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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景观中“高差设计”与人的行为关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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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滨水公共空间微观层面的“高差设计”，列举了三种设计类型分别为：平台、台阶、坡道。分析

各个类型的特点并且结合案例来总结其各个类型对于人的行为关联性的探讨。从心理，路径，视线三个角度分析了高差对人

的影响，并作出一些对比方向。基于不同地段不同区域中不同的需求可适当选择不同的设计类型来完善“高差设计”并丰富

人的行为活动。通过对滨水空间中高差设计与人的行为相互影响进行分析，总结出滨水空间高差设计中各个类型与人的适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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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滨水空间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城市空间区域，其包括水域

空间、水际线和陆域三部分。城市滨水空间的大致概念就是

“城市范围内水域与陆地相接的一定范围内的区域，其特点

是水与陆地共同构成环境的主导因素，相互辉映，成为一体，

成为独特的城市建设用地”。滨水空间可根据所依水体的不

同分为滨海、滨江、滨湖三种。滨海空间毗邻海水，故其可

以看成是由海水、海岸线、陆域三部分组成，其范围可认定

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陆域所波及到的或是人们日常活动涉

足到的以及意识范围内的滨海区域。

因此，本文想通过探讨滨水空间中的高差设计对于滨水

空间的活力产生有效的积极影响。由于滨水空间设计的手法

颇多，本文从最为常见的高差设计手段出发，通过人们在滨

水空间中的活动状态进行分析探讨，从而判定其对于滨水空

间的影响效果，以及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等的影响。

1 滨水景观高差基本模式与类型
1.1高差设计模式

滨水空间竖向设计模式是指水域常年水位线与建设区

标高间的高差处理方式，受多种影响因素，水域的宽度与滨

水建设区域的宽度、水域常年水位与防洪水位、滨水建设区

高度设计与周边城市设施和用地性质关系影响，分为以下几

种模式：断崖式、退台式、斜坡式、悬挑式、组合式。

1.1.1断崖式

断崖式是滨水景观中较为简单设计的，并且也是城市中

较为常见的模式。该模式适用于防洪水位与常年水位高差不

大情况下，紧邻水域设计并使人达到眺望效果，由于其断层

处理使人们在滨水景观中参与亲水性较弱，尚未达到人景相

容的效果。

1.1.2退台式

退台模式将竖向空间设置为多级平台，由近水域向远水

域逐层太高，体现了一定的层次性。这种模式适用于常年水

位线与建设高程有一定的高差距离，建设高程高于防洪水

位，且滨水景观区域有一定的宽度支撑起退台设计。滨水空

间中退台设计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体现了亲水性与丰富

景观层次性，人们在闲庭漫步时也能慢慢向水靠拢，是最为

自然的状态。

1.1.3斜坡式

斜坡具有较好的亲水性，配合台阶设计具有较强的聚集

性。当斜坡坡度较陡时，其可以配合台阶形成退台式。当斜

坡坡度较缓时，可以配合结合坡度设置滨水木栈道或者亲水

平台，实现人们亲水要求。滨水空间斜坡式设计具有较强的

弹性，既可以靠近断崖式也可以靠近退台式。因此可以使用

斜坡式设计做出丰富的滨水空间效果，结合微地形的处理，

树木植被等种植的效果来增加斜坡式的滨水空间宜人性的

效果。

1.1.4悬挑式

悬挑式通常从高差较大的地方从高处悬挑出平台，通常

选用木质平台。这种模式的观景性强，亲水性好，也能较好

的融入环境。较好的设计模式是结合地形自然伸出平台。

1.1.5综合式

综合式是根据滨水水域面积与宽度、滨水建设区域用地

面积大小与宽度进行上述模式的组合使用。在设计中确定某

一水域中景观、生态、亲水功能的主次关系，再根据其所影

响人的行为所作出判定某种设计模式较为适合建设区域中

的某些地段以此来达到丰富的设计效果。面对不同的人群，

如：散步、运动、游乐等不同人群适用于何种设计模式是值

得思考的。

1.2高差类型

高差类型是结合设计模式引导下具体的设计方式，其主

要考虑景观与人的关系，人的行为关系。从人的视角出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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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个高差类型分析其对人产生的影响。

1.2.1平台

滨水空间“高差设计”中平台具有聚集性质的作用，其

宜人的尺度与良好视线为在较高高度的人提供“走马观花”

的空间感受。同时也是激活空间活力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不

仅可以成为空间的延续，还可以形成不同标高的公共空间体

系。错落的平台为人们带来视线的交流，跌落的平台还可成

为良好的城市界面。其与水结合更是激发无限的可能。

1.2.2台阶

台阶是形成空间高差的主要因素，不同尺度与形状的台

阶会形成不同功能的空间。

其不仅仅作为划分区域，简单的交接工具，还可丰富公

共空间层次，行人的视觉更加的广阔，从而激发人们对空间

探索的兴趣。台阶成为划分城市广场的重要策略之一。根据

滨水空间的不同需求，通过合理利用台阶来丰富空间，形成

抬高式空间或者下沉式空间。

台阶的应用最为普遍，在解决高差问题的同时，使用不

规则形状的台阶不仅丰富了景观层次还保留了一种自然的

野味。

1.2.3坡道

坡道在滨水空间中主要起到交通作用，是连接地面高差

的斜向交通通道与解决垂直交通问题，其流线组织与路径构

成在公共空间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接地性”的特点，使

其在场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较强的引导性与趣味性使

人们更加倾向于对坡道空间的探索。例如奥斯陆歌剧院其建

筑结合坡道面向水域的设计使人们的聚集性增强。这不仅丰

富了滨水空间而且将人的行为不断引导来触发景观的最大

化。滨水空间中景观是主要涉及对象，而建筑也是重要考虑

对象之一，其可以通过先天的考差优势来进行多样化的高差

设计选择来进行点缀滨水空间景观的效果。

2 滨水景观“高差设计”对人的影响
好的景观是供人使用舒适，宜人的。探讨完高差设计中

其主要模式和主要类型，则要继续谈好这些类型对人具体产

生的行为影响，其主要包括生理与心理影响。结合人的行为

特点和对空间需求与水环境感知的探讨，来总结滨水环境高

差设计与人相适应的结果。

2.1高差环境中人的分布规律

在滨水环境中，人们的分布规律会随着高差设计的变化

而改变。在狭长的滨水空间则以线性分布，而宽阔的滨水空

间则以面状来进行分布，结合其滨水空间的尺度性来进行高

差设计，结合人的需求来进行类型选择。

（1）静态空间：人们需要有休息、聊天、吃茶等静态

空间，场地中需要有围合空间，可以通过平台配合休息椅、

景点、遮阳伞、植物来进行设计，营造出宜人且适合人们停

留的静态空间。

（2）动态空间：对于散步、运动、游乐项目行为，则

需要动态空间。则可以通过台阶、坡道来进行路线规划，通

过合理的路线规划与水的结合，设置亲水平台来达到人景互

融的情景，提高滨水环境的质量，来促进人们日常生活动态

活动的产生。

（3）集散、集会空间：滨水空间作为城市景观中面积

较大的景观中，其所承载人们大量聚集等功能。如公共演出、

广场舞、演讲等。所以需要大型的活动广场来进行承载。通

过对平台空间的扩大处理来进行功能匹配，进行划分不同人

群、不同年龄、不同活动范围。

2.2高差环境中人的活动规律

人类的三大特点：群居、向阳、抄近道。则此三类特点

可以很好的诠释于高差设计中。配合人们的使用情况设置广

场空间来进行“群居”特点的塑造；通过将坡道，台阶的向

阳处理来达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向；通过道路的

设置来达到人们近景游览而又不疲倦的游览“近道”。高差

设计中考虑人的活动规律来进行滨水设计，节点转换，亲水

处理可以更好的体现出人性化的特征。

2.3高差对人的行为影响

地形高差的设计方法很多，影响人的行为因素也很多，

坡度、尺度、路线、空间类型、形式等都对其产生影响。“高

差设计”中不同的类型的构成都会对人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引

导与限制，笔者将主要以上述三种“高差设计”类型通过案

例分析对人的心理、路线、视线进行探讨。

2.3.1 “高差设计”对人的心理影响

人的行为大多数受到心理的导向，“高差设计”中其高

度的控制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地形高度差距较小

时，此时人们的视线与路线不会受到影响，也能更好的形成

交流空间。地形高度差距较大时，此时人们的视线与路线都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又会为其心理带来安全感，以此来

形成较好的聚集空间。

上海绿地中心沿街立面大的景观坡道形成连接地面与

屋顶的重要通道，其建筑界面与广场高差形成强烈的对比，

引导人的行为同时影响人们的心理变化，当坡道高度与建筑

高度相差过大时，人们的心理需求面向与宽阔的一面，路径

由界面影响，而心理的方向则向广场一方。当随着坡道上升

到人们可以看到屋顶的高度时，根据人们的探索性心理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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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将注意力引向屋顶花园一方来时刻观察者场景的变化。

当人们完全登上屋顶，则将目光四处张旺来满足自己内心的

期待。此一过程中的心理变化随着高差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着

改变，从目光只有广场一方的安逸心理到最后的四处张望的

探索心理显示了“高差设计”在公共空间设计中为人们带来

了丰富的心理活动变化，激发了人们对空间的探索性向往。

其公共空间中的平台其主要起到休憩作用，爬过高台阶

与坡道到达平台使人的心理具有转折愉悦的功效，作为连接

建筑的交通同时又做为公共空间的聚集地，为空间带来了活

力。人们也通过其设计来感受公共空间的活力氛围，层层的

退台空间丰富了人们的空间感受同时也通过其视线中看景

也看人的视觉效果达到心理愉悦的效果。

此类应对不同人群进行不同高差类型的设计同样也适

用于滨水空间中，面对不同需求的人群来进行合理的排布规

划，同时结合人们的亲水性来进行平台，台阶与坡道的不停

转化以达到丰富的滨水空间体验。

2.3.2高差设计对人的路线影响

“抄近道”是人类的一大特点，而高差设计中不可避免

的需要在“平铺直白”和“蜿蜒曲折”中取得一个中心点。

既达到了看景的效果也最大程度降低了路线的长度。在没有

其他因素的干扰下，人们会选择长度较短，连接度与整合度

较强的线路。不同高差地形会或多或少的改变人们的行进方

向，而其“高差设计”的处理则对人们的线路选择是值得探

讨的。

当坡道与台阶结合作为不同高度的连接点时，引导性强

与通达性好的坡道成为主要的交通走道，其距离相对于台阶

要长，转折次数也高。但是却改变了人们的行进路线。而人

们使用次数最多的交通——台阶，却成为了人们的休憩场所，

面对湖面景观，具有很强的景观朝向性。台阶的高差也适合

于人们坐下的尺度。所以在高差设计中，基于不同公共空间

的需求与景观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会改变人们的常用的选

择路径。这是很有趣的一点。

2.3.3高差设计对人的视线影响

“高差设计”考虑在人的视线角度也是重要的一环，人

们体验空间的丰富主要是通过眼睛观看来得到的。其视线的

所及的层次性与感官性会直接反馈给大脑。低高差会对路径

造成影响而不会对视线影响，大的高差则会对路径与视线双

双造成影响，所以在“高差设计”中既要保护好景观的层次

性同时又要保证行进路线的通达性也是值得探讨的一点。

平台与大台阶都有很好的景观朝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平台承担着交通功能，但是其较大的尺度也承担着一定的休

憩功能并且配合一侧的功能，应该是具有较多的人流聚集。

而其人数与大台阶的人数对比差距极大。在两者景观同样的

情况下，平台视线的简捷了当与大台阶的多层退跌形成了一

定的视觉差距，使人在空间体验上也体现出了差距，从而大

台阶更吸引人去休憩和游玩。视线对“高差设计”有重要影

响，其形成的导向性也会对体验空间产生巨大的差异。所以

要多注重视觉的设计效果。形成丰富的空间感受。

3 结论
滨水景观作为城市重要景观，其涉及多个领域包含错综

复杂的问题，包含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地理环境问题。本

文主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探讨滨水景观中最为普遍的高差

设计本身所带来的影响，从高差设计模式到具体类型到人的

行为模式与主要分布规律再到两者之间具体的相互制约与

影响，体现了笔者对其的专注与现阶段的了解。从微环境入

手来逐步剖析高差处理中人的感受以希望对日后的滨水空

间探讨中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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