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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园内生态道路铺装设计探究

—以江苏省常熟市南湖湿地公园为例

陈俊

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湿地公园内的道路系统是人为体验和感受湿地的重要基础设施，道路系统不仅需要解决行走和游览的需求，更

应该在用材和设计上满足生态需求。基于江苏省常熟市南湖湿地公园的建设现状，通过现场考察及资料收集，针对常熟市南

湖湿地公园内现状的道路铺装进行了探究。现状湿地公园内的道路材质主要以透水沥青、透水砖、木材、卵石和植草砖等构

成。其道路铺装的材料运用上体现了生态环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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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相关概念介绍

1.1.1 湿地公园的定义

湿地公园是以湿地为修复对象的园林形式，是对湿地生

态系统的保护、重建和恢复以及艺术再现的自然湿地景观。

湿地公园发展出的融合自然、景观、园林的绿色空间，具有

生态、观赏、文化等多种功能。[1]湿地公园最重要的特点是

突出生态保育。在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的同时再相应的附加

公园的特征。这是湿地公园在设计上区别于一般城市休闲公

园的主要特征。湿地公园的建设对周边水系的生态环境起到

改善和促进作用，对提升当地生态宜居品牌效应，以及经济、

文化、旅游事业的建设，都将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1.1.2 生态型铺装的定义

生态型铺装是指将透水性能良好，孔隙率较高的材料用

于面层与基层，使雨水通过人工铺筑的多孔性路面下渗，从

而使硬质铺装具有让水直接渗入地下，并能使雨水还原成地

下水参与地下水循环，以此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2]生态

道路铺装在施工和设计上具有很高的可塑性，设计需要在满

足生态的同时又兼具美观和实用的性能，针对一些自然野趣

的生态道路形式，在设计上同时需要考虑安全性和和谐性。

1.2 背景介绍

1.2.1 区位介绍

江苏常熟南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常熟市区西南部阳澄

片区内南北两侧以现状鱼塘塘埂为界，规划区内地势平坦，

鱼塘棋布，苏虞张高速公路横穿其中。湖泊及坑塘是公园的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约占整个区的 61.94%；区内湿地面积

370.78ha，湿地率为 77.41%。

1.2.2湿地公园建设介绍

江苏常熟南湖国家湿地公园在水系改造、退塘还湿和湿

地生境修复重建的基础上，恢复多种湿地类型。将湿地公园

划分为五大功能区：湿地保育区、湿地恢复区、科普宣教区、

合理利用区、管理服务区。

公园将融合湿地保育、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及合理利用

为一体，突出“原生态湿地，原真性乡野”特色，凸显湿地

公园作为湿地生态研究示范区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2南湖湿地公园生态道路铺装设计

2.1南湖湿地公园各分区铺装样式

根据湿地公园内的不同功能分区，南湖湿地公园内的道

路铺装在设计上形式各异，以满足不同活动的需求。

2.1.1湿地保育区

湿地保育区是开展湿地保护与恢复，改善和丰富湿地生

境类型，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

性的区域。此区域以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为首要出发点，只

允许公园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进入，避免游客的干预。区域

内的道路设计主要用于日常管护、湿地监测及为生物栖息所

用。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区域内的道路铺装材料主要以透水

沥青、防腐木平台及有机覆盖物为主。

2.1.2湿地恢复区

湿地恢复区主要工程以开展退塘还湿、退渔还湖工程为

主，将破碎的湿地景观进行修复，重建湿地植物群落，改善

生态环境，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为湿地保育区提

供缓冲和扩展的空间，使整个湿地生态系统达到良性循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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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区域内的道路主要用于日常管护、湿地监测及少量的游

客干预。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区域内的道路铺装材料主要以

透水沥青、透水砖、防腐木平台及植草砖为主。

2.1.3 科普宣教区

科普宣教区的核心功能是生态展示、科研监测及科普教

育，通过丰富的宣教展示内容，以实物向大众展示湿地植物

的多样性，突出湿地生态系统的观赏性、科普性、体验性。

区域内的道路交通主要用于访客步行体验，丰富游览感受。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区域内的道路主要以木栈道、防腐木平

台、卵石步道、树桩汀步构成，整个步行系统以生态出发，

在材料的运用上突出生态性、自然性和美观性。

2.1.4 合理利用区

合理利用区的建设前提是以保护生态系统不受破坏为

前提，充分利用该区所具备的土地资源、人文和自然景观资

源，因地制宜，适度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游憩体验活动，提

高湿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所以该区域通过营造具有南湖

特色的湿地景观，满足大众休憩游玩的要求的景观设施，在

道路设施设计上更多运用耐久性的材料为主，如透水沥青、

透水砖、防腐木平台及植草砖等。

2.2 南湖湿地公园铺装材料分析

2.2.1 透水沥青

生态型透水沥青路面结构特点不同于普通路面，它能够

调节大气湿度，具有良好的透水性能、降噪功能，同时可防

溅水、反光等，具有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3]南湖湿地公园

内的透水沥青路面主要为公园内的一级道路，用于车辆同

行，宽为 7m，环绕整个南湖湿地公园一周，约 10km 长。道

路由原始场地沙石路改造而成。通过设计透水沥青路面，保

证了游客公园游览的，管理人员管护湿地的基本条件，同样

其透水性可以防止地面积水，降噪性能够避免动物收到外界

因素的干扰，从而兼具生态效益。

2.2.2 透水砖

透水砖也属于透水铺装的一种，其本质特性与透水沥青

相似，只是材料结构上的区别。透水砖造型多样，其透水性

能相主要是通过对砖体中间留孔，使水体排除。[4]南湖湿地

公园内的透水砖路面主要设计为人行步道，宽度 2m，与车

行道通过绿化隔离带分割，将人形路线与车行路线分割，保

证了访客游览的安全性。

2.2.3 木材

木材在公园的设计中主要运用于亲水性的设施，如木栈

道，亲水平台，观鸟屋等。木材的颜色和材质给人以自然和

亲切感，并且光线照射在木材上也将呈现不同的视觉感受。

在南湖湿地公园中，亲水栈道和观鸟平台的材质以防腐木为

主要材料。使游客能够漫游在水中央，观赏湖中生态树岛和

鸟类栖息。木质道路不仅提供了游览的需求，也为湿地水生

动物提供栖息空间，保证水的稳定流动。

2.2.4 卵石

卵石是风化岩石经水流长期搬运而成的无棱角的天然

石块，是经过长时间逐渐形成的。[5]卵石在现代的风景园林

设计中十分常见，其自身的天然性和耐久性成为了随处可见

的铺装材料。在湿地系统中，卵石也是用于过滤水质的基层

之一，有着很好的生态性能。在南湖湿地公园内卵石按照大

小和颜色有着不用的铺装形式，有在花海中用于人行的卵石

铺装道路，主要以 50-60mm 直径的花色卵石拼花的形式呈

现；在湖中有卵石堆成的砾石滩岛，能够给一些鹭鸟栖息、

觅食的场所；在湖的驳岸边也有小面积的卵石滩，用于儿童

亲水玩耍，同样卵石滩能够过滤雨水后排入湖泊内，满足了

湿地公园的生态需求。

2.2.5 植草砖

植草砖铺装的具体做法是通过砖块之间的洞空间内种

植草本植物的一种铺装形式，这种铺装形式通常用作停车

场。整体铺装从视觉上就像草坪一般，所以植草砖这种铺装

形式通常被称之为是生态铺装的一种。植草砖铺装在南湖湿

地公园内主要作为停车场铺装。由于湿地公园的停车场面积

通常在上千平以上，所以运用植草砖能够使整体视觉上趋近

于生态。

2.3南湖湿地公园铺装材料生态型体现

2.3.1铺装选材的生态性

湿地公园内使用现代、环保的渗透材料，如透水沥青、

透水砖、卵石等，这些材料可以渗透雨水，给地下微生物和

植物提供水分。同时其本身的渗透性能还能缓解梅雨季节的

雨洪压力，雨水通过渗透材料，经过地下渗透到湿地公园湖

体之中，湖体在梅雨季节就形成了一个大的调蓄池功能，使

湿地公园具有一定的蓄水性能，从而缓解城市的雨洪压力。

2.3.2 铺装分隔的生态性

道路铺装的构成不仅仅能够为访客提供游览要求，同时

道路的分隔使湿地公园在空间上有了差别，这样的分隔能够

将湿地公园的动静空间有一个很好的区分，好处在于能够将

游客穿行、休憩和游玩的动空间与动植物生长、栖息的静空

间形成过渡。南湖湿地公园内的道路铺装合理安排设计，道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第 2卷第 12期 2020 年

76

路铺装多安排在游览路线之内，避开了动植物保育的区域，

为场地内的动植物提供了更为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2.4 南湖湿地公园内道路铺装存在的问题

2.4.1 人性化设计少

在湿地公园内，用于访客休憩的设施较少，局部的休憩

设施由于在使用过程中未有很好的维护，较为破旧，给访客

的游览带来了不便。有些驳岸周边的铺装仍然使用光滑面的

花岗岩铺设，对防滑性能和安全性能的考虑上有所不周。

2.4.2 保护设施不足

公园内现状道路没有后期的维护导致局部路面损害较

为严重，多处铺装有砖碎裂的痕迹，从而影响湿地公园在视

觉上的生态感官和使用上的舒适性。

2.4.3 铺装图案单一

公园内的大量人行步道在砖面色彩及铺装样式上比较

单调。在步行体验上缺少新鲜感。

2.5 建议

针对南湖湿地公园现状铺装存在的问题，给出了一下的

建议。1.针对人性化设计少这个问题，应该在公园内多设置

一些休憩设施，如坐凳，驿站等休闲设施，满足游客休憩的

根本需求。同时应该多设置一些宣教警示展牌，增加湿地科

普性和游览安全性。2.针对保护设施不足的情况，应该尽快

组织施工人员对场地内路面存在损坏的区域进行修缮和维

护工作。同时要加强教育，提醒访客文明游览。3.针对铺装

图案单一的问题，在未来统一整改的时候可以多增加道路的

铺装形式，如石板步道、木桩步道等。通过利用不多的生态

材质，造价低、生态性强，同时又能增强访客的游览体验。

3.总结

以南湖湿地公园例，对湿地公园内的道路铺装在生态性

能方面进行了探究，分析了南湖湿地公园现状铺装的优点及

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南湖湿地公园内的

道路材质主要以透水沥青、透水砖、木材、卵石和植草砖等

构成。其道路铺装的材料运用上体现了生态环保的理念。

在设计湿地公园道路的过程中，在满足游览步行作用的

同时，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如与周边环境的融合、是

否会影响周边动植物的栖息环境、增加游览的体验度等，这

些问题值得更深层次的研究。为湿地公园在未来的建设中提

供更有效的参考和帮助。从而提高湿地公园生态铺装的设计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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