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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Control Strategies and Development Guidelines for Waterfront Eco⁃
logical Space in High- Density Urban Area: Take Waterfront Area along
Huangpu River and Suzhou Creek in Shanghai as Examples
GAN Jing, DENG Xueyuan, GUO Guangpu

Abstract: Urban waterfronts are important corridors for resource flow and species

circulation between aqua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s. Due to the rapid urban devel-

opment over the past 30 years, waterfronts in Shanghai and other metropolitan ar-

eas are fac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tensive human activities from high-density

development and the fragility of the ecosystem. This study takes the waterfront ar-

ea along Huangpu River and the Suzhou creek in urbanized Shanghai as an exam-

ple. Aiming to accommodate integrated ecological services, the paper analyzes rele-

vant practice in other global metropolises in terms of planning control strategies

and developmnt guidelines for waterfront ecological spaces in high- density urban

areas. Resilient balance, biodiversity and biophilia are proposed as three gaols. A

planning and control model of "Protection——restoration——compensation——ex-

tension——interaction" is emphasized in order to foster a "source——sink——corri-

dor - stepping stone" habitat chain system. The paper and further provides optimi-

zation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spaces with control elements and indicators in differ-

ent zon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and uses and planned functions for the new

round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waterfront renewal in Shanghai.

Keywords: waterfront ecological space; planning control;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high-density urban area; Huangpu River and Suzhou Creek

城市滨水区作为城市与江、湖、海水体接壤的水陆生态交错带（ecotone），是水

陆生态系统间资源流动、物种循环的重要通道（Nilsson，Berggren，2000；
Naiman，Décamps，McClain，2005），在城市规划中常被定义为居民休闲活动的重要

开放空间与区域生态廊道，也是近年来上海等国际大都市城市更新的重点地段

（Beatley，2014；戴丽亚·索特维亚, 佀天畅, 王芳, 等，2017）。城市滨水区长期以

来都是城市空间研究与实践的重点，但整体上侧重于从景观视觉美学与功能的角度

来进行规划设计，存在重审美轻生态、重人文轻自然的问题（汪洁琼，朱安娜，王

敏，2016）。2017年3月，住建部《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

高密度城区滨水生态空间规划
管控与建设指引研究*

——以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地区
为例

干 靓 邓雪湲 郭光普

提 要 城市滨水区是城市水陆生态系

统间资源流动、物种循环的重要通道。由

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城市建设，上海等

特大城市的滨水区都面临着周边高强度开

发、高密度人群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系统功

能之间的矛盾。以上海市黄浦江和苏州河

沿岸地区的城区段为例，基于河岸生态系

统的复合服务功能，结合相关国际大都市

滨水区实践，探讨高密度城区滨水生态空

间规划管控策略与建设指引要求。研究提

出了韧性平衡、生物友好、自然亲和三大

目标，强调了“保护——修复——补偿

——拓展——交互”规划管控模式，构

建了“源——汇——廊——踏石”生境

链系统，进而根据现状用地和规划功能进

一步提出了不同分区区段的生态空间优化

策略及相应管控要素与指标，形成了差异

化的分区建设指引要求，为上海城市滨水

区新一轮的生态功能优化与空间更新提供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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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系统开展江河、湖泊、湿地等水

体生态修复”，要“因地制宜改造渠化河

道，恢复自然岸线、滩涂和滨水植被群

落，增强水体自净能力”，为在生态文明

国家战略背景下新一轮的城市滨水区规

划提出了生态修复与保育的新要求。《上

海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了

建设“生态之城”的发展目标以及沿黄

浦江、苏州河等城市主要河道生态空间

发展的基本要求。正在编制过程中的

《上海市河道规划设计导则》将生态之河

作为第一目标，指出“生态河道是上海

生态之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双修

的主要抓手”。因此，强化河岸滨水区的

生态功能，营造绿色宜人的滨水生态空

间，是上海推动卓越全球城市建设的重

点内容之一。

黄浦江和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

黄浦江从淀山湖到吴淞口全长 113km，

平 均 宽 度 300—770m， 苏 州 河 全 长

125km，上海境内长度约为 53.1km，其

中有23.8km流经上海市中心城区，平均

宽度 40—50m。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了

将黄浦江和苏州河（后文简称“一江一

河”）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

界级滨水区”，并明确了“一江一河”作

为城市生态廊道和风貌保护河道的功

能。如何在高密度建成区空间资源有限

条件下更好地体现生态廊道的复合生态

功能，是“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空

间规划的关键。

1 高密度城区滨水生态空间规

划的理论与实践

1.1 高密度城区滨水空间的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滨水空间陆地河岸生态系统与水生

态系统、相关湿地及沼泽生态系统一系

列子系统共同组成了复合的河流生态系

统。河流的生态服务功能指人类直接或

间接从河流生态系统中获得利益，具体

表现为：淡水、水能与水上交通、水生

动植物生产供给服务；水文循环与气候

调节、环境净化、灾害调节服务；生物

多样性支持；休闲娱乐等文化功能（栾

建国，陈文翔，2004）。作为河流生态系

统的子系统，滨水区河岸带的生态功能

包括：通过河岸植被带的过滤、渗透、

吸收、拦截等方式发挥涵养水源、净化

水体和空气、降低二氧化碳浓度和防控

灾害的功能；通过河道与河岸植被构成

良好的水汽通道，调节城市气候；为水

生、两栖和陆生生物提供栖息地；为居

民提供优良的自然环境和休闲活动空间

等 （陈婷，杨凯，2006；岳隽，王仰

麟，2005；张建春，2001；夏继红，严

忠民，2004；夏继红，胡玲，2007）。
生态设计可以为修复滨水区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提供重要机遇 （Dyson，
et al，2015）。滨水区河岸带空间包含垂

向结构、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 （Gur⁃
nell，et al，1999），其中垂向结构即河

水和陆地之间的交错地带，包含滨水

带、护岸带、缓冲带和近岸带，高密度

城区段河岸由于大部分为垂直驳岸而导

致滨水带基本消失，护岸带以直立式和

斜率较大的坡岸为主；纵向结构即沿河

道的线型廊道，而横向结构则是河岸带

通过节点和垂直河岸的廊道向周围腹地

延伸的陆地空间（图1）。因此，滨水区

河岸带生态空间规划的核心议题即是统

筹处理这三类结构所承载的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1.2 国际大都市滨水区生态空间规划实

践

统览国际大都市滨水区更新的生态

空间规划，我国与美国、欧洲的河流治

理处于不同的阶段，我国现有城市河流

生态修复基本以改善水质为核心目标、

兼顾城市滨水景观，美国的城市河流生

态修复多是将修复硬质化河道、恢复生

境作为主要目标，欧洲很多城市提出将

河流修复到接近自然程度（汪冬冬, 施

展, 杨凯, 等，2009；赵夏，2012），甚

至将每条河流的鱼类洄游通道恢复目标

纳入了《欧盟水框架指令》（马丁·格里

菲斯，2008）。从一些国际城市的河流修

复总体规划和设计导则来看，芝加哥在

紧靠中央活力区的南滨水区提出通过多

种形式的自然化、生态化岸线来恢复物

种生境 （Friends of the Chicago River
Planning Committee，2007）；洛杉矶河

总体规划与设计导则以及新加坡ABC水

计划都提出了通过硬质化岸线的修复提

升生物多样性与进行生境复育（City of
Los Angeles， 2007； Public Utilities
Board of Singapore，2014）；伦敦在泰晤

士河口地区提出公园网络规划使河流生

态 网 络 向 腹 地 延 伸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2008）；鹿特丹作为一个三角洲城市面对

气候变化挑战，提出了更加韧性的海防

措施和城市微气候改善措施 （City of
Rotterdam，2013）；达拉斯和洛杉矶的

河岸修复设计中还特别重视健康活动与

艺术项目 （李利，2009；City of Los
Angeles, 2006）。由此可见，国际大都市

滨水区的生态规划已经不仅仅是通过改

善水质来增强供给功能，而是通过生态

修复完善河流的韧性洪涝防护、微气候

调节、生物多样性支持以及休闲文化活

动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2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

空间的现状问题与规划挑战

2.1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空间的

现状问题

图1 滨水区垂向结构（左）、纵向结构（中）和横向结构（右）
Fig.1 Vertical, horizontal and extensional structures of riparian zone of urban river

资料来源：左图来源参考文献[27]，中图、右图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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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滨水区历来是

上海城市空间发展演进的缩影（张目，

2012；程雪松，单烨，2016）。黄浦江两

岸综合开发从 2002—2012年的“大开

发”阶段进入新一阶段的“大开放”阶

段，沿线货运码头搬迁，运输功能调

整，游憩类功能增加，运输污染全面减

少，基础开发向功能开发转变（张松，

2015），45km的滨江岸线贯通优化了驳

岸的亲水设计，增加了滨河空间的绿化

比例，也考虑了部分节点的生态修复；

苏州河综合治理已经完成前三期，水质

和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改善。然

而，由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城市建设，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的生态空间面临着

周边高强度开发、高密度人群活动与脆

弱的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矛盾。本研究

重点关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城区

段（黄浦江的吴淞口——闵浦二桥、苏

州河主城区段），这一区段的生态空间在

规模、分布、质量与绩效方面均存在着

严峻的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

2.1.1 量少——河岸生态空间挤占

多样化的复合生态功能需要一定的

空间承载，由于周边地区的高密度开发

建设，“一江一河”河岸空间狭窄，部分

区段仅能满足 6m宽的防汛通道最低要

求，无法为其他功能提供充足空间。黄

浦江的河岸带较为强调行洪安全要求，

硬质化岸线与铺地比例过高，其他生态

功能空间有限（何娟，2016）；苏州河滨

水区受到周边道路和建筑的严重挤占，

其中中心城区河段两岸河岸宽度5m及以

下占总河段的比例高达 40.54% （卢培

歌，2012），无法提供多维度的复合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

2.1.2 网碎——腹地生态用地破碎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承担着区域生

态廊道空间的重要功能，但现状的岸线

与腹地生态用地破碎，缺乏有效联系，

无法发挥线性廊道对腹地的生态辐射作

用。黄浦江沿岸与周边腹地大型绿地斑

块的连通性不够，生境迁徙、自然通风

廊道被堵塞（张以晖，2015）；苏州河的

生态连续度、连结度和连通性差，生态

廊道功能几近丧失（卢培歌，2012）。
2.1.3 质低——基底生态效益欠佳

河道渠化、护岸硬质化导致垂向结

构的滨水带及护岸带退化，多数河段滨

水带消失，纵向结构残存生态空间的植

被分布和几何形态也处于较差状态（汪

冬冬, 杨凯, 车越, 等，2010；汪洁琼，

王敏，彭英，等，2017）。黄浦江在公共

开放空间贯通后生态基底已有了较大改

善，但植生结构尚不合理，无法提供生

物栖息等生态效益（周天舒，张亚，唐

文乔，2016）；苏州河河岸退化侵蚀情况

更为严重，沿岸生物丰度和植被覆盖度

低，生物多样性低，生态效益欠佳（顾

西西，2015）。
2.1.4 感弱——自然体验感知不强

城市滨水区相对一般城市开放空间

具有更优越的自然属性，更易成为城市

居民亲近水体、绿化、动植物等自然要

素的潜在场所，黄浦江、苏州河的岸线

贯通与环境整治使其部分区段成为市民

休闲活动的景观廊道，但尚未能成为独

具魅力的自然体验和感知空间。黄浦江

当前的开放空间活动以人文展示、体育

休闲为主，本土文化和自然亲和度较

低，即便是已经贯通的东岸滨江地区，

市民的环境品质满意度仍有待提高（杨

伊萌，2017）；苏州河的滨水可达性差，

存在开放空间的不均衡分布（顾西西，

姜允芳，2016），还无法满足亲水和亲近

自然的基本需求。

2.2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空间的

规划挑战

由此可见，由于岸线工程设防要求

高，现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侧重于行洪

排涝通道的调节服务，而对潜在的支持

服务和文化服务考虑不多，生态廊道作

用尚未有效发挥。根据河流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基本原理，黄浦江和苏州河的

河道、岸线和腹地所能提供的潜在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详见表1。围绕建设世界级

滨水区的目标，“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的

生态空间规划需要重点应对滨水生态空

间如何在高密度城区空间资源有限的条

件下，更好地提供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挑战，为满足水体、人和生物的

共同需求和多重效益（multi benefits)提
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管控策略与建设

指引要求。

3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

空间规划管控

3.1 生态空间规划目标定位：韧性平

衡、生物友好、自然亲和

鉴于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为“一

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空间规划提出了

韧性平衡（balance）、生物友好（biodi⁃
versity）、自然亲和（biophilia）的“3B
目标”。“韧性平衡”表示在满足护岸防

洪功能的前提下，在极端天气与灾害面

前具有修复（restoration）能力，在抵御

一般洪水潮水时具有适应（adaptation）
能力，但又非仅仅考虑工程性的防洪要

求，而是将防洪排涝的调节服务与气候

调节、生物多样性支持和休闲娱乐文化

服务综合考虑，实现多维度的时空动态

平衡，同时支撑流域生态修复。“生物友

好”代表着生态空间规划重点从保护人

的安全转向复育水生和沿岸陆生生物的

栖息基底，并以此连通区域生态网络。

“自然亲和”本意为人类天生有与其他自

然生命体的亲密情感连结，在此代表通

表1 “一江一河”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Tab.1 Potential ecosystem services of Huangpu river and Suzhou creek

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

黄浦江

苏州河

河道

岸线

腹地

河道

岸线

腹地

供给服务功能

水源地（供给水
源）

※（上游）

调节服务功能

行洪排涝通道
（调节水）

※※

※

通风廊道（调
节小气候）

※
※※
※

※※
※※
※

支持服务功能

生物栖息地与迁徙走
廊（支持生物多样性）

※
※※
※※
※
※

※※

文化服务功能

公共活动开放空间（自
然体验、休闲娱乐）

※※
※
※

※※
※※

注：※代表一般功能；※※代表重点功能；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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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种方式强化市民在滨水空间中对自

然魅力的亲身体验和感知。“3B目标”

分别对应于水体、生物与人的生态系统

服务需求，通过生态空间的系统构建和

差异化管控予以落实。

3.2 生态空间规划管控模式：保护——

修复——补偿——拓展——交互

在空间资源有限且大面积硬质化界

面已建成的客观条件下，根据生态空间

现状的不同情况和未来改造更新的可能

性，建立“保护——修复——补偿——

拓展——交互”的生态空间规划梯度管

控模式。保护针对生态条件较好且能提

供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残存生态空

间，以保护优先的原则，营造仿自然环

境；修复是针对生态条件尚可且有潜力

的现存生态空间，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

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

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

性循环方向发展；补偿是针对新近建成

且空间约束非常大的区段，对较难采用

生态修复方式的要素所进行的生态化改

造和适当增补措施；拓展是以连点生

片、织线成网的方式将滨江生态节点向

腹地延伸，形成区域生态绿网；交互则

是通过多种互动手法，创建可达、可

见、可感、可学的滨水自然生态体验空

间。

3.3 生态空间体系构建：“源——汇

——廊——踏石”生境链系统

3.3.1 生态斑块挖潜

虽然“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的空间

资源有限，但现状仍残存多种类型的中

小型生态斑块节点，主要包括沿岸现状

生态条件较好的浅滩、湿地、公园绿

地、滨江涵养林、成片绿林和永久基本

农田等，尤其河道凸岸、河流交汇处等

水文生态活跃地带的小型浅滩，常常是

鱼虾、螃蟹、两栖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和

涉禽的重要觅食地，应优先识别并加以

保护；此外，植生结构良好、尚未被纳

入城市公园绿地范畴的小型成片绿地也

应该得到更多的优先关注 （图 2、图

3）。通过挖潜，确定保护和修复的生态

斑块节点，为生态网络构建和生境复育

预留空间。

3.3.2 滨水绿廊连线

根据岛屿生态学原理，生态斑块之

间的距离越接近，越方便生物流在各种

生态位之间的移动与交流，对植物群落

的多样化也越有利。而在高密度城区

中，由于建筑、道路等人工设施的存

在，生态斑块之间即便在几何空间上趋

近，也可能由于实际空间上的阻隔而无

法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因此沿河岸的生

态斑块间需要有足够宽度的线形廊道联

接，以促进物种的网状移动与基因交

流。现场踏勘发现，黄浦江沿岸地区经

过岸线整治后滨水线形绿廊比例大幅度

提高但尚未形成系统，苏州河沿岸地区

空间狭窄且多处可达性较差，但除设码

头区段外大部分种有一定植被，亦可作

为线形廊道的基础。研究由此提出，首

先对现状带状绿地进行优化，将现状滨

水地带密集种植两排以上高大乔木且有

乔灌草复层植生结构的带状绿地作为滨

水绿廊，进一步优化植生环境；其次，

结合现状滨水绿廊，在生态斑块间增补

滨江带状开放空间；此外，对于高差较

大的桥下空间，在檐口位置增设连续的

绿色种植槽，使滨水绿廊也得以通过桥

下空间得到连接。

3.3.3 多级生境链网

干靓等（2018）提出了在中微观尺

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中构建“汇

——廊——踏石”生境链系统，而在

“一江一河”的宏观尺度上，吴淞炮台湾

图2 黄浦江沿岸潜在生态斑块样例
Fig.2 Potential ecological patch samples along Huangpu river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苏州河沿岸潜在生态斑块样例
Fig.3 Potential ecological patch samples along Suzhou creek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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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共青森

林公园、紫竹湿地公园等现状公园以及

三林楔形绿地等规划的市级重要生态空

间可以成为区域生态网络空间中的

“源”。“源”指的是在某一大型资源斑块

（种群）上栖息、繁殖的物种，种群密度

和数量较大，呈现出生物流向外扩散的

特征，称为复合种群的“源”，可以源源

不断地为周边的小型局地种群提供物种

来源；“汇”指分布在大型资源斑块周边

的局部大型种群资源斑块，当具有适宜

的生境，景观中的生物流就能向该处汇

聚，但该斑块上的物种生存主要依靠来

自大型资源斑块上的物种补充和再植入

（陈利顶，等，2016）；“踏脚石”（step⁃
ping stone）则是一些帮助动物个体向较

远的地方扩散同时方便个体在各生境斑

块之间运动的中转小斑块 （傅伯杰，

等，2011）。

借用上述保护生态学中的概念，本

研究提出“源——汇——廊——踏石”

的多级生境链系统来打造“一江一河”

沿岸地区生态空间体系的方式，根据岸

线和腹地的生态资源现状，在规划中将

生态空间分为重要生态源地、一般生态

源地、生态汇地、生态踏脚石、生态廊

道（图4），并参考有关生境用地规模和

生态廊道宽度及其生态功能的研究成果

（林宪德，2001；朱强，俞孔坚，李迪

华，2005），划定对应空间并提出不同的

分级管控要求（表2）。

4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

空间分区建设指引

4.1 生态空间建设指引分区

综合考虑黄浦江、苏州河沿岸不同

区段的现状用地、空间约束条件以及上

海2035总规土地使用规划要求以及市规

土局《世界级滨水区规划技术要求功能

布局及土地使用专题研究》的腹地功能

分区，将研究范围划分为魅力生态区、

共享生态区、共生生态区和野趣生态

区，提出各分区不同的规划目标和规划

原则，作为分区差异化优化策略与建设

指引要求的基础（图5）。

4.2 生态空间分区建设指引

考虑到“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的实

际情况，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

升为目标，提出护坡生态改造、海绵措

施配置、生物生境复育、生态友好建

筑、自然学习景观五大生态空间优化策

略，对应上述策略分别提炼出生态护

坡、指示物种及其生境、海绵设施、沿

岸与腹地第一层次的建筑物与构筑物、

学习型景观五类管控要素，提出“生态

表2 集于“源——汇——廊——踏石”生境链系统的生态空间划分及管控要求
Tab.2 Design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s and planning control requirements based on“source-sink-corridor-stepping stone”habitat chain system

生态空间
分类

重要生态
源地

一般生态
源地

生态汇地

生态踏脚
石

生态廊道

概念界定

在滨江地带中现状生态环境最好、生物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最
高、能提供较好的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且具有数量较大的生物流向外扩散
特征的生态空间

在滨江地带中现状生态环境良好、生物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较
高、能提供多项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且具有生物流向外扩散特征的生态空
间

在滨江地带中现状生态环境、生物多样
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优于周
边地区、能提供一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且能汇集周边生物流的生态空间

生态源地和汇地之间一系列较小的生
态斑块，能增加源地和汇地间的连通
性，是生态流的中转站，影响生物在生
境斑块间的个体交流

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调
控洪水等生态服务功能的线状或带状
生态空间

对应空间

滨江永久基本农田以及城市公园、郊野公园以及其他总规划
定的生态修复区（三类生态空间），包括但不限于吴淞炮台湾
湿地森林公园（含其滨江浅滩）、共青森林公园（含其滨江浅
滩）、滨江森林公园（含其滨江浅滩）、闵行紫竹滨江湿地公园
（含其滨江浅滩）、浦江郊野公园（含其滨江浅滩）、黄浦江外环
外基本农田等

面积10hm2以上的地区公园，包括但不限于后滩湿地公园（即
世博文化公园）、白莲泾公园、陆家嘴中央绿地、前滩休闲公
园、吴泾公园、长风公园、中山公园等

地区公园或面积1hm2以上且植生结构良好的公园绿地以及校
园、商务办公区、博览区、创新产业区内的附属绿地、小型浅
滩，包括但不限于陆家嘴明珠公园及邻近周边浅滩、复兴岛公
园、梦清园、长风一号、上河湾滨江绿地等

河岸带（驳岸规划线至滨江第一条城市道路之间的陆域空间）
范围内，以及第一条城市支路另一侧滨江街坊中与河岸带之
间无高层建筑隔断，面积大于1000m2的街旁绿地、附属绿地；
在汇源生态斑块周围按照物种行动间距布设小型绿地，如在
邻接浅滩潮间带50-150m范围内布设绿林，满足鸟类觅食、筑
巢和栖息需求

蓝色廊道：支流水系（重点关注生态景观河道）
绿色廊道：包含外环绿带、市级楔形绿地、支流滨河绿廊、沿路
绿廊、慢道绿廊等

管控要求

限制建设，禁止对供给、支持、调节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
响的开发建设活动，控制线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独
立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

限制建设，严格保护并提升支持、调节和供给生态功能，
优化文化生态功能

严格保护，适当扩大，保证集中绿地面积5000m2以上，优
化植生结构，提高乔木种植面积比例、多样性、动物友好
性和种植密度

在现状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到绿地的可达性和动物离开
隐蔽绿地的行动距离，挖掘、保护、扩大、修复、新建河岸
陆地中的树林、草地、花坛，以及腹地内部绿地、街旁绿
地，作为生态网络中的踏脚石和中转站

蓝色廊道：支流水质等于或优于黄浦江和苏州河干流时
建议开放闸口，促进鱼类的洄游
绿色廊道：外环绿带、市级楔形绿地宽度不小于 500m；
支流及其滨河绿廊：在沿岸空间充足的情况下，支流滨
河绿廊宽度宜不小于 30m；沿路绿廊：打通腹地大型公
园绿地到河岸的通道，沿道路按照不小于12m的宽度控
制带状绿廊；慢道绿廊：结合慢行系统，垂直于生态源地
和汇地布置慢道，慢道断面中预留不小于12m宽度作为
生态廊道，慢道宽度许可的情况下不小于 30m，郊野段
不小于60m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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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占比”和“生态化改造岸线占比”、

“海绵城市建设用地占比”、“公共绿地、

广场透水地面铺装率”、“本土植被比

例”、“绿色建筑占比”、“绿地步行可达

覆盖率”7个分区管控指标，形成“一江

一河”分区建设指引要求，为滨水区生

态功能优化提供指导（表3）。
4.2.1 护坡生态改造建设指引

针对黄浦江沿岸的不同护坡现状进

行分类改造。对河岸带空间较为宽裕且

河道内有鱼虾、螃蟹、两栖动物的重要

栖息地和涉禽重要觅食地的浅滩湿地区

段，在岸线设计时结合浅滩生境保护形

成自然生态缓坡。对现状为直立式岸线

但在城市更新中周边尚有可后退空间的

区段（如杨浦区中北段、浦东外环外区

段），尽量采用两级挡墙的生态岸线形

式，并通过优化护坡基层的自然基底进

行生境复育。在河岸带空间狭窄无法设

置缓坡岸线的区段 （主要为苏州河沿

线），针对现有以直立式形态为主的硬质

护岸带，采用生物浮岛、生态挂袋、多

孔隙生态护岸表面构造等生态补偿方

式，优化生态功能，并兼备原有防汛墙

工程的日常养护能力。

4.2.2 海绵措施配置建设指引

各分区按照现状岸线和硬质界面情

况，合理配合海绵设施。黄浦江的黄

浦、虹口、浦东、徐汇段的防汛墙多为

箱式，因此主要采用屋顶绿化蓄积和过

滤雨水。黄浦江的杨浦中北段作为近期

建设的重点，可在两级挡墙式防汛墙改

造过程中，纳入多样化、适宜性生态滞

留带等海绵设施，确保初期雨水经充分

处理后流入黄浦江。苏州河两岸腹地有

限，主要适宜的设施有透水铺装、下凹

式绿地、下沉式广场等，充分营造本土

化的微生境。

4.2.3 生物生境复育建设指引

根据不同目标物种的复育要求，通

过栖息地的逐步修复和重建，为动物的

觅食、栖息、繁殖、迁徙等行为提供生

境条件，重点招引本土环境健康指示物

种②，防范外来物种入侵。魅力生态区以

增加植物生物量和植物多样性为主；共

享生态区以鸟类、蝶类作为目标物种，

主要复育物种觅食生境；共生生态区以

鸟类、蝶类、蜻蜓类、蛙类、水生生物

作为目标物种，复育物种觅食、栖息生

境；野趣生态区以鸟类、蝶类、蜻蜓

类、萤火虫、蛙类、蜥蜴和蛇类、小型

兽类、水生生物，复育物种觅食、栖

息、繁殖、迁徙的多重生境。在植被配

置中考虑陆地植物丰富的垂直和水平层

次，并针对目标物种的生境复育提出具

图4 “源——汇——廊——踏石”生境链系统示意图
Fig.4 “Source - sink - corridor - stepping stone" habitat chain system

注：上图未包括慢行步道中的生态廊道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5 “一江一河”沿岸地区生态管控分区示意图
Fig.5 Ecological zoning for the waterfront area of Huangpu river and Suzhou creek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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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食源、蜜源植物配置要求。

4.2.4 生态友好建筑建设指引

屋顶绿化以及具有一定高度的绿墙

和绿色立面不仅可以在高密度城市的有

限空间资源增加绿色可视界面，还可以

调节微气候、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增加

雨水蓄水收集以及补充城市生物生境空

间。因此，除了满足总规中提出的绿色

建筑要求之外，滨江建筑物、构筑物、

新建天桥、步行桥等市政公用设施的桥

墩（柱）、檐口还应因地制宜设置立体绿

化。其中，魅力生态区增加公共空间中

的设施、街具、小品等建构筑物表面的

攀援绿化以及停车库上盖绿化；共享生

态区增加屋面绿化、半地下室绿化、墙

面绿化；共生生态区鼓励居民增设窗台

绿化和阳台绿化；野趣生态区的建筑设

计考虑绿色表皮与地面绿化的结合。

滨水廊道也是鸟类等城市野生动物

活动频繁的场所，因此在沿岸与腹地第

一层次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表皮亦可使

用支柱架空、仿生、交错、悬挑、地埋

等结构形式，营造适宜鸟类栖息停留的

缝隙、孔洞、屋檐、阳台、屋顶花园等

小环境，为鸟类等生物提供离地生境斑

块和廊道。

4.2.5 自然学习景观建设指引

根据滨水公共开放空间布局与生境

的自然体验价值，在生态踏脚石和廊道

中，布设可达、可展、可感、可学的生

态景观节点，增加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

介质，通过仿生设计、现场导览、生态

实验、互动体验和增强现实等多种手

段，将自然科学知识传递给市民，基于

世界水日、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日、世

界地球日等节庆活动，开展水生态文明

主题活动，帮助市民认识自然、感受自

然、学习自然，提升人的自然沉浸和自

然意识。

5 结语

城市滨水区设计应满足防洪、生态

和开放空间等多重功能在有限资源条件

下的有机协调与动态变化（Prominski，
et al, 2012）。黄浦江、苏州河是上海城

市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上海落实新一轮

总体规划的重要发展空间，强化“一江

一河”沿岸地区的生态廊道功能，是上

海滨水区新一轮开发中的核心议题。本

研究基于河岸生态系统的复合服务功

能，提出了韧性平衡、生物友好、自然

亲和三大目标，强调了“保护——修复

——补偿——拓展——交互”规划管控

模式，构建了“源——汇——廊——踏

石”生境链系统，根据现状用地和规划

功能进一步提出了不同分区区段的生态

空间优化策略及相应管控要素与指标，

形成了分区差异化建设指引要求。部分

研究成果已被纳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管理局于 8月 23日发布的《黄浦江、

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规划》（公众版），

将在广泛征求意见后通过各区的近期行

动计划予以实施，以期为上海城市滨水

区新一轮的生态功能优化与空间更新提

供指导，也可为其他城市滨水区生态空

间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感谢上海市规划编审中心主任杨晰

峰先生、技审室主任程蓉女士对本研究

的支持，感谢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李建华教授对本研究的指导。

注释

① 三维绿量：又称绿化三维量，指所有生
长植物的茎叶所占据的空间体积，是城
市绿地生态效益的重要指标，能更加准
确的反映了植物的冠层结构，可为合理
配置园林植物以及城市绿地规划提供重
要依据。

② 环境健康指示物种：能反映生态环境健
康程度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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