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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桥梁景观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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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道路网随着城市的扩张，不断的渗透到城市的各个领域，城市桥梁不仅仅局限于跨江桥梁、

跨河桥梁等局限性区域。城市中立交桥、人行天桥、高架桥等相继推出个性化的相关景观设计，满足人们的出行要求和城市

美观设计目的。本文针对城市中城市桥梁包含的景观进行逐步分析。

【关键词】：城市桥梁景观设计；微观角度；宏观角度

1 城市桥梁景观设计内涵诠释

1. 1城市桥梁景观

桥梁作为人类跨越山川河流的主要构筑物之一，在漫漫

历史长河中必然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木、石为

主要的建筑材料，石材相对于木材在耐久性方面又有着天然

的优势，所以现在被大家所熟知的，也多为石桥。例如赵州

桥，北平宛平卢沟桥都有着其独特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

故被历代中国人所铭记。美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对美的

追求，人类从未停止过脚步，声乐美，造型美，意境美等等。

当谈及桥梁时，结构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桥

梁计算过程中的数字美也很难被人们感受到，所以造型美便

成了人们的普遍最求。这种美，结合自然环境的不同，被称

为桥梁景观，一座恢弘壮丽，令人称叹的桥梁，美成了基本

要素。

1. 2城市桥梁景观设计

城市桥梁设计具体包括线形景观设计、桥梁造型景观设

计、平面布局景观设计、机制景观设计、装饰景观设计以及

色彩景观设计等方面。景观桥，既是桥也是景观，这句话通

俗又形象的说明了景观桥的作用。一般来说，景观桥是指能

唤起人们美感的，具有良好视觉效果和审美价值，且与桥位

环境共同构成景观的桥梁，所以景观桥也是一种具有极强设

计感的建筑。这类桥多见于园林之中，我们经常可以在公园

之中或者一些园林建筑中看到许多富有特色，别具一格的景

观桥梁设计，包括之前谈到的人行桥也属于景观桥范畴。当

景观桥还只是发挥了它作为一座桥的功能时，不过连接了一

河两岸，更多的人不过是路过这里，桥只是方便了人们的通

行。后来人们发挥智慧与创意，建造出了造型独特的桥，此

后，桥就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观赏性。

2 城市桥梁景观的特征

2. 1鲜明的时代性

桥梁的基本功能更多的是实用性，例如“人行天桥是否

要全盖顶？人行天桥是应该更多考虑人的停留还是穿

越？”，对于这两个问题，还需要再进行分析。办公商业综

合体多，人行需求压力较大，上下班潮汐式人流和逛街购物

的人流应该较大。设计时若是考虑到以人的停留为主，则估

计此处天桥会难以管理并拥堵，我国人口密度较大，不能直

接套用国外经验，所以才选择以穿越为主，只布置少量停留

休憩设施。人行天桥方案在观景、交通及遮阳方面权衡时，

应以交通为主，遮阳少但有所考虑，观景上而言应充分考虑

观景面开敞，在设施设计上考虑添加一些遮阳布置。城市天

桥应充分考虑遮阳避雨的顶棚设计，并通过不同设计手法达

到景观效果的突出，特别是在观景面的考虑上，桥体侧面应

留出足够的观景面。景观桥更多的是从自然生态缝合角度上

进行的设计，与城市天桥不一样的是，生态更为敏感，应当

以生态优先为原则。

2. 2构成城市形象

我国的桥梁建筑中，在满足其生态保护需求的同时，将

破碎、隐藏起来的河流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展示，刺激游客的

旅游知觉，创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引景空间。为体现场地“引

景”功能、修复破碎的河道，利用空中、桥下、林下、河畔

的空间进行再扩展，重整其缺失的色彩景观以实现滨水空间

艺术重塑。为满足各类人群行走和游憩的需求，设置空中栈

道将骑行与步行的人群分开，在有限的空间中实现多层次的

慢行交通系统。同时，可以将项目设计为生态示范区、邻里

交往区、安静康养区、活力跃动区，满足通行、交往、休闲、

游憩、文艺活动等不同功能。

2. 3拓展空间维度

城市美观的概念，还河于城、还景于民，将发展视角投

入到当地居民，营造多样化自然体验空间，创造片区高品质

的公共空间，提升慢行体验。拦河蓄水、生态补水探索实施

拦河蓄水，生态补水提升工程，开发高品质亲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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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桥梁景观设计综述

3. 1城市桥梁本体景观设计

探索实现场地生态和文脉平衡发展的新思路。在追溯过

往历史的过程中重新看待场地所逝去和正在进行的历史，以

空间剧本的形式咏赞并展现发展历程，将场地的记忆和拥抱

未来的期待融汇交融。借助生态的手法重塑河道水系，唤醒

水陆栖息地生境的活力，以沿河步道体系打通前往河岸的通

道，将富有生命力的景观和周围街区重新连接在一起，建立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纽带，周围环境互融共生，拥有使人感

受自然呼吸和光阴变化的无穷魅力。

（1）形式层次

形式层次挖掘文化要素与场地使用需求，融入多样的活

动场所，打造沉浸自然、沉浸文化、沉浸康养、沉浸智慧及

沉浸游乐五大主题的沉浸式慢生活体验空间。

（2）意象层次

意象层次是“沉浸文化”现象，利用现有桥下空间，引

入文化展览及创意市集，打造具有本土文化性格的滨河活力

空间；“沉浸康养”考虑周边医院及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建

立无障碍、花园式的滨水体验。

（3）隐喻层次

隐喻层次从时间上考虑，融合慢行体验系统、城市防洪

系统、空间文化塑造的景观策略，在原始场地空间被割裂、

景观单一的现状下，塑造出具有魅力的生态廊道。同时也解

决了城市公共生活的与现状的矛盾，为周围的居民与游客提

供了美丽的廊道。

3. 2城市桥梁色彩与多样性设计

（1）桥梁色彩

桥梁色彩消除桥单调和沉闷，例如“生如夏花”，夏花

具有绚丽繁荣的生命，在阳光最饱满的季节绽放，如奔驰、

跳跃、飞翔着的生命的精灵，以此来诠释青年生命的辉煌灿

烂。

（2）多样性与统一性协调设计

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桥梁和周围的空间环境一起呈现在

人们的视野中，形成一个整体景观。桥梁景观设计应注意桥

梁景观与周围环境的区别，并把握好桥梁景观设计与环境协

调性的统一性，实现桥梁景观设计的审美价值。在进行桥梁

景观设计时要多方面地了解区域的独特性，通过气候特点、

地理特点、人文风貌等方面来全面了解区域本身的特色和属

性，然后根据桥梁景观的功能，来确定桥梁的造型，在桥梁

造型确定后，再从桥梁的颜色、装饰等方面对桥梁进行具体

的装饰，最终实现桥梁与周围环境的和谐。

3. 3城市桥梁细部设计

（1）栏杆

桥梁两侧栏杆，就是一种常见用于河堤、桥梁，阳台、

景观桥高处等地方的一种防护栏，石材栏杆有着很好的防护

作用，也正是有它的存在，危险地方也不会使得人们在不小

心的情况下会出现滑倒和跌倒的危险。

（2）铺装

桥梁在铺装过程中，需要根据其应有的轮廓和城市的需

要，从艺术角度出发，为更好地，方便人们的生活需求而进

行建造。桥梁铺装时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应追求色彩、

图案等相对美感的铺装方法，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存。

（3）桥梁绿化

桥梁绿化为人们遮阳避暑，吸收尾气净化环境，可以有

效的防止不利因素的存在，更有利于行车安全。

4 结语

城市景观设计最主观的就是外表，桥梁作为建筑物，最

主要的还是通行能力，大多数桥梁应以快速通过为主要目的

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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