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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位于我国西北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带,黄河水

系自西向东纵贯整个城区,南北两山隔河相望,形成了兰州市两

山夹一川沿河带状组团式的地形特征。在 “十一五”时期,兰州

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着眼于未来建设生态型城市发展的

要求 ,兰州绿化景观建设将是其中的重点。文章主要针对兰州

地区的地理特点 ,以滨河风情线线性景观为例 , 总结其规划思

路和景观空间秩序的特点等, 以期为兰州城市线性公共空间的

营造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一 、兰州滨河风隋线景观概况
我们伟大祖国的第二条大河— 黄河 ,气势磅礴蜿蜒曲折

地流经兰州, 从西边河口到东边桑园峡有 余公里, 给兰州增

添了无限的生机和光彩 。近年来沿黄河南岸开通 了一条东西

数十公里长的滨河路 , 因路面宽阔笔直 , 两旁花坛苗圃 , 星罗

棋布 , 被市民誉为绿色长廊 , 现已成为全国最长的市内滨河马

路 。黄河之水不但是城市工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用水取之不尽

的源泉 ,它的存在也使兰州成为一个有山有水 、山静水动的山

水城市, 而且城区白塔重栏 , 黄河前横 , 铁桥飞虹 , 已构成了一

副独特的景观 , 成为兰州的象征。这条 余公里的黄河彩带,

将河口 、新城 、西固 、七里河 、安宁 、城关 、盐场等七块河谷平

原有机的联系起来 , 使兰州成为一个由几个中小城市组成的

城市群体和城郊相间的带状城市, 给兰州城市规划与建设提

供了天造地设的优越条件 。因此, 黄河规划与黄河两岸的滨河

风情线的规划必将成为兰州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精华所在 。

兰州市区现有的滨河风情线 包括黄河两岸的滨河路 按南北

纵深 米估算约有 平方公里 , 占城市用地面积的 以上, 再

加上黄河水面 , 成为城市建设中的精华 , 是城市的呼吸通道 、

绿色长廊和城市生态环境平衡的调节器 。更重要的是这条滨

河风情线已成为市民重要的生活游憩地带 ,也是目前贯穿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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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的主干道之 。

此外 , 城市景观特征感知一般来自对现状城市空间格局

中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社会生活文化沉积的展示和释读 , 而这

种展示往往会依托着城市的线性公共空间而展开 , 它不仅仅

是城市的通道 , 更是结合了各种物质要素 、 具备线性关系 、

有着流通以及人们感知产生的空间认知系统 。而线性公共空

间是沿线性展开并形成城市景观序列的开敞空间 , 是与自然

保护地 、 历史遗迹 、 公园等相联系的人工走廊或沿河滨形成

的自然走廊 。线性公共空间一般从认知 、生态和形态的角度

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城市游线,第二类为城市滨河绿带 ,第三

类为城市中轴线 。

二 、线性景观规划总体思路及景观空间秩序
一 规划总体思路

兰州滨河风清线线性景观规划是兰州城市两个文明建设

的象征 , 更是兰州城市建设的缩影。因此, 其规划的启炸扛思路是

首先要考虑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使山 、水 、绿化 、

建筑 、路灯 、广告等一切构筑物能协调起来, 从而形成宜人的线

性景观和空间序列, 给人们优良的生活和精神拿受 。其次在滨河

风清线规划中一定要考虑地域特色, 真正体现兰州城市自己的风

格 即当州门漫步在滨河风清线上时,沿途所看到的建筑群组合,

能够具有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兰州城所独有的特色。

二 规划的对策及景观空间秩序

滨河风情线的规划与建设首先要保证此地带有相当的宽

度 , 为带状公园和线性景观提高空间保证 , 进而将风景游览

系统 、园林绿化系统 、道路交通系统 、自然景点 、人工景点等

有机的组织起来 , 从而形成统一又丰富的城市线性景观空间

秩序, 要因地制宜地建设一些宜人的小游园 、小景点 、休息场

所 、具代表性的城市雕塑及建筑小品等, 构成一幅独具特色

一



城乡规划 卜目编辑刘海、

美的城市画廊 。

当人们闲暇之余游览滨河路时,可以欣赏黄河风清, 随意参

观沿途建设的平沙落雁 、丝绸古道 、黄河母亲 、绿色希望等众多

精美的雕塑 井可参观中山铁桥 、白塔山公园 、水车园等景点。

平沙落雁景点位于滨河路东段 , 这一雕塑取材 “芳洲思

雁 ”景观和雁滩的传说 ,寄寓兰州生态恢复平衡 , 大雁重返雁

滩的愿望。此雕塑为在一不规则形浅水塘中, 有三只大小不等

的不锈钢材质的大雁正离水展翅奋飞 , 浅水塘西侧点缀了五

枚 “雁卵 ”, 错落有致排列 。总体设计采用抽象派手法 , 略加变

形 , 显得新颖别致 。

丝路古道景点位于滨河路南段 , 此雕塑截取丝路古道上的

一峰骆驼为核心题材, 由花岗岩雕成 , 高达 米 ,长达 米 , 重百

余吨 , 形象地反映了盛唐时期的丝路盛况 。雄驼满载绸缎 , 上

骑一右手搭凉篷睫望的长者。雕塑构图古朴 , 整体凝重 ,气势

恢宏 , 令人顿生朔漠苍凉之感 。

黄河母亲景点位于滨河路中段 , 此雕塑由 “母亲” 和

一 “男婴 ” 组成 , 母亲秀发飘拂 , 神态慈祥 , 微微含笑 ,

身躯硕长匀称 , 仰卧于波涛之上 , 母亲右侧依偎着一裸身男

婴 , 举首憨笑 , 显得顽皮可爱 。此雕塑构图优美 , 寓意深刻 ,

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 不屈不挠的黄河母亲 , 以及快

乐幸福 、茁壮成长的华夏子刊们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 在全

国首届城市雕塑方案评比中获 “优秀奖 ” 。

绿色希望景点位于黄河母亲雕塑东侧 。此雕塑由高分别

为 米 、 米 、 米的三株汉白玉圆锥体变形树组成 , 高低参差,

疏密有致地矗立于园林绿地中, 象征三木成 “森 ”之意 , 反映

甘肃人民辛劳种草种树 , 绿化西北的伟大壮举, 也寓意西北青

少年茁壮成长等。

这样的地形条件下, 兰州全年有 以上的天数出现比较严重

的逆温层, 干旱少雨, 绿化成活率低 , 再加上兰州工业 “三废 ”

排放量很大, 兰州的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在这个逆温层象锅盖

一样扣在兰州市区上空的城市环境里, 有一条通风道是非常重

要的。另外, 黄河及其滨河风清线是东西走向, 故可以把主导风

引经市区, 从而形成兰州市区重要的呼吸通道 。还有, 绿化是城

市中的 “月市” , 是城市中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 它可以吸收二氧

化碳和一定的污染物质 , 而放出氧气来净化空气 。

三 暂时的第二条东西向交通干道

兰州市的城市道路建设大多形成于六七十年代, 随着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行车难 、行路难的问题日益突出。现阶

段看来, 贯穿兰州市区的城市交通主干道只有一条 , 即东岗路 、

庆阳路 、西津路 、西固 号路 , 客流和货流量都很大 , 道路交

通十分紧张, 车辆拥挤 , 并巨噪音很大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 在

现阶段暂时把滨河风情线作为城市的第二条东西主干道, 从

城市发展的长远角度看, 傍山高速路拓建以后, 滨河风情线将

成功反映兰州线性城市特色, 同时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又是一

条以客运为主的生活性道路 。

三 、线性景观在城市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 滨河风情线与线状公园

兰州市的滨河风情线的规划与黄河河道规划是兰州市城

市规划建设中重要组成部分, 其地位与作用都很重要 。这条滨

河风情线与线状公园相结合组成的兰州线性景观地区, 成了及

其重要的生活游憩地带。目前已建成的这条南滨河风情线 , 从

西到东把崔家大滩 、迎门滩 、马滩 、雁滩联系起来, 把七里河

黄河大桥 、中山桥 、城关黄河大桥联系起来 , 把绿色希望 、黄

河母亲 、西游记 、大漠驼铃 、平沙落雁等城雕联系起来 , 并把

小西湖公园 、白云观 、白塔山公园 、儿童公园 、雁滩公园及沿

河一系列的小游园也有机的联系起来 , 组成了 一条点 、线 、面

相结合线性公共空间景观带, 实行乔 、灌 、藤 、花 、草相结合 ,

地面 、屋顶 、阳台和棚架相结合的方法 , 抓点 、促线 、带面 , 提

高城市绿化水平。

二 城市呼吸通道与绿色长廊

兰州是一个相对高差为 一 米的高原盆地城市, 在

四 、结语
随着旅游业的大力发展 ,创造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是市民和

游客共同的愿望。而城市中街 、道 、路等线性空间景观动态感

强烈, 景观影响面大 , 同人们日常生活 、旅游活动休憩相关, 近

年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我们的城市

发展中, 每一个城市都有各自的优势, 即自然特色与传统特色,

我们讲扬长避短 , 发挥优势 , 就不能无视或忽视发掘 、保护和

发展各自城市的自然特色与传统特色。所以 , 发展城市特色 ,

这是我们面临着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进行西部旅游规划开发时 , 首先要调查和分析旅游地

的现状特征 , 找出旅游地的个性 , 在此基础上大胆设想 、标新

立异 , 形成鲜明的旅游形象, 创造出既有特色又具有吸引力的

旅游产品 , 如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旅游区 、西部民族风情旅游

区 、古迹大漠绿洲旅游区等。同时我们还应将旅游者的参与性

合理的融人旅游产品中, 产生诸如滑沙 、骑骆驼 、到蒙古包做

客等趣味活动 , 因为这种打破传统的观赏性 、参观性旅游活

动的方式, 能有效地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 ,带来更多的经

济效益。但我们应注意不能模仿 、抄袭其他地区甚至在空间上

相邻 、相近地的旅游形象 , 这样做不但没有新意, 也不能引起

游客的兴趣 , 而且还将削弱整个区域的旅游资源潜力。总之,

有鲜明特色的旅游形象是增强旅游地吸引力的重要手段, 我们

要积极利用各种途径 ,将这种地域特色大力地宣传出去 , 以期

创造出可游 、可行 、可观 、可览旅游性城市 ,使过去拥有 “黄河

第一桥” “黄河第一路”的金城再现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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