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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环境恶化问题给城市发展建设带来

了一系列难题，一些较为极端的灾害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

人类建成区域的承受上限，于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探究如何有效提高景观的自我修复和

重建能力。公园是城市中比较常见的公共场所，从韧性景

观的视域下对其空间安全规划设计模式进行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和实际价值。

一、韧性景观概念及其相关理论

（一） 韧性景观概念

韧性，原意是指金属材料在不受破坏的情况下能够承

受大量冲击荷载的能力，在延伸到景观生态学之后，释义

为系统在受到干扰后保持其组织结构和生产力的倾向。简

单来讲，韧性就是指生态系统在受到外部冲击时保持其功

能结构基本相同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系统在受到冲

击之后可以恢复原样，而是已经发生改变的部分适应了全

新的环境条件。但若是外部冲击超出其承受阈值，则会导

致系统发生深刻变化，重新组建。人们想要赋予环境一种

在遭到破坏后仍旧可以自我恢复的能力，在景观系统内部，

即使各个景观或是景观组团可能遭到破坏或是出现剧烈变

化，其景观系统的核心功能仍旧能够维持下去。
结合上述概念及含义来看，韧性景观和弹性景观十分

相似。弹性景观是在受到外部影响后可以恢复原来状态，

而韧性景观是在弹性景观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完善后提出来的，与弹性景观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刚性。韧

性对环境变化拥有刚性的抵抗力，因此其结构状态更加稳

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既能够展现出弹性特质，同时还能

够快速适应变化，形成全新的生态平衡。
（二） 韧性景观理论

韧性理论是从工业体系中迁移过来的，截至目前，韧

性思想的演进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工程韧性、生态

韧性以及演进韧性。工业韧性是指机械系统恢复原装的能

力；生态韧性是指生态系统遭到外部干扰后形成的平衡状

态；演进韧性则强调了生态系统的多变性，它是在平衡状

态与平衡点之间不断变化的。韧性景观规划设计遵循的就

是这种持续动态变化的思维模式，规划设计者需要对景观

进行长期的追踪观察和实践总结，精准掌握其在不同空间

环境和时间维度下发生的状态变化以及具体的原因并形成

大数据，通过对整个过程的分析梳理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

景观系统的构建与评价。

二、韧性景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

特殊性和必要性

（一） 韧性景观应用于城市基础建设中的特殊性

首先，自然联系性。城市基础设施包含自然形成和人

工建造两部分，均具有自然属性，绿色基础设施和自然环

境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均存在紧密的联系，以此为基点可以

将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有机衔接起来。韧性景观所强调的

城市绿色斑块相互连接与之存在共通之处，其思想是接纳、
适应外来干扰，并将其纳入城市循环体系中，达到城市环

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其次，功能复合性。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绿色基础设

施的生态功能十分丰富，涉及水源、土壤、空气等自然资

源净化以及城市排水、通风等调节功能，此外还能为人们

提供观赏、休闲、运动的场所。同样的，韧性景观也具有

功能复合性，想要有效适应城市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就必

须依托空间内部的多重组织关系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由此可见，将城市基础设施和韧性景观进行融合对城市发

展具有积极效益。
最后，环境适应性。如公园、绿地广场一类的城市基

础设施为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场所，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它与外部环境也存在着广泛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这是一种

双向影响和适应的关系，它使基础设施环境拥有了动态适

应能力，在遭受灾害后能够快速趋于新的平衡状态。韧性

景观的核心宗旨是维持人工环境的稳定，主动融入城市整

体大环境中，去适应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
（二） 韧性景观应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绿化效应在城市建设中受到政府和行业重

视，因为人们希望生活、学习和工作在一个优质环境之下。
然而，日益恶劣的环境问题使得传统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

被极大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需要一种快速且高效

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手段，而韧性景观为新时期城市绿

色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保障。二者的融合，

可以建构一个拥有高稳定性空间结构的生态环境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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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从而提高市民的生活环境质量。

三、基于韧性景观的城市公园空间安全规划

设计依据和做法

（一） 依据———规划设计原则

一是多样性原则。多样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物

多样性，二是社会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体现在生态系统内

部种群、群落、景观结构以及生态过程变化中，就目前来

看，国内外很多城市都已经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

展的关系。生物多样性越强，其汲取景观能量以应对外部

环境干扰的能力也就越强。社会多样性则体现在文化的多

元上，将丰富灿烂的文化融入到公共景观中，形成包含多

种外部环境干扰应对方式的结构。
二是连通性原则。在城市公园空间规划设计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到其系统内部以及不同系统之间的物质、信息以

及能量交换，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会造成群落的退化

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因此应在空间中建构物质、能量、
信息交换的渠道，包括水网、生物迁徙通道等，使城市生

态环境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
三是自适应原则。在城市快速发展建设的过程中，景

观系统的建构必须要与区域气候、环境以及居民需求相适

应，如此才能满足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在进行公园空间

设计时，应遵循韧性景观建设的自适应原则，提升景观的

功能性和连通性，使其物质、能量可以根据外部干扰情况

进行自我调配。
四是模块化原则。模块化即是指将不同节点封装成独

立的功能，与更大的网络和更多的功能模块相连接，如此

即使系统中某一功能受损或是某一区域停止运转，也能够

避免整个系统的运行遭受影响。
五是冗余性原则。在生态系统中，不同节点的功能重

叠也可以强化系统的韧性，因为多种功能的区域整合可以

在环境干扰之下留出缓冲空间，基本上不会出现城市生态

系统短时间内突破阈值而崩溃的现象。同时重叠功能还可

以承担部分灰色基础设施的压力。
（二） 做法———规划设计方法

针对韧性景观的城市公园空间安全规划设计理念和要

点，关键在于提高空间结构方面的韧性，这需要规划设计

师综合考虑空间的布局、功能、形式、结构以及面对的灾

害风险等，使其在面临城市环境变化时可以做到自适应调

整，具体规划设计方法如下：

首先，在活动空间的规划设计中，考虑到城市公园会

承受庞大的人流量，在法定节假日甚至会超出公园空间的

承受范围，影响正常活动的开展。因此需要充分利用边缘

空间解决拥挤的问题，如公园的入口、广场、道路等。公

园需要解决的是公共秩序的维持、外围设施的强化。同时，

尽可能减少大面积花坛或是花径的数量，既可以节省成本

又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再有就是要对活动空

间进行合理的组织，减少大密度植物的栽种，保障视线的

开阔。还应注重场地的实际作用，尽可能将活动场地设置

在人们容易达到的区域，并设置一些人们需要的设施，如

遮阳板等。此外，应适当扩大面积，选择大面积的疏林和

耐践踏的地被植物，一方面可以节约水资源，另一方面也

可以增加活动面积，形成良好的生态效益。
其次，在游乐设施的规划设计中，要力求功能全面、

外观和谐，同时还应考虑到安全性和舒适性的需求，针对

老人和儿童的特点采取一定的配套安全措施。同时，尽可

能选择光线充足、地势平淡的区域作为游乐场所，并在该

区域地面上铺设具有防渗和防滑性能的材料。对于一些较

为特殊的活动器材和无障碍设计，最好全方位设置安全标

志牌。
再次，在人车道路的规划设计中，应根据公园的人流

量确定道路设计的规格，并在沿途设置休息点，保障广大

游客可以舒适地开展游园活动。之后对道路系统进行完善，

要点有三：一是导向性简单，设置标志性设施，避免游客

迷路；二是道路曲折幽深有度，避免出现安全死角；三则

是要设置应急行车路线。此外，还应在道路旁设置安全标

志，有效约束和引导游客的行为。
最后，在植物配置的规划设计中，应选择低成本且管

理难度低的景观建造材料，建造经济耐用的公园景观。尤

其是植物造景材料应做到经济适用，且保障其安全性，最

好无毒无害没有尖刺，耐践踏性能强，不需要频繁维护。
综上所述，在进行城市公园空间安全规划设计的过程

中，必须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同时应基于韧

性景观理论，重点对公园空间结构和安全保障进行规划设

计，切实提高韧性景观效能。公园是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

的融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空间，通过建设韧性景

观将空间安全规划设计进行量化，采集整合信息数据，运

用虚拟仿真模型，对实际工程项目建设前后加以验证，最

终可以形成评价指标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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