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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空间设计进行了资料收集及实地调研,阐述了目前设计的现状以及后期维护中存在的若

干问题。对于我国北方城市气候寒冷、干旱以及水资源缺乏的现实条件进行分析,探索适合水景空间设计的营造方式,缓解因

气候寒冷带来的水景设计相关问题。本文从水景空间适应性设计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旨在提高居民生

活的质量,减少因季节特点对水景建设产生的不利影响,并给居民带来独特的视觉享受,对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设计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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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观的现状 

水景观是居住空间景观设计的主要元素之一,水与人类

生活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随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的改

善,居民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随之提高,居住环境的景观

设计模式应运而生。水景也成了居住区高品质环境的象征,

以及评价居住环境优劣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通过对北方城

市居住区的水景的调查,水景形式与造型相似,建成后期疏

于维护和管理,水景的运行存在着一定的浪费以及水资源利

用的不合理现象,导致水源的污染以及水质的恶化现象。 

2 影响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设计的因素 

2.1气候差异 

北方城市年降水量少、冻融期长、蒸发量大、地下水位

低以及渗透严重,这些特定的气候因素,决定了水景设计需

要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在设计中往往缺乏对北方城市

气候因素的综合考虑,尤其是冬季气候寒冷,特殊的气候条

件影响了冻融期的水景观效果。水在冬季会结冰,为了降低

冬季水资源的费用,会提前抽干水体,防止水景中的设备冻

裂。因此,冬季观赏性较差,水景利用不高。 

2.2水资源匮乏 

北方城市的水资源稀缺,居住区景观用水的水源来自于

自然水源、地下水、自来水以及雨水。目前,水景设计中存

在过于追求大水景,从而忽视水资源匮乏的地域特征。一些

发达城市为追求品味和档次,建设大型水景观,忽略了水源

的来源及补给方式,也忽略了水景运营管理的若干问题,致

使水资源的过度损耗,使景观设计与周围的环境缺乏联系,

成为环境中的孤品,造成了水资源以及资金的浪费。 

2.3缺乏生态性设计 

改革开放早期注重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生态环境意识还

没有深入人心,使得早期的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设计师在

设计时又缺少生态环保的理念,没有系统的掌握水生植物群

落的相关知识,设计中往往形成流动性较差的封闭性水景,

内部结构不合理,整体环境缺少生物链接,水体自身得不到

净化的作用,水质出现问题,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加大了后期

维护的难度,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等。 

2.4维护与管理问题 

由于北方城市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和消耗量较大,促使

水循环系统未正常运转,水费和维护费整体偏高。部分居住

区采用点状水体,形式过于分散,连贯的循环系统虽然便于

管理,但成本偏高,而大型水体消耗量大,居住区物业管理难

于接受。在考察的北方居住区水景设计中,普遍存在着水景

观后期维护不佳的状况,水景在运行中未充分考虑后期的管

理与维护,很多居住区水景观存在缺水、断水的情况。 

3 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设计的原则 

3.1符合季节性的水景设计 

北方城市的水资源从总体环境来看,仍属于短缺的状

态。由于自然降雨较少,且分布不均匀,地下水位状况不理

想。虚水景观是利用人们对水的联想形成一种意向设计,对

北方地区的水景观营造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设计浅水池

并结合丰富的池底铺装形式,丰水期可以营造有水景观,枯

水期及冻融期可以通过丰富的铺装设计给人们带来视觉美

感；还可以借鉴“无水之庭”的设计手法,通过石块象征山

峦,砂石象征湖海,点缀少量的灌木或苔藓,石块或单独或三

五成组放置,以示崇山峻岭或者层峦叠嶂。此外,北方城市冻

融期较长,适意的冰雪景观设计策略不仅有利于丰富北方城

市居民的视觉感受,增加城市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有利于提

升居住区的整体环境。在居住空间中,有效的利用和营造冰

雪景观是对北方城市冬季景观环境的一种有效补充。 

3.2遵循节约性原则 

节水型水景设计指对水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调

整用水的方式,加强用水管理以及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水

资源。北方城市水景设计不求大而求精,在设计中可以结合

植物、景石、雕塑等共同构成水景系统。水景设计的形式可

以采取小水景设计形式；浅水设计形式以及薄水设计形式。

这些水景形式可以节约造价以及后期维护费用,从安全性角

度来讲还可以提高安全系数。在毗邻自然水体的区域适当考

虑“借景”的设计手法,同时国外目前流行的“中水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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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及“雨水回收”技术在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设计中也

具有积极地意义。一些专家学者对湿地景观的研究也颇有成

效,湿地景观是模仿自然界水体净化过程,同时加以景观设

计处理手法,达到“节水”的目的,以及视觉上美的享受,为

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观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3.3加强生态设计原则 

城市是一个景观生态循环系统,水景的设计应以生态理

论为指导,符合生态的要求。首先,可以选择宜于改善水环境

的动植物,种植净化水体的水生植物,有效的利用微生物,合

理的放养鱼类等水生动物,确保水生动植物的健康状态。其

次,应充分考虑雨水的利用、回收及水量的充足,以保证水景

观的正常运行。再次,水景观的美化应有长远的目光,不应以

牺牲大环境为代价。不能盲目追求视觉美感,在人工水池的

池壁处理上应考虑水与土壤的渗透,保障水景观的自然循环

体系。生态水景设计不仅仅是保护环境,而是使日益枯竭的

资源和衰败的环境寻找新生机与活力。生态水景观不能脱离

城市整体的环境,应以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主题。通过设计师

对生态理念与原则的遵循,不断使人类社会朝着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前进。 

3.4加强维护与管理 

水景的维护和管理是设计的延续,而维护与管理的水平

也决定了水景观的效果。首先,水景空间设计应关注水的质

和量的保护,避免水体污染。例如,被营养物质、化学物质以

及固体废弃物侵入等。而对于设计中的水景观,应采取自然

水体作为水源,并采用较好的水源质量。其次,在构造设计上,

避免出现不合理的死角,保障水体的流动性和互通性,防止

污染物的沉积和蔓延。再次,在材料的选择上,优先选择天然

泥层或多孔材料,使水体的环境容量增加,便于地下水源对

水景观水量的补充和交换,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以完善较

好的生物链。水景空间建成后应加强对水景观的维护。在设

计前就应该考虑到水景建成后的维护费用。 

4 结语 

人与水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水是生命的源泉,

人类有很强的亲水性。然而,城市的中水景设计和营造违背

了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目前,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盲目

导向,导致水景设计营建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居住区的

整体环境质量。本文提出了当前北方城市居住区水景设计的

原则,合理的利用水资源以及改善水质的恶化,运用科学、合

理的水景设计手法来缓解北方城市居住区缺水的问题,促进

水景环境有效、可持续的发展是当前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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