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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涧河位于渑池县城南部,北临城市,西与涧河一二期相连,东至S247省道,总面积54.31公顷,改造

总长度4.58km。渑池涧河环境综合整治不仅可以提高渑池县城市防洪安全、增强抵抗洪涝灾害风险的

能力,而且改善了沿岸滨水环境,为市民提供了滨水休闲娱乐空间,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并可以形成具有渑

池县特色的城市滨水景观带,提升了城市品位,体现了城市特色,打造出城市名片的新形象。同时将中水

处理厂处理后达标的中水资源化为利用,作为河道补水的水源,并用来满足沿线道路冲洗、市政公园绿化

用水、市政环保及工业园区用水,不仅解决了涧河缺水的问题,还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方案,缓解了渑池县

水资源短缺的压力,工程意义重大。 

[关键词] 渑池涧河；规划设计；生态景观 

 

1 区位分析 

涧河是渑池县境内的主要河流之

一,自西向东紧邻渑池县城南侧流过。

河堤两岸分布着一些村落、工程、企

业,美丽的沿河风光、交通条件优越,

涧河景观的塑造可改善人民群众的居

住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

福感。 

2 现状分析 

2.1优势分析 

渑池涧河综合治理,以水生态环境

修复与保护为主,兼顾防洪减灾,通过清

淤疏浚、河道生态护岸、闸涵修建、生

态补水、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一系

列综合治理措施,解决渑池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水灾害领域存在的问题,

构建清水绿岸的生态水系。 

2.2劣势分析 

渑池涧河河道为下切型河流,河道

岸坡受水流冲蚀明显,部分河段河道弯

曲,岸坡受水流顶冲。部分岸坡整体稳定

性较差,水利河道与景观设计,生态修复

需要紧密配合,相互协调。 

3 设计原则 

3.1生态修复与保护优先原则 

以提高植物多样性和水质环境保护

为基础,采用有利于保护原有生态环境

的措施,尽可能的保护原有地形地貌以

及植被,对生境的改造控制在 小的程

度和范围,营造适宜生物多样性发展的

环境空间,防止外来物种的入侵,为鸟

类、鱼类等各种湿地生物的生存提供

大和 佳的生息空间。 

3.2坚持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 

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

美”的理念出发,结合项目所在地气候特

征,及项目不同功能区施工的特定环境

条件,本着“适地适树、适地适草”的原

则,以乡土植物为主,适当引进一些优良

植物；在发挥林草防护和观赏等综合功

能的前提下,做到即防风、防噪、又美观

的效果, 终建成“城在园中,水在城中,

楼在绿中,人在景中”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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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廊道。 

3.3适度开发与合理利用原则 

项目基调为公益性,适量少的考虑

运营,投入为主,产出为辅。 

4 景观风貌策划 

4.1设计定位 

将渑池涧河景观打造成渑池人们的

后花园,扩大园林景观效果,让沿岸的工

农业与环境形成共赢,创造吸引外资的

投资平台,充分带动经济的发展。 

4.2景观情景 

景观情景空间的人为要素与当地人

们的生活方式相协调,达到人与景的互

动融合,在整个风景区的设计中,适当增

加当地文化特色的情景雕塑、水景节点,

来提升小空间的景观效果,渲染大场景,

烘托氛围。 

4.3景观功能 

涧河主要景观节点按照空间特性分

为三个地块：生态公园(原涧河生态公园

以东包含橡胶坝下游湿地,烈士陵园以

西区域,总面积150000m2)；中部区域(渑

杨铁路与涧河交汇处以东,小寨沟与涧

河交汇处以西区域,位于涧河北岸,总面

积55000m2)；吕祖圣泉(包含现有吕祖山

景区以及吕祖山泉周边,不含吕祖山为

总面积16000m2) 

4.4景观结构 

结合渑池县“一河两沟”现状及分

布情况,充分体现因地制宜,合理开发,

总体上形成“一心三带六区多点”的规

划布局结构。 

一心：涧河生态公园为一心,是整个

“一河两沟”的景观核心部位,地理位置

优越,景观效果显著。 

三带：涧河生态带,羊河沟生态

带、小寨沟生态带。以改造后的“一

河两沟”水利工程为契机,沿河道两岸

利用可利用的有限土地,各自整合成

为景观带。 

六区：分别为浪漫花谷,中心公园,

动力花园,湿地探幽,吕祖圣泉,陶艺

文化。 

多点：指的是沿“一河两沟”两岸

的各广场、游园、运动场所、湿地营造

等多点通过河道连接形成了一个大的生

态景区。 

5 涧河道路体系 

采用适当的绿色交通路线,设计适

宜人们穿梭的绿色空间,增加沿河景观

品质。设计中采用多元化、多层面的手

法。巧妙的结合周边景观效果,保证绿色

交通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6 植物配置 

6.1种植原则 

充分考虑园林植物季节变化,形成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景观效果。常青和

落叶,乔木和灌木,速生和慢生相结合的

原则。乔木拉开骨架,灌木和球类补充空

间。 结合本地绿化建设需要,注重常绿

与落叶、阔叶与针叶、乔木与灌木,重点

美化树种与速生普遍绿化树种相结合,

乔木、灌木和草坪的比例推荐为6:3:1

的比例,加强高大乔木的比例,多用银

杏、合欢、法桐等观赏性和实用性都比

较强的树种。 

6.2种植方式 

行列式种植方式：相邻两株植物之

间的间距及每株植物与道路之间的间距

都应相等,不可小于4m。种植要求：依配

置要求种植,若遇到地管道等阻碍物时,

适当调整间距；苗木的分枝点高度必须

一致(误差在20cm以内),自然高度应基

本一致,若出现不一致时,应将较高苗木

种植在树列中间位置,使林冠线呈平滑

的拱形,杜绝形成凹形。 

自然搭配种植方式：种植要求：丛

植或群式种植的乔灌木,同种或不同种

苗木都应高低错落,充分体现自然生长

的特点。 

花灌木、地被植物的分层种植方

式：花灌木边缘轮廓线上的种植密度

应大于规定密度,平面线形应流畅,外

缘成弧形,高低层次应分明,且于周边

点种植物高度差不少于300mm。修边、

收边、人工式种植要求边界清楚、无

空缺、生长均匀,自然式种植相互入侵

合理,要求主次分区明显,入界合理,

合于自然。 

地被植物的种植要求：应按品字形

种植,确保覆盖地表,且植物带边缘轮廓

线上的种植密度应大于规定密度,以利

于形成流畅的边线,同时轮廓外缘在立

面上应成弧形,使相邻两种植物的过度

自然。 

7 竖向设计 

7.1景观互动 

景观情景空间的人为要素与当地人

们的生活方式相协调,达到人与景的互

动融合,在整个风景区的设计中,适当增

加当地文化特色的情景雕塑、水景节点,

来提升小空间的景观效果,渲染大场景,

烘托氛围。 

7.2漫步空间 

穿林而过,硬景建设与绿化环境

相融合,成为市民晨练,黄昏散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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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选择,为满足游人的休憩要求,设计

大的节点广场,适当增添一些成品坐

具,更能体现人性化设计环境所带给

人们的感受。 

7.3突出人本主题 

强调以人为本,从人的休憩、观景、

交往等功能需求出发,合理设置休闲、

步行、观景、集聚、运动等空间,充分

考虑景观设施细节,营造现代化人性绿

色环境。 

7.4塑造绿色生态形象 

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构建绿地系

统。根据植物的共生、多样性以及竞争

效应,因地制宜布置乔、灌木、草本、

藤本、水生植物,使之相互协调,营造一

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互动的生态

环境。 

8 水土流失现状及防治情况 

8.1防治目标 

新增的水土流失量得以及时有效的

控制、水土流失强度恢复到工程前水平

并有所改善、植被率不低于现状水平、

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8.2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是指开发建设单位的征

地范围、租地范围和土地使用管辖范围。

主要包括： 

①主体工程建设区。 

②临时道路建设区。 

③施工生产生活占地。 

④取土场建设区。 

⑤弃渣场建设区。结合本工程,弃渣

全部运至渑池县垃圾填埋场,本次用地

只考虑前四项。 

8.3防治措施布设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的设计

原则。结合项目区水土流失特点,因地制

宜、因害设防,采用工程、植物、临时措

施相结合,构成完整的水土保持防治体

系,同时认真分析主体工程具有水保功

能的措施布局,避免措施重复造成投资

重复计列。 

8.4坚持“点式工程和线性工程”相

结合的设计原则。 

本项目施工既有点式工程又有线性

工程,线性工程主要有主体工程及临时

道路工程；点式工程中包括弃渣场区和

施工生产生活区,但扰动强度和施工特

点却不尽相同。因此,必须结合不同区域

的扰动特点,科学划分防治分区,并针对

各防治分区的扰动特点布设水土流失综

合防治措施。 

9 结束语 

综上所述,涧河景观对于渑池的发

展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是市民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游客认识渑池的窗

口,从涧河的角度观看渑池的展示面,塑

造城市形像是渑池发展的方向和需要,

渑池涧河景观所呈现的效果,极大地影

响渑池整体印象,因此,涧河景观设计要

努力凸显渑池的内涵和品位,满足人们

的精神文化和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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