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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产业结构

的调整，城市区域内大量的土地被

废弃、闲置。这不仅造成了资源和能

源的浪费，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受到

城市景观影响，而且也制约了城市

的有序发展。城市废弃地是城市在

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对它的

景观改造是每个城市都回避不了的

问题。在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的指导下，如何通过生态化的景观

设计手法改造这些废弃地，使其从

消极状态转化为积极状态，变“废

品”为“珍宝”，在不断更新的城市

秩序中获得新生，是目前世界上众

多国家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1 城市废弃地改造的相关理论
和典型案例

城市废弃地的首要问题是对生

态环境和城市景观的破坏，其次便

是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如何恢复

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形象、同时提高

土地的利用效率，使其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土地类型是一个挑战。景观

设计理论与景观生态恢复是解决这

一难题的利器。景观设计学是关于

景观的分析、设计、改造、管理、保

护、恢复的科学和艺术[1]，对城市废

弃地的景观恢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恢复理论包括改良和重建退化

的自然生态系统，使其重新恢复生

物学潜力[2]。国内外有许多对城市废

弃地进行成功改造的项目，例如著

名的德国杜伊斯堡风景公园就是将

一个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废弃工

厂改造成具有历史气息的生态公园，

在生态恢复的同时保留了场地的历

史特征，将景观与生态很好地结合

起来，在那里，废弃的建筑和铁路都

成为景观构成的重要元素。我国焦

作市的缝山公园，针对城市边缘因

石料开采而形成的废弃山地，采用

风景园林、生态恢复、山体修复工程

等综合措施，建设了包括山坡治理

复绿、山涧大瀑布、主环路和星光广

场、采石场遗址等14个项目，最终

盘活了这一块城市中的飞地。这些

案例中所采用的生态设计手法为夏

桥工业遗址公园的设计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价值。

[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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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桥工业遗址公园背景分析

贾汪区是徐州市东北部的卫星

城，夏桥工业遗址公园位于贾汪区

中心城区西南部。夏桥的前身是年

产120万t煤矿的国有大型企业韩桥

矿所在地，建于民国22年，矿区历

史悠久。由于煤炭资源枯竭、国家政

策调整以及采煤业对环境的破坏等

诸多原因，夏桥于2001年关闭。夏

桥闭矿而产生的近80hm2 的工业废

弃地中，包括工业广场用地、采煤沉

陷区用地、矸石堆场、工业交通用地

等不同用地类型，如此巨大的土地

闲置不仅浪费城市土地，影响城市

景观，而且阻碍城市生态的健康发

展。

2.1 项目区位与现状

贾汪区夏桥工业遗址公园东靠

贾韩路、西邻新建铁路及西排洪沟、

北接夏桥工人村、南与电厂接壤。公

园西部园区原为矸石堆场，因矸石

外运现已形成塌陷地，部分地段地

下水渗出形成水面。东部园区为工

业广场、工业交通用地。整个基址周

围的地形东高西低，高差为3m。

2.2 生态格局分析

2.2.1 上位生态格局——解读《贾

汪区城市总体规划》

2006年8月，贾汪区城市总体规划

经过专家论证，最终将贾汪区城市定

位为：徐州外围重要组团、新兴的生

态园林城市和工业商贸型城市[3]。

通过对《贾汪区城市总体规划》

的解读，本人认为贾汪区在生态园

林城市建设中，只有通过“延山理

水”，完善城中“五园”及多条生态

绿色廊道，与城外“三山”相呼应、

相衔接，形成贾汪“三山五园——六

纵多横”的景观生态格局，才是一种

健康的大生态格局(图1、图2)。在

这个格局中，作为五园之一，现已废

弃的夏桥地段，具有承上启下、战略

性的关键地位。它西可延纳广阔的

农田、山景，北可承接桃花岛公园，

东与夏桥公园和大洞山风景区相呼

应，南通西排洪沟生态廊道、韩贾路

景观廊道与南湖湿地公园串联。除

了生态安全方面，另外由于它位于

规划中的西部工业区的中心地带，

其消防避难上的战略地位也是不言

而喻的。

从这个角度考虑，贾汪区城市总

体规划中将夏桥定位为废弃矿井主

题公园：“利用废弃的矿井，配合煤

炭开发的种种残留实物，以及改造

后的种种实物对比，建设大型的煤

炭主题公园，围绕着煤炭进行科学

知识、环境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思想

的教育和宣传”[4]。这无疑是非常明

智的，但其定位偏重于硬质景观的

改造，对软质景观重视不够，后期规

划设计需要改进。

2.2.2 现状生态格局——解读场地

现状

基地西侧是广阔的农田和连绵

的山脉，东南北三侧是密集的建成

区。根据生态学的“边缘效应”，在

两个或多个异质斑块相互渗透的边

缘地带，通常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

性和初级生产力，物质循环和能量

流动速率较快，生态过程较活跃[5]。

夏桥地段正位于城市和乡村的过渡

图1 夏桥煤炭主题公园区位图  图2 融山水之中的贾汪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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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处在人工城市斑块与自然农

田的生态交错带或边际带上，因此

它在现有城市生态格局中的位置极

其关键，承担着由城市生态向自然

生态转化的过渡作用。设计时应充

分考虑原有矸石山的生态治理和景

观绿化，形成“城市公共绿地——防

护林带及塌陷池塘湿地景观——田

园网格肌理”这样递级关系的绿地

系统，有效沟通城市和乡村的交流，

达到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延续

城市文脉、扩大市民活动空间、提高

城市生活品质的目的。

3 景观与生态恢复策略和原则

3.1 城市废弃地生态恢复策略

城市废弃地生态系统因管理对

策的不同，会产生以下4种结果：①

恢复到它受干扰以前的状态；②重

新获得一个既包括原来特性，又包

括对人类有益的新特性状态；③由

于管理技术的使用，形成一种改进

的和原来不同的状态；④因适宜条

件不断损失的结果，保持受损状态。

我们将城市废弃地生态系统的变化

结果用图3表示。

恢复(restoration)是将城市废弃地

生态系统从远离初始状态的方向推

移回到初始状态。如杜伊斯堡公园

西部3/5 的废弃土地所采取的就是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策略。

恶化(degradation)与恢复的方向

相反，使生态系统受到更大的破坏。

我国一些城市在废弃地更新中普遍

采用的房地产开发模式使城市中仅

有的一点绿色消灭殆尽，使病态的

城市生态进一步恶化。

重建 (enhancement)是将生态系

统的现有状态进行改善，结果是增

加人类所期望的“人造”特点，压低

人类不希望的自然特点，使生态系

统进一步远离它的初始状态。硬质

景观为主的开敞空间设计模式是典

型的废弃地重建策略。

改建或修复(rehabilitation)是将恢

复和重建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并

使恶化状态得到改造。目前西方发

达国家在棕地（Brownfield）整治中

普遍采用的即是改建（Rehabilitation）

策略。我国有些城市近几年也在积

极尝试这种持续性的改造措施。

3.2 夏桥工业遗址公园景观生态设
计策略

3.2.1 把握场地禀赋，综合生态设

计模式

夏桥地段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人工构筑与自然斑块相互交替，生

态基础的分布也是非均质的，现状

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决

定了生态设计模式的多样性和综合

性，采取单一的手段不利于课题的

展开。因此提出“把握场地禀赋，综

合生态设计模式”的设计策略。

场地禀赋研究回答场地能做什

么的问题，分别对场地内外生态格

局、建构筑物、现状植被、水体、土

壤、动物等多个角度分析场地的适

宜性，同时指出设计所受到的限制

和面临的问题。夏桥场地禀赋概括

为：场地具有大量的工业遗存、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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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群落、可塑的地形基础和充

足的水资源，现有的大量景观元素

都可以再利用。充分挖掘利用这些

造景元素，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采

矿后的景观（P o s t - m i n i n g

Landscapes）和后工业景观（Post-

industrial Landscapes）。

3.2.2 景观整合历史遗迹

夏桥采矿遗留下来的景观和设

施本身具有历史价值，记载了徐州

甚至江苏省煤矿工业的发展。场地

的转变应在规划中反映以往的历史

价值，作为历史对今天和明天的馈

赠，警示人们珍惜自然、保护自然。

将不同历史层面的东西加以考古式

的发掘，整合再现，会使人们更好地

解读这一城市空间的变迁。将人类

生活、奋斗的工作场景保留下来，成

为一种历史痕迹，为人们提供了阅

读城市的线索。

3.2.3 “人——煤矿——植物”的主

题

公园是为人提供接触自然、与自

然对话机会的场所，因此公园要为

人与自然建立某种联系，在这里人

与自然的关系具体为人与煤和植物

的关系(图 4)。煤是人类文明的象

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而矿井正是这种关系的物化，是人

与矿井关系的物质表现，是人类文

明的遗迹，记载着人与自然斗争的

历史和场景。因此对矿井的保留和

改造不仅是一个节约资源的问题，

它会从更深层面上揭示人与自然的

关系，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赋予矿

井遗址公园的新的意义，公园也将

因此获得富有个性的景观。而植物

是煤的前身，正因为数万年前的茂

密的原始森林，才成就了今日这片

富饶的土地。夏桥废弃地景观改造

要通过景观生态设计使原来不持续

的生产景观转变为可持续的城市景

观，再塑三者之间和谐的关系，实现

人内心所期望的和谐社会。

3.3 景观生态设计3R原则

现在国际上提倡的“3R”原则是节

约资源的公认原则。根据该原则，尽

量达到废弃物零排放的顺序是：减

量>再用>循环与再生>最终处置[6]。

在园区的景观设计中较好地体现了

以上原则(表1)。

图3 城市废弃地生态系统管理的四种策略  图4 “人、煤、植物”关系的演变



44

2007(11)

现
代
城
市
研
究

3.4 景观生态设计方式

在废弃地的景观恢复方式上，不

再仅仅是复原到原来的状态，而是

因地制宜，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

因素。为了体现自然和生态建设的

主题，尽量减少人为干扰的痕迹，采

用“景观生态设计”的方式(表2)。

马来西亚著名建筑师杨经文认为：

生态设计是通过设计获得的一种整

体全面的考虑，它包括在一个被设

计系统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中，对系

统中的能源和材料的审慎使用，以

及通过设计减少这些使用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7]。

4 景观生态设计

4.1 工业建筑再利用

对于场地内工业建筑的改造遵

循“延续城市自然肌理和历史文脉”

的原则，尽可能保留场地中建筑及

构筑物的原有布局，通过不同设计

方式对单体建筑进行改造，使新旧

元素在对比和碰撞中产生时间和历

史感，创造出不同的体验和使用空

间。同时考虑气候、日照、风向等自

然因素对场地的影响。

表2 景观生态设计方式
设计方式 具体应用
自然式 与传统的规则式设计相对应，通过模拟植物群落和地形起伏的设计方式，从形式上表现自然，立足于将自然

引入城市环境之中。在该园区的规划设计中，力求通过对工业广场景观重建、塌陷地的生态恢复，营造具有
自然特色的景观

乡土化 通过对基地及周围环境中植被状况和生活史的调查研究，使设计切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并反映当地的景观特
色。根据该园区特殊的生态条件选取抗旱、耐瘠薄、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进行植物景观绿化。

保护性 园区被破坏的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形成了较好的造园和造景基础，禁止“三通一平”，保护好现有的地形
地貌或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节省经济成本的同时形成优美的景观。

恢复性 在设计中运用种种科技手段来恢复已遭破坏的生态环境。

表1 景观设计3R原则及其在园区中的应用
原则 具体应用
减量(Reduce) 除必要的管理用房外，不再设立其他建筑项目。减少园区内能源、土地、水资源的使用，提高使

用效率。植物配植中林地取代草坪，乡土树种取代外来园艺品种，可大大节约能源、减少资源的
耗费，包括节约灌溉用水、少用或不用化肥和除草剂，并且植物能够进行自身繁衍。

再用(Reuse) 利用废弃的土地以及原有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服务于新的功能，可以大大节约资源和
能源的耗费。利用现有废弃场地内的植被、厂房和机器，设计成开放的市民休闲场所。在新生的
夏桥遗址公园，古树讲述着这块场地的历史，厂房和机器铭刻了城市的记忆，茂盛的野草将新
的环境伦理引入现代都市中。

循环与再生 中水利用 该项目结合矸石山和塌陷地，改良土壤并重建湿地系统，形成良性循环的水系统。
(Recycle) 人工湿地 将经中水处理过的水进行初级净化，然后流入人工湿地塘床系统，通过微生物的分解及水生植

物的净化达到水质安全标准，然后进入鱼池，最后流入戏水池。为生物的栖息地，亦对广大游客
进行了自然与生态保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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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植被景观的生态设计

4.2.1 种植设计原则

基于前期的调查和思索提出三

“尊重”原则：①对原初生境的尊重，

维持其现状保存完整的植被景观。

②对自然的尊重，迹地上生长茂密

的野生植被体现了自然的价值。③

对历史的尊重，迹地上的一草一木

从侧面能反映历史的痕迹，具有历

史价值。

4.2.2 植物配置

（1）西部园区植物群落分区。

西部园区位于原来矸石堆的位

图5 夏桥水系整治

置。由于矸石外运现正逐步变为塌

陷地形，并形成几处坑塘，预计一年

后将会形成大片水域。该地段植物

配置考虑矸石常年堆放对土质造成

的影响，植物选用适合夏桥矸石特

殊土质的徐州乡土树种中抗性强、

耐瘠薄的品种。

（2）东部园区植物群落分区。

a.入口区及园区内部道路两侧绿

化

主入口区植物配置以简洁的几

何线条和体块为主，营造一片开阔

的视野，形成一条直达主体工业建

筑的视线走廊，给人以震慑心灵、豁

然开朗的视觉感受。

园区内部车行道路两侧绿化带，

根据不同车速要求配置不同的景观

林带，形成花灌木、常绿乔木、高大

落叶乔木阶梯状的配置结构。尽量

保留了现有大树和长势较好的植物

群落，疏通厂区绿脉。

b.主题公园、南侧运动区和市民

广场

主题公园区植物配置以规则式

为主，规则式成排成行布置的树阵

与工业广场内厂房的简洁现代风格

相协调。

c.办公租赁区

各办公租赁单元之间以自然式

配置为主以与西部园区协调；而在

办公租赁庭院内部以规则式的现代

景观，与外部环境形成对比，体现现

代精神。

（３）北部园区植物群落分区。

住宅区之间的组团绿地是内向

型的绿化空间，宜营造幽雅安静的

空间氛围。为了增强住区各住宅组

团的识别性，中部干道西侧区域以

春景花灌木为主，中部干道东侧区

域以秋景为主。

4.3 水体景观的生态设计

在原有水系基础上，对场地内已

有的河道、水塘及微型湿地进行梳

理，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图5）。设

计完整的雨水回收系统和污水排放

系统，实现污水、雨水、地下水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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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资源的分流和再利用。生活

污水——经由原线路排放至贾汪区

城市污水管道；雨水——通过对地

面和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达

到雨水回收再利用的目标；地下水

——流入人工湿地进行净化处理。

4.3.1人工湿地

西部园区内建设人工湿地，目的

有三：补充城市地下水源，净化采煤

疏干排水过高的含铁量；改良土壤

和整治现有的地形；接纳、净化来自

东部园区的雨污水。

人工湿地的五种水源：园区地表

径流，处理后的中水，一号井二号井

清水，汛期西排洪沟的分流洪水，分

流三号井四号井煤疏干排水。

4.3.2雨水回收

地面雨水回收：园内道路全部铺

设透水路面，让地面具有很好的雨

水回渗功能。不仅可以回灌地下水

增加水资源可利用量，同时还具有

环境、生态、水资源保护功能。屋面

雨水回收：东部园区建筑占地较多，

建立雨水利用系统，分散或集中收

集利用屋顶雨水。

4.4 地形、土壤及煤矸石的生态设
计

地形：通过“挖深垫浅”的处理，

形成岸线优美的池塘和局部高起的

覆绿坡地，塑造大地形、小坡地相交

叉组合的地貌特征。通过丰富的山

体围合和植被栽植创造不同的聚合

空间。并且把池塘水体纳入到场地

的雨水回收及井下污水净化循环系

统中去，经过沉淀净化的水体为场

地的景观用水和邻近工厂工业用水

提供水源。

土壤及煤矸石：有效地利用原有

的煤矸石和煤渣资源，大胆创新、不

拘一格，进行土壤改良，同时又与整

体环境相协调。公园的道路、挡土

墙、地基等设施的建筑材料均可循

环利用现有煤矸石。煤矸石中含有

丰富的矿物质又能丰富土壤，在煤

图6 人工湿地内的煤矸石土壤改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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矸石上覆土达到一般树木生长所需

的厚度（图6），可使树木存活。这里

不仅是一个很好的煤矸石实验基地，

能有效地发掘煤矸石更多的用途，

提高它的经济效益；又可丰富人们

的生活和视觉感受。

土壤修复过程的展露设计：较难

移走的废渣山丘，就地保留，上覆盖

来自园内环境质量好的沼塘内的有

机淤泥、草根等，然后种植当地乡土

植物中高效吸收重金属污物的植物：

野麦、玉米等，建立自然群落，形成

土壤——植物系统中微界面的净化、

修复功能。经植物的根系和微生物

的分解作用若干年后的地表土壤完

全复育（图7）。以一个土壤断面为景

观，向人们揭示这段自然演变的地

下秘密，让人们亲眼目睹这个过程

（图8）。引导人们在观赏的同时体验

自然，体验富于生态艺术的语言表

达。它不仅使观者看到人类在自然

中所留下的痕迹，而且使复杂的生

态过程显而易见，容易被理解，使生

态科学更加平易近人。

4.5 交通组织

场地交通流线是场地功能划分

的前提，是对场地的结构层次进行

的整合。充分利用原有的交通系统，

构筑车行、步行、自行车和游览火车

相结合的交通网络。路网采取三级

分层结构：车行环路、人行道、公共

空间步行道。场地的主要出入口除

设有集中停车场，还特别设置自行

车出租点，作为场地内主要游览性

交通工具。

场地与城市街道的联系表现为

开放与半开放的形态，入口市民广

场和建筑内部的三个通道使城市和

绿地交织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人流

进入场地的缓冲空间，并在主入口

处设置相应的问讯、休息、指示功能

性建筑（Information），引导使用者的

交通流线。

4.6 景观恢复的教育

1969 年，美国景观设计师菲利

浦·路易斯提出了景观建设的4E方

法：Educational(教育)；Ecological(生

态)；Esthetic(美学)；Environmental(环

境)。开始强调将景观开敞空间作为

教育的区域。景观的生态教育功能

在我国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应该

加强对公众尤其是对青少年和儿童

的生态教育，使景观的教育价值得

到充分的展现。正如日内瓦儿童宣

言所规定的：儿童有充分享受游戏

和娱乐机会的权利，各种游戏娱乐

必须与教育保持同一目的，社会和

主管机关必须为促进儿童对这种权

利的享受而努力。若我们能以更开

放的心情去学习，体验大自然的种

种机会，其经历所产生出来的喜悦

与满足感将远胜于旅行团到此一游

式的征服感[8]。该园内工业景观的保

留与自然景观的生态恢复均具有较

强的教育意义，在景观恢复与建设

中注意了对公众尤其是对儿童的自

图8 土壤复育过程图7 土壤断面景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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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生态教育。

4.7 分期建设

对夏桥废弃地进行一次性改造

需要大量的投入、耗费大量资源，生

态的恢复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

程，为避免不可持续性建设的发生，

公园的建造采取“循序渐进、动态演

进”的手法进行分期建设。同时整个

工程安排成三个阶段：

一期工程：为期5年，公园的积

极作用将从这里开始得到展现，并

推动后面的两个发展阶段。该阶段

将初步建立公园的交通系统与基础

项目设施，开放东部、北部园区以及

西部园区的部分区域，完成西部园

区的地形改造，展示明显的生态环

境改善过程。

二期工程：由于公园大部分基础

构造已经组织到位，该阶段的重点

放在增加项目设置、促进生态恢复

上。

三期工程：主要任务是扩大对外

图9 夏桥遗址公园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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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面积，增加栖息地面积，合理开

发利用西部园区原有基础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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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废弃地是一种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

坏、影响城市形象并且造成土地资源浪

费的土地类型，如何进行合理的改造以

形成可持续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是十分

棘手的问题。利用徐州市夏桥工业遗址

公园的废弃地改造项目进行了废弃地

“变废为宝”的探索，对合理进行废弃地

的景观与生态恢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通过对该废弃地现状的分析，得出

对其进行合理的景观与生态恢复的必要

性。依据景观设计与生态恢复的理论、

方法与原则，提出场地景观设计与生态

恢复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风景园林；城市废弃地；景观与生态恢

复；景观改造

Abstract: Derelict land is a land type

that causes great destruction to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destroying the cities' vi-

sualization and leads to waste of land

resource. It is a very sticky problem about

how to carry on the rational transforma-

tion to form the sustainable and utiliz-

able land mode. Through the transforma-

tion project of Xiaqiao landscape in

Xu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relict

land to useful land is investigated, and

the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district is studied. Through the analy-

s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r-

elict land, the necessity of rational land-

scape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he

derelict land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ecological

recovery, concreted measures for land-

scape and ecological recovery are

proposed.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

ban derelict land; landscape and ecologi-

cal restoration; landscape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