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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山形特征的山地公园景观空间选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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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地型城市公园为人们暂时摆脱城市的喧嚣! 舒缓快节奏生活带来的紧张和压力提供了良好的去处% 以安

徽省马鞍山向山镇石山公园为例! 从分析山体形态特征的角度出发! 通过山体的空间形态& 空间属性& 空间面积&

地形坡度等影响因素! 对山体形态特征和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探究山体形态特征与

山地型城市公园景观空间建构的关系! 找寻两者间的契合点! 以期将山体原本的形态特征与山地型城市公园内景

观空间的特点相协调! 为公园景观空间的选址提供理论依据! 减少建设工程量& 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及实现景

观低碳和可持续性的山地型城市公园景观% 图
(

表
&

参
$

关键词! 园林学' 山体形态' 山体部位' 山地型城市公园' 景观空间

中图分类号!

45$/#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

"

%-!"

(

-##-$%&#-#

7*839:+3 ;:<= >:3)2?:;@ 2;:?@ 2+9@ 2@>@?9+*3 A:2@) *3 B*839:+3

B*<;C*>*D+?:> ?C:<:?9@<+29+?2

E6F G83

"

HI6 E:3D2C@3D

"

JK6FL I8+>+3

!

M*>>@D@ *N J:3)2?:;@ 6<?C+9@?98<@O F:31+3D P*<@29<Q 53+R@<2+9QO F:31+3D %!--(&O G+:3D28O MC+3:

$

!"#$%&'$( 5<A:3 B*839:+3 ;:<=2 :<@ D**) ;>:?@2 N*< ;@*;>@ 9* D@9 :S:Q N<*B 9C@ ?+9Q 3*+2@ :3) <@>+@R@ 9C@ 9@3#

2+*3 :3) ;<@228<@ ?:82@) AQ 9C@ N:29 9@B;* *N ?+9Q >+N@. P<*B 9C@ :3D>@ *N B*<;C*>*D+?:> ?C:<:?9@<+29+?2 :3:>Q2+2O

9C+2 ;:;@< 9**= 9C@ T9*3@ 7*839:+3 U:<= +3 V+:3D2C:3 4*S3O 7:

%

:32C:3 M+9Q :2 :3 @W:B;>@O 9* C:R@ : X8:>+9:#

9+R@ :3) X8:39+9:9+R@ :3:>Q2+2 *N 9C@ )@9@<B+3:392 +3?>8)+3D B*839:+3

%

2 2;:?@ B*<;C*>*DQO 2;:?@ :99<+A89@O

2;:?@ :<@:O :3) 9C@ 9@<<:+3 2>*;@ :3) 9C@ <@>:9+*32C+; A@9S@@3 9C@ B*839:+3 B*<;C*>*D+?:> ?C:<:?9@<+29+?2 :3)

>:3)2?:;@ 2;:?@ *N 8<A:3 B*839:+3 ?+9Q ;:<=O :3) 9* 2@:<?C N*< 9C@ ?*<<@2;*3)@3?@ A@9S@@3 9C@B. 4C@ <@2@:<?C

:+B@) 9* ?**<)+3:9@ 9C@ B*839:+3 B*<;C*>*D+?:> ?C:<:?9@<+29+?2 :3) >:3)2?:;@ 2;:?@ ?*329<8?9+*3 *N 8<A:3

B*839:+3 ;:<=2O ;<*R+)@ 9C@*<@9+?:> A:2+2 N*< 9C@ 2+9@ 2@>@?9+*3 *N ;:<= >:3)2?:;@ 2;:?@. 4C@ D8+)@>+3@ 2C*8>)

A@ <@)8?+3D ?*329<8?9+*3 X8:39+9QO :)1829+3D 9* >*?:> ?*3)+9+*32O :3) A8+>)+3D >*S#?:<A*3 :3) 2829:+3:A>@ 8<A:3

B*839:+3 ;:<= >:3)2?:;@.

&

MCO ( N+D. & 9:A. $ <@N.

'

)*+ ,-%.#( >:3)2?:;@ :<?C+9@?98<@Y B*839:+3 B*<;C*>*DQY B*839:+3 ;*2+9+*3Y 8<A:3 B*839:+3 ;:<=Y >:3)2?:;@

2;:?@

山地型城市公园的建设不仅牵涉到实际技术层面的问题" 也关系到山地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 山地

型城市公园的建设应因地制宜保有其独有的景观特色" 建成一个特点明显" 环境优美" 生态良好的游览

活动场所" 以体现山地的文脉" 继承并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 山地型城市公园的建设必将

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目前在山地型城市公园建造过程中" 常不顾山地原本的地形地貌特征" 采取大

填大挖" 既严重影响山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又增加公园建设维护等相关费用( 笔者以实践应用为目的"

以马鞍山石山公园为例" 对山地的山体部位及其空间特点进行分析" 研究与山地型城市公园中各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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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关系! 为山地型城市公园中景观空间的安排布局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尊重山地的自然风貌! 重

视生态保护! 将它作为设计的起点"

&

#

! 减少对山地自然地形地貌的破坏! 最终实现节约$ 低碳$ 可持续

的景观建设%

&

马鞍山石山公园的景观空间类型分析

!"!

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类型及定位

安徽省马鞍山向山镇石山公园是一座位于马鞍山向山镇中心位置的市民公园! 以满足市民日常休闲

活动! 展示向山当地文化! 体现山地特色景观为主要目的% 在设计中按照石山公园的设计规划定位及公

园功能需求! 将整个公园的景观空间分为以下几类&

!

主题广场空间& 主题广场空间在石山公园中属于

面积最大的活动空间! 主要是展示向山镇当地文化! 并供游人聚会$ 大型活动的场所! 属于开放性空

间%

"

休憩空间& 休憩空间是石山公园中数量最多的景观空间! 为游人提供中途休憩观赏的场所! 属

于半开敞空间! 多为简单的小型场地! 也可是亭$ 廊等景观建筑%

#

私密空间& 私密交流空间从空间围

合程度上来看属于封闭型空间! 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给游人提供读书$ 静静感受山地气息的场所! 要求

场地安静! 一般面积较小%

$

健身空间& 石山公园中的健身空间主要满足居民日常运动健身的需求! 以

具有运动健身器材的活动场地和可以活动的草地为主%

%

体验空间& 石山公园的体验空间主要从山地地

形特征入手! 重点开发具有山地特点并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体验项目! 如攀岩$ 野外
'(

'

)*+,-./ 0-/12.

(

等! 以提升公园的参与性%

&

观景空间& 观景空间主要为游人提供多层次$ 多角度的观景视野! 石山公

园在中力求将观景空间与活动空间相结合! 实现景观与观景的统一%

!"#

各类型景观空间特征分析

山体本身与山地型城市公园的建造两者间是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的关系% 通过对山体形态以及山地

型城市公园中景观空间的分析! 以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契合点! 使公园景观空间的选址更为合理!

实现节约性建设! 避免大规模的土方工程作业"

!

#

% 根据各类型景观空间的特点! 将山体形态特征对公园

空间建构的影响因素分为定性和定量! 其中定性影响因素包括空间形态和空间属性! 定量影响因素则包

括山体地形坡度和空间面积% 通过对山体部位空间与山地型城市公园景观空间中各空间影响因素的分析

叠加! 再辅以相关其他景观影响因素! 从而从定性及定量的角度确定马鞍山石山公园中
3

种景观空间的

合理位置% 表
#

将石山公园中
3

类空间分别按空间形态$ 空间属性$ 空间面积进行设计分析定位! 以便

能与各个山体部位空间进行逐一比较! 获得准确的研究结果%

表
!

石山公园景观空间分析

4567. & (-*,. 8*+,-51, 95/2 75,:0)59. 095). 5,57;010

空间类型 空间形态要求 空间属性 地形坡度
<=

空间面积

主题广场空间 相对平坦 开放性$ '半(开敞型 ＜&%

大

休憩空间 无陡坡 半开敞型 ＜!%

中等

私密空间 无陡坡 内向性$ 封闭型 ＜!$

小

健身空间 以缓坡为主 半开敞型 ＜&$

较大

体验空间 坡度较大! 突显山地特征 半开敞型 ＞!$

中等

观景空间 具有良好的观赏角度 '半(开敞型

!

山体形态与公园景观空间关系的定性分析

#"!

山体部位类型及特点

依照山地的形态特征! 将山体分为
>

个山体部位)))山顶$ 山脊$ 山腰$ 山崖$ 山谷$ 山麓$ 盆地"

?

#

%

各山体部位是山体不同的局部位置! 具有不同的空间特性%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个山体部位在立面上

既有凸地形! 又有凹地形* 在景观视野上则包含开放性视野和内聚性视野* 空间围合程度上囊括了开敞

型$ 半开敞型$ 封闭型等
?

个主要空间形式% 一个具有完整山体部位的山体! 基本上拥有各类空间形

式! 具有丰富的地形空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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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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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部位定义及空间特性

$%&'( " )*+,-%., /.-( 0(1.,.-.*,/ %,0 /2%-.%' 34%5%3-(5./-.3/

类型 定义 空间特性

山顶 呈点状! 团状的凸起地形 中心性! 标志性强" 全方位视野" 空间呈发散状

山谷 两侧或三面被上坡包围的地形 内向性" 空间半围合" 视域有限" 开敞处可形成视觉廊道

山脊 条形凸起地形" 是山顶带状的延伸 呈线状或树枝状" 视野开阔" 空间紧凑" 具导向性和空间分割性

山麓 只有一面与上坡相连接" 周边开敞的地形 单向性视野" 视域有限" 稳定性较强

山腰 山地顶部与底部之间坡度小于
67!

的部分 单向性视野" 有层次感" 空间方向明确

盆地 四周被上坡所围" 内部区域平缓! 宽大的地形 内向性" 集聚性强" 空间感受与底部宽度! 周边山体高度! 坡度有关

山崖 坡度大于
67!

的倾斜地形 单向性视野" 坡度较陡" 具有紧张感

!"!

山体部位空间形态与公园各景观空间关系的分析

不同的山体部位空间形态各异" 而地形空间形态的差异是影响山地型城市公园空间建构的最大因

素# 山地型城市公园景观空间的选择" 需与山地原本空间形态相适应" 则可充分利用自然地形特点进行

景观营建而无需对地形太多的修改$

如有一处地形近乎垂直的崖体" 可发

挥地形险要的优势" 将此处开发为以

攀岩项目为主题的体验空间" 只需进

行稍微的修缮和活动设施的安装" 即

可达到目的$ 表
!

中通过将石山公园

中
#

个景观空间与
6

个山体部位间的

空间形态进行对应分析" 排除山体部

位与公园景观空间之间空间形态不契

合的选项$

除了充分利用山地空间形态进行

景观空间布局" 安排活动空间外" 山地空间的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园景观空间的形式$ 如位于

山脊位置的空间则应以线性形式为主" 顺应山脊的走势% 而位于山顶位置的空间形态则使用放射性的结

构更为适宜$ 因此" 在空间选择时应适当的将地形对营建后的空间形态影响考虑在内" 但总体上在山地

条件下的空间形态无需像平地公园那般追求规则固定的几何形式" 只需充分结合天然地形" 因地制宜"

满足活动空间功能需求即可&

8

'

$

!"#

山体部位空间属性与公园各景观空间关系的分析

山地的山体部位综合了开敞型! 半开敞型! 封闭型等
!

个空间属性" 也拥有各类视野" 同时具有空

间焦点等作用$ 山地型城市公园在空间设计选址中" 可根据景观空间的空间属性需求" 安排于山地的不

同山体部位处" 直接利用或在不破坏山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稍加处理" 即可形成空间属性的融合统一$

如山顶" 空间开敞" 具有焦点性的作用" 在地形元素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中心性! 标志性强&

9

'

$ 因此"

具有重要性! 神圣性的标志物常常利用山顶的空间属性" 到达设计目的$ 又如山地型城市公园中私密空

间要求场地具有一定的内向性" 封闭性" 这类景观空间的设计布局上可与山地中的盆地相结合" 面积大

小适宜的盆地地形" 天然的封闭型空间" 为设计提供良好的天然条件$ 根据石山公园
#

个不同景观空间

的属性要求" 将它与山体部位的空间属性进行对比分析$ 如表
8

所示" 获取山体部位与公园景观空间之

间在空间属性上的契合点$

!"$

定性分析结果

将表
!

和表
8

的结果进行叠加综合" 在满足空间形态与空间属性一致的基础上" 确定山体部位与山

地型城市公园景观空间的契合点" 对不同山体部位适宜建设的景观空间类型进行初步的划分(表
9

)$

!

山体形态与公园景观空间关系的定量分析

山地型城市公园以山体作为设计载体" 多样的地形变化" 复杂的空间形式" 对于设计来说既是优势

表
#

不同山体部位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之间空间形态的关系

$%&'( ! $4( /2%-.%' 1*5: 5('%-.*,/4.2 &(-;((, 0.11(5(,- /.-(/ *1 -4( :*+,-%., %,0

'%,0/3%2( /2%3( *1 <-*,( )*+-%., =%5>

空间类型 山顶 山脊 山腰 山崖 山谷 山麓 盆地

主题广场空间
" "

休憩空间
"

私密空间
"

健身空间
"

体验空间
" " "

观景空间
" " " "

说明* +

"

, 表示山体部位与公园景观空间在空间形态关系上不契合$

严 军等* 基于山形特征的山地公园景观空间选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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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挑战!

&

"

# 设计前期细致分析山体地形坡度及空间面积$ 对充分利用基地环境$ 发挥山地丰富的空间

类型优势$ 减少对原地形的大挖大填$ 实现因地制宜% 低碳环保的景观营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

山体地形坡度与公园景观空间关系分析

通地里信息系统&

'()

'技术按照表
!

对空间形态坡度的要求将石山公园的地形坡度分为小于
#%*

(

#%*+#$*

(

#$*+!%*

(

!%*+!$*

( 大于
!$*

等
$

个等级进行分析( 获得图
#

中的数据) 在山体部位与

景观空间契合的条件下( 依照空间对坡度的要求( 按主题广场空间% 健身空间% 休憩空间% 私密空间的

顺序进行合适坡度内各个地块面积的测算( 获得山地空间面积的数据( 以便确定适宜的景观空间位置*

图
# '()

对石山地形坡度的分析

,-./01 2 '() 343567-7 89 :8;8.03;<-= 758;1 89 ):841 >8/:3-4

!"$

空间面积分析

山地型城市公园中各类景观空间均有其一定的面积要求!

?

"

( 以满足游人活动的需求* 表
2

对石山公

园中各类空间的规模大小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在合适的空间形态及空间属性的基础上( 空间的面积则制

约着空间的营建( 景观空间布局安排时除了考虑空间形态与属性( 同时要满足空间规模大小的契合( 避

免由于选址空间面积过大或过小而造成额外的土方工程量( 破坏山地原始地貌( 增加建设投资!

@

"

* 如图

空间类型 山顶 山脊 山腰 山崖 山谷 山麓 盆地

主题广场空间
!

休憩空间
! ! !

私密空间
! ! ! ! !

健身空间
! ! !

体验空间
! ! !

观景空间
!

说明+ ,

!

- 表示山体部位与公园景观空间在空间形态关

系上不契合#

表
%

不同山体部位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之间空间

属性的关系

A3B51 C );3:-35 ;08;10:6 0153:-847<-; B1:D114 E-991014: 7-:17 89

F8/4:3-4 34E 534E7=3;1 7;3=1 89 ):841 >8/:3-4 G30H

空间类型 山顶 山脊 山腰 山崖 山谷 山麓 盆地

主题广场空间
! ! ! !

休憩空间
! ! !

私密空间
! !

健身空间
! ! !

体验空间
! !

观景空间
! ! !

说明+ .

!

/ 表示山体部位与公园景观空间在空间形态%

空间属性关系上均契合*

表
&

山地型城市公园景观空间与山体部位的契

合关系

A3B51 $ I880E-43:1E 0153:-847<-; B1:D114 534E7=3;1 7;3=1 89

F8/4:3-4 534E7=3;1 =-:6 ;30H 34E F8/4:3-4 7-:17

JK%



第
!"

卷第
#

期

"

所示! 固定的羽毛球运动场地大小为
$!%& ' ! #%$ '

! 则所选山体部位空间的长宽均需满足要求! 否

则将会造成相应的挖方填方"

图
"

活动空间选址差异对土方工程的影响

()*+,- " .'/0123 45 6)55-,-71-3 184)1- 45 3/01) 94102)47 24 -0,28:4,;3

石山公园设计中将根据各类景观空间对建设面积的需求! 结合石山原本各类山体部位地形的面积!

从而确定景观空间的选址布局!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土方工程作业"

通过对山体地形坡度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分析! 结合山体空间面积的分析! 可得出山体形态与公

园景观空间的定量分析" 首先对坡度小于
$<=

的
>

和
?

地块面积进行测算! 分别为
& &&!%@

和
$ A$$%!

'

"

" 对比得出
>

地块更适宜主题广场空间的修建" 测算坡度为
$<=B$A=

的地块! 获得表
#

中
>BC

的地

块面积! 对比面积大小! 并结合山体形态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定性分析结果以及公园的布局安排! 最

终确定
D

和
E

地块为健身空间最佳位置"

测算坡度
$A=B"<=

的
>BF

地块面积#表
@

$! 并结合山体形态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定性分析结果

以及公园的布局安排! 选定
>

!

?

!

(

!

G

!

E

!

H

及
C

等
@

个地块为休憩空间%

表
!

坡度为
"#$%"&$

的地块面积

I0J9- # >,-0*- 45 3)2- 45 28- 394/- $<=B$A=

编号
!K'

" 编号
!K'

" 编号
!K'

"

> !&!%# ( " @$$%$ H @#$%@

? "LA%M G "A!%< N !&!%A

D L"#%@ E @""%A C &&<%@

O !#"%! . $ !L<%@

P #<"%L Q M#@%&

编号
!K'

" 编号
!K'

" 编号
!K'

"

> $ "A<%A ( L A$"%M H $ &$&%A

? !&"%M G &""%M N !$A%M

D "&!%A E A &$<%M C #MM%#

O "LA%# . $!A%$ R #!A%A

P AA@%M Q ""M%@ F "AM%$

表
'

坡度为
"&$%(#$

的地块面积

I0J9- @ >,-0*- 45 3)2- 45 28- 394/- $<=B "<=

满足私密空间的山体部位全园仅
$

处&图
$

$! 被选为私密空间位置! 但园中的私密空间亦可通过植

被人工构筑形成! 此处以山体部位空间为选址依据% 体验空间需选择山地中地形险要的区域! 突显山地

特色% 观景空间则多与活动空间相结合! 选择具有较好观景视野的区域! 空间面积的要求比较灵活%

&

结论

综上所述! 通过山体部位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属性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定性分析! 并结合山体地形

坡度和空间面积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定量分析! 最终得出石山公园各类景观空间的选址意向&图
!

$%

山体形态是山地型城市公园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然要素! 是构成山地型城市公园的重要基底% 所有

的设计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均依附于地形'

M

(

% 山体部位作为山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体现着山地丰富多变的

空间属性及空间形态! 山地型城市公园中的景观空间则是整个项目的重要组成单元% 本研究以马鞍山石

山公园景观设计项目为例! 通过山体空间形态) 空间属性) 空间面积) 地形坡度
&

个主要的空间影响因

素! 对山体形态特征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找寻山体形态与石山公园景观空间的

共同契合点! 从而在设计中做到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山地原始地形营造景观空间! 减少土方工程量和建

设费用! 实现节约) 低碳) 可持续的山地型城市公园景观设计%

严 军等* 基于山形特征的山地公园景观空间选址研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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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石山公园各类景观空间选址意向

'()*+, & -,./,.01 23 042(0, 23 562., 72*.68(. 98+: ;8./<08=, <=86(8; ;2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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