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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江南平原河网地区的城市滨水空间丰富，在城市更新中应发挥其多元功能，从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城市竞争力。

以上海青浦环城水系治理为例，在分析水系资源、文化资源及现状问题的基础上，阐述滨水生态修复和“还岸于民”的

空间更新改造目标和策略，即以“防洪、生态、景观、历史、人文”五位一体为目标，形成“一环、四段、八园”的总体布局，

释放可供市民和游客共享的滨水休闲空间，发挥城市水系“防洪排涝、滨水景观、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城市形象”的综

合功能；总结更新实践的成果，包括提升防洪安全的保障能力、改善河道水环境、构建以人为本的活动空间，以及水乡文

化的植入与提升。

The Jiangnan Plain has abundant waterfront resources. Their function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sidents' life 

and city competitiveness. Taking the renovation project of Qingpu river system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ocal river 

conditions, cultural endowm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waterfront renovation 

with the idea of 'ecological water restoration' and 'returning riverside to the public'. That is a five-in-one renovation integration of 

flooding control, ecosystem, landscape, history, and humanity; a spatial layout of 'one ring, four sections and eight gardens'; opening 

the waterfront to citizen and tourisms; exerting comprehensive functions of the river system including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waterfront aesthetic appeal, cultural tourism, entertainment and city symbol.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the effects of renovation 

practice: the flood control capability has been enhanced; the water environment has been improved; people-oriented leisure spaces 

have been created; the historical and water culture have been implanted and promoted.

0   引言

江南平原地区河湖密布、交织成网，人

们傍水而生、临水而居。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

展，尤其是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一些滨水空间

逐渐被厂房、码头、民房等占据，违建也屡见

不鲜。在新时代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还岸于民”的呼声越来越大，滨水空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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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及对公众开放已刻不容缓。据国内外学者

对海滨及大江大河滨水空间的研究，滨水空间

呈现出环境人工化、结构复杂化和功能多元化

的趋势[1]。丹麦哥本哈根[2]、法国马赛[3]、新加坡[4]、

卡塔尔多哈[5]等许多滨海城市已将海港码头

改造为集居住、办公、文化和休闲于一体的公

共开放空间。国内大连、青岛[6]、厦门[7]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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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滨海特色的滨水公共开放空间，上海的黄

浦江两岸通过更新改造开发、开放了约40 km

长的多功能滨水空间[8-10]。但位于平原河网地

区的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改造，既不能沿用大型

滨海城市的空间建设模式，也不能参照大江大

河的滨水空间规划设计手法，而是必须基于水

乡特色、当地文化、多种功能需求和现代生态

城市理念展开研究和实践[11-12]。上海市青浦区

位于太湖流域下游，是典型的江南平原河网地

区，境内河湖密布、水资源丰富，拥有93个湖

泊和1 934条河道，是上海水文化和古文化的

发祥地。位于青浦区核心地块的青浦新城跨越

老城区和新城区，内部共有31条河流水系。由

于受以往城市发展中的多种因素影响，许多滨

水空间已被占据，空间品质不佳。所以，地方

政府作出了“以青浦新城环城水系治理为契

机，开展滨水空间更新改造”的决策。这是一

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工程，可以使青浦新城

有温度、有记忆、可漫步、可阅读。笔者以此项

目为例，阐述基于水生态修复和“还岸于民”

的滨水空间更新改造策略，并总结该项目更新

改造的实践效果。

1   青浦新城环城水系现状分析

1.1   资源禀赋

青浦新城内水系资源丰富，占地约24 km²，

外有上达河、油墩港、淀浦河与西大盈港4条河

流环城，内有东大盈、漕港河等31条支流交错，

共同构成了新城的基础和轮廓，并提供了蓝绿

空间和居民活动空间（见图1）。其中，淀浦河、西

大盈港、油墩港、上达河属于敞开的引排水河道，

且具备通航功能，一般水位处于2.5—2.8 m，

最高水位为3.7 m；内部河道为圩区内受控河

道，常水位为2.5—2.8 m，水动力条件较差，流

速缓慢。

星罗棋布的河湖水系孕育了青浦悠久的

水乡文化。城区内既有悠久的历史文物建筑，

也有近代和现代文化建筑。位于青浦新城油墩

港与淀浦河交界的崧泽文化遗址，经考古界鉴

定是上海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聚居地[13]。

青浦老城厢，即青浦护城河（环城河）与淀浦

河环绕的椭圆形地块，已被确定为上海历史风

貌保护区，至今仍保留有一定数量的水乡传统

民居、历史建筑（万寿塔、曲水园、城隍庙等）、

古园林、传统街巷，以及较完整的椭圆形护城

河水系[14]（见图2）。

1.2   现状问题

青浦新城虽然有4条环城河、31条支流水

系，但是其应有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作用。根

据现场勘察分析，新城区水系及滨水空间存在

以下问题（见图3）。

（1）防洪除涝能力不够。一是河道护岸结

构修建年代已久，经过多年的水流冲刷、船只

碰撞，部分岸段已出现护岸结构破损、坍塌；二

是护岸结构被私自改为码头，滨岸空间长期随

意堆放的砂土和建筑垃圾已超过护岸结构的

设计荷载，存在安全隐患；三是河道两岸空间

被违章建筑占据，贯通不畅，影响抢险物资运

输和防汛管理。

（2）河道水环境不理想。一是河道两岸仍

存在部分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水直排入河道

的现象，造成河道水质的污染；二是河道出现

护岸硬质化，生态功能退化，水体自净能力不

足；三是河道水体质量不达标，大部分时间为V

类水，水环境改善需求迫切。

（3）滨水空间利用混乱。一是河道两岸无

序分布了大量工厂、仓库、码头、堆场、居住区、

学校、办公楼、加油站、绿地和违建私房，缺乏

风貌特色和文化特征；二是河道两岸缺乏连续

的步行道、骑行道等交通通道，使许多滨水空

间无法到达，公共活动无法进行。

（4）水乡风貌逐渐消逝。由于城镇发展

和工业化建设，传统的水乡风貌发生了巨大

改变，水乡街巷、传统民居、风貌河道正慢慢

消逝。

2   滨水空间更新改造策略

2.1   居民需求分析

青浦新城东有虹桥枢纽、西有淀山湖，大

规模人流由虹桥枢纽出发去外省市长途旅游

观光，或是自驾前往淀山湖及周边短途休闲，

短暂停留于青浦新城的机会较少。造成该现

象的原因主要是缺少具有停留价值的休闲娱

乐空间，以及经济输入的发展动力较薄弱。所

以，青浦区政府提出“一城两翼”的发展战

略格局，通过青浦新城、环淀山湖地区及西虹

桥地区的开发建设，打造地区发展动力引擎，

进一步优化区域功能分工，形成东西联动、协

调互动的总体发展格局。“一城”，即青浦新

城，将规划为长三角地区综合性节点新城，具

备“水乡文化”和“历史文化”的生态宜居

新城，进一步提升青浦新城的城市品质和竞

争力，达到吸引人流的目的。此外，笔者走访

了城市规划、水务等管理部门，并对青浦新城

内居民进行了需求调研和访谈。结果表明：本

土市民对环城水系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

亲水愿望，外来市民（非本地户口）对亲水

休闲同样充满期待，但对单一的水利工程河

道治理不甚满意。因此，要吸引人口入住、发

展青浦新城，必须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与幸

福感；实现“还岸于民”的目标，则需跳出传

统水利解决问题的思路，从“水里”向“岸上”

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以滨水空间改造带动城

市功能的修补，统筹考虑土地利用更新、生态

修复、滨水功能提升、景观优化、历史文化保

护与利用等多方面目标。

2.2   “五位一体”的目标和策略

城市滨水空间更新改造，既要满足水安

全、水生态功能，又要满足居民亲水、休闲活动

等功能，故提出滨水生态修复和“还岸于民”

空间更新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以水利工程的河
图1　青浦新城水系现状及资源禀赋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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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水系生态修复、护岸生态景观改造、防汛通

道贯通整治为基础，融入湿地、景观、文化、休

闲、运动等功能元素（见图4），通过环城水系

整治、滨水空间开发和重要节点建设等措施，

打造集“防洪排涝、生态景观、文化旅游、休闲

娱乐和城市形象”于一体的青浦环城水系公

园，重塑上海水城，找回青浦乡愁。更新改造目

标和策略具体如下。

（1）提升防洪除涝能力。环城水系外围

河道下通黄浦江，上达太湖，是流域行洪通

道，两侧护岸需要防御50年一遇洪水。因此在

更新改造滨水空间的同时需加固改造护岸，

并建设贯通的防汛抢险通道，保障防洪除涝

安全。

（2）提升城市生态环境。环城水系河道现

状护岸硬质化、滨水空间杂乱、河道水质恶化。

因此，滨水空间改造可与生态护岸、湿地同步

建设，修复已被破坏的水生态，提升水体自净

能力，改善河道水环境；同时在滨水空间种植

大片绿植，营造滨水景观绿化，构建城市生态

网络。

（3）创造滨水休闲空间。滨水空间有水、

有绿，视野开阔，适宜休闲活动，是居民喜爱的

健身场所。因此，环城滨水空间建设环通防汛

抢险通道并赋予运动健身功能，局部拓宽成口

袋公园或整理围建形成大空间建设滨水公园，

增设运动设施，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4）传承和再现历史文化。由于青浦拥有

丰富的水乡文化和历史文化，在滨水空间改造

时除植入各功能外，还需融入本地传统文化，

传承城市历史文脉。这不仅增添了河道游览趣

味，也提升了城市旅游功能。

（5）提升城市形象。防洪能力提升、滨水

环境改善、休闲娱乐有空间、历史文化丰富，城

市综合环境和竞争力将自然得到提升，进而促

进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3   滨水空间更新改造实践

3.1   滨水空间总体布局

上达河、油墩港、淀浦河、西大盈港围合

环绕青浦新城，是青浦新城的外轮廓。根据新

城总体规划确定的4条河道两岸用地性质和功

能[15-16]，提出外围环城河的滨水空间更新改造

以 “一环、四段”为总体布局。此外，青浦新城

水系河道狭窄，缺乏较大宽阔水面，城区仅有

一个水面面积不到200亩（约0.13 km²）的夏

阳湖，还缺乏大型的滨水公共活动场所或节点

公园。所以，笔者拟结合多个交叉河口拓宽水

面，建设几个较大水面的滨水公园。与既有的

曲水园、夏阳湖景观节点一同形成8个节点主

题园（见图1）。在环城内部水系，因地制宜打

造“口袋公园”。为顺利通达各重要节点，除利

用滨水空间贯通道路作为陆路游线，同时根据

水系通达性和两岸景观节点布局水上游线，设

置游船停靠码头（见图5）。

3.1.1    “一环、四段”

“一环”，即青浦新城“生态水系绿环”，

包括环城水系、环城绿廊和健身环路。“四

段”，即环城水系的4个滨水空间特色功能段。

（1）滨水商业段位于新城北部上达河两岸。

根据规划，北岸为产业区，南岸为商业区，河

道中部规划建设商业街区、地标性建筑“青

浦中心”和轨道交通17号线“青浦新城站”。

轨道交通站点和青浦中心等商业设施建设，

图2　既有新老特色建筑实景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4　更新改造策略及功能植入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水上游线及码头布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滨水空间改造前现状实景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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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上达河两岸带来巨大人气。因此，该段以

服务市民，提供便捷的滨水活动为主题。（2）

生态观光段位于新城东部油墩港两岸。受架

空高压线限制两岸地带宽阔，且有崧泽文化

历史遗址。所以，该段以生态观光的绿化景观

为基底，在河道两岸宽阔地带打造以史前文

化体验为主题的景观公园，传承及展示历史

文化。（3）文化体验段位于新城南部淀浦河

两岸。淀浦河沿线有崧泽遗址、老城厢、万寿

塔等历史文化遗迹，并新建了南箐园、浦仓路

人行桥等特色建筑。所以，该段定位为文化体

验段，以文化主题带形式展示青浦的古城文

化和民俗风情。（4）休闲运动段位于新城西

部西大盈港两岸。西大盈港两侧为大居所在

地块，拥有大量居民小区。因此，该段以满足

市民休闲、娱乐、运动的亲水空间为主题，结

合淀山湖大道跨西大盈港桥下的绿地资源重

点打造双桥雕塑公园。

3.1.2    “八节点主题园”

滨水主题园主要结合多个河流交叉口拓

宽水面，形成具有较大水面的滨水公园。在上

达河与东大盈港交叉口拓宽水面，结合轨道交

通17号线地铁站、青浦中心等商业设施，打造

智慧湖公园。上达河、老西大盈港与东大盈港

围合，形成一个狭长岛屿。在此将规划建设一

座长岛公园，功能将涵盖休闲娱乐、配套餐饮

等。淀浦河与漕港河交叉形成的半岛将被打造

成大型活动场所——梦蝶岛公园。在油墩港和

淀浦河交叉口，利用东岸的崧泽遗址博物馆和

高压线下空地拓宽成的湿地，共同打造崧泽遗

址公园。同时利用万寿塔和西大盈港双桥周边

地块，在淀浦河和西大盈港打造古塔公园和双

桥公园（见图6-图7）。

3.2   滨水空间营造与特色彰显

3.2.1    基于亲水生态护岸改造及新建

图7　部分重要节点设计效果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部分重要节点更新改造平面方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智慧湖公园 b 崧泽遗址公园 c 梦蝶岛主题园 d 长岛公园

研究范围内的河道即青浦中心城区骨干

排水通道，也是重要的内河通航河道，既有驳

岸形式大部分为直立硬质护岸。适于居民活动

的滨水空间既要有亲水性、观赏性，还要具备

生态净化功能。因此，结合各区段的功能定位，

在满足防洪、通航要求的基础上，对护岸进行

生态、景观改造。（1）对于城市狭小空间，现状

保存完好的护岸结构考虑原状利用，通过植物

装饰美化护岸结构；（2）对于亲水要求高的岸

段，凿除现状挡墙降低墙顶高程，重新砌筑压

顶，形成亲水平台供游人驻足观赏；（3）对于

陆域腹地开阔处，结合城市规划及地块开发，

将防洪闭合线后移，采用自然缓坡、植物护坡

的生态亲水驳岸形式；（4）在结合青浦新城水

上游览路线方面，布置顺岸式码头驳岸，方便

游人陆上、水上游览（见图8-图9）。全线新建及

改建护岸总长28.0 km，其中直立驳岸4.5 km，

生态护岸23.5 km。

3.2.2    基于生态修复的滨水湿地营建

湿地被誉为“城市之肾”，有较强的水质

净化功能，能改善局部微气候。在“还岸于民”

的滨水空间改造时，可利用部分河段陆域腹地

开阔处以及两河交叉的河口，构建生态湿地，

提高河道调蓄能力、改善河道水质。例如，油墩

港西侧高压线架空段下部腹地空阔，改造时将

河道防洪闭合线后退，原河口线处的护岸结构

改造为消浪墩，并辅以耐冲刷植物，形成湿地

外部的消浪屏障；原河口线至新岸坡采用自然

生态平缓的岸坡形式，保证岸坡稳定的同时，

还为多样化水生动植物提供生存栖息的环境。

利用内河洋泾港与漕港河河口有一片未开发

a 古塔公园 b 双桥公园 c 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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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亲水生态护岸及湿地营建断面方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亲水生态岸线改造及湿地营建现场实景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0　文化再现与活动植入现场实景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区域构建生态湿地，利用生态系统逐级消耗污

染物，实现对水体的净化，逐步恢复本地区生物

多样性，并起到蓄积洪水、调节气候的作用（见

图8-图9）。同时，新建约1 600亩（约1.07 km²）

的绿地、林地，形成绿网，为城市生态可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

3.2.3    历史与特色文化展示与再现

历史文化最能赋予滨水空间以可阅读

性。青浦老城厢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水乡

文化。在老城厢内，历史上的淀浦河侧有水城

门直通城内，现已填堵成市政道路。在老城厢

西侧，由老环城河、淀浦河、漕港河三水环绕

围合而成岛状陆域，是淀浦河进入新城范围

的重要口门。可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漕

港河重新打造一座水城门，再现青浦的古城

文化和民俗风情。在老城厢对岸，淀浦河南岸

有一座万寿塔，可利用古塔及周边地块打造

古塔公园。此外，桥是江南特有的水乡文化之

一。为保证环城水系两岸滨水道路的环通，河

道支河口需新建桥梁26座。因此，将青浦既有

的“石料、石雕、流线”等古桥文化特征融入

设计方案中，拱桥以青浦历史名人的字或号

为名，平桥以传统诗词中具备水乡特色或故

事的字词为名，供游人赏玩回味每一座桥梁

背后的故事（见图10）。

3.2.4    运动休闲等多种功能植入

“还岸于民”的滨水空间更新改造最重

要的是提供市民休闲活动、运动健身的公共

场所。一方面，结合防汛通道建设，实现环城

水系两岸43 km滨水绿道的环通，打造环城

半程马拉松环路。马拉松环路根据河岸两侧

市政道路宽窄进行设置。在滨水无市政道路

a 狭小空间改造

b 有市政路改造

c 亲水生态改造

d 湿地营造断面

段，绿化带范围较宽岸段沿河布置4 m骑行

道、2 m亲水步道及0—5 m绿篱，绿化带较

窄岸段则设置4 m骑行道；若滨水已有市政

道路，绿化带范围较宽段设置4 m亲水步道，

绿化带范围较窄段设置2 m亲水步道。另一

方面，结合重要节点设置和既有历史文化遗

存，重点打造古塔公园、崧泽遗址公园、梦蝶

岛、长岛公园、双桥公园、智慧湖公园等大型

滨水活动空间，为青浦城区百姓提供多样化

特色滨水空间，丰富居民生活。其中，智慧湖

公园设置水幕庆典广场，以活动庆典为主；梦

蝶岛、双桥公园、长岛公园以满足居民日常休

憩、运动休闲为主。同时结合15分钟生活圈的

要求，新建了25处网球场、篮球场、极限运动

等运动场地。

4   结语

优越的生态环境、浓郁的水乡特色、深厚

的文化底蕴是青浦区由传统工业发展转型成

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内核。青浦环城水系

治理及滨水空间更新改造，以“防洪、生态、景

观、历史、人文”为目标并制定相应策略，通过

城市水系河道整治、护岸生态景观改造、防汛

通道贯通整治、滨水活动空间创造、景观绿化

营建等措施，形成青浦新城“一环、四段、八园”

的空间总体布局。有助于传承和丰富青浦的

“水乡文化”，带动青浦环城滨水区域的产业升

级和城中村改造，释放出可供市民和游客共享

的滨水休闲空间；从而实现青浦市民和游客共

享绿水美景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城市水系“防

洪除涝、生态景观、运动休闲、城市环境”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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