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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园设计中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利因素分析 

——以昆明古滇王国湿地公园为例 

南月慧 谭秀梅 赵庆玲
1
 

（云南师范大学 文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湿地公园建设越来越成为各大城市的热点，湿地公园是我国重要的湿地科普、生态教育的基地。不

仅兼顾人的使用特点，更兼顾生态性和生物多样性。本文通过对滇池片区环湖湿地公园建设的资料调查、现场勘探

等研究，总结归纳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利的几个湿地公园设计要素。分别从园区道路设计、景观规划特点、湿地

内广场设计和湿地综合服务设施设计方面展开探讨，给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重在抛砖引玉，所总结的策略希望对

未来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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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城市化等人类的建设活动，给地球上的生物的生存状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生物多样性锐减，是全球共同面对的

问题。2020年 9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了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推进全球环境

治理”的重要讲话，并“欢迎大家明年聚首昆明，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大计。”云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拥有着最丰富

和多样的中国陆生生物，其中脊椎动物有 1836种，云南还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拥有高等植物 16577种，在全球生活多

样性保护地区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湿地公园在城市化过程中，对缓解城市生态压力，制造城市绿化氛围，调节城市气候，增加城市下垫面的吸水性都有重要

的作用，被称为城市之肺。同时，湿地公园的建设，对城市物种的多样性，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湿地公园往往面积较大，

生物链复杂，生物异样化强，弥补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现状。 

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存在许多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湿地公园普遍存在的阻隔生

物多样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析，通过查阅文献、对比案例、现场调查等方式，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意见。 

1 园路设计对生物多样性存在不利影响 

在道路设计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点较弱。在生态公园的设计中，道路的分级往往和普通公园一样，分为一级园路、

二级园路和人行步道三个等级，其中一级园路机动车辆可以行使和出入，园路建设所用材料一般为沥青路面或砖石路面，因为

该园路的路面比较宽（一般为 6-9米），所用材质把路面生物的活动界面打破，所以对生物多样性有着一定的阻隔作用。二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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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往往为自行车或电瓶车行道，该园路虽然相比一级园路，在宽度上有所区分，但是在材质上却一般也沿用了一级园路所采用

的沥青和砖石界面，导致生物的活动区域被切断，不利于生物的繁殖、繁衍和生息。步行道系统往往路网设计较为密集，对生

物多样性也是一种叨扰。并且在园路的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生物族群的活动习性特征和活动范围，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 

对应的策略有两点，第一点从园路的宽度和材质上做出改变，让生物的活动轨迹不要被人的活动轨迹阻断。从湿地公园的

规划设计上来说，可以将传统公园设计中一级园路、二级园路和步行道的设计策略做改变，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湿地公园

应减少不必要的车流来往和道路交通，通过配合索道、陆游轨道路线等方式，实行人在湿地公园中点对点的边界交通，减少各

级园路的路网密度，实现湿地公园平面交通的多样化和生态化设计。并且，可以通过改变传统的道路材质，采用道路下垫面透

水透气性材料，用网格砖等材料，让植物和路面耦合成一个整体，建立生物和人共用的道路空间。 

 

图 1古滇王国湿地公园内部石板路和沥青路 

第二点应改变“千园一面”的建造湿地公园的误区，针对不同的案例，从当地的地理、气候、地形、原生物种等方面研究

其生态环境特征，筛选出有利于其生态链稳定的物种，并且针对已经筛选出的物种的繁衍、繁殖、习性来具体分析，找出该湿

地公园设计的钥匙，有针对性地解决该湿地公园所面对的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例如，有些鸟类并不害怕人的惊扰，有些野生鸟

类被人的活动影响很大，有些鸟类在高大的密度较大地块较大的乔木区筑巢，有些鸟类则需要人工构筑物等筑巢，那么这就需

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质、生物具体类型等特征，设计湿地公园的关键部分和确定具体设计细节。 

2 景观规划强调观赏性大于生物多样性 

在很多湿地公园的设计中，景观设计的出发点并不是生态合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而是为了观赏性的目的，破坏了原有

的斑块的生态异质性，把原本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区块，处理成单一物种，单一植物群的区块。 

在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原始森林和自然保护区中，人为干预较少，生物链稳定，生境良好，生物多样性得到了非常好的保

护。湿地公园应该吸收人为干预少这个有利的因素，避免过度干预造成的和城市普通公园同质化，而引发一系列的影响生物多

样性的的问题。 

例如在昆明古滇王国湿地公园，大面积的种植同一种植物，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有关研究中，城市中心的生

物多样性要大于城市外围农业种植区的多样性，农业种植区的生物多样性和城市中心、自然保护区相比较，都属于食物多样性

较低的地区。而在湿地公园的建设中，很多为了景观而牺牲生物多样性的例子，就建立在这样类似农田一样的种植和栽培植物

的基础上的。 



 

 3 

滇池湿地公园植物同质化严重。大面积的种植同种类花卉，是会给人以短期的视觉震撼效果，但是对于鸟类的喜剧，微生

物种群，和脊椎动物的繁衍，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干扰。大面积的相同物种的种植，导致人的维护成本增加，人对该地区的

干扰力度加大，不管是从所展现出的单一的环境还是从人的过多干预上，都可以看出，生物难以在此处自由自在的繁衍。 

所以，在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中，我们应该走出普通公园规划景观的误区，尽量减少大面积的同质化空间设计。使生物和

人都能切身的感受到错综复杂的多物种空间带来的好处。 

3 湿地公园中的广场设计面积过大 

我国许多湿地公园，在设计方法中仍然沿用普通公园的设计方法，将广场设计作为湿地公园设计的重要节点，在广场周边

设计提供餐饮和购物功能的综合服务中心等商业区，对人的整体感受来说，会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身在城市还是在郊野的

错位感。人在该种方式建造的广场范围，很难感受到野趣的连续性。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也被这样大面积的人类建设和人类

活动的入侵而受到不利影响。大面积的硬质界面，不仅阻断了卵生动物的繁殖。同时对脊椎动物、鸟类、部分生物的花粉传播

也是不利的。 

 

图 2大面积的同种花卉，影响生物的多样性 

 

图 3古滇王国湿地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巨大的前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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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古滇王国湿地公园游乐设施 

湿地公园的建设应当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规划和设计中，寻找更能让人有野趣连续感并且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设计。

将游客服务中心及前广场的面状空间，改为线性空间或分散的点状空间，可能更利于人对湿地公园的野趣的感受和生物多样性

的延续。对于规模不大的湿地公园，亦可选择在湿地公园的外围建设游客服务中心，这样既避免了游客服务中心对生物多样性

的干扰，也让游客服务中心因人的餐饮活动产生的垃圾减少对湿地公园的污染，同时因为游客服务中心需要的材料、物品，大

部分是机动车交通运输的，游客服务中心的外移，也让湿地公园较少了因必要的机动车行驶而带来的一级园路的压力。 

4 湿地公园游乐场化 

在我国的部分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中，没有很好的凸显湿地公园的宣传教育功能，反而反应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大型的儿童

幼儿场所和与之相对应的大面积的硬质地面，成为了湿地公园的买点和宣传点。人们去湿地公园的目的，往往由接近自然、放

松身心、呼吸新鲜空气，变成了陪孩子去游乐场。湿地公园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教育宣传意义被削弱，浓重的商业氛围也让人

从心里上打破了大自然静谧的宁静感。 

湿地公园的规划设计，应从更具深层意义的科教层面出发。让人们通过游览湿地公园，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的魅力，感受

到大自然的丰富多彩，感受人类和物种繁多的生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增加人对大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让人们从心理

和行为上都更加热爱自然、自发的保护自然这个人类的亲密的朋友。所以湿地公园设计应和普通儿童游乐场有所区分，在儿童

或成人的活动项目上，吸引借鉴国内外先进案例，对动植物的种类特性有所标识，通过空中投影和区块录音播放等方式向人们

展示大自然物种的丰富多彩。在游乐设施的设计中，要强调凸显大自然美丽和生物多样性的创新性设施，例如我国传统园林狮

子林，其中的狮子林的假山群，高低起伏、沟壑交错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在游览的过程中都能体会到很大的乐趣，减少大型

定制设备对生物活动的干扰，尤其是鸟类迁徙生境的干扰。 

5 小结 

传统的湿地公园往往通过划定核心保护区或远离水岸线的中心生态岛等方式，实现湿地公园中生态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

表达。除了传统的这两种方法以外，目前，我国的湿地公园设计确实存在很多设计层面上没有较多的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以上湿地公园设计中的具体问题，并且以园林学、景观学、规划学、建筑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解决策略。 

在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中，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应秉承着“防微杜渐、未雨绸缪”的态度，因为湿地公园的生态一旦被破坏，

重新修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研究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就尤为重要。本文提出的几种方法意为

抛砖引玉额，希望对今后的湿地公园指南编制和后人湿地公园规划设计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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