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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ｉｖｅｒ
—ＴａｋｅＬｙｕｈｕａｔｏｗｎ，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ｉｔｙ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关键词：

乡村河道水景观；

亲水；

生态护岸；

植物绿化；

桥梁曝气

牛牧
ＮＩＵＭｕ

上海市水利设计研究院 第一设计所，上海 ２０００６１

摘要：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也越来越受到

重视。联系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实践，研究认为，对乡

村河道特征元素的认知是河道景观改造提升的前提，乡村河道治理应秉承自然

生态原则、文化传承原则和社会生活原则，确保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有的放

矢，避免大拆大建式的景观再造；对乡村河道自然条件的梳理是河道景观提升

改造的基础，对比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存储现状，可为乡村河道景观的改造

提升铺垫基础，以便有针对性地修复、保留其历史文化元素，凝练其标志性符

号，打造根植于历史、富有人文精神、彰显水乡个性、契合当地特色的河道景观。

乡村河道水景观的改造提升应总体把控，充分考虑乡村河道特征元素和自然条

件，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个性化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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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

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指出“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相关

政策的陆续出台，加之当代人的观念转变，乡村

级别的河道水环境提升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朴实无华，

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

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

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

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２］，但乡村河道的景观

改造提升不同于城市滨河风景带，前者更强调

河道的美学功能与实用功能，而后者则更侧重

于河道的景观休闲功能，因此针对乡村级别河

道的景观改造提升应有专门的策略。目前，乡

村级别河道的改造提升，由于受限于河道规模，

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改造，大多还停

留在纯粹的水利工程的范畴内，只注重水利特

性而忽视河道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改造提升后

的河道只能满足防洪、排涝、灌溉等水利功能，

难以满足河道周边民众的日常亲水休闲需求，

河道与人的良性互动关系无法得到体现，生态

宜居的目标很难达成。鉴于此，本文拟以上海

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通过对乡村河道特征元

素、自然条件的分析与梳理，探索乡村河道水景

观改造提升的基本路径，以供业界参考。

　　一、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

前提

　　我国乡村河道多属于中小河流的支流与末

端河道，主要由天然河道和人工河道两种形式

组成。乡村河道普遍存在以下特点：数量众多，

分布广泛，但长期以来只重水利而忽视环境景

观；周边污水直排河道，导致部分河道存在淤塞、

河水污染等问题；沿河地带多为人口稠密区域，

人地关系紧张；河道的陆域控制线范围内存在被

占用的情况，阻塞水体，影响护岸安全。由于乡

村河道在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因此，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迫在眉睫。

改造提升乡村河道，首先要了解乡村河道

的特征元素。笔者认为，乡村河道特征元素包

括人文和物质两个层面，是一片水域（乡村河

道）区别于另一片水域（乡村河道）的文化符

号，具有一定的文脉延续性和形象认知性，体现

了一片水域（乡村河道）的整体人文生态之特

征。例如，“九曲十八弯”是黄河的自然特征，

“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水乡的专属，“两岸

猿声啼不住”再现了长江三峡的美景。因此，

认知乡村河道特征元素是景观改造提升的前

提。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择水而居、依势而建是

人类选择栖息地的基本规律。在前工业社会，

人口的迁徙与河流密不可分，“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法则。城镇或乡

村，因滨河地带交通便利，生活成本较低，人员

流动性大，以及多元文化在此聚集，易于形成以

地区聚居为特色的乡村河道———人们对河道高

度依存，河存人存，河枯人徙，用之以河、取之以

河、食之以河、排之以河，兴也河道、衰也河道，

河道成为人类文明的生命线。人类社会进入工

业社会后，特别是到了近代，物质经济刺激了人

们对自然的无限度索取，忽视了对乡村河道特

征元素的理性认知与保护，导致人们赖以生存

的水环境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污染和破坏。

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梳理可以从物质和

人文两个层面展开。其中，物质层面包括自然

生态、乡土植被、水文水利、格局形态、建筑小品

（水车、廊桥、磨坊）等元素；人文层面包括历史

典故、文化遗迹、艺术诗歌、宗教信仰、生活方

式、民风民俗等元素。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

梳理，应考虑三个原则。其一，自然生态原则，

即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坚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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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设计理念，充分

考虑区域和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的相

互影响和作用。其二，文化传承原则，即乡村河

道景观的改造提升，不是割断文脉的景观再造，

亦不是虚无缥缈的景观再生，应充分考虑流域

内的历史文脉，在规划、内容、方法途径上做到

系统和完整，防止出现文脉断层或支离破碎。

其三，社会生活原则，即改造后的乡村河道景观

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人们生产生活、交流憩息

的场所，有度、有节、科学、合理的适用型特征元

素予以保留，过度、无序、有悖科学、不尽合理的

滥用型特征元素予以剔除。有取舍、有保留、有

所为、有所不为，应成为乡村河道特征元素梳理

的基本理念。

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梳理可采用元素罗列

法、查阅文献法、走访调研法等方式进行。所谓

元素罗列法，是指在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认知

的基础上，将其按照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标准分

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分门别类地解析内涵，

因势利导，推陈出新。由于部分特征元素可能

因为人为原因而破坏（物质层面元素），或因历

史久远而失传（非物质层面元素），查阅历史文

献或者地方志成为必然的选择，也是必需的选

项。查阅文献，可理清特征元素间的逻辑关系，

丰富特征元素内容，完善特征元素，弥补缺项漏

项。走访调研法可以弥补元素罗列法与查阅文

献法的不足，进一步弄清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

来龙去脉，把握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精髓。以上

三种方式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河道治理与改

造提升奠定了基础。

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该镇河道交

错、阡陌纵横、鱼塘湿地散布、建筑紧邻水边

（见图１），有着良好的先天景观发展条件。但

由于沿线周边人地关系紧张，河岸绿地或多或

少都存在被占用的情况，沿线污染物排放来源

复杂，部分老旧的水利设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成为阻塞河道、聚集污染的集中点，部分护岸设

计与当今生态建设的规律相违背，还有部分护

岸因管理维护不善存在坍塌崩坏的情况。简而

言之，该镇乡村河道水景观提升虽有着得天独

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首先，人地关系紧张，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处理

好河道整治与景观提升的关系，是需要解决的

主要问题；其次，污染排放复杂，外围生产、生活

环境交错，让人们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任务十分繁重；第三，原有水利设施陈

旧破损、河道阻塞，甚至部分护岸设施与乡村振

兴战略相悖。鉴于上述对该镇河道特征元素的

梳理与认知，笔者认为，乡村水环境的改造提升

需要由以往单纯的水利改造提升转变为集水

利、生态、景观为一体的综合性环境改造提升，

将水利改造、环境修复、文化传承和持续发展的

理念融为一体。

　　二、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基础

乡村河道景观的改造提升，其核心要义是

图１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乡村河道景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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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达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自然，

在认知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前提下，通过科学

有序的梳理，将特征元素归纳、分类，针对不同

的特征元素，采取个性化的改造提升策略，使乡

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既能满足人们亲水性的要

求，又符合现代生态理念。可见，对乡村河道自

然条件的梳理是河道景观改造提升的基础。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地处崇明岛西南端，

东与三星镇相邻，北与跃进农场相接，东南部濒

临崇明岛上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明珠湖，南

与西紧邻长江南北支流，与江苏省常熟市、海门

市隔江相望，是长江分水岭所在地。绿华镇是

崇明区最年轻的乡镇，拥有西沙湿地５Ａ级景

区、天然明珠湖等丰富的旅游资源，生态基础较

好。同时，随着马拉松特色小镇定位的确立，绿

华镇未来在城市空间布局和设计上将会不断优

化提升，以满足其规划要求。河道作为镇域空

间布局的主要构成要素，其风貌影响着该区域

的整体形象。

在绿华镇约４１．１５ｋｍ２的区域内，河道分

布呈现出“１环２９竖”的格局（见图２）。镇域

范围内乡村河道主要包括市管河道两条，即环

岛运河穿过绿华境内１３．３３ｋｍ，新建港穿过绿

华镇境内 ５．８３ｋｍ；镇级河道 ２７条，总长度

５８２９ｋｍ。镇域范围内水网密布，整体生态状

图２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水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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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较好。但是部分河道岸坡缺少护砌，局部坍

塌严重，河道大部分为自然土坡，缺乏必要的工

程护坡措施，在长年降雨径流的冲刷和河道水

位变动的淘蚀下，河岸土壤侵蚀严重，河坡出现

不同程度的坍塌破坏，坍塌与水土流失的土体

落入河底，造成河道内淤积，导致河床抬高，水

流不畅。同时，局部河岸段紧邻村庄道路和房

屋，无防护措施的河道为村民的生产、生活与安

全埋下了隐患。

区域范围内２７条镇级河道是绿华镇水网

的骨干河道。镇级河道普遍水质较好，水流通

畅，沿河两岸植被茂密，整体水环境状况良好。

村级河道作为绿华镇水网布局的基础，共有

２３１条，长８９．３４ｋｍ，此类水体数量众多，分布

范围广，河道流经村宅、农田、鱼塘，其水质环境

直接影响着沿线居民的居住环境，对居民生产

生活影响大，反过来又易受污染。因此只有将

其提升改造后才能促进此类河道进入良性循环

的阶段。

依据乡村河道景观提升改造的基础要求，

通过元素罗列、查阅文献和实地走访调研等方

法，结合无人机航拍视频和规划部门提供的

ＧＩＳ地图，对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现状进

行分析梳理，发现该镇河道特征元素显著，保存

基本完好，但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河道问题。目前河道多为人工开挖，

以直线形河道居多，无收放变化关系，河道表现

形式单一。同时由于修路、建房等原因，存在断

头河的情况，不利于水体流动（见图３）；部分天

然河道，由于长期缺乏维护，河道淤积，河堤塌

陷，河道内污染物堆积严重。

（２）绿化问题。沿河两岸整体绿化状况虽

较好，但缺乏疏密关系，植物季相变化不够明

显，植被类型单一，同时部分土地存在裸露的情

况，居民集中区域河岸多被私自改造为菜地。

（３）景观设施问题。现有的景观设施有的

距离居民区较远，且功能较为单一，便民的公共

设施缺乏景观化设计，稍显粗糙。

（４）功能定位问题。目前河流缺乏生活功

能，人水关系分离，周边居民无法有效利用河流

开展相关活动，与绿华镇的生态定位不符。

（５）驳岸问题。部分河道无护岸，为杂草

坡，居民段部分建筑直逼河道，影响整体景观效

果；部分河道为传统的桩板式护岸，传统护岸仅

图３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现状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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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某些功利价值如防洪、水运、灌溉等［３］，

忽视了生态性、亲水性的需求。

对乡村河道自然条件的梳理，旨在研究、分

析、对比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存储现状，为

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奠定基础，以便有针对

性地修复、保留其历史文化元素，凝练其标志性

符号，打造根植于历史、富有人文精神、彰显水

乡个性、契合当地特色的河道改造方案。

　　三、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实

践路径

　　通过对绿华镇所在地域乡村河道特征元素

的分析与梳理，在保持原有空间、文化和生活连

续性的基础上，凝练乡村河道特点，突出乡村河

道特色，在水景观改造提升中可运用河道特色

文化元素，因地制宜地打造乡村河道水景观。

乡村河道水景观不同于城市滨河。村级河

道由于受陆域控制线和周边人地关系等问题的

制约，要想将其打造为大范围贯通式成片、成带

的滨河景观片区有违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之宗旨，同时此种大拆大建的模式

也与节约型、环保型社会发展之要求相悖。通

过对绿华镇河道现状的分析，包括特征元素的

提炼、自然条件的梳理和实地调研，可采取“生

态水利优先、景观点缀亮点”［４］的规划策略，坚

持“基于规划、结合现状，集中连片、规模治理，

生态修复、优化基底，人居关怀、突出风貌”［５］

的整治原则。

首先，应总体把控，充分考虑乡村河道的特

征元素和自然条件。应从土地和自然系统出

发，通过创造性地适合绿华镇本土的规划设计

塑造有特色、多功能、人水和谐的乡村水景观。

换句话说，应回归传统，建设安全和谐、蕴含地

域特色、宜居宜业的现代水乡。在整体设计方

案中，应着重考虑河道的生态性，在保证水安全

的前提下尽量软化水岸形态，丰富河道曲线，注

重植被的季节搭配，增设实用且美观的景观亲

水设施，由小处着手，通过各个节点的景观提升

带动区域总体景观效果的提升。

其次，应针对不同问题，实施个性化提升

方案。

（１）针对河堤塌陷问题，在满足河道安全

与河道周边拥有相对开阔场地的前提下，去直

取弯，堆填造岛，在非建设区域适当开挖大水

面，增加河道的多样性（见图４）。

另外，根据滨水用地的不同性质，采用不同

类型的生态护岸。由于崇明地区土壤系沙洲冲

积土，土质松散，土层一般分上下两层，上层土

颗粒较细，略带黏性；下层土粒较粗，土层较厚，

属粉砂性土粒，颗粒浑圆光滑不具棱角，在地下

水渗透流作用下，很容易发生坍塌。因此，河道

需要一定的护岸结构才可保证堤岸的安全，设

计中应主要采用生态石笼、圆木桩、柴笼、固化

土等形式的生态护岸，并预留挺水植物、沉水植

物的种植生长空间，以及当地青蛙、螃蟹等两栖

动物登岸所需要的通道，真正地打造生态河岸、

图４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去直取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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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河道（见图５）。在陆域控制线相对宽裕的

区域可结合《上海市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和长效

管理工作导则》，将部分河段的防汛通道与休

闲健身步道相结合，运用“海绵城市”工程技

术，将雨水花园等融入河道绿化设计中，作为绿

色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雨水花园不仅可保护存

在于景观之中的自然过程，而且可将技术与艺

术完美结合，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大的

发展空间，丰富场地的功能性与可观赏性。

（２）针对绿化无章问题，以绿华镇镇树（栾

树）为主要树种，结合场地实际情况，分段增加

主干树种，考虑到后期对河道的管理维护，适当

增加挺水植物和水生植物，丰富植物的多样性，

在某些植物种植过于密集的区域可对植物进行

抽稀，以利于植物的生长。针对部分河段沿岸

存在土地裸露的情况，可在补种植物时考虑季

相变化明显的植物，通过不同树种的搭配，以丰

富植物资源，使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植物景象

（见图６）。植被建议补种花草类植物，因现有

乔木栽种较为密集，所以不建议补种灌木球、灌

木丛之类的植物，可在河道转弯处或者有较大

空间处种植，结合花草、树木、景石等形成植物

花镜，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３）针对原有水坝阻水、影响水质的问题，

在方案设计中，制定“拆坎建桥，实地开河”的

策略，并对桥梁进行景观升级改造，做到功能性

图５　上海市崇明区绿会镇河道生态护岸类型

图６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景观植物绿化示意图

·６０１·



牛牧：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实践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

与美观性相结合。应通过更换护栏、加装装饰

材质、布置装饰灯光等措施，并结合桥梁提水曝

气装置对桥梁进行提升，以实现生态环境改善

与人居景观环境提升相结合。在桥台与护岸结

构交接处应规划种植如矮蒲苇、水葱、黄菖蒲等

植物，以形成群落搭配。另外，应利用景石对桥

台与护岸结构处进行美化，以形成含蓄、自然、

多变的局部小空间，使桥梁与周边环境彻底融

为一体。除对桥梁进行景观提升外，还应对滨

水设施———水桥进行景观提升。现有水桥多是

由预制混凝土板制成的滨水阶梯，只可容纳一

人，且只有使用功能，水泥板构造与河道整体环

境契合度较低。沿线居民多有在水中利用小型

网箱养殖的习惯，现有水桥所能够为居民提供

的日常活动空间稍显局促（见图７）。因此，可

结合护岸形式、河道形态等设计要素对其进行

景观提升，设计“凹”字形水桥平面，便于居民

日常生活使用。考虑到后期维护与造价问题，

可用人造木饰面混凝土平台对其进行外表面处

理，完善水桥使用功能的完整性，并使其更具有

美观性（见图８）。

（４）针对河水污染问题，通过水生动植物

和其他措施来实现河道生态净化，构建水下全

生态系统（见图９）。该系统应包括健康型微生

态系统、净水型沉水植物系统、景观型挺水系

统、浮叶植物系统、生物操纵型水生动物系统，

应实现水域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水生植物）、消

费者（水生动物）、分解者（微生物）的合理配

置，形成食物链循环。该系统的构建可通过微

生物、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的配置，丰富生态多

样性，提升河道自净能力，构建良性循环的生态

环境。

　　四、结语

通过上海市崇明区绿化镇乡村河道景观改

造提升项目的实践，我们发现，乡村河道景观提

升改造需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周边居

民的生产生活与河道的关系、特征元素与自然

图７　桥梁曝气设施与桥梁原有效果图

图８　水桥现状与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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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水下全生态系统示意图

条件的关系、生态宜居与生产发展的关系等。

乡村河道景观提升不能仅从景观设计的角度出

发，需结合水利、生态、上位城市规划与水系规

划，尊重原有的乡村肌理，避免大拆大建。总

之，只有在科学把控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从全面

认知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维度出发，针对不同

问题采取个性化设计策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

乡村河道的水环境与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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