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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知维度的城市生态公园设计研究

袁波1,林进2,何川2

(1.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06;2.长沙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　要:【目的】从城市感知维度出发,对感知、功能等要素进行提炼与分析,挖掘城市公园感知设计路径。
【方法】基于感知维度的背景,以长沙市联江公园设计为例,对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展开研究。通过感

知层次分析法,分析生态公园的功能需求,得到适宜的发展思路,从而促进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结果】

以线性联动为设计方法,通过对联江公园生态、文化、体验感知的系统分析,构筑起“联山、联水、联城”的城市

生态公园发展体系。【结论】本研究得到的感知体验与场所活力的关联要素可为城市生态公园的感知设计提

供方法与思路,从而助力国内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发展与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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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

开始得到重视,改善提升城市景观、生态环境、公
共服务已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城市生态公

园作为荒地再利用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的整体,发
挥着市民公共活动、休憩娱乐等功能,同时也体现

着城市绿色生态、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因此,

对城市生态公园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城市景观、
生态环境、低碳循环的发展,同时可为市民提供更

好的体验感知的公共场所。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私家园林

的公共化,以及教堂等公共场所绿地的开放推动

了城市生态公园的诞生[2]。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国内的学者们也相继展开了生态公园方面的

研究。从最早的周健[3]关注城市公园的生态环境

问题,到李瀚源等[4]研究城市公园的生态修复,再

到杨依婷[5]从城市荒野视角研究城市生态公园的

景观设计,学者们对城市公园的生态的研究与关

注从未间断过。此外,朱晓渭[6]通过在城市公园

中融入文化记忆等要素,展开了城市文化生态的

研究。目前,对生态公园景观、城市文化要素的研

究较多,但从感知维度出发的相关研究尚比较缺

乏。当下,人的感知体验已成为影响空间活力的

主要因素,如何提升人在城市公园中的感知体验

将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本研究从感知维

度出发,对长沙市联江公园的设计展开研究,对长

沙市联江公园环境、文化、体验感知等进行探索,

以期构建“联山、联水、联城”的生态发展路径。

1　长沙市联江公园概况

1.1　区位分析

联江公园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大王山旅游度假

区的北部配套区内、大王山东麓、坪塘大道东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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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门户广场南侧 (图 1)。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21.29万 m2,距长沙主城区约10km,距湘潭主城

区约25km。该场地依托大王山森林公园、莲花

山森林公园、桐溪港的生态资源,充分利用场地内

的山地、林地及水体等自然资源,并结合片区发展

需求,规划形成“一带双轴,多心带动,绿网渗透”

的整体空间结构。根据联江公园所在场地的自然

地理条件、周边功能需求等,将联江公园定位为:

集体育运动、生态体验、市民休闲于一体的“联山、

联水、联城”的市级综合生态公园。

大王山

湘江

二期用地 一期用地
联江公园

图1　联江公园区位分析图

Fig.1　Basearealocationanalysisdiagram

1.2　场地现状分析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市民对类似于城

市公园的休闲公共场所的需求越来越大,但这些

场所的服务区域却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根据资源

分配现状与区位分析可以发现,岳麓区大王山旅

游度假区内急需一个综合性公园,以满足不同城

市群体的日常休闲需求。

本研究利用优劣势分析法(strengths,weak-
nesses,opportunitiesandthreats,SWOT)对场

地的现状进行分析。① 在优势方面:一是地理区

位好,场地位于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内,具有较好的

发展优势,较大的人流量;二是生态资源丰富,场
地内具有丰富的植被、宽阔的水域等。② 在劣势

方面:一是场地整体性不强,规划区域被坪塘大道

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加大了后续的设计难度;二是

文化感知度不强,场地周边无重要的历史文化遗

产,人文情结单一。③ 在机遇方面:一是区位核心

发展,场地位于大王山旅游度假区的北部配套区

内,未来将成为该区域的首站核心公园;二是区域

活力增长,该度假区为市民运动、休闲与娱乐的公

共场所,公园的建设将大大带动该区域的活力与

人气。④ 在挑战方面:面临的四大挑战依次是交

通与景观流线的结合、人的感知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场地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区域发展与公园建设

的衔接。

2　城市公园的感知设计

2.1　城市感知维度

随着市民对城市生活各类需求的不断上升,

生态公园已成为市民体验感知的重要场所。近年

来,随着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以及开发模式的增速,

城市秩序逐渐单调,活力逐渐降低。LYNCH[7]对

公空场所的感知进行了概述,并提到了人文价值

对于空间场所感知与认知的重要性。因城市空间

的感知主体是市民,感知维度应偏向于人的功能

需求与空间体验。人的感知灵敏度,从大到小排

序依次为视觉、听觉、嗅觉、触觉。

城市各维度整体感知的提升将成为未来城市

发展的核心[8]。城市感知维度可分为整体形态、

建筑风貌、生态景观、公共节点等,其中色彩、光
线、图案、形态等构成了人的感知元素。为提升城

市的感知维度,可按照“获取-处理-应用”的方

式,采用感知获取、分析、评估形成数据层次化[9],

并最终通过设计实践与应用的感知反馈,实现城

市多维度健康发展。

2.2　城市公园的感知要素

城市生态公园的发展伴随着复杂多样的文化

融合,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城市生态公园也将呈

现出活跃的感知要素[10]。城市公园是城市的核心

区域之一,因其功能复合多样,城市公园已成为城

市活力的新中心。为了提升城市生态公园的感知

度,本研究从感知要素的内容方面展开分析,从而

为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长沙市联江公园作为长沙市的生态绿地,拥
有众多的人文景观资源。联江公园的感知要素可

分为3级(表1),其中,一级要素主要建立在生活

功能主体上,分为生活体验、体育锻炼、家庭休闲3
种类型;二级要素主要建立在生态需求的分类上,

分为自然景观、生态休闲、互动体验3种类型;三
级要素主要建立在文化内容上,包括水乡文化、民
俗文化、城市文化3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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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联江公园的各感知要

素进行分类,建立联江公园感知体系框架[11];通过

对联江公园的感知要素进行编码,得到感知体系

的核心范畴[12];通过对联江公园感知对象与内容

进行分析,比较不同公园的案例要素,最终形成联

江公园感知维度关联模型(图2)。

表1　联江公园感知要素

Table1　PerceptualelementsofLianjiangPark

主要类型 次级要素 内容要素

生活类

感知

生活体验 活动中心、中央花街、滨水广场

体育锻炼 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

家庭休闲 户外剧场、攀岩体验、老年健身、儿童游玩

生态类

感知

自然景观 观鸟台、观光码头、百鸟林

生态休闲 花间问茶、茂林修竹、太极广场、幽谷听音

互动体验 艺术工坊、亲水平台、生态科普园

文化类

感知

水乡文化 水乡生活、水稻梯田、水塑沙洲

民俗文化 龙舟竞渡、花鼓戏、剪纸

城市文化 湖湘文化、历史人文文化、红色文化

 

城
市
生
态
公
园
感
知
维
度

感知
对象

感知
主体

感知
内容

生态景观 活动体验 公共服务

景观湖泊
中心沙洲
滨水广场
观景台

文化纵览
户外攀岩
家庭游乐
艺术工坊

日常休闲
体育锻炼
集会娱乐
创意集市

自然生态 城市文化

生态环境 民风民俗 文化传承 多元体验

舒适性 延续性 知识性 创新性

图2　联江公园感知维度关联模型

Fig.2　Correlationmodeloftheperceptual

dimensionofLianjiangPark

2.3　联动感知的设计路径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响应建设“两型社会”

的号召,城市生态公园以生态为基底构建起了城

市生态体系。斯坦纳[13]将环境与人看作一个综合

体,认为需要将景观评价、经济效应、收支平衡、公
众参与等结合起来才能对该综合体施策。

在联动感知维度下长沙联江公园的设计主要

依靠生态空间的要素感知,而每个生态空间又包

含大气、水文、地质、动植物等要素。鉴于此,本研

究提出“联动-感知-设计”的设计流程(图3),其
主要思路为:根据感知维度的地质、水文等要素,

联江公园设计以南侧的大王山为基础,塑造出自

然的天际线;以东侧的湘江流水塑造的巴溪洲为

感知点,提升联江公园的活力;围绕“联山、联水、

联城”的设计思路,提升感知维度的意境,凸显现

代园林的空间之美。“联动-感知-设计”的设计

流程将促进生态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使城市生

态体系更加完善。

 
联动 感知 设计

生态大王山

湘江

城市

主体(人)

大气
水文
地质

动植物

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休闲娱乐
开放共享
生态自然

城市生态公园

图3　“联动-感知-设计”的设计流程

Fig.3　Linkage-perception-designprocess

3　联江公园生态共享的感知设计

3.1　生态感知设计理念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就开始使用“生态

公园”一词,其目的主要是保护和修复城市公园的

生态环境[14]。

基于“双碳”的发展目标,联江公园的感知设

计以低碳、绿色、循环为理念,推动生态与人的和

谐发展。为了满足人对既有场地的记忆感知,将

场地内的小池塘打通形成后续的核心水域;基于

生态感知理念,保留景观性、标志性较好的植被并

加以利用与塑造,结合联江公园南侧区域的生态

修复,全面提升联江公园生态环境的感知度;同

时,采用太阳能照明、水处理等措施,满足“两型公

园”的建设要求,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其中,

在水处理方面,首先对场地内的雨水进行收集与

过滤,之后再将其排放至联江公园的景观生态体

系中,以此促进生态循环目标的实现(图4)。感知

设计将秀美湘江与大王山都纳入公园生态发展的

基底,以打造“联山、联水、联城”的生态综合体为

目标,进而激发市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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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式植被

路牙排水

路牙排水
生态贮流层
砾石层
多孔管

图4　生态循环系统分析图

Fig.4　Ecologicalcirculationsystemanalysisdiagram

3.2　线性联动的感知设计

感知设计以人的体验为核心,通过生态目标

驱动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从而使人获得更好的感

知体验。生态环境自始至终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基础,设计应以自然为资本,让生态做功促进发

展,这才是未来城市生态公园建设的导向[15]。
鉴于此,基于联江公园的生态核心,其设计应

围绕联江公园的中心水体,统筹联江公园周边全

部生态要素(包括水体、山体与植被等),使联江公

园呈现线性联动状态,最终线性连接起公园的生

态体验、运功休闲、日常活动、文化纵览等功能。
图5为联江公园的节点分布图。感知设计通过线

性交互与协调的方式,联系山、水、文脉等要素,实
现人群路径与活动轨迹的线性联动。图6为线性

感知的构成逻辑图。感知设计采用贴近生态环境

的材料,结合生态水乡元素,最终打造出美丽乡土

的人文风情。为了贴近湖湘文化,提取基地周边

湘江的景观元素,在公园内部打造了两个沙洲。
针对不同群体的功能需求,结合生态环境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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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联江公园节点分布图

Fig.5　NodedistributionmapofLianjiangPark

 

图6　线性感知构成逻辑图

Fig.6　Linearperceptionlogicaldiagram

感知,实现联江公园功能的线性联动与多元。在

线性联动的感知设计下,实现了联江公园“联山、联
水、联城”的核心传承,最终也将其打造成集生活娱

乐、公共休闲、生态自然于一体的城市公园。

3.3　生态共享的多元感知

在生态感知范式中,首要的体验不只是单一

景色,更重要的是环境体验[16]。面对市民持续上

升的功能需求,以及城市公共绿地与城市文化感

知层面的复杂影响,加强生态多元共享将成为未

来的发展趋势。由此,本研究从生态环境、地域文

化、休闲体验3个方面展开联江公园的感知设计,
以提升市民的整体感知,从而推动城市生态空间

的融合发展。

3.3.1　生态修复的环境感知

生态空间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

生态体系的形成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

的推动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离不开人类的呵

护,联江公园以其线性联动包容着丰富的生态要

素。为了提升对生态环境的感知,从中部带状水

域的修复,到新规划的景观湖岸线,再到水处理与

水循环措施,联江公园的设计使曲折的岸线与绿

化植被融合成丰富的自然维度,并最终使生态和

谐发展。在生态修复的水体方面,包括池塘、溪
流、台地跌水、湖泊等景观要素的植入,使公园环

境的整体感知得到进一步提升;而在植被方面,云
溪竹林、苇风芦影、多层次的灌木绿植共同构筑起

“水塑沙洲、茶垄修竹、自然休闲”三大主题,这使

得联江公园的生态感知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结

合乔、灌、草、水生植物组成的多层次生态群,水
面、植被、天际线的融合实现了市民对生态环境的

整体感知。图7为生态环境意向图。
随着生态体系的修复,在联江公园内植入大

量能满足感知需求的辅助功能设施,例如观鸟台、
观景码头、绿林步道等,以满足市民日常休闲、赏
景的需要。在环境感知维度下,以生态修复为核

心,联江公园的设计精细落实了城市生态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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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使联江公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

典范。
 

图7　生态环境意向图

Fig.7　Ecologicalenvironmentintentiondiagram

3.3.2　山水洲城的文化感知

文化和生态环境一样,具有地域特征。对地

域内遗存的景观、人文等元素进行挖掘,已成为每

个地域延续发展的核心[17]。联江公园东临湘江、
西临大王山,具有良好的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其中,大王山周边有着众多的历史名人遗迹,
例如曾国藩墓、刘崐墓等,以及百年青瓦窑遗址等,
但其文化要素都有待挖掘。针对人文要素的传承,
在西南角设置相应的文化纵览区,以满足市民文化

浏览的需求,提升市民对城市文化的感知度。
此外,联江公园将周边浓郁的人文风情与诗

意的山水融为一体,采用叠山理水的基本手法,以
借景远山、水映青山、移步异景的方式,充分演绎

了山水洲城的城市空间形态。为了提升市民对民

俗文化的感知,在设计中融入龙舟竞渡等元素,并
以单体建筑贴近水面的方式,回应蓄势待发的龙

舟。位于湖中心的沙洲小岛似一叶轻舟游弋湖

中,湖旁矗立着穿孔呈波浪形态的考登钢景墙,夜
晚的灯光透过点点穿孔,似轻舟逐起层层波浪。
借鉴湘江的沙洲元素,通过设计形成了联江水塑

的湖心小岛,从而增强了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感。图8为沙洲景观文化感知图。
 

图8　沙洲景观文化感知图

Fig.8　Culturalperceptiondiagramofsandbarlandscape

3.3.3　开放共享的体验感知

城市生态公园应能满足市民的各种活动需

求,而只有将其开发共享才能提供更好的体验服

务。生态公园的感知需求主要体现在自然与社会

两个层面,自然应贴近于人,而社会应满足人在交

流活动中的各种需求。因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存

在差异,设计时将公园划分为7大功能分区,包括

城市生活、体育锻炼、茶垄修竹、生态修复、家庭游

乐、文化纵览、水塑沙洲(图9)。为了增强开放共

享的体验感知,在生态休闲方面,设置了九溪烟

树、荷塘月色、儿童认知园等场所空间,以满足不

同年龄段市民的生态体验;而在生活体验方面,以
唤醒江南水乡文化为初衷,设置了水乡生活、露天

剧场、水稻梯田等场所空间,这样可以使市民感受

到喧嚣城市背后的淳朴生活,同时也体现了城市

生态公园体验感知的真正意义;此外,在活动体验

方面,用千帆竞渡的活力场所、儿童娱乐的游戏空

间、老年人休闲的健身空间共同构筑起全民运动

的空间体系。开放共享的城市生态公园,以促进

市民的体验感知为基础,致力于激活市民的各类

活动热情,满足市民对城市文化与舒适场所的

感知。

 

塑

图9　整体功能分区图

Fig.9　Overallfunctionalpartitiondiagram

4　感知维度下城市生态公园设计辨析

生态公园是一种在自然要素的基础上重新构

建的生态系统,它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18]。基于感知维度的城市生态公园设计可使生

态空间更加贴近人的体验感知,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

4.1　感知维度下城市生态公园的发展与建设

对城市生态公园建设与生态发展的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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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但大部分都只着

重于单一生态景观、历史文化、空间形态等。感知

维度下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从人的感知视角出

发,关注环境、文化、体验等多元感知,通过建立感

知维度关联模型,将生态设计与多元感知相结合,
可深入创新、挖掘新型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策略。
本研究虽可为未来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提供全新

的设计思路与策略,使城市生态公园更加贴近自

然,但因不同城市的生态、文化要素差异较大,未
来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还应在感知维度的要素挖

掘与建立上有所侧重,这样才能实现城市与生态

的协调发展。

4.2　感知维度下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方法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城市生态公园需求的多

样化,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开始趋向多元复合,以
凸显城市“个性”[19]。

本研究通过感知维度关联模型挖掘城市生态

公园的新要素,以推动城市公园、生态文化的感知

设计。感知设计应明确个性化城市生态公园的生

态、文化与生活等要素,这样才能建立感知维度上

的设计要点与内容。在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过程

中,要融入生态修复、共享的设计理念,这样才能

让设计与自然环境有效衔接。此外,还应摒弃大

修大建的设计方式,而应采用既有生态系统再利

用与微更新的设计方式,使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均达到最佳。

5　结论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需要能

够驻足的场所去欣赏城市光景,感受美好时光。
因此,本研究从人的感知维度出发,以长沙市联江

公园的生态规划设计为例展开研究,得到以下主

要结论:

1)本研究以感知维度为基础,对以生活、生
态、文化3类要素为核心的长沙市城市感知要素

展开了研究,得到了联江公园设计的感知对象、主
体与内容。根据城市生态公园的感知维度关联模

型,得到了“联动-感知-设计”的设计流程,其可

为今后的感知设计提供依据。

2)通过对城市生态公园的感知要素、功能需

求、设计路径等方面的分析,得到了适用于联江公

园的设计方法与感知策略:其一是以生态文化感

知为基础,结合线性联动设计方式,使城市生态公

园的空间关联与活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其二是

文化、环境、体验感知的设计方法满足了不同群体

的生态、文化、休闲等多样需求,同时可助力城市

多元感知体系的发展。
本文采用案例实践研究法,根据感知要素对

设计成果进行整体分析并得出结论。针对不同城

市生态公园的建设,可沿用该设计流程与方法,但
需深度挖掘所研究城市的核心要素,建立自身的

关联模型,才能使感知设计得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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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designofurbanecologicalparkbasedon
perception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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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unanXiangjiangNewAreaInvestmentGroupCo.,Ltd.,Changsha410006,China;2.SchoolofArchitecture,

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 Technology,Changsha410114,China)

Abstract:[Purposes]　Accordingtothedimensionofurbanperception,theelementssuchasperception
andfunctionareextractedandanalyzed,andtheperceptiondesignpathofurbanparksisexplored.
[Methods]　Basedonthebackgroundoftheperceptualdimension,thispapertakesthedesignofLian-
jiangParkinChangshaasanexampletostudy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urbanecological
parks.Thefunctionalrequirementsofecologicalparksareanalyzedthroughtheperceptualhierarchical
analysismethod.Then,thesuitabledevelopmentideasareobtainedtopromotetheharmoniouscoexis-
tenceofpeoplean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Findings]　Takingthelinearlinkageasthedesign
methodandbycombiningthesystematicanalysisofecology,culture,andexperienceperceptionof
LianjiangPark,anurbanecologicalparkdevelopmentsystemof"connectingmountains,rivers,and
cities"isconstructed.[Conclusions]　Thecorrelationelementsofperceptualexperienceandplacevitality
obtainedfromthisstudycanprovidemethodsandideasfortheperceptualdesignofurbanparks,and
helptheconstruction,development,andoverallplanningofdomesticurban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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