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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园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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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分析国内外郊野公园的发展情况、详细解读了郊野公园的概念和分类，深入分析了

国内郊野公园开发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郊野公园低冲击开发的规划设计思路和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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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parks at home and abroad, 
interprets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untry parks in detail,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park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ideas and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for low-impact development of country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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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对

全球气候造成广泛的影响，人们开始对城市化建设

过程中，如何采用低碳的建设方式，缓解环境污染

的问题更加关注。本文探讨的郊野公园低冲击开发

规划设计思路，是对城市绿地体系构建中，突出郊

野公园的重要生态价值、对自然生态环境减少干预

提供的一种探索途径。 
1 国内外郊野公园发展概述 
1.1 国外郊野公园的发展 
郊野公园起源于英国，1968 年，英国《乡村法》

（Countryside Act）出台，英国建立了最早的郊野

公园，目前，英国的郊野公园总数大概为 267 个，

郊野公园的总面积超过 31980km2，约占英国面积的

12.9%。郊野公园国外的发展已经遍及欧洲、亚洲等

地全球 120 多个国家。郊野公园的在英国、法国、

香港等地较为流行，在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则

称为国家公园，还有一些国家把郊野公园称为自然

公园。 
1.2 国内郊野公园的发展 
受英美等国郊野公园的影响，香港自 20 世纪 6

0 年代初就开始对郊野地区进行研究，目前已经拥

有 24 个郊野公园，是我国最早完善郊野公园建设的

城市。台湾省于 1984 年建立了景观极为丰富的第一

个公园——垦丁公园,而后台湾又建立了其他 5 个公

园。1996 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规划了 2
1 个郊野公园，总面积 248.57 平方公里。2003 年开

始，参照香港模式建设国内最早的郊野公园——马

峦山郊野公园，之后是北京、南京、天津、成都、

广州、上海、苏州等地也已经建立了一大批郊野公

园。 
2 郊野公园发展概念 
2.1 郊野公园的定义 
郊野公园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尚未有明确的定

义。笔者根据国内外的一些表述，人为郊野公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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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位于城市郊区，有一定规模，可达性强，拥有较

好的自然条件，以休闲游憩、生态保育为主要目的

的公园。 
2.2 郊野公园与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的区别 
郊野公园一般位于城市边缘区或者郊区，建设

规模一般在 300~3000 公顷的比例居多，而城市公园

则位于城市建成区内，面积大小不尽相同，但一般

不会超过 400 公顷，风景名胜区的位置位置不限定，

有在郊区或远郊，规模较大，通常以平方公里为单

位；郊野公园的布局形式以自然式为主，在保护自

然的前提下适度建设，而城市公园的布局形式灵活

多样，有自然式、规则式，也可以混合式布局，风

景名胜区的布局以自然式为主，有严格的保护标准

和要求，以保护区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为目的；郊

野公园在《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一》中属于其他绿地

（G5），而城市公园在《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一》中

归为公园绿地（G1）。郊野公园一般不收取门票，

经济效益不是主要目的。风景名胜区则允许有经济

效益，可以收门票，肩负区域旅游的职能。 
2.3 郊野公园的分类 
（1）按规模大小分类 
①特大型郊野公园><3000 公顷 
②大型郊野公园 1000-3000 公顷 
③中型郊野公园 300-1000 公顷 
④小型郊野公园<300 公顷 
（2）按景观特色分类 
①森林景观型郊野公园：以森林风景取胜,山水

风景一般，人文景观没有或很少。 
②湿地景观型郊野公园：以湿地植物、水生植

物和水景构成的湿地景观为主。如澳门的黑沙水库、

九澳水库郊野公园等 
③山水景观型郊野公园：以山水自然风光、森

林湖泊、溪流河海等景观为主。 
④田园风光型郊野公园：以城农业田园风光等

景观为主。 
⑤综合景观型郊野公园：融合森林、山水、农

业、田园等都多类型景观为特色。 
2.3.3 按地表形态分类 
①山地型郊野公园：以山地为主，平地较少的

郊野公园。 
②平地型郊野公园：以平地为主，山地很少的

郊野公园。 

③江河型郊野公园：以大江大河或河溪为主导

的郊野公园。 
④湖库型郊野公园：以大型天然湖泊或人工水

库为主导的郊野公园。 
⑤海滨型郊野公园：以海边区域面积为主的郊

野公园。 
3 郊野公园开发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过度开发建设，城市化倾向严重 
郊野公园建设容易走进一个误区，那就是以风

景园林甚至建筑设计领域理论指导郊野公园建设实

践，过度开发，城市化倾向严重，甚至在规划的郊

野公园范围内大兴土木，肆意侵占绿地以扩大项目

建设规模。 
3.2 人工痕迹明显，绿色低碳意识不足 
公园建设没有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大，填

大挖，开山填海，大规模人工绿地和硬地景观，喷

泉、跌水和夜景灯光等人工痕迹明显，景观建设过

于注重追求外在形象，过于强调视觉画面，忽视地

域气候、水文、植被特点，游乐场、农家宴等营利

性质的项目，脱离了郊野自然生态环境原貌。 
3.3 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保教育缺位 
多种人类活动导致生境的片段化，栖息地破坏、

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水体土壤空气等污染严重，都

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生态环境保护未能

形成全民运动，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不全，缺少

严格的环境污染和安全责任追究制度，生态环保教

育不够深入，公众参与环保意识不强， 
3.4 主题特色不突出，规划设计追求高大全 
公园主题特色不突出，缺少地域景观特征，没

有体现保护与发展相结合，公园整体服务休闲功能

不完善。甚至规划设计追求高大上，成为所谓的献

礼工程、政绩工程和标志性工程。 
3.5 建设维护不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不全 
设施设备缺失，损坏、动植物保护不够、病虫

害防治不到位，游客中心、桌椅、野餐地点、烧烤

炉、废物箱、凉亭、营地和厕所等服务设施、标识

系统、安全防护措施等配套不全。 
4 郊野公园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思路 
4.1 低冲击开发的理念 
（1）生态优先、以人为本 
以生态保护为首要目标，游憩活动、设施限制

在合理的环境容量范围内，提供的人为活动应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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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状态造成尽可能少的干扰。强调原生植被、

乡土植物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硬件设施建设力求简

朴自然，避免城市化、人工化。 
（2）保护控制为主，人为干预为辅 
总体而言，以保护控制为主导，减少人工干预。

对生态多样性丰富的片区采用保护控制为主，恢复

为辅；对生态多样性一般的以恢复为主，人工绿化

为辅；对生态多样性较差的，以人工绿化为主，保

护控制为辅。 
4.2 低冲击开发的分区 
保育区：生态资源较为敏感的区域、交通可达

性较差，自然景观保存较好的区域，以保护自然生

态环境为主，严禁砍伐捕猎和毁林开荒，防止资源

遭受破坏。 
利用区：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开展观光、

游览、徒步旅行、野餐等活动的区域，一般设置有

游憩服务设施、安全设施、进入性较好。 
缓冲区：为缓解边界经济活动对郊野公园造成

不利影响，以提高生物多样性设置的区域，经过批

准可进入开展科研、参观考察和教学实习的区域。 
4.3 郊游路径的低冲击开发 
（1）郊游径低冲击开发要求 
①营造丰富的路径体系。郊游路径多且距离长，

并承担游憩教育等功能，不同于风景区道路主要用

于连接景点。 
②设计合理的路网密度。路径长度和密度与郊

野公园的规模成正比。山地型郊野公园的路网密度

一般在：20 米/公顷∽60 米/公顷之间，平原型郊野

公园的路网密度：100 米/公顷∽160 米/公顷之间。 
③采用自然的设计形式。要体现与环境融合，

路径设计注重自然原生性，如不加修饰的路径设计

形式，注重每一细部保护其自然特性，尽量避免与

环境不协调。 
（2）行车径规划设计 
行车径主要用于公园管理和防护，在对自然环

境产生最少影响的情况下,提供游客安全便利的交

通,同时也是开展郊野游憩的主要功能设施。行车径

对于公园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影响很大,规划上需要

谨慎和精心的态度,才能通过路径增强游客的游憩

体验。一个郊野公园内的行车径一般不超过 15 公

里，体现郊野公园生态环保的理念特征，可采用碎

石铺设，体现简洁朴素、自然生态的理念。 

（3）郊游径规划设计 
根据类型、长度和难度等特点的不同，可分为：

长途远足径、郊游径、家乐径、树木研习径、自然

教育径、地质步道、野外定向径、健身径、缓跑径

等。 
①长途远足径。以自然生态、不加修饰的登山

步道为主，很少进行硬化，或用木石结构进行简易

修整，基本保持原貌，减少对自然的干预 
②教育研习径。以生态古朴，自然环保的木结

构制作教育宣传牌，重点介绍景色和动植物生态，

部分沿山径设自然教育中心、游客中心等服务设施。 
③家乐径。适合全家老幼，包括宠物。难度较

低，为全家人提供自得其乐的休闲场所，设置有便

利易走的山路、石路和泥路和清晰生态的入口和沿

途设标识、路标、山径地图。 
4.4 游览设施的低冲击开发 
（1）游览设施低冲击开发要求 
①生态材料、体现环保。采用石木结构等原生

态材料、体现环保理念，与自然生态环境融合协调，

尽量不要使用钢筋混凝土的餐桌座椅，固定设置的

座椅会限制人们的活动，使用天然材料并可移动，

有利于不同个体间的互相交往。 
②简约设置、减少影响。郊野公园内建筑本来

就不多,这些建筑都尽量使用当地的自然材料,设计

也比较简单,以保留郊野气息为目的,就不能使用复

杂或过于考究的建筑类型。 
③以人为本、安全保障。设置不同类型的自由

式交往空间，鼓励各个年龄人参与，其宽度和指向

性要明确为场地设置室内和室外的无障碍设施，遵

循无障碍设计的标准。 
（2）主要游览设施的低冲击开发 
①停车场。在郊野公园的出入口处设置，以生

态停车场为主，避免大填大挖土方，减少对自然地

貌的影响。 
②游客中心。在郊野公园的入口处设置，建议

采用生态环保材料，可结合自然科普教育展示，体

现生态朴素、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理念。 
③公共厕所。建议控制规模体量，以木结构、

生态环保材料为主。 
④入口标志宣传牌。在郊游径或郊野公园的出

入口以及沿途点设置。采用木结构，设立信息公告

牌、标识牌，地面采用石材，或者保持原貌，简洁



周声发，赵海鹄                                                                 郊野公园低冲击开发规划设计研究 

- 25 - 

环保生态。 
⑤休息设施。在郊游径或郊野公园的主要休息

点和观景点设置。要求简洁朴素、规模小巧，体现

原生态风格，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⑥观景设施。包括观景亭廊、楼阁、平台、栏

杆、栈道等设施，建议控制体量，采用竹木等生态

环保材料为主。 
⑦野餐烧烤设施。在郊野公园的主要休闲区或

活动区设置，要求生态环保材料，小规模体量，风

格协调。 
⑧标识系统。在郊野公园园区内郊游径、主要

游览点设置，包括导览全景图、景物介绍牌、景点

解说牌、交通指示牌、安全警示牌等。要求标识清

晰、因地制宜、指示明确、简约设置，采用木结构

为主，体现生态环保理念。 
5 结语 
目前正值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时期，我国城市

建设中仍存在很多不足，如低碳设施薄弱，生态环

保意识不强、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笔者通过对国

内外郊野公园发展的历程，郊野公园的概念引入，

郊野公园开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分析，提

出了郊野公园低冲击开发的理念、规划分区、郊游

径设置和游览设施的开发设计要求，寻找出一种探

索郊野公园建设更生态、更环保、低影响的开发方

式，为低碳城市和零碳公园建设提供一种新实践和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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