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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A5_EF_BC_9A_E4_c57_614215.htm 方案一：蓝绿辉映的

城市界面方案尊重场地的自然要素，保持与环境相协调。场

地北侧自然起伏的坡地阳光充足，视野开阔，设计中最大程

度地加以保留，并加入曲折的道路和三角形的挡土护墙使步

行其中的人们视线不停地变换交替，对前进的方向充满好奇

与期待。远远望去，整个绿地宛如被由坡道和踏步组成的道

路网分割而成的一块块绿色拼贴画。道路的形态千变万化，

在道路的中央或转折处往往会突兀地出现一棵造型优美的大

树作为醒目的景观标志。此外，三角形的挡土护墙边常设有

休息处。 场地位于景观大道黄山路的轴线上，与大蜀山遥遥

相望，是城市向居住区过渡的柔性边界。设计中黄山路两侧

以保留自然元素为主，用水面和植被形成绿色和蓝色的城市

界面，突显自然、生态的主题。场地南部通过建筑和几个主

要院落的切割，在整个基地上形成若干个不同功能的开放空

间，产生了面对城市、水滨的不同尺度的广场，以及美丽的

绿地。建筑跟随地形走势，屋顶从地面起坡上升至三层，仿

佛流水，又似绿坡，融于整个场地的景观中。方案二：合肥

个性“活”景观建筑设计说明：营造一个具有参与性的城市

空间。基于这样的目的，决定在用地北侧两块地块中采用向

心围合的布局方式，布置了两条以酒吧餐饮业态为主的休闲

商业街。在用地的南侧地块中，布置有一个半开放式的大众

体育休闲建筑。之所以布置这样的商业业态在其中，是基于

周边居住小区众多，同时人民群众对体育休闲运动场地集约



化、专业化的要求日益提高的现状而考虑布置的。植物配置

：选择适应当地气候的植物种类和本地植物，易栽培、易成

活、维护成本低、生长快、绿化效果好的植物，抗污染并有

益于净化空气的植物，生长形态优美、花期长、色彩鲜艳的

植物。水景空间：规划区域内或为草坡、水生植物自然水际

空间，体现开敞、舒缓的自然情趣；或为卵石、置石水际空

间，体现朴野、繁茂的自然情趣；或为流畅的自然水岸线，

自然、清爽，体现轻松、自然的生活情怀。设计理念：１．

以人为本，功能与景观融合。设计师在设计中以多组团的形

式，建立若干核心区域。充分满足了餐饮、酒吧、休闲、赏

景、公园游乐等多项功能要求，并使其与优美的园林景观相

互融合，人类活动包含于自然，二者相得益彰。２．合肥的

个性即景观的个性。合肥是一个极具个性与地域特色的城市

。她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该方案充分考虑了上述重要的地

域文化因素。坚持地域性原则，因地制宜地营造出了具有时

代特点和地域特征的景观空间环境。尤其在餐饮区、酒吧区

设计中，建筑形式与现代建筑形式相结合成功创造出了有生

命力的，有合肥个性的“活”的景观。制造坡地来加深景观

层次，同时在局部通过微地形处理形成高起，与大蜀山相呼

应。方案三：充满野趣的“湿地”公园设计目标是黄山路景

观轴线上的一处亮点，打造以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城

市公共绿地，体现时代气息的、自然与文化交融的开放空间

。根据用地条件将绿地分两大片，黄山路以北为商业休闲片

，黄山路以南为自然休闲片。商业休闲片含休闲艺术大街、

儿童嬉戏园、林下漫步园，自然休闲片含中心活动区、湿地

风情区、林中健身区、湖畔凌水区。规划园内景观及设施建



筑多为一至两层的建筑，简洁现代，通透轻盈，建筑立面以

玻璃、钢框架、木材等材料为主，石砖等材料为辅；景观小

品与亲水平台、栈道、栈桥以钢、木质为主；户外家具也以

石、木、钢结合为主。绿化方案采取林荫式规则栽植，主要

选用枫香、香樟、玉兰、银杏等高大冠大的乔木与花卉灌木

规则式栽植，形成序列感和林下活动空间。在入口处和路口

转角等视觉重点地段以开花、色叶等灌木地被体现植物丰富

的色彩，渲染环境气氛。结合湖岸、溪边栽植丰富的水生、

湿生植物，如垂柳、水杉、芦苇、泽泻、鸢尾等，还原自然

、野趣的湿地景观，让人们忘却城市的喧嚣，回归大自然。

方案四：“环状步行桥”飞落公园规划在总体上采取了“一

园分四地，一线穿古今”的布局结构。规划一方面考虑作为

城市公园，零碎的用地难以使景观设计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另一方面考虑游人对公园游览活动的连贯性、便利性和安全

性，避免过多地穿越城市干道。综合以上考虑，方案设计了

一条环状的步行桥，宛如一条“天街”坐落在整个片区之上

。通过西北地块和西南地块的两座建筑的垂直交通联系以及

横贯黄山路的地下通道，使地上和地下部分一线贯通，并成

为地块之间联系的纽带，使整个片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规

划还结合徽州文化、两淮文化以及庐剧、徽剧等独具地方特

色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题进行部分景观小品设计；在

建筑物和园林构筑物的设计上则采用现代设计手法，凸显合

肥充满生机的现代都市形象。园区中古典与现代彼此融合，

使人们在游览的同时体会环境空间所蕴涵的历史文脉。在绿

化设计上，有意识地运用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植物，强调市花

与市树提示性设计，于山水之间体会古城的文化内涵。方案



五：“出同”“归异”衬文化水景方案强调采用相对规律性

鲜明的景观营造手法，以确立整体性的城市景观形象。首先

将公共活动中心、多功能公共活动场地、多功能运动场等功

能混合程度较高的公共设施，以及“归异”水景、传统回游

园林、市民种植花圃、游憩草地等群众性景园布置在黄山路

以南怀宁路以西的用地单元，单元名称为“百姓佳苑”。其

次，将传统文化展示场地、历史名人纪念碑林、地方曲艺观

演场地等以弘扬传统地方文化的设施布置在交通便利的黄山

路以北怀宁路以西的用地单元，结合改造为市民文化广场的

黄山路旧弯道遗存路面，形成“璀璨青史”单元。第三，黄

山路以北怀宁路以东的用地单元利用黄山路旧弯道遗存路面

建设年轻人酷爱的“公路活动空间”，可开展极限运动等时

尚竞技、文化活动，同时结合此单元变化丰富的地貌营造自

由开敞的绿化活动场地，同璀璨青史单元对比，构成了古往

今来的时间景观轨迹，此单元名为“飞旋舞台”，展现着合

肥年轻的活力，并为城市景观高潮提供热烈活跃的气氛。第

四，充分保留和利用现有水厂遗留水面，建设“出同”水上

活动场地，安排音乐喷泉、游乐旱喷泉、戏水、行舟等休闲

项目。与“归异”水景园共同构成合肥城市文化水景。同时

水上活动的欢快惬意的气氛，也为黄山路景观高潮增色。此

单元名为“肥水故情”。采用完全人车分流格局，建立富有

趣味性的多层次的步行交通环境。建立完全分离的机动车和

步行系统，避免相互干扰。通过以地面二层步行通道为主体

的景观廊系统组织，将绿化空间、服务设施、休息场地、主

要公共建筑沟通，构成崭新的城市交通景观格局。方案六：

“舞动的飘带”似腾龙方案尽量维持现有的地表形态，并利



用黄山路取直线上地势较高的优势，将黄山路跨过怀宁路；

黄山路拉直后跨过现有的五爪塘，巧妙地利用桥与水面的高

差，形成商业与亲水空间；利用现有的黄山路与建成后的黄

山路路面之间的高差，通过处理建成一定的地下商业空间并

且屋顶上布置绿地与周围的环境巧妙相连；因势利导将怀宁

路两边的高坎通过土方平衡处理成平缓的草坡与怀宁路相接

，提高人们进入公园的可达性。方案将公园分为四个主题活

动区，以黄山路和怀宁路为自然分界线，其中西北角为老年

人活动场地，布置了较多的平整的小广场和服务设施，方便

老年人锻炼身体和交往；西南角为青少年活动场地，处理为

面向主要景观朝向的大草坪，方便青年人的活动需求，另外

，对场地进行情趣化处理，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心态。东北角

为公共服务区，主要包括时尚商业、特色商业、精品商业以

及小型剧场、餐饮服务、观景空间、公共卫生间等服务设施

。东南角为亲水区，对五爪塘的泊岸进行处理，与维也纳森

林之间有白沙滩，水上有瀑布、小岛等景点，极力营造人们

喜闻乐见的亲水空间环境。方案将公园景观形象定位为舞动

的带子。飘带象征着腾飞的中国龙，体现了人们在建设合肥

市现代化大城市过程中表现出的蓬勃向上的建设热情；并利

用飘带在黄山路和怀宁路上方形成的拱达到框景的景观效果

；在飘带的两端分别形成瀑布以及丰富多彩的造型，形成两

个高潮景点；其他造型要素以飘带的形态要求为依据进行选

择。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