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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cological +"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rban Water Space under 
the Concept of System Resilience

系统韧性理念下城市水系空间“生态+”发展策略
及实践*

田  健   曾穗平    TIAN Jian, ZENG Suiping

当前我国城市水系空间建设过程中，由于忽视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活力等多重效益的联动互馈作用，出现了生态空

间功能单一、活力不足、规划实施困难等问题。强调提升系统主体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能力的系统韧性理念，为解决

上述问题提供契机。基于系统韧性理论，研究提出多元化的城市水系空间“生态+”发展策略：基于“生态+安全”，系统

化建构城市水系生态安全格局，完善基础支撑；基于“生态+多功能”，形成复合功能区划、多元产业兼容、绿道系统布局

与涉水工程设施景观化等复合策略，提升水系空间活力与品质；基于“生态+多主体”，引入多方共建机制，提供规划实

施保障。以周口市为例，在城市水系空间生态安全布局、多元功能与景观设计、空间活力提升、多方共建等方面落实“生

态+”发展策略，为城市水系空间的韧性发展提供借鉴。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water system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due to the neglect of the linkage and mutual 
feeding of multiple benefits such as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spatial vitality, the problems of single function, insufficient 
vitality and inefficien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appear. The concept of system resilience is emphasized to 
improve the self-adaptation, self-coordin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ability of system subjects, which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stem resil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iversified "ecological 
+"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urban water system space. Based on "ecological + security", it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urban water system and improves the basic support. Based on "ecological + multi-function", 
a composite strategy should be formed, such as complex function zoning, multi-industry compatibility, greenway system 
layout, and landscaping of wading engineering facilities, to improve the vitality and quality of water system spac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a multi-stakeholder mechanism is introduced to guarant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Taking Zhoukou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composite benefits of urban water system space, 
such as ecological security, multiple functions, landscape levels and spatial vitality,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 resilience of urban water system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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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水系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各种水体构

成脉络相通系统的总称，包括自然水体和人工

水体两大类。自然水体包含流经城市的河流、

湖泊、湿地及地下水等，人工水体包含人工渠、

给排水管道、雨水管道等 [ 1]。本文中的城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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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空间是由城市水系及其周边的生态缓冲空

间构成，是承载着城市生态安全、居民游憩休

闲等功能的城市空间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我国城市快速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水

系空间被逐渐压缩、雨洪内涝灾害频发等问

题，国家提出海绵城市建设、“城市双修”生态

修复等发展战略，有效缓解城市涉水灾害、修

复城市水系空间 [ 2]。然而当前，在我国城市水

系空间实际建设过程中，因局限于政府单一

主导的生态修复与空间建设，忽视了经济、社

会、文化和空间活力等多重效益的提升，出现

了水系生态空间功能单一、活力不足、规划实

施困难等问题[ 3]。既有研究侧重于城市水系景

观设计[ 4 ]、海绵城市与水系治理[ 5 - 6]、城市水系

安全评估[ 7]与韧性提升[ 8 ]、城水空间关系分析[ 9 ]

等内容，缺乏对城市水系空间承载的“生态—

经济—社会—文化—景观”复合效益及规划

建设实施等系统要素研究，难以化解城市水系

空间在安全、品质、活力、实施等方面的系统问

题。因此，亟待从单一韧性走向系统韧性，通过

研究水系空间多元化功能使用、多样化空间形

态组织、多方共建模式等，重构城市水系安全

格局、提升城市涉水公共产品建设效率与生态

空间活力。

1  系统韧性理念与城市水系空间“生

态+”复合效益提升

1.1  系统韧性理论的产生及内涵

韧性（resilience）最早来源于拉丁语

“resilio”，本意是“恢复到原始状态”，后来逐

渐应用到不同的领域：19  世纪中叶，韧性被广

泛应用于机械学，用以描述金属形变后的复原

能力；20世纪5 0—8 0年代，西方心理学研究普

遍使用“韧性”描述精神创伤后的恢复状况[ 10]；

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 11]首次将韧性思想应

用到系统生态学，用以定义生态系统稳定状态

的特征。20世纪9 0年代以来，韧性研究逐渐从

自然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延展。

韧性理念在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

性—演进韧性”多次范式转换后，进入了社会

生态系统韧性研究阶段[ 12] 5 0。系统韧性理念强

调通过提升系统主体的自适应、自协调、自组

织能力，解决自身发展存在的风险问题 [ 13]。与

其他两种韧性概念相比，基于系统适应性和演

进发展的演进韧性理论，对韧性内涵诠释得更

为深刻全面，有利于针对性地解决城乡系统性

风险问题，成为当前乡村韧性研究的主要指导

理论（见表1）。

1.2   基于系统韧性理念的城市水系空间“生

态+”思路

强调自适应、自组织、自协调发展的系统

韧性理念，为解决城市快速建设产生的水系空

间安全不足、活力不高、实施困难等问题提供

可行思路：即通过提升城市水系空间中针对用

水保障与洪涝灾害的自适应能力、针对多元功

能和景观形态的自协调能力、针对多元主体参

与建设发展的自组织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城市

水系空间“安全—品质—活力—实施”等系

统性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城市水系空间是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

要构成元素，是防控城市洪涝与区域涉水灾害

的主体空间，其基本目标是发展生态效益、实

现最优生态价值。同时，水系生态空间又是城

市公共开放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串联城市

不同片区和各类功能空间的“缝合器”，需要

与城市功能和空间密切衔接、融合发展。此外，

水系生态空间建设涉及公益性较强的项目，单

一的生态建设严重依赖财政投入，资金压力

大、规划实施困难，因此有必要在保障生态效

益的基础上，发展多元效益、促进多方共建共

赢 [ 14 ]。因此，城市水系空间的系统韧性发展，关

键在于提升复合效益，将水系生态空间建设与

多角度安全保障、多元化功能布局、多主体共

同参与相结合，形成“生态 + ”模式，即以生

态建设为主体，根据具体资源禀赋与建设需求

融入多元功能、设计多元路径、实现多元发展

（见图1）。

城市水系空间良好的功能兼容性为发展

“生态 + ”复合效益提供了契机。由于水系生

态空间类型多样，毗邻的城市功能区域类型丰

富，资源禀赋条件多元，因此可以因地制宜地

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创意、都市农业等多种功

能和产业类型，形成多元化的“生态+ ”发展

模式。通过水系生态空间多元功能兼容，为引

导丰富的水系生态空间形态、多建设主体共建

共享、发展复合效益提供了可行性。

2  基于系统韧性理念的城市水系空间

“生态+”发展策略

2.1   基于系统韧性理念的城市水系空间

“生态+”策略框架

首先，城市水系空间的系统韧性提升建

立在水系安全格局的系统化建构基础上，即

满足涉水安全韧性。通过区域统筹城市水系

水源保障、城市水系连通和各类涉水工程协

调，提升水系应对涉水灾害的自适应能力，形

成满足城市涉水生态防灾要求的水系生态空

间体系。其次，展开城市水系空间的多元功能

化使用和空间多样化设计，提升水系空间自

协调水平。通过水岸功能区划确定水系生态

空间功能属性，从而分类制定水系空间多元

产业兼容发展策略，完成滨水空间绿道系统

设计和涉水工程设施景观化设计，形成功能

使用丰富、空间活力充沛、多元效益富集的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2]50整理。

表1 3种韧性理念的比较总结

Tab.1  A comparative summary of the three resilience concepts

韧性概念 平衡状态 本质目标 理论支撑 系统特征 韧性定义

工程韧性 单一稳态 恢复初始稳态 工程思维 有序的、线性 系统受到扰动偏离稳态后
恢复到初始状态的速度

生态韧性 两个或多个稳态 塑造新稳态，强调
缓冲能力 生态学思维 复杂的、非线性 系统改变自身结构之前所

能够吸收扰动的量级

演进韧性 不追求稳态 持续不断适应，强
调学习和创新性 系统思维 复杂的、非线性

和持续不断的调整能力紧
密相关的一种动态的系统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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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空间形态。最后，结合具体功能兼容发展情

况，针对性地制定多方共建共享的实施策略，

提升空间发展的自组织能力，确保城市水系

空间建设顺利实施（见图2）。

2.2   “生态+安全”：城市水系安全格局的系

统化建构

水系生态空间应满足城市多元化的涉水

防灾要求与生态安全需求，因此建构城市水系

生态安全格局成为提升水系生态空间复合效

益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城市水源保障、水系

连通、涉水工程协调等内容（见图3）。

2.2.1   城市水源保障与水系连通

通过区域统筹城市水源供给是建构城市

水系安全格局的基础工作。根据国家和区域水

资源分布与水利工程，确定城市河道取水口及

城市远景水源地，明确城市水系的水体补充来

源，划定水源保护区范围并制定管理措施。

通过建设人工河渠将城市各条水系有序

连接，避免部分水系孤立存在，形成连通性良

好的活水水网体系。在水系连通的基础上，形

成水渠、湿地、人工湖等多样化水体形态，兼具

城市行洪排涝、蓄洪调节、保护动植物多样性、

净化污染物、调节地区气候等生态功能。通过

水系联通，结合水系保护要求和城市既有生态

空间，最终形成生态节点与廊道空间相结合的

城市水系空间系统[ 15 ]。

2.2.2   城市涉水工程协调

城市水系安全格局涉及多个生态系统，

通过涉水工程协调，构建具有综合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包括城市水

系统、城市滨水绿地系统、涉水防灾与防护绿

地系统。为避免涉水规划中给水、污水、雨水、

防洪工程、景观与湿地等专业规划独立开展、

缺乏协调，应统筹安排城市水系统各项要素，

综合考虑河流、湿地等生境的完整性和城市景

观与开敞空间布局，保障水系生态格局完整

性，使城市用水、排水、防洪排涝和区域水资源

综合利用相协调 [ 16]，形成高质量的供水保障和

水生态环境系统。

同时，通过涉水工程协调，实现河湖水系

（承担蓄洪排洪、航运等区域水安全和交通职

能的过境水体）与城市景观水系（城市内部

蓄水排涝的景观水体）分工协作，为水系空间

发展多元功能创造有利条件。城市涉水工程协

调主要涉及生态补水工程、生态湿地保护工

程、活水景观补水与引水工程等内容。

2.3   “生态+多功能”：城市水系空间的多元

功能化使用

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基础上，根据水系空

间不同区段资源禀赋特色，兼容发展多元功

能，是提升水系空间复合效益的核心工作，其

中包含水岸功能区划、多元产业兼容、滨水

绿道系统设计、涉水工程设施景观化等内容

（见图 4 ）。

2.3.1    “生态 + 水岸区划”：水岸功能区划与设

计引导

为提升水系空间功能建设的科学性与可

行性，发展适应于不同水系空间资源禀赋的

特色功能，依据城市水系不同区段特征及周

边土地功能，可将水岸划分为自然生态型、生

活型、生产型等3大类型，并根据具体区位和

资源禀赋，展开功能区划布局与空间设计引

导（见表2）。

自然生态型水岸的生态空间以生态维育

为主，强调自然要素修复与保护、生态涵养及

洪涝调蓄工程设计，部分区域可适当开放为

游憩区，设计多样化的休闲服务设施及生态

文化景观；生活型水岸的生态空间常与生活

服务及日常休闲设施结合布局，应具备良好

的步行可达性，并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生产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2 基于多元功能特色的城市水岸功能区划及设计引导

Tab.2  Functional zoning and design guidance of urban waterfront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图1 基于系统韧性理念的城市水系空间“生态+”思路
Fig.1  "Ecological +" idea of urban water system spa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ystem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基于系统韧性理念的城市水系空间“生态+”策略框架
Fig.2  "Ecological +" strategic framework of urban water system spa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ystem resil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水岸类型 水岸功能区划 设计内容

自然生态型 生态保育区 自然要素修复与保护、生态涵养、洪涝调蓄工程
生态游憩区 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多样化的休闲服务设施及生态文化景观

生活型
宜居水岸区 融入滨水开敞空间的生活服务与日常休闲设施
历史文化区 旧城区滨水空间历史文化要素提取与生活服务设施
中心水景区 城市中心区综合服务功能与特色水景

生产型 港口物流区 便于综合运输组织的物流服务设施与人工岸线
现代工业区 便于生产组织、体现现代工业文明的设施与景观



108 | 城市研究

水岸通常为人工岸线设计，便于综合运输组

织或工业生产组织。

2.3.2    “生态 + 多元产业”：生态产业兼容发展

策略

在城市水系空间功能区划的指引下，研

究具体区域的多元产业兼容性，在生态空间范

围内发展多元产业，提升经济、社会、文化等复

合效益 [ 17]。水系生态空间主要的兼容产业包括

生态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

（1）生态产业：城市水系空间可兼容多

种生态产业，如湿地经济作物、苗圃、花卉等都

市农业。其多分布于自然生态型水岸沿线，在

保护生态水岸的基础上，形成可观、可游、可贸

易的经济作物生态景观区域。

（2）文化产业：根据城市水系具体区段

的资源禀赋特征，在符合水岸生态安全管控

要求的基础上，可适当发展多元文化产业，如

历史地段的码头文化商业街区、艺术品展售

空间、文化创意产业区等，丰富城市水岸文化

景观，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提升水岸经济文化

效益。

（3）旅游产业：水系生态空间既是天然

的旅游休闲空间，又是串联城市旅游空间资

源的重要线索。结合水系不同区段特色资源

发展多元主题的旅游休闲服务功能，并通过

水上游线和陆上游线设计，整合水系沿线旅

游资源。

2.3.3    “生态 + 绿色交通”：滨水空间绿道系统

设计

设计滨水空间绿道系统是增加水系空间

可达性、提升空间活力的重要手段。城市水系

空间不同区段之间常存在生态阻隔、人工建设

阻隔等问题，通过绿道系统设计连通生态空间

各区段，促进水系生态空间整体联动发展。

根据城市不同区域居民慢行交通出行需

求，打造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网络式的绿

道网络系统。“多层次”是指将滨水绿道划分

为城市级、片区级、社区级或公园内部绿道3

个等级，分别设计断面形式，分级配置休憩节

点设施；“多功能”是指根据绿道经过各区段

的具体资源禀赋特征，发展多元使用功能，如

观景游园、文化展示、餐饮零售等；“复合型”

是指绿道功能布局和空间层次的复合设计，

包括地上地下结合、水上陆上结合等形式；

“网络式”是指各条绿道之间相互连通，并接

入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形成网络式布局。

2.3.4     “生态 + 景观提升”：涉水工程设施景观

化设计

在多元功能融合布局的基础上，通过提

升城市水系空间的景观效果，丰富景观层次，

以吸引人流并增强空间活力。城市水系空间最

典型的景观问题是涉水工程设施的生态化处

理不足，空间氛围生硬枯燥。因此，本文以涉水

工程设施的景观化设计为例，提升水系空间景

观效果，主要包括驳岸设计、水坝和水闸设计

等内容。

驳岸设计应考虑水系景观的整体效果，

并适应丰水季、枯水季等不同时节的水面变

化，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驳岸景观设计方案。

自然驳岸应采用天然材料，如柳条施工法或箱

笼施工法建造传统滩石护岸；人工岸线应采用

植被稳定技术保护河岸，种植乔木构建坡顶绿

化维护岸堤，并通过垂直绿化稳固坡面，丰富

景观层次；在人工岸线坡脚下，通过生态浮岛、

水生植物等手段柔化岸线边缘，增强驳岸的景

观性与亲水性 [ 18 ]。

水坝包括橡皮坝和溢流坝，为保证防洪

作用不能随意改造，但可以美化坝体及周围的

环境来提升景观效果。可将单个高橡皮坝分为

多个矮橡皮坝，并结合雕塑小品或植物对分隔

设施进行美化；溢流坝坝体可以采用石材贴面

覆盖混凝土，或隐藏于假山石之中，设置阶梯

状水坝及景观雕塑小品，增强趣味性与观赏

性。水闸可结合周围环境设计成景观性构筑

物，通过植物栽植与环境融为一体。

2.4   “生态+多主体”：基于多方共建的城市

水系空间规划实施策略

城市水系空间是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

局、实现涉水安全防灾目标、满足居民亲水游

憩需求的重要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公益属

性，在实施过程中易带来较大的财政资金压

力。因此，宜以复合效益提升为契机，建构整体

规划、分段实施、多方共建的实施保障机制。通

过水系空间整体规划统筹功能与空间布局，根

据不同区段的功能兼容特点，确定商业开发和

公共产品供给的比例、生态空间与周边地块共

同开发的策略，并搭建多开发主体参与建设的

协调平台[ 19 ]，从而在规划框架内积极引入社会

资本参与生态空间建设，在确保生态安全与市

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可有效缓解财政资金压

力，提高水系空间建设效率，充分发挥生态空

间的多元效益（见图5 ）。

图3 城市水系安全格局系统化建构
Fig.3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urban water system security patter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城市水系空间的多元功能化使用
Fig.4  Multi-functional use of urban water system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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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口城市水系空间“生态+”规划

实践

3.1  周口城市水系概况

周口地处河南省东部，因水兴城，境内有

沙颍河、涡河、西肥河、汝河4 大扇形水系，其

中沙颍河及其支流贾鲁河、洼冲沟、流沙河等

流经市区，并呈现明显的平原水网特色：（1）

地势平坦，河底标高相近，有利于蓄积水面；

（2）河网密布，湖塘众多；（3）总体格局为城

外支流、城内汇流，市区外围各支流在市区汇

至沙颍河（见图6）。

在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后，目前

周口城市水系建设存在诸多问题。（1）在涉水

安全保障方面，伴随着城区高密度建设，许多

水系被填埋，河流断裂，水面缩小，调蓄与防洪

排涝能力下降；单一的水源无法满足快速增长

的城市人口用水需求。（2）在滨水功能及产

业布局方面，沿岸功能与产业类型单一，中州

路的关帝庙商业街是滨水地带仅有的商业区，

岸边多为封闭的居住区，水系周边空间活力较

低；滨水旅游资源开发不足，缺少历史文化展

示空间。（3）在水系空间交通组织和景观风

貌方面，滨水空间普遍可达性低、亲水性差，水

岸多为大面积灌木植被，把陆域空间和水体隔

开，阻挡滨水景观视线；人工护坡和堤坝形式

单一，景观效果较差。（4 ）在涉水公共产品供

给方面，缺乏对滨水文化、旅游、商业等设施建

设的管控与激励机制，单一的政府建设模式使

得产品供给效率不足。周口城市水系空间，亟

待通过系统化的水系安全格局建构、多元化的

功能产业布局与交通景观设计、多主体参与的

滨水公共产品供给，提升水系空间的复合效益

与韧性发展水平。

3.2   生态+安全：系统化建构周口城市水系

安全格局

针对周口城市涉水安全保障需求，从水

源保障、水系连通、涉水工程协调等方面对水

系安全格局进行系统化建构，从而确定水系生

态空间布局，为提升水系生态空间复合效益提

供安全韧性保障。

3.2.1   周口水源规划与水系连通设计

在水源保障方面，建设两个城市远景备

用水源：西华县沙河、颖河之间的夹河套地区

规划建设平原水库作为城市远景水源地；沙颍

河城区段北侧、黄河故道南侧地区建设调蓄水

库，以农业灌溉、蓄洪排涝为主兼顾景观湖功

能，有效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在水系连通方面，以周口城区水系相通

为重点，启动伏羲湖、洼冲沟、流沙河与沙颖河

互通设计，进而展开城区内外水系连通工程，

完成周口都市区范围内主要河流的水系连通

梳理及生态廊道建设，形成生态化、网络化的

水网格局（见图7）。重点对周口历史河流——

老运河、运粮河、商水护城河等进行清淤疏通，

恢复历史水系格局，延续周口水文化脉络。

3.2.2   周口涉水工程协调规划

周口城市涉水工程协调目标是构建水系

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统筹河湖、湿地等水系生

境与城市水系景观建设，确保水资源高效利用

与供水保障，主要包括：（1）生态补水工程，如

通过补水量需求分析，设计向伏羲湖水库和黄

河故道湿地补水线路，明确老运河、运粮河的

蓄水和换水方式，改善城区水环境（见图7）；

（2）生态湿地保护工程，如在沙颖河和老枯河

交汇的低洼地建设生态湿地，根据河道防洪功

能和河道管理规定，种植适宜的水生植物，设

计湿地水处理系统；（3）活水景观补水与引水

工程，将城市过境水体与景观水体适当分离，

并设置连通水闸（如洼冲沟河道与伏羲湖平

行布局，河道与两侧水域由长堤隔开），在确保

生态安全的基础上，为水系空间发展多元功能

提供便利条件（见图8 ）。

3.3   生态+多功能：周口城市水系空间多元

功能兼容发展

3.3.1    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水岸功能区划与

设计引导

根据周口城区涉水安全格局及水系周边

功能布局，按照生态、生活、生产划分岸线类

型，其中自然生态岸线位于许湾湿地等城郊水

图5 基于“生态+多主体”的城市水系空间多方共建模式
Fig.5  Multi-party co-construction mode of urban water system space based on "ecological + 
multi-ag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周口都市区水系现状与流域分布

Fig.6  Water system status and watershed distribution in Zhoukou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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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上游生态涵养区域，生活岸线位于主城区

内部水域，生产岸线位于沙颍河周口港及附近

水域。

以岸线类型划分为基础，展开周口水岸

功能区划并给予针对性的设计引导：生态游

憩区位于流沙河湿地和东郊湿地，设计特色

湿地景观、配备休闲游憩设施；宜居水岸区位

于城市社区，结合滨水开放空间建设生活性

服务设施和日常休闲设施；历史溯源区位于

旧城区，通过提取周口码头文化、商贸文化要

素，传承历史空间格局，提升休闲服务设施水

平；中心水岸区位于城市新区公共服务中心，

发展商贸商务、文化休闲等多元综合服务设

施；现代工业区位于工业及港口区域，在满足

生态安全要求的基础上便于生产组织，形成

展示现代工业文明的滨水景观（见图 9 ）。

3.3.2   周口水系生态空间多元产业发展引导

在水岸功能区划指导下，结合周口主城

区具体地块功能特色，明确各水系空间可兼容

的生态、文化、旅游等多元产业类型，提升水系

空间的复合效益。

在生态产业方面，结合流沙河湿地、东郊

湿地和伏羲湖西部湿地开展湿地经济作物种

植，发展湿地植物园、名药种植园等；结合运粮

河、沙颍河下游开阔地带和郊野湿地周边空

间，种植苗圃、花卉等经济作物，形成滨水生态

产业景观。

在文化产业方面，结合旧城区历史空间

格局和码头商贸文化，在沙颍河、贾鲁河沿

岸建设文创街区、特色商贸街区、码头文化

体验区，提升现有关帝庙商业街空间品质；

结合伏羲湖及周边水系生态空间，建设体现

周口现代风貌的文化会展区、文创产业区、

文娱休闲区等，丰富水岸景观，提升水岸文

化效益（见图10）。

在旅游产业方面，整合周口主城区水系

沿线旅游资源，形成流沙河生态游线、黄河故

道观览游线、古城历史溯源环线等7条水上游

线和沙颍河主航道游线（见图11），结合贾鲁

河古城文化、流沙河湿地、伏羲湖中心等水系

各区段特色资源，发展水上运动、水景观览、文

化体验等多元主题的休闲服务设施。

3.3.3    基于多元功能融合的周口滨水绿道系

统设计

根据周口都市区范围内特色资源与水

系空间分布，结合河、湖、林、田等开放空间

要素，按照城市级、片区级、社区级或公园内

部绿道分级建设，打造多层次、多功能、复合

型、网络式的滨水绿道网络系统。在都市区

内形成 9 条城市级滨水绿道线路，如依托贾

鲁河、清水河的根祖文化休闲绿道，连接鹿

邑、扶沟两大根祖文化景区；结合颖河和人

工运河形成以运动休闲、水文化体验为主题

的郊野水乡特色绿道；为彰显周口黄河故道

及漕运文化，形成连接故道渔湾、许湾、运河

湿地的黄河故道文化绿道等（见图12）。与

城市级滨水绿道相连，结合社区商业休闲、

文体活动设施等滨水功能建设，布局社区绿

道和滨水公园内部绿道，并接入城市慢行交

通网络。

通过滨水空间绿道系统架构，提升周口

水系空间的可达性与连贯性，促进滨水多元

功能及产业的联动发展，有效提升城市水系

空间活力。

3.3.4     基于景观效果提升的周口涉水工程设

施景观化设计

通过涉水工程设施景观化设计，提升周

口水系空间景观效果与空间活力，其中主要包

括多样化、多层次的驳岸景观化设计和堤坝景

观化设计。

多样化的驳岸景观是基于水岸功能特

点，灵活选择驳岸样式。例如，流沙河湿地承担

着水体净化、湿地作物培育、滨水休闲等职能，

驳岸采用自然护坡形式，与水生植物和浮岛结

合布局，局部使用临水木栈道；沙颍河带状湿

图7 周口都市区水系连通与涉水工程协调

Fig.7  Coordination of water system connectivity and wading projects in Zhoukou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基于水安全格局的周口城区水系生态空间布局

Fig.8  Ecological spatial layout of urban water system in Zhoukou based on water 
security patter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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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周口城区水岸功能区划

Fig.9  Waterfront function zoning in Zhoukou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地与平行干渠，其中带状湿地驳岸以自然护坡

为主，干渠采取硬质岸线，坡体有多种植被加

固；伏羲湖断面跨度较大，湿地、湖堤、泄河、绿

道、植物园交错布局，则因地制宜采用多元化

的驳岸样式（见图13）。

多层次的驳岸景观是基于丰水季与枯水

季水面范围变化，在不同标高段设计多层次驳

岸。例如，许湾生态湿地，枯水季水岸采用自然

漫滩，包含多样化水生植物景观和亲水游憩设

施；丰水季水岸采用多种乔木植被，形成坡顶

绿化维护岸堤，并通过垂直绿化稳固坡面，在

人工岸线坡脚通过生态浮岛等形式增强驳岸

的景观性与亲水性。

3.4   生态+多主体：基于多方共建的周口城

市水系空间实施保障

在周口城市水系空间方案实施过程中，以

复合效益和多元功能发展为契机，结合水系不

同区段周边资源禀赋及水系生态空间功能区

划，探索“公众参与引导—多方平台建设—单

元平衡机制—政企合作开发”等多元化的多方

共建模式，促进水系生态空间建设顺利进行。

（1）在公众参与引导方面，提高水系周

边社区居民参与设计建设的能力，形成公众参

与的长效机制。由政府牵头广泛宣传，组织各

社区居民代表开展座谈会和问卷调查，全面了

解居民的空间使用需求。通过举办学习宣讲

班，由规划师利用通俗易懂的图示和案例，向

居民代表宣讲方案意向，分析方案利弊，鼓励

居民针对自己关注的问题提出建议。

（2）在多方平台建设方面，由政府组织

滨水空间发展委员会，邀请开发商、规划师及

社区居民代表、运营公司等多方参与，搭建开

放式的规划编制平台，通过平台常设各阶段会

议并固定会议室，以媒体发布、规划师宣讲、居

民小组讨论和多方沟通等方式广泛征集意见，

有效地推进方案编制与实施。

（3）在单元平衡机制方面，通过划分建

设单元，实现弹性有序发展，平衡多方利益。将

滨水空间划分为若干建设单元，不同单元间盈

图11 周口城区水上游线规划

Fig.11  Planning of upstream water in Zhoukou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周口都市区水系绿道系统

Fig.12  Zhoukou metropolitan area waterways' greenway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兼容多元产业功能的伏羲湖生态空间意象

Fig.10  Ecological space image of Fuxi Lake with multiple industrial functio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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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与公益性项目进行资金平衡。例如，某单

元盈利性项目较多，相邻单元则以公益性项目

为主，单元间的项目应适当捆绑建设，盈利性

项目较多的单元需要为相邻单元的公共产品

供给提供资金补贴，从而减轻财政压力，实现

共建共赢。

（4 ）在政企合作开发方面，以周口城市

东郊许湾生态湿地建设为例，由于生态建设规

模较大，为提高实施效率，采用市场化的政企

合作模式。政府通过协议授权投资者组建项目

公司进行融资、建造、运营和维护，经营期满后

无偿转交政府，政府将周边部分土地开发权出

让给项目公司，以捆绑方式提高项目公司整体

盈利能力；政府监督建设的各个环节，如许湾

生态系统修复等，在确保公共利益和生态安全

的基础上，提高实施效率。

4 结语

在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念引领下，

发展多元化的“生态 + ”模式，是避免当前城

市水系空间功能单一、活力不足、规划实施困

难等问题的有效途径。作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

系统的重要元素，水系空间应在满足涉水生态

安全的基础上，与城市整体功能和空间密切衔

接、融合发展，提升生态空间的复合效益与活

力。“生态 + 安全”是复合效益提升的基础支

撑，通过水源保障、水系连通和涉水工程协调

等措施系统化建构水系安全格局，提升水系

自适应能力和涉水安全韧性；“生态 + 多功能”

是复合效益提升的核心内容，包括多元功能引

入、多元产业兼容、滨水绿道串联和涉水工程

设施景观提升等技术方法，提升水系功能景观

自协调水平；“生态+ 多主体”是复合效益提升

的实施保障，通过引入多方共建机制，提升水

系空间建设的自组织水平和规划可实施性。

“系统韧性”理念下的城市水系“生态+ ”

模式，是开放式的策略框架，未来结合新技术

发展及空间规划深入推进，围绕系统自适应、

自协调、自组织能力培育，内涵可以不断延伸

拓展。如结合数字化技术开展“生态 + 智慧”

的水系空间洪涝灾害智慧识别与实时监测研

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框架进行“生态+ 协同”

的水系空间与沿岸功能及空间布局协调性研

究等，为城市水系空间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研究提供基础框架和方向导引。

图13 周口城市主要水系生态驳岸样式设计

Fig.13  Ecological revetment design of Zhoukou main river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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