民提供休闲活动的场所。 ２０１７ 年

我国 １２ 个海滨城市（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深圳、珠海、广州、海口）旅游业总收入达

到 ２．３ 万亿元，占当年全国旅游总收入的 ４３％［２６］。 大多数海滨城市在开展建设规划时，注重结合城市特点以

及人的需求和主观感知，使得城市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 如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在保留海岸线海湾森林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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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旷野的同时，建造 ５ 座跨海大桥，打通了跨海湾城市群的天然隔断，形成环状闭合且连续、高效的城市群时

空格局，极具针对性地满足了产业和人口的流动需求［２７］。

表 ２　 珠海市香炉湾环境要素配置［２３⁃２５］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ｎｇｌｕｗａｎ， Ｚｈｕｈａｉ

服务设施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景观要素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休憩设施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建筑小品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自行车租赁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ｒｅｎｔａｌ 沙滩区 休憩亭 珠海渔女雕像

游客服务中心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沙滩置石 儿童戏水区 灯光小品

特色餐饮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列植树阵 遮阳伞 源点广场

旅馆酒店 Ｈｏｔｅｌ 观海平台 座椅 艺术广场

特色商店 Ｓｔｏｒｅ 滨海木栈道 — 山海广场

酒吧街 Ｂａｒ ｓｔｒｅｅｔ — — 瞭望塔

垃圾桶、指示牌、防护栏等 Ｔｒａｓｈ ｃａｎ， ｓｉｇｎ， ｇｕａｒｄｒａｉｌ， ｅｔｃ — — —

城市滨海公园是城市中具有自然属性、社交属性、商业属性的综合区域，是接触自然、与人交往的良好场

所。 以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项目为例，深圳湾滨海休闲带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娱乐休闲、旅游观光、健身

运动、感受自然的场所，还承担了科普、举办大型活动等社会功能（表 ３）。 张晓燕对深圳湾公园使用后居民满

意度调研的结果表明，居民普遍认为深圳湾公园实用舒适，作为离城市公共密集地区最近的自然生态系统，其
原生景观优势明显，红树林和滩涂的恢复使自然生态环境呈现可维持趋势，公园内植物造景、地形设计、气候

舒适度等评价较高［２８］。 作为具有鲜明海滨特色的户外公共开放空间，深圳湾公园集经济、生态、文化等多种

效益于一体，为地区生态、景观安全格局和社会公共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可持续发展动力。

表 ３　 深圳湾公园日常活动类型［２８⁃３０］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Ｂａｙ Ｐａｒｋ

活动性质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活动类型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ｉｎｄ

人群
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活动地点
Ｅｖ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休闲娱乐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驻足停留 无特定人群 滨海栈道、步行道

观景 无特定人群 滨海栈道、亲水平台

遛狗 中年 滨海栈道、步行道

运动健身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健身操 中年 草坪、广场

步行 无特定人群 栈道、滩涂区、林间

骑行、慢跑 无特定人群 滨海栈道、步行道

轮滑 青少年 滨海栈道、步行道

旅游观光 Ｔｏｕｒｉｓｍ 旅游参观 无特定人群 无特定地点

大型活动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 企业活动 无特定人群 广场

商业活动 无特定人群 广场

科普活动 青少年 广场

团体活动 Ｔｅａ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 阳光跑 无特定人群 滨海栈道

秋游 中年 无特定地点

宗教组织活动 中年 无特定地点

生态环境修复与景感营造的本质目标一致，都是重视生态环境的良好循环并强调社会、自然、人类之间和

谐相处的关系，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在城市建设中将两者耦合，有助于降低城市建设成

本、缩短建设周期，减少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 在海岸带修复与景感营造过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等愿景，着眼于长久利益，不仅要整治修复海岸景观格局，更要修复和恢复海岸生态过程，实现海岸景观格

局与生态过程的耦合衔接［３１］。 促使滨海景观向自然生态与人文统筹发展，规范人们的共同行为，促进公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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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３２］。

３　 海岸带景感营造思路

３．１　 维持海岸带原真性

景感生态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期望人们在享用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自

觉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景感营造的目标首先是要使所营造的生态系统具

有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对于海岸带生态修复就要求必须保存和维持一定比例的自然岸线。 国家海洋局出台的

《海岸线保护与管理办法》规定，２０２０ 年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不应低于 ３５％，而大湾区 １１ 市中，目前仅江门、
惠州、深圳三市自然岸线保有率超过 ３５％，其余市远不达标［３３］，几乎无可开发的自然岸线余量，保护自然岸线

迫在眉睫。

图 ２　 海岸带生态修复的景感营造技术路线建议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景感生态学的核心与“生态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

展观念一致，强调将人的物理感知、心理认知以及可持

续发展理念融入到生态环境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中。 景

感营造强调增加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生态系统服务，
是连通人类福祉、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桥

梁［２１］。 提升沿海公共空间生态系统服务的目的是提升

百姓的城市生活质量 （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

量），进而增强百姓的幸福感。 其中物质生活质量以城

市的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作支撑，精神生活质量需要

以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支撑［３４］（图 ２）。
对于被破坏的海岸带生境，将其看成一个载体，除恢复

基本的生态功能外，还应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倡导资

源、能源、物质的循环利用，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设

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 在海岸带修复实践中兼顾景

观、湿地、生态多样性保护和休闲娱乐、旅游文化等多种

功能，实施景感营造，建设生态海堤。
３．２　 重视提升感官层次的多样性

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物理感知功能

相互影响，无法拆分。 在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景感营造

的过程中既要分别研究人们的各种物理感知，更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３５］。 人们的物理感知和心理认

知是景感营造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密不可分。 从美学角度来看，生态景观并非是单纯

由视觉、听觉感受所构成的画面，而是经过人的主观感知并融入思想情感后获得的审美形象［３６］。 海浪声、海
鸟叫声、沙滩、绿植等物理形象的介入极易引发人们的心理认知，进而产生对美丽湾区的共鸣。

景感营造要求遵循物理感知的系统性、心理认知的整体性、愿景呈现的双向性等原则［２１］。 视觉、听觉、嗅
觉、味觉和触觉等物理感知功能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全面立体的多感官体验环境［３７］。 在生态修复的同时增

加其景观美学感，必须考虑是否符合当前环境，具体体现在环境设计上的元素如植物配置、地面铺装、建筑小

品、服务设施等，以满足多感官体验的需求。 表 ４ 对在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中的景感营造思路提出了

建议。
３．３　 保持大湾区地域生态文化传承

粤港澳三地同属岭南文化，文化认同不仅是三地合作交流的前提，更是构建“人文湾区”的基础。 如今海

岸带生态修复和景观再造是在合理利用原本自然条件的前提下，以自然恢复和人工整治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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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也是历史文化时空延续性的体现。 传承城市的历史记忆，结合当代先进技术与公众需求，再现符合地域特

点的新风景，达到延续传统空间并与时代同步的目的。

表 ４　 大湾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中的景感营造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ｉｎ ＧＢＡ

物理感知 ／ 心理认知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感官
Ｓｅｎｓｅ ｏｒｇａｎ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自然要素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听 Ｈｅａｒｉｎｇ 听觉 海浪涛声，海鸟声 语言、音乐、自然声营造、噪声控制

看 Ｓｉｇｈｔ 视觉 形状构成、组合方式、色彩组合 空间组成、景观节点、植物造景、构筑物

闻 Ｓｍｅｌｌ 嗅觉 味道 植物配置、建材、服务设施、游憩娱乐

触 Ｔｏｕｃｈ 触觉 物质质感、肌理、温度 建筑材质、自然要素、沙滩绿地

美学感受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ｅｌｉｎｇ 综合 清除垃圾，海面漂浮物 建筑、拟物、符号系统、景观雕塑

文化感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综合 岭南文化，妈祖文化 文学意象、历史、文化遗产、教育宣传

自然感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 综合 大海、河流、城市 自然景观、绿色廊道格局

景感营造可以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感知融入同一载体中，其时空尺度往往呈现跨越式。 当某一意象，
如人、建筑、景观要素，甚至审美习惯和社会习俗，被赋予特定的地域文化后，就成为人们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

和共同认知的精神场所［３８］。 例如，珠海香炉湾岸线修复后，城市地标珠海渔女像重新焕发生机，人们对渔女

像的记忆也得到了延续与更新。 游客通过物理感知及心理认知的交互作用获得美学、文化与自然感受，进而

提升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质量，享受更高的生态福祉。

４　 结论

从“珠江三角洲”到“粤港澳大湾区”，随着城市群走向湾区时代，越来越多的焦点会集中到海岸带上来，
生态空间的规划设计应更加注重生态系统服务的提升和多样化景感体验营造。 人们的愿景从单纯的环境保

护，到保护与利用并重，从要求增强区域生态服务，到促进宜居城乡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人们对“美
丽湾区”的愿景越来越丰富，就会不断产生新期待和新需求，景感营造实施过程中也需要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和改善。 生态修复项目的景感营造过程中，还应充分结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在剖析人类活动与生态环

境变化基础上，增加景感生态层次性、联通性与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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