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1卷第2期
2014年06月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Natural Science Edition)

V01．31 No．2

Jun．2014

文章编号：1673—9469(2014)02—0056—03 doi：10．3969／j．issn．1673—9469．2014．02．014

滨河带重要视景空问节点选择研究

李根

(陕西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选取汉中滨河景观带进行实例研究，从滨河景观构成要素入手，概括出滨河带重要视景空

间节点所具有的三大特征；以视景研究为基础，对滨河带视景空间进行剖析，筛选出多个滨河带

重要视景空间节点，初步构建了节点组织模型，将多个节点组织形成一个视觉整体，起到提升汉

中滨河带视觉品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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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visual space node riparian zone selection：

A case study in Hanzhong riveffront

自古以来，人们近水而居，江河流域、河湖口

岸成为城市定址和发展的首选地段。在城市的形

成乃至发展中，城市与河流水域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河流成为城市空问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滨

河带由于其特殊的空问性质，往往具有城市窗口

的作用。1J，现代城市的建设发展也为滨河带的开

发提供了契机。因此，好的滨河景观带不仅可以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市民生活品质，还可以营造良

好的城市形象。凯文·林奇。2o在研究中将城市空

问视作一个视觉整体加以讨论。日本土木学会。3 o

在其著作中详尽的分析了滨河带的景观元素及河

流空问特点。目前我国滨河带建设的突出问题之

一就是缺少对景观带整体视觉效果的研究，导致

景观元素或空问节点相互独立，视景碎片化，如何

让滨河带景观在具有鲜明个体特点的同时又不失

整体性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1滨河景观带重要空间节点要素

1．1滨河景观构成要素

滨河空问是陆地和水域的边缘，本文讨论的

是城市与河道接壤的区域。滨河景观的构成要素

主要有以下六类p o：

(1)自然要素。河床、河滩以及河岸共同构成

了河道的自然要素；同时，在河流的冲刷下出现的

沙洲、浅滩、河湾是河流中具有代表性的景观类

型；可以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另外，河道周围的

山体、动植物等是构成河道景象的重要自然要素。

(2)滨河建筑。滨河区中不同用途和各具特

色的滨水建筑，蕴含了丰富的城市文化资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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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展现出滨河景观带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

某些起到标志性作用的建筑物拥有较高的视觉敏

感度，是滨河景观带重要的组成部分。

(3)滨河步道。滨河步道是与水面最接近的

人行空问，它可以满足人们亲水的心理需求，富有

联系的滨水步道可以使行人对滨河景观产生连续

的视觉印象。

(4)桥梁。它是跨越河道联系两岸的交通纽

带，在滨河景观带中可成为一个景观点和视觉焦

点，同时还能起到观景台的作用。

(5)驳岸。作为水陆交界，是滨河景观带重要

的连续带状元素。

(6)人的活动。人们自身的活动也是一种景

致，在滨河区，人们的活动行为尤其是大型的集体

活动可成为观景者眼中有趣的视景画面。

1．2滨河观景体系

滨河观景总体可以分为三个体系：纵向观景

体系、横向观景体系、俯视观景体系。纵向观景体

系是指站在桥梁上或是渡轮上以流水方向眺望河

道景色。这种观景体系能充分展现出河流的动感

和纵深感，可以得到非常有向心力的视觉画面。

横向观景体系是指站在堤岸等处垂直河道观

看对岸方向的景色。在视景变化上会因河道的宽

度变化而形成近景、中景、远景，视觉冲击力极强，

具有较好的视觉宽广度。

俯视观景体系是指站在河道周边较高的地

点，将河道景观尽收眼底的眺望方式。这种观景

体系视域比较高远，可以充分体现出河流的宏大

气势。

1．3重要空间节点特征

在凯文·林奇的“城市五要素”中，节点是区

域空问的集中点、要点，是人们最容易注意和日常

往来必经的地方。标志是吸引人们注意的视觉兴

奋点，为人们在城市中创造一个外部参照点L2J，往

往具有很高的视觉敏感度。本文认为，滨河景观

带重要视景空问节点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要素的

特点，可以概括为三大特征：特殊性的河道空问、

较高的视觉敏感度和良好的视景、稳定的滨水基

地条件。落实到具体景观要素上本文认为河流交

汇口、河湾等地段具有独特的空间形态；河心岛、

桥梁、广阔的水面和标志性建筑物具有较高的视

觉敏感度和良好的视景；滨水广场则具有稳定的

滨水基地。这些地段具备成为滨河景观带重要视

景空问节点的条件。

2汉中滨河带重要视景空间节点的选择

2．1研究背景及价值

汉中市位于汉江的上游，是陕西西南部中心

城市、汉文化的发源地。迄今为止，汉江依然拥有

着健康的生态系统，水质良好，两岸滨河区风景秀

丽[4J。如今汉江对于汉中城市的发展更为重要，

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将发展重心从老城区转向汉江

两岸，使未来城市发展依线形空问沿河道延伸，为

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空问，使城市的发展更具可

持续性。通过发展滨河区域，还可以使新的城市

建设与城市起源文脉紧紧相连。在规划之初就应

考虑如何通过滨河带建设来打造汉水城市的人文

景观，体现汉水城市的特色和历史文脉。本文分

析并选择出的汉中滨河带重要视景空间节点将有

助于达成这一目标。

2．2具体节点分析

节点1，地处褒河与汉江交汇口。河流是连续

的带型空问，而交汇口则是这个带型空问的撕裂

处，具有特殊的形态特点，其景观特点有三个：一

是从水流方向眺望时能形成视野尽头的印象，因

为在交汇口处眺望上下游时，视线被遮挡，从而形

成视野尽头；二是在交汇口形成空问尽端，空问被

明显紧缩，三个方向的景色也明显紧缩；三是在汇

流前后，可将若干不同的河流姿态纳入同一视野

中，可以同时眺望不同的河流姿态。此处成为汉

江最具自然魅力的地方之一。该半岛与褒河东岸

的滨水高尔夫区块毗邻，从景观到人文使该地块

拥有独特的外围条件，可设计为独特的休闲度

假区。

节点2，位于濂水河与汉江交汇口。是由两条

城市主干道围合而成的三角形地块，地势较为平

缓，视野开阔，濂水河位于中央，穿越而过。此处

空问的基地坡度平缓，可成为围绕河流及城市开

展社会活动的场所，为人们提供活动场地；结合自

然条件特点可规划为城市生态公园，可组织承办

大型活动，成为滨河一景。

节点3、5、6，均位于河道的内河湾处，有弯曲

的滨河步道围绕，观赏距离更长；也可在河对岸设

置一个理想的观看区域，创造美好的视景空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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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重要节点及节点组织分析

果。5 o(如图2)。其中，节点3因为处在城市的边

缘地带，外围视线更加通畅；其南侧具有宽约

800 nl的水面，成为河流中的一处难得的开敞空

问。这个开敞空问具有宏大的气势，节点3处的

建筑物可借助广阔的水面在水中形成倒影，而形

成倒影是滨水景观区别于其他景观的一大亮点。

若规划为标志物广场，将会对附近区域产生很强

的影响力。

观

图2视景空问模式图

节点4，汉江大桥。桥梁是横跨河流的建筑。

桥梁周围拥有多样的视景类型：在周围较高的山

上或较高的建筑上，能俯视桥梁以及河道；在滨河

的亲水步道上或在船的行进途中，可对桥仰视，观

察桥的侧面景象和桥体细部，并且形成关于桥梁

的连续画面；把桥作为观景点，人们站在桥上可以

纵观河道。汉江大桥连接南北城区，是河道上的

视觉中心，视觉敏感度很高，利用率高，是营造标

志物的理想空问。现有大桥主要为机动车非机动

车混行桥，该处空问节点应结合城市路网布局设

置一座具有特色外形的景观用步行桥，为行人提

供可停留的步行空问，提供鸟瞰视角的观景平台，

解决人车混行的道路现状，提升景观品质。

2．3重要节点的联系

一般认为视觉力场和心理力场是空问节点之

问传达影响、取得联系的两种方式。6J，在本文中以

分析视觉联系为主。由于重要空问节点所处位置

的空问形态、自身功能、视觉冲击力和敏感度等因

素的不同，所表现出的视觉影响力也大小不同，能

影响到的区域范围有所差别o 7I。图1直观的表达

出各个节点之问的联系紧密程度和对外影响的

强弱。

这6个空问节点各具独特的空问形态，因此

在滨河带中的影响范围和功能配置各不相同。其

中，节点3和节点6同时具备了前文概括的重要

视景空问节点的三个特征，最有视觉影响力。这

两个节点可设计成具有观景功能的标志物广场，

形成滨河带标志性景观；建设标志性建筑，可登高

远眺畅观汉江磅礴气势，起到观景点的作用。其

他空问节点则起到辅助补充作用，比如做为看台

或配套景观设施，配备服务功能或活动广场功能。

另外，通过在滨河带设置滨水步道，使游人在行进

中感知到丰富的空间层次和景观效果，产生连续

变幻的视景画面，获得美好的视觉景象。最终，使

6个节点共同构成有主有次、和谐的重要视景空问

节点系统。

3结语

本文以汉中滨河景观带为实例进行研究，确

定了滨河景观带重要视景空问节点的3个主要特

征：独具特色的空问形态、较高的视觉敏感度、具

有良好视景及稳定条件的滨水基地；筛选出了6

个重要视景空问节点，涵盖了半岛、桥梁、水湾、河

流交汇口等不同的空问形态。基(下转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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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问的主要区别在于水质污染级别的不同或是

主要污染因素的不同，结合各个监测站点以及污

染源分布图可以得出：市中区总体水质质量较差，

其主要原因是市区内人口以及工业企业密集分

布，污染排放量大；任城区一些高污染排放企业周

围水质较差外，其他地区水质良好，这与任城区河

流分布较多是分不开的，污染物排放后会随河流

流入湖泊，从而减轻了其对地下水污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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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视景角度，初步构建出节点系统和整体视景框

架。滨河景观带实现整体架构是一个多元多层次

设计研究的结果，本文对汉中滨河带重要视景空

问节点的选择和组织是一个较为前期且类型化的

概念，笔者相信在此概念的指引下，个体景观元素

会组成一个有活力的整体，以高品质的视景效果

传达出汉中城市形象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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