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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县森林公园规划设计特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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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８）

摘　要：在分析安徽芜湖县森林公园规划设计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绿腰带”的解读，提出了该森林公园的

规划设计原则及设计目标，围绕“绿腰带”理论，从入口景观区、亲水 休 闲 区、休 闲 娱 乐 区、亲 子 游 乐 区、野 趣 森 林

和苗木区六大功能区详细分析了该森林公园的景观设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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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慕尼黑郊区农业，主要以文化休闲、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为发展目标，是创意农业的经典，被称为

绿腰带。绿腰带项目实施的目的是在保护农业用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种植与

当地生态环境相符的农作物，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和适宜的休闲场所［１］。
借鉴绿腰带理论，安徽芜湖县森林公园以生态林业、环境保护和文化休闲为主要内容，创造性地将高

质量的生态林业、和谐的土地使用和合理的文化休闲功能开发有机结合在一起，有效地满足了人们对休闲

的需求和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２］。采用绿腰带理念来规划设计该城市森林公园，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能

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同时以文化休闲为出发点满足当地居民的休闲娱乐，将森林公园的生态与经济利益

达到最大化，为之后的森林公园规划设计建设提供基础。

１　安徽芜湖县森林公园规划设计

１．１　项目解读

１）项目概况。参照《芜湖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研究》的规划目标，将湾沚、花桥等围绕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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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岗丘区规划为保护县城城区的绿腰带，作为县城城区的生态防护屏障。本项目规划地块位于芜湖县南

湖路南侧，镶嵌在芜湖县绿腰带之上。该项目占地１１．２ｈｍ２，北邻南湖路，西部被铁路贯穿，东部新建公

路，交通方便；地势较低，地形起伏大，后侧为丘陵地带；项目中有自然水体的存在，但是体量不是很大。目

前基地南北方向可由Ｇ５０、沪渝高速到达，东西方向可由南湖路到达，交通畅达，通达度高（图１）。２）区位

分析。该项目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

明。芜湖市区坐落在长江以南，长江与青弋江交汇处，是安徽省的经济、文化、交通、政治次中心。芜湖是

一个滨江山水园林城市，古有“长江巨埠，皖之中坚”之称。同时芜湖市交通十分发达，公路、铁路、水路等

交通体系较为完善（图１）。

图１　项目区位

１．２　规划设计原则

１）生态防护原则。森林公园位于芜湖绿腰带之上，在定位和功能上具有不可缺少的防护和绿化功能，
注重生态理论和科学指导，以自然和生态平衡为核心，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同时在设计中

要考虑园林植物的系统性、多样性、可持续性［３－４］。２）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原则。为突出当地的文化地方

特色，园内建筑风格大都采用了徽派建筑。芜湖当地鸟类资源非常丰富，自古林与鸟息息相关，设立芜湖

本土鸟类介绍，并与当地历史文化相连，这样既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又提高了整个森林公园的特色。３）
注重人性化设计原则。由于森林公园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所以各种设计要素的构建，要符合人的尺度和

需求，满足人的生理与心理需要，体现人性化，从而使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５］。

１．３　规划设计目标

以色彩丰富的乔木树种为骨架，乔、灌、草合理搭配，结合地形特色，按照四时变化的特点，营造自然山

林的景观格局。同时结合安徽芜湖当地特有的文化氛围，打造一个满足城市居民休闲、体验、养生为主题

的现代城市森林公园［６］。

２　景观设计特色分析

图２　功能分区

该森林公 园 的 功 能 分 区 主 要 有 六 大 类，分 别

是入口景观 区、亲 水 休 闲 区、休 闲 娱 乐 区、亲 子 游

乐区、野趣森林和苗木区（图２）。几大休闲区主要

从人性化的 角 度 出 发，满 足 游 客 的 精 神 和 生 态 需

求，同时遵循生态学原理，景点设置与自然和谐相

处；入口景观区主要考虑其景观生态性，在景点的

设置上能体现出当地的人文特色。

１）入口景 观 区。设 计 创 意：主 要 设 置３个 入

口服务区，主入口区设置在南湖路上，主要包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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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和游乐场等。次要入口区分别设置在南湖路、经二路上。在入口处都设有停车场，从而方便游客停

车。主入口处设置了游乐场和展览馆，让游客能够迅速融入该森林公园。同时设置了玉兰大道和樱花大

道等特色景观路和七彩花海观景区，充分考虑景观生态学理论，既能提高生态性，又能体现观赏浏览性。
景点设计分析：入口服务区以休闲、游憩、观光为设计原则，建筑形式体现徽派文化特色，体现当地的

人文特色，作为有机农林产品交易服务中心，为游客的游玩观赏提供导向作用。
停车场采用绿化草坪砖，用灌木作为两个停车位间的隔断，用乔木和藤蔓植物进行遮阴，既防止阳光

曝晒又自成景观，打造生态化停车场，与绿腰带理念相呼应，既生态又实用。
花海区以春、夏、秋季为主，选择天鹅绒紫薇、马鞭草、波斯菊、向日葵、万寿菊等打造“缤纷花卉园”，利

用花色的花海变化来营造景观，充分考虑景观生态学理论，打造特色花海景区。
展馆内主要围绕“百鸟朝凤”的主题设立了芜湖本土鸟类的介绍，增强人类对鸟类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意识，宣传绿色生态理念。同时展馆会展出农副产品的生产与制作流程，使远离农村的城镇人能体验农村

的耕作生活（图３）。

图３　展览馆效果图

２）亲水休闲区。设计创意：本区域主要设置了喷泉广场、滨水平台和湖心岛，满足了人们亲水的天性，
遵循生态学的理念，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生，不过度改造自然环境。同时运用植物的配置，水清静

影，打造自然的水景景观。
景点设计分析：通过对人们亲水性的需求，在滨水平台上设计了钓鱼区，既能满足人们的休憩娱乐需

求，又能使人们达到静心的效果，给远离城市喧嚣的人们的心灵以纯粹的慰藉（图４）。

图４　滨水平台效果图

３）休闲娱乐区。设计创意：本区域主要设置了自行车道、书屋茶吧和采摘园，满足人们亲近自然、亲近

森林的需求，充分利用绿腰带的思想理念，在设置景点时要充分考虑生态可持续性，以生态为主，兼备休闲

放松功能。

景点设计分析：设置具有文艺小资气息的茶吧，使游客能在此休息放松，欣赏林间优美的景色，听到耳

边清脆的鸟鸣，同时茶吧里又设置了阅读角，能使游客增加知识，这样一举两得。

采摘园种植一些果树，游客可以自己参与到采摘的活动中去，让游客体会到丰收的快感，满足自己精

７７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第３４卷

神上的需求。此类果树既能起到生态屏障的作用，又能产生经济效益，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４）亲子游乐区。设计创意：考虑到儿童、少年为本森林公园的主要客源，设置了ＤＩＹ教室、露营烧烤

吧、动物王国等景点，让孩子们更好地亲近自然，培养他们保护森林的意识。
景点设计分析：该场所主要是让孩子体验自己动手的乐趣，通过ＤＩＹ能增强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发散

性思维，从而增强孩子的益智力，同时又通过一些植物画形式的教学，培养孩子热爱自然的思想。亲子游

乐区也能为家庭、青年学生提供露天环境下亲近自然的场地，他们可以自己动手，享受烹饪的乐趣。晚上

可以全家扎帐篷，一起仰望星空，享受一家人的美好时光。

５）野趣森林。设计创意：主要设置了氧吧、徽园居、红枫岗等景点，种植观叶、观果和芸香科植物，提供

舒适的居住环境，满足人们能更好亲近森林的愿望，在房屋设计时充分考虑了生态学理念，在不破坏原有

森林景观风貌的基础上，采用选景和造景相结合的方法，打造自然宜居的生态环境。
景点设计分析：以落羽杉、再力花、水杉、水蜡烛、荷花、睡莲、芦苇各类水生植物种植为主，打造新鲜的

天然氧吧，为城市喧嚣的人们净化身心；另外，打造特色的木质休闲建筑，用于养老和家庭休闲式体验，同

时提供家庭农场对外出租，使居住者能欣赏周围景色，修养身心。

６）苗木区。该地区为森林公园的苗木基地，重点进行乡土植物的繁育、生产和展示，打造芜湖乡土植

物基因库，体现城市森林公园的生产功能。

３　结　语

安徽芜湖县森林公园镶嵌在芜湖县绿腰带之上，成为该县城城区的生态防护屏障，能够满足芜湖市生

态防护功能，同时兼顾市民的休闲旅游功能，为城市森林公园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好的案例基础。该森林公

园的规划设计解决了目前森林公园功能模式较为单一的缺点，注重生态、需求、经济三位一体，在打造满足

人民需求的森林公园的同时起到城市生态防护屏障的作用，为城市整体的生态环境做贡献。
同时，在此森林公园的规划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如很多森林公园的经济效益比较差，这是因为

政府无偿地为居民开发森林公园，而森林公园的后期管理养护还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往往最后森林公园

会由于不堪经济重负而惨淡收场，所以今后要进一步探讨森林公园经营的理念与方法，以满足生态、需求、
经济三位一体的要求，为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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