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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案例图示

中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齐全、数量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由于 20世纪

中后期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湿地的面积急剧缩减。到 1990年代中期，

已有 50%的滨海滩涂不复存在，近 1000个天然湖泊消亡，黑龙江三江平

原 78%的天然沼泽湿地丧失，七大水系 63.1%的河段水质因污染失去了饮

用水的功能。 1992年中国加入湿地公约後，积极开展湿地保护工作。中

国国家林业局专门成立了“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负责推动湿地保护的规

划和执行工作。

下面就展现一些中国各城市地区的湿地保护案例：

上海化学工业园自然处理系统 上海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绍兴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苏州太湖湿地公园 温州生态园仙垟湿地公园

秦皇岛汤河公园 秦皇岛滨海植物园

台北花博会上海展园叫“海韵”

借台北市长郝龙斌来沪参访之机，上

海参加 2010 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的参展

方案公布，取名为“海韵”。上海展园占

地 960平方米，整体为小庭院造型，空间

格局上分为弄堂春晖、探花渡月和蝶舞飞

歌 3 个区域，意在从景观空间的围合性、

渗透性、连通性、艺术性、功能性出发，

演绎台北花博会“彩花、流水、新视界”

的主题，以 90余种花卉展现出新老上海的

独特风情和韵味。

在第一区域“弄堂春晖”，给人以“花

廊风影”的感觉。展园另一侧的“蝶舞飞

歌”区域，则以大块面的花坛花境充分展

示台湾和上海两地的特色花卉，包括勒杜

鹃、蝴蝶兰、凤梨、月季、杜鹃、石竹及

各式特色果蔬、时令草花，期望营造浪漫、

热情的氛围。

届时，上海展园将展示包括 30余种乔

木、大灌木在内的花木植物 90余种。其中 ，

具有上海特色、台湾地区少见的植物12种 ，

台湾常见但上海少见的植物 16种。展园的

建筑材料将体现可持续理念，如采用废旧

材料制作墙体，全园实现无障碍观景，应

用树桩枯木和自然石块作为休憩设施等。

虽然上海报名花博会比较晚，但目前

上海的方案是最早成型的，既展现了上海

独特的弄堂风情，也极富时尚气息，相当

符合花博会“彩花、流水、新视界”的主

题。相信届时上海展园会是台北花博会上

的精彩亮点之一，同时通过参展必将能促

进上海园林花卉行业在花博会上得到更多

同行业之间的技术、文化交流，也将拉近

了两大城市和市民之间交流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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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的“室内城市”

在冬天，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气温下降到

零下 40 度。但由于这里将建造一座可以容纳 20,000
人的“室内城市”，居民不久将能够在沙滩上晒太阳，

在湖面上划船或滑水。这个“室内城市”的设置将包括

湖泊、棕榈树、威尼斯风格的住房和小船。这个名叫“成
吉思汗后裔”的帐篷城市正在建设之中。

阿斯塔纳与迪拜相似，两个都是只有与气候斗争

才能生存的快速增长的城市。“成吉思汗后裔”帐篷的

的上区是热带气候，有室内“海滩”、滑水道、造浪机

和热带花园。它的下区有单轨铁路、小型游乐园和购

物综合设施等，从功能上基本满足了一个城市所能给

市民带来设施便利。

如今，因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很多城市的气

候已变得冷暖不定，夏冬季节越来越长，春秋季节越

来越短，人们的生存环境变得逐加恶劣。哈萨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纳所建造的“室内城市”营造了一个很适

宜人类的居住场所，没有起伏如此巨大的季节差异。

城市居民可以说完完全全居住在一个透明帐篷内，然

而这个帐篷却是如此巨大且五脏俱全，使居民得到一

种庇护。

虽然从人类居住适宜的角度来看，阿斯塔纳的“成
吉思汗后裔”是一项很伟大的设计，但是这项设计仍隐

藏着许多令人担忧的疑问。如整个工程对外界境是否

会造成影响，从而使生态更严重地遭到破坏；这样人

为营造的一个环境，是否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影响，只

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这项设计才能真正符合现在“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理念，做到科学发展，以人为

本。

废弃铁路变空中花园

芝加哥卢布明代尔铁路线在 20世纪 80 年代被废

弃，几十年以来一直被植被、垃圾、废墟、碎片所堆

满。而现在，经过 Gensler设计事务所与 4240建筑所

的联合设计打造后，它将变成空中花园——而这个绝

非普通的花园，它有温室和氢气发电设施，为社区提

供有机产品和绿色能源。这无疑是给城市发展带去了

新的希望。

纽约有高压线，而旧金山将会得到海湾线——过

去废弃的铁路线都将变成公园。现在芝加哥也想把废

弃的布卢明代尔铁路线变成公园。这段 3英里的布卢

明代尔铁路线是高架轨道将列车从东部传送到西部，

再到市中心。由布卢明代尔的朋友来监督，其中一个

设计方案是建议把这条线变成 3英里的温室和氢气发

电设施。这样可以为社区提供有机产品和当地的食品，

并且为附近的芝加哥学校提供燃料的来源。

这个翻新卢布明代尔铁路线的方案是把它周围废

弃的部分都改造成对整个城市和附近的芝加哥学校有

用的更多东西。他们提出了氢气发电方案，就是使用

铁路下面的旧管道来生成氢气。这氢气将用来提供能

源给附近的学校，而且额外的氢气将被售出，用来替

代整个线路上的燃料车。这将为公立学校提供更廉价

的燃料，在加上氢气的公开出售获得的收入，这些收

入可以帮助学校系统抵消水电费，同时扭转学校的预

算短缺。

在这个废旧铁路线的顶端，将会建造起一个温室，

用来种植供给本地的有机农产品。这个十英里的城市

农产品可以全年生产粮食，然后可以在邻近铁路线上

的市场上出售。该项目的其他好处讲师可以在生成氢

气的同时提供新鲜的氧气，这些新鲜的氧气会回到空

气中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

Gensler设计事务所的设计总监 Brian Vitale 说，这

个铁路线绝不仅仅是个公园，它还有巨大的潜力。“我

们城市所面临的挑战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布卢明代

尔铁路线的潜力太大了，所以不能仅仅称作是另一个

普通的公园”。布卢明代尔铁路线还有更多的价值，它

能直接影响到城市里最需要它的人。



阿联酋斜楼成世界最斜塔

吉尼斯世界纪录日前发布认证，将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首都阿布扎比一座在建高楼列为 “世界上倾斜度最

大的人工建筑”。这座集酒店和办公场所为一体的综合

建筑名为“首都之门”，高 160米，共 35层，其整体结

构朝西倾斜角度达 18度，大大超过意大利比萨斜塔。

未来的蘑菇高层建筑

意大利一家建筑设计公司，设计了这座蘑菇状的高

层城市住宅。整座建筑由菱形的钢板构建，表皮采用类

似细胞的钢结构，外层包裹着经过热处理的玻璃表层，

既透光，又抗静电，且成本较低。它可以用来当作住宅 、

商务中心或是文体活动场所。虽然与现代建筑外观有很

大区别，它却能容纳约 6000人左右的市民居住，另外

还可提供 30万平方米的娱乐场所。

约克郡钻石 如此灵活的展馆

这个建筑项目名为“约克郡钻石”，是为参加一个国际竞

赛而设计的一个流动展览馆。该项目造型设计参照了钻

石的原子排列结构，体积为 20 × 26 x 10米，内部空间

呈海绵状，空气和光线可以很好的穿透。在晚上，内部

的灯光从孔洞中折射出来，可以呈现出钻石般的光芒。

该项目可以在任何一个足够大的场地临时安装完毕。并

且可以单个是一个小型的展览馆，也可以多个组合成一

个超大型的展览馆。运输和安装都极其方便灵活。

OFF 事务所在法国屈尼欧设计文化中心

法国城市屈尼欧是一个低密度城市，历史城区靠近图卢

兹。OFF事务所设计了保罗•艾吕雅文化中心，高大紧凑的建

筑从城市各个角度都能清晰地辨别出来。一座公共广场引导

人们进入建筑主入可口，形成建筑与城市之前的紧密联系，

构成了人群的自由流动。此外，紧凑的结构和三层高度的平

台让光线进入到建筑中，所有垂直的流通路径围绕着一个核

心层组织。立面是整个工程的关键要素，保护性的网状结构

有着当地的美学概念。正如木制的织造表层，不同密度和尺

度的立面为建筑内部提供了有效的遮挡和奇特的视觉效果。

环保组织估计：约旦河将于 2011201120112011年枯竭

环境保护组织“中东地球之友”3日发布一份报告说，约旦

河眼下水量大幅减少，污染严重。如果不扭转这一势头，约

旦河下游可能因为过度开发于 2011年底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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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插入城市浮台城市设想

一、插入城市的构思设想

英国建筑大师彼得•库克提出了一个相当新颖的构想。他的观点是“人不一定需要住在建筑

物之内”，人的居所可以简化至一个小型的房间如一个小型的货柜，而这个小型的货柜是可以移

动的。这个移动的居所可以随时加入或拆出一个大型结构之内，该大型结构是以 45°互扣的巨型

结构，每一个移动的居所由起动机吊起来并挂在巨型结构之上。当一个人需要到较远的地方参加

活动时，他便可以把整个房间拆下来，然后运至活动的地方，并挂在该处的大型结构之内，在活

动结束之后便在这个居所休息。

在插入城市的概念中，人已经没有任何固定的居所，他们可以将这个移动居所随时移到不同

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这样城市和国家的疆土就变得不存在，人失去了和城市与国家的关系 ，

大家只是有自己的国籍，而共同生活在地球之内。这样，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每天都在变动，都

市的面貌每分钟都在改变，因为人已经不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居所。而且大家都不会再争论楼宇

高度、密度和地区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在相同的流动房间之内，随时可以在下一分钟就搬

走，搬家有如在停车场泊车那般简单。另外，一座城市可能已经不再需要什么都市规划，因为建

筑物的高度是随时可以增加或减少的，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也可以因此而随时改变。一座城市可

能已经没有商业区、住宅区或郊区之分，因为每个区的组合和角色可以随时因情况而改变。

二、浮台城市的构思设想

比利时的建筑师文森特•卡勒博预计地球两极的冰块迟早会溶化，而人类又确实需要适应在

海上生活，所以他就构想了一个浮台城市，让人类就算在水位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生

存下去，这个计划大约在 2100年开始实行。

这座浮台城市是一个可以容纳 5万人生活的空间，它不仅仅完全使用环保能源，浮台上的废

物也尽量循环再用，力求做到零碳和零废物排放。浮台上配备农作、工作、娱乐、废物处理空间 ，

也就是将一座城市必须具备的元素都包含在该浮台之上。饮食、用水、工作和教育等都可以在浮

台上得到充分满足。浮台城市能源的来源为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生化能和水能。为了尽量减

少制作垃圾，任何废物都尽量循环再用，生化的废物都会经过处理用作肥料，一些可燃烧的废料

都会用作燃料作发电之用。至于废气回收方面，除了有大量的植物来吸收二氧化碳之外，浮台的

基本结构是用玻璃纤维制造的，而其外层涂上了氧化钛，其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可以吸收空气中的

污染物。另外，浮台上会种植红树林，它可以吸收水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有助于净化水源。

其实，现在的科技已经绝对可以满足浮台城市在结构和安全上的要求，问题只是如何制造出

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零碳生活空间，另一方面，环保能源的稳定性仍然是一个致命的因素。此外 ，

最大的问题将会是如何处理污水和废物，虽然从理论上说可以循环再用部分东西，但有些有毒物

质不经过有效处理是不可以循环使用的。如果这几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的话，浮台城市将很可能

由构想变为现实。

三、综述

浮台城市与插入城市有一点不同，就是浮台城市基本上是不会自己移动的，只会在内海上停

留，而且它的目的是尽量制造零废气的生活空间；插入城市则很明显是想制造一个高尚、别具一

格的生活空间。因此浮台城市的可行性比插入城市要高，浮台城市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提

供一个另类的海上陆地而已，但如能和插入城市一样自由组合，随时进入或离开不同的国家，这

样能让都市发展的灵活性大增，而且都市的发展已经不再受国家的疆土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