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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水是园林景观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们对水景的偏好，也促使&ldquo;水&rdquo;在园林中被大量运用。
纵观中国大江南北，几乎每个园林中都有水，即使没有水，大多也都被要求做出水景来。
而为了保护水陆相交的地方（即岸）的稳定及其生态化的构筑物&mdash;&mdash;驳岸也就成为园林中
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同时也是园林景观中重要设计元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园林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当前中国正处于&ldquo;园林&rdquo;需求迅速增长与外来技术的冲击，国内园林行业来不及仔细总结
、辨别与验证便被快速地挤上了快速道。
从景观小区、主题公园再到风景区、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园林驳岸在全国遍地开花。
　　园林驳岸做为园林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就被园林整个行业裹同着，&ldquo;强制性&rdquo;的
带上了快速道。
由此园林驳岸发展至今，也就产生了许多问题，甚至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1、由于园林行业侧重于景观性与生态性，忽视或轻视了驳岸稳定性与安全性的因素，设计师对
驳岸稳定性缺乏科学的计算与验算，而是根据以往经验进行，更有甚者是人云而亦云，降低了园林驳
岸稳定程度的可信度与科学性，同时也影响到了整个园林行业体系发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2、园林驳岸地处室外，但项目实施过程中，经常发生景观设计师忽视或遗忘了场地情况已经发
生变化的现实情况，构造做法类似于建筑工程做法，造成园林驳岸工程依附于建筑工程的假象，散失
了园林驳岸构造设计的严谨性。
　　3、园林驳岸处于园林行业与水利行业的学科交叉口，园林行业对园林驳岸的研究甚少，目前许
多的施工图绘制都是依靠以往的经验或者是现实做过但目前还安稳无恙的园林驳岸实例来进行，造成
了驳岸工程资金的大量浪费，与目前中央倡导的&ldquo;节约型社会&rdquo;的方针背道而驰，需要进
行科学的讨论与纠正。
　　4、园林驳岸防渗设计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进行科学的土质勘探与分析，而是依靠经验甚至
个别设计师凭自身直觉来决定是否做防渗，或者无视场地需要而过分夸大生态性致使宝贵的水体流失
或者设计师自身没把握池中水的稳定性而要求园林驳岸整体做防渗，这些无论对甲方还是社会都造成
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5、园林驳岸的初始功能在整个社会日益强调景观性与生态性的强大声势下，能力日益减退，甚
少有人对此做较科学的研究与总结。
　　因此，对园林驳岸进行较为系统的追根溯源，探讨园林驳岸的最初功能以及园林驳岸在人类历史
中的发展变化，来认识现今园林驳岸的诸多功能。
运用现今较为科学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对园林驳岸常见做法进行探讨与总结，形成较为科学的园林驳
岸构造设计方法，规范园林驳岸设计就变得非常有现实意义。
　　国内外对驳岸研究已经都有悠久的历史。
&ldquo;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28世纪，我国在渠道修整工程中就使用了柳枝、竹子等编织成的篮子
装上石块来稳固河岸和渠道。
&rdquo;到了明代，湖州知府刘臣和更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自身总结出了刘式&ldquo;植柳六法&rdquo;
，到现今还对国内驳岸设计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次大战后，在交通运输方式改变、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危机爆发等因素推动下，世界范围内都
掀起轰轰烈烈的城市滨水地区开发热潮。
以此为背景，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等亚洲经济发达国家先后对本国所开展的城市
滨水开发活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总结和探讨。
驳岸构造设计方面的研究做为城市滨水区开发研究的子课题之一，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德国、瑞士开始探讨如何把生态学原理应用到土木工程中的试验性研究。
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率先在世界提出了&ldquo;近自然型河流&rdquo;的概念，即河流规划与建设应
以接近天然河流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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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德国开始在自身国内大势进行这一概念的落实与实践。
受这观念的影响，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倡导多自然型河流建设，仅在1991年，日本全国就有600
多处试验工程，在日本建设省第九次治水五年计划中，对于5700KM河流采用多自然型河流治理法，
其中2300KM采用植物堤岸，1400KM采用石头及木材护底的自然堤岸，不得已使用混凝土的2000KM堤
岸也按生态型护堤法进行覆土改造。
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总结出一整套对待自然河流的驳岸设计方法，分门别类，形成了系统的多自然
型河流驳岸设计指南。
　　国内对园林驳岸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张谊从保护生态和满足人的视觉、心理需求出发，对自然原型、自然型以及台阶式人工自然驳岸等生
态驳岸的设计进行深入探讨；邝敏毅指出在河道横断面设置上，要形成滩涂、水潭，设置水域到陆地
的过渡带，形成不同生物的生活场所，并提出4种生态化的河涌改造方案；刘滨谊、周江从生态、河
流动力学、景观及游憩等4个角度对护岸建设中的生态环境提升、结构安全稳定、视觉景观美化和亲
水可游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规划设计对策。
但目前还未有人对园林驳岸进行较为整体和相对系统的追根溯源，也未对目前较为常用的构造做法做
一定程度的总结与探讨，还未形成方便可行的构造验算方法。
　　在材料应用上，新材料与新应用层出不穷，如华清青生态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开发成
功&ldquo;多孔植物生态砖&rdquo;与&ldquo;鱼巢砖&rdquo;，上海同济大学周琪等研究开发的&ldquo;
混凝土或浆砌石驳岸的生态修复方法&rdquo;，桂林&ldquo;两江四湖&rdquo;生态护岸工程构造做法[5]
以及&ldquo;无砂混凝土块&rdquo;、&ldquo;三维土工网&rdquo;与&ldquo;格宾网&rdquo;在河道护坡中
使用方法的介绍等等近年应用十分频繁。
但对园林驳岸构造设计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国外对于园林驳岸的专门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多是集中在堤坝与江河湖海的整体驳岸水利工程上
。
　　综上所述，国内园林普遍存在园林驳岸在园林中大量运用而又未有科学的构造设计方法理论来指
导的现象，造成园林驳岸在实际项目工程中只是依靠前人经验或者依靠现实做过但目前还安稳的园林
驳岸实例做为范本来设计，而未对园林驳岸稳定性与科学性做相应的计算与验证，造成园林驳岸可避
免事故的发生和铺张浪费现象的持续蔓延；同时园林驳岸的初始功能在浮躁的社会风气带动下，无视
具体实际情况，片面的盲目追求生态性，从而使自身基本功能日益减退，造成无故的经济损失与生态
变迁。
　　本书试图通过对园林驳岸进行较为系统的追根溯源，寻求园林驳岸的初始功能以及园林驳岸在人
类历史中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认识现今园林驳岸的诸多功能的由来；运用现今较为科学的技术手段与
方法，对园林驳岸各个重要的构造层目前的常见做法进行探讨与总结，形成较为科学的园林驳岸构造
设计方法，规范园林驳岸的构造设计，为园林驳岸构造设计提供一套较为科学可行的方法。
因此，本书对于目前园林行业中驳岸构造设计的盲目性无疑是提供了较为科学的设计方法，对建
设&ldquo;节约型社会&rdquo;和&ldquo;和谐社会&rdquo;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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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追溯国内园林驳岸的起源、发展和基本功能，深入分析影响园林驳岸稳定性的潜在威胁和崩
塌形式，提出一套适合我国园林驳岸构造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并应用该原理对典型园林驳岸构造层设
计进行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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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园林驳岸的发展历程与分类　　中国园林源远流长，作为其中重要的造园要素之
一&mdash;&mdash;园林驳岸也随着园林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笔者意对园林驳岸的发展过程做初步的探索与总结，并阐述园林驳岸的常见类型。
　　1.1园林驳岸的发展历程　　1.1.1驳岸的由来　　在人类还未出现前，岸就随着水的诞生而出现了
。
大海无论多大，它都有边界；湖泊无论多宽，它都有尽头，其边界或尽头的分界则由岸构成。
　　河流具有侵蚀、搬运和堆积的作用。
当水体流经平原时，犹如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它特性很明显，&ldquo;欺软怕
硬&rdquo;&mdash;&mdash;遇到坚硬的岩石或成片的树林绕道而走，遇到松散的砂土与质地欠密实的
砾石等&ldquo;可欺负对象&rdquo;则进行拍打、侵袭，形成畅通无阻的前进&ldquo;道路&rdquo;，
而&ldquo;道路&rdquo;两边则是水体一时无法跨越的&ldquo;红线&rdquo;，即水陆相交处，我们称之
为&ldquo;岸&rdquo;。
　　岸具有限制水流速度、改变水流方向的能力。
江河湖海中的水体之所以能流动，除了自身重力因素之外，岸对其的空间限制也是它们具有巨大能量
的原因之一，这集中表现为水体对岸的侵蚀作用，而这种能量的获得正是岸对水流的速度与方向进行
限制而产生的。
因此，岸所限制的水流的速度和方向的变化将会引起周边岸的重新组合与排列。
早期，大自然中自然的岸更替频繁，它的每次更替都发生在水流的方向与速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
它犹如&ldquo;水&rdquo;、&ldquo;土&rdquo;两国的边界线，每次两国&ldquo;交战&rdquo;必定引起国
界线的重新划分。
因此，岸的最初功能是规范水的流向。
　　1.1.2古代园林驳岸的兴起　　当人类诞生后，直到伏羲时代，人们&ldquo;逐水草而居&rdquo;
、&ldquo;择丘陵而处&rdquo;，对洪水一直采取&ldquo;躲避&rdquo;的态度。
到了神农时代，经济有所发展，为了躲避洪水的侵害，人们开始采取主动的防御措施，创造出
了&ldquo;僝&rdquo;与&ldquo;堙&rdquo;的防洪形式。
据说&ldquo;僝&rdquo;是&ldquo;以柴木壅水&rdquo;，&ldquo;堙&rdquo;是&ldquo;壅土填筑&rdquo;，
这就是所谓&ldquo;兵来将挡，水来土堙&rdquo;的意思。
当时出现了治水大师共工，他的治水方法是&ldquo;雍防百川，堕高堙庳&rdquo;，即把高处的泥土、
石块搬下来，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建简单的土石驳岸。
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利用木驳岸、土石驳岸与洪水作斗争，这些材料我们目前仍然还在
运用。
　　之后便出现了在人类水利史上最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mdash;&mdash;&ldquo;大禹治水&rdquo;。
当时大禹治水的主要方法是&ldquo;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rdquo;，即疏通主干河道，导引漫溢
出河床的河水入海，同时，大禹把主干河道裁弯取直，加速洪水的排泄。
大禹靠&ldquo;疏&rdquo;与&ldquo;分&rdquo;的方法驯服了洪水，而河道两边的驳岸起到了引导水流走
向、保护人类自身安全的作用。
驳岸在&ldquo;僝&rdquo;、&ldquo;堙&rdquo;、&ldquo;疏&rdquo;、&ldquo;分&rdquo;中占据了非常重
要的地位，引导水流走向，保护岸坡的稳定性，从而达到保护人类自身安全的目的，这是人类利用驳
岸的初衷。
　　在大禹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后，国家财富迅速增加，城市的出现更是加快了经济的发展，繁
荣刺激了君主和皇亲贵族在自家花园中设水溪和湖泊。
据考古发现，距今3000～5000年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存在&ldquo;苑囿&rdquo;，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
早的城市园林遗址，同时出土了大约5000m2的园中水池，采用的块石驳岸的砌筑技术已经十分先进（
图1-1）。
水池直接建造在生土上，然后人工回填掺有料礓的白色土，分层铺垫，每层厚0.1～0.15m，垫厚约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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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壁用圆形石头加固，池壁高度超过1.5m；池底采用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的青石板。
驳岸在这时已经开始脱离了单纯的防御性，经过人工修建，开始进入园林，增加了美感和质感，开始
与人亲近。
　　由于块石取材方便，同时与自然相融，所以它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常用材料。
在公元前203&mdash;公元前111年的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中出现的块石驳岸砌筑的方法与技巧已经非常
成熟(图1-2、图1-3)：所用石材为黄白色砂岩，砌筑方法为用不规则的砂岩石板拼砌。
拼砌时完全按石料的自然解理走向稍事加工，随形就势，并无定制，驳岸的拼砌效果就如瓷器&ldquo;
开片&rdquo;纹样，渠底布满灰黑色卵石。
可以想象御花园中小桥流水、水果飘香、花草繁茂、龟鳖爬行、鱼翔浅底等颇具闲情雅致的自然景致
，好一派岭南山水的园林风光！
　　其他材料如木材也已经得到广泛使用。
由于木材寿命较短，一时不能找到尚还残存的木结构驳岸的证据，但从出土的西汉南越国木结构水闸
遗址中，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采用木材建设园林驳图1-3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块石驳岸（来源：
《广州南越宫署遗址1995&mdash;1997年发掘简报》）　　岸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
　　秦汉以后，一直到宋元，由于人们对水的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园林驳岸的材料选择也更加丰
富。
这里出现了埽工驳岸，即使用树枝、秫秸、石头等捆扎而成作为驳岸的材料。
这种手法在我们现代叫做&ldquo;柴枕法&rdquo;。
固然使用的镶嵌手法与所用材料会随时代与施工人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这种驳岸技术与理念即使
在现代也是比较可行的。
但这种材料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即容易腐烂，寿命不长。
　　到了明清，据记载的园林驳岸有抛石驳岸、柳树驳岸、山石驳岸与条石驳岸。
这里尤其出众的是明代官员刘臣以及据前人经验并结合实际总结出的一套驳岸植柳体
系&mdash;&mdash;&ldquo;植柳六法&rdquo;。
&ldquo;植柳六法&rdquo;为：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
现今杭州西湖的较多园林驳岸无疑都受到明代&ldquo;植柳六法&rdquo;的影响。
　　山石驳岸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南方文人墨客的私家园林和北方的皇家园林里到处可见假山石驳岸。
明清园林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集大成者，各种高超的园林驳岸技术和手段都在这个时期出现。
网师园（图1-4左）、狮子林、虎丘、拙政园、留园、怡园、耦园、颐和园后溪河(图1-4右)等，只要是
水陆交界的地方，基本都采取了山石驳岸。
这些驳岸造型丰富，或矶、或岩、或崖、或岫，所用的石材基本上是为湖石与黄石，英石、石笋等其
他材料作补充、点缀使用。
条石驳岸也常常被使用。
现存皇家园林颐和园内的东堤就为花岗石条石驳岸（图1-5）。
另外，湖北省武昌江夏区金口镇长江之滨槐山矶条石驳岸(图1-6)筑于明代，全长290m，平均高度7.5m
，分三层台阶构筑，每层台阶宽2～2.3m，为纤道，行若坦途。
上两层每层高2.3m，底层因地势而调平，平均高度3m左右。
驳岸全部为大块花岗石条石砌筑，顶层装有花岗石栏杆，气势磅礴，工程宏大，施工精细，颇具特色
。
　　1.1.3近现代园林驳岸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
尤其到了20世纪80&mdash;9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西方科学技术水平的引进，促使我国经济
迅猛发展。
这同时带动了园林行业，包括园林驳岸构造设计的快速发展。
　　这里出现的著名实例有北京动物园驳岸、上海典型园林驳岸与杭州花港观鱼金鱼园驳岸。
北京动物园驳岸为虎皮石驳岸（图1-7），这是北京园林中运用较广泛的驳岸类型。
北京的紫竹院公园、陶然亭公园多采用这种驳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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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驳岸的背水面铺了宽约50cm的级配砂石带。
因为级配砂石间多空隙，排水良好，即使有所积水，冰冻后也有空隙容纳冻后的膨胀体积，这便可以
减少冻土对驳岸的破坏，这也是北方驳岸不同于南方驳岸的最显著的差异。
　　杭州花港观鱼金鱼园驳岸（图1-8），原地形是一条水塘中间的土埂。
利用当地块料填筑扩大后两边都临水。
左边水浅而湖底坡缓，用作水生鸢尾种植带，根部在最低水位以下，利用木材沉褥护底岸。
岸上散植鸡爪槭和五针松，与驳岸的山石融为一体，极具特色。
　　到了现代，出现了大量新式园林驳岸材料与做法。
人们开始意识到过分强调驳岸组织排水的速度是缺乏全面考虑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把生态性结合到
园林驳岸中来。
比较典型的是杭州西溪湿地驳岸、上海苏州河驳岸、成都府前河园林驳岸与近年刚建的桂林&ldquo;两
江四湖&rdquo;护岸工程（图1-9）。
其中&ldquo;两江四湖&rdquo;护岸工程采用了丰富的园林驳岸构造形式，体现出自然式园林驳岸的优
美与自然。
强调生态性与景观性成为这一时期园林驳岸构造设计的突出特征，但是在突显这两个特征的同时，也
降低或忽视了驳岸的初始功能，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这一点从目前对&ldquo;生态护岸&rdquo;的定
义中可见一斑，即&ldquo;以生态为基础，以安全为导向，减少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rdquo;的可持
续发展来保护堤坝岸坡滩地的施工技术。
在这个定义里，&ldquo;生态&rdquo;是决定性的，是首要的，这恰恰忽视了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存利
益，无视地域情况的各自特点与差别，造成目前行业内对园林驳岸构造设计的盲目性，忽视科学性和
驳岸的稳定性，园林行业的工程师们用经验与视觉感观代替了逻辑与科学，这必然为园林驳岸带来安
全隐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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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园林驳岸构造设计与实例解析》的作者多年从事园林驳岸构造设计研究，写作过程中曾与多位
专家进行沟通和探讨，同时广泛阅读文献、考察实例，最终完成了此书。
本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园林驳岸构造的形式、材料、功能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并对不同案例
进行点评，。
　　本书附带光盘，免费为读者提供CAD原图，方便读者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使用。
相信本书一定给园林景观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以及设计人员带来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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