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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六位一体”的理念，坚持亲水原则、系统性原则、脉原则和立体原则，从水生态、水安全、水健康、水

景观、水文化及水经济的角度，对厦门市水域生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环、两线、三射、六片”的城市

水域生态格局框架。本研究成果可为厦门市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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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

大和人工构筑物的不断增加，城市水环境质量日益

恶化，水域生态系统日趋脆弱，人居环境品位日趋下

降，城市水域生态系统已成为当今社会特别关注的

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在目前的城市规划建设中，

对水域生态的综合作用没有系统地认知，水仅仅被

作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的资源需求和环境要素进

行分析评价，未将其生态功能显现出来。另外对城

市水域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建设中的关

键技术问题未能解决［!］。因此，开展城市水域生态

系统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

应用价值。

作为生态城市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水域

生态系统的规划区别于以水和水生生物为重点研究

对象的水生生态研究，它以水域为主体，重点研究水

域生态系统与城市中其他要素子系统的相互联系。

厦门市是一个淡水资源缺乏的城市，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仅 8:F <F，分别为全国、福建省人均占有量

的 H!U和 !#U，城市的用水需向水源地购买并从内

陆的九龙江和坂头水库引进。另一方面，排入江河、

湖泊、海洋等水体中的污染物日益增多，水质不断下

降，水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制定安全、可靠的城市

水域生态系统规划方案，已经成为关系厦门市可持

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A 水域生态规划理念和原则

A 4A “六位一体”理念

规划提出“六位一体”理念，即将整个厦门市的

水域作为一个整体，开发和凸现水功能，通过水环、

绿环、路环、文化环、景观环五环联动，从城市水生

态、水安全、水健康、水景观、水文化及水经济六位一

体的角度，塑造厦门市“山清、水秀、城美、林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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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型海港风景城市新形象。

!" 水生态。在城市这一特定区域内，水生态系

统是水体中生存着的所有生物及其与环境之间不断

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而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具有

独特的营养结构、功能特点和基本特征，遵循着自然

界的生态规律［!］。

#" 水安全。自古以来，人类就依水而居，近水

而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保证水的安全，才能

发挥水的作用。在城市发展中，要加强防洪、抗旱和

供水三方面的工作，以保证人与水的和谐相处。防

汛工程的建设要充分考虑景观美丽和安全的双重效

应，要造成生态型的防汛墙、斜坡、草皮、木桩，体现

“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厦门市未来发展中水资源

短缺的问题，提出现实可行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

生态景观用水“分质供水”的战略［"］。

$" 水健康。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的问题

也日益严重，而人们对水环境的质量却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水健康体现为水生生态的健康和湿地生态的

健康，二者又统一于优良的水质。为保证水质达标，

可采用“三级控制，两级导流”的战略，即从污染发生

源头到污染最终消除的整个控制过程中，加强环境敏

感区的污水处理深度，将污水导离敏感区，以保障区

域水环境的长治久安。具体表现为污染源头控制，居

民进小区，工业进园区，污水分区建厂，尾水导流。

%" 水景观。水是城市众多景观中最具灵气的

一个部分。根据厦门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构

建一种“水在城中、城在水中、城水交融”的景观格

局，规划从宏观、中观、微观 ! 个层次来体现这样一

种格局。宏观层次上，本岛、杏林城在海中，马銮湾

是水在城中；中观层次上，员当湖、湖边水库水在城

中；微观层次上，水要送到社区里，形成城中水网。

&" 水文化。自古以来，水就蕴含了丰厚的文化

内涵，或动或静，都能让人沉醉其中。将水以一种文

化引入到厦门城市规划中来，自然溶入当地传承已

久的闽南文化，必然能体现依山傍水的优雅意境。

水边休憩，感受一份水的宁静；水中嬉戏，增添人与

水的亲近。用广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水，

把水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民生活等联系起来

看待水的地位和作用，或者说从人、水、社会三者的

联系来认识水，构成“大写的水”。在本规划中，把有

关水的故事、传说、建筑、仪式、节庆等有机地融入，

展现水的风采、水的画卷、水的情怀、水的咏叹，使厦

门水文化的历史和特色得到不断的宣扬［#］。

’ " 水经济。水经济也如水一般，是城市经济中

最为活跃的一种经济，是带动全局的敏感纽带。规

划中可以大力开发航运、水产等产业，更重要的是利

用人们亲水的本性，大力发展涉水经济，如亲水别墅

开发、涉水休闲游乐场所建设等，充分发挥水的作

用。

( $) 规划原则

!" 亲水原则。将水岸美景纳入生活版图，开窗

见绿，举目观水。

#" 系统性原则。将水域生态系统作为整个生

态城市的子系统进行研究，探讨水与其他子系统的

相互关系。

$" 脉原则。注重现代与传统的交流与互动。

%" 立体原则。将人们逐渐、逐级引入水面之

中，使得整个区域在三维空间中变得丰富多彩。

) 水域生态规划

水是文化、财富、资源，水也是城市的形象。文

化要宣扬，财富要挖掘，资源要利用，形象要提升。

厦门市的规划目标是建设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生态

型海港风景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外资要进

入厦门，更多的富豪要入住厦门，市民也需要更好的

生活品质。厦门市已经有了高速公路环线，有了绿

化环线，现在需要第 ! 个环线，也就是“水圈”。

规划提出厦门市水域整体格局为“一环、两线、

三射、六片”，并与“两轴四楔”的绿色廊道、“一环两

带八片”的景观格局相互融会贯通，从总体上形成厦

门市域的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网络式的水域生

态空间形态。

) $( “一环”：环岛蓝色海洋

海是厦门市发展的地理基底，海洋是厦门最大

的优势，也是厦门生存发展的命脉，是厦门的未来。

如果说山脉浓缩了厦门市的山文化，海则孕育了厦

门市的水文化和商业文化。从提高环境欣赏度考

虑，规划主张尊重自然景观面貌，维护海湾曲折多变

的岸线，以此为基础营造优美的滨海空间形态。海

洋景观建设的重点是以具有美学价值的海岸为依

托，以辽阔壮观的海洋为主景，与清澈的海水、平缓

的沙滩及秀美的生态防护林带相结合，创建休闲、旅

游、度假、娱乐以及海上运动的亲水空间，进一步带

动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按自然和谐海生态、美丽

宜人海景观、源远流长海文化、生生不息海经济、防

患未然海安全、重中之重海健康 # 个方面展开。

) $) “两线”：供水生命线和尾水导流线

) $) $( 供水生命线

厦门是缺水的城市，淡水为厦门的生命线，做好

淡水资源和给水规划显得格外重要。

!" 供水规划。规划建议近期实行统一供水，远

期考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景观用水分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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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岛。由高殿水厂往南辐射供水，基本上是沿

海城市道路网络规划敷设，是市政综合管网的一条主

要管线，形成了环状配水系统，现有 !""## 以上管径

的给水管超过 !"" $#。随着厦门城市的东扩，供水网

络将明显形成东西两大片系统，必须规划好东西两系

统的平差问题，形成合理的大环状给水体系。

鼓浪屿。通过 %""## 管径的海底供水管，规划

再敷设 & 条 %"" ## 管径的过海输水干管。给水系

统设 ! 座高供水池，分别在鼓浪屿的南大德记后山

和北笔架山，利用高差水压供水提供居民的生活用

水。管网流量形成环状系统。

集美。主要靠坂头水库，水质好，通过天马水厂

网状敷设供水系统。

海沧。目前靠杏林水厂供水，规划将来由马銮水

厂供水，呈网状向海沧、新阳、嵩屿分区供水，利用鼓

楼水库和北溪江东低干渠 !#’ ( ) 的水作为调节水源。

同安城。由东溪、西溪分隔成 ’ 片给水网络，规

划由东、西 ! 个水厂分片供水，并考虑向金门供应的

水道。

!" 城市供水应急方案。厦门岛供水安全存在

较大隐患：一是供水依赖客水程度高，调用九龙江水

量占总供水量的 *"+以上；二是北溪取水口地处九

龙江下游，受上游的水量控制和水质影响较大；三是

进岛引水渠（管）集中，都在高集海堤。为尽可能地

减少非正常供水对社会的影响，制定城市供水应急

方案是非常必要的。

应急期的供水调度措施：根据造成城市供水紧

张的不同原因及不同位置，采取相应的调度预案；明

确各水源工程正常情况下的调度运行方式；建立应

急期的供水管理指挥机构。

# ,# ,# 尾水导流线

$" 尾水导流的必要性。!从上述各区污染源

的达标情况来看，由于各区污染源分布与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差

异。即使城市污水处理厂全部建成，由于达标排放

的水并不是清水，沿岸海域的污染负荷还会增加，还

会进一步导致沿岸水质下降；"西海域是厦门市最

敏感的海域，这就决定了其不宜作为呈纳污水的水

体，因此必须将尾水导离此区域。

!" 尾水导流线的建设。规划建设 ! 条尾水导

流线，& 条主线、& 条副线。

主线。规划沿集美、杏林湾、杏林、马銮湾、海沧

的滨海岸线建 & 条尾水导流管道，将尾水导离敏感

的西海湾区，至九龙江河口深水排放。

副线。规划沿同安湾沿岸建 & 条导流管道，将

尾水导离敏感的同安湾，至厦门东海域深水排放。

# ,% “三射”：东西溪、后溪和深青溪

东西溪、后溪和深青溪以及上游的河溪水库、小

坪水库、汀溪水库、竹坝水库、坂头水库、石兜水库等

诸多水库，既可作为厦门北部的灌溉水源，也可成为

一道独特的景观。与山脉及森林相呼应，组成一幅有

山有水有林的现代海滨城市的水墨画。山水一体的

自然美景，作为厦门城市景观的基质，是厦门名副其

实的后花园，为厦门提供清新的空气、优良的水源和

休憩娱乐疗养的空间，既是厦门市最大的城市生态森

林，也是以后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生态旅游区。

规划将遵照市区突出“亲水和文化”、郊区突出

“自然和生态”的主旨来完成。以河流岸线自然走向

为主轴，注重区域内蜿蜒曲直的自然走向带来的丰

富空间效果，进一步挖掘自然与人文历史景观，让居

民安居休闲在水质清洁、环境优美、气氛和谐的美景

之中。结合防汛、引清调水、两岸住宅和绿化建设，

呈现出别墅栋栋、清水潺潺、绿树盈盈、游艇穿梭的

都市水系新景观，并挖掘厦门市特有的文化内涵，发

挥景观经济的辐射效力。

规划在溪流上建梯级滚水坝，充分发挥水域的生

态功能，既起到净化水体的功能，又兼顾景观功能。

由于远离市区，众多水库周围没有大规模的工业

开发，在取水点上游 &"""# 到下游 &""# 的水域范围

内有较完善的防护措施，因此，只要继续依法严格监

督管理，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就能达到功能区要求。

# ,& “六片”：马銮湾、杏林湾、同安湾、员当湖、湖边

水库、钟宅湾

# ,& ,’ 马銮湾

马銮湾作为厦门的一处大片水域，犹如厦门的“点

睛之笔”，水波流转恰似明眸善睐，给人以美的感受。

未来的马銮湾之于厦门，就像今日的西湖之于杭州。

马銮湾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其水域面积、

岸线长度、景观资源等条件较之杭州西湖、北京昆明

湖和南京玄武湖也不逊色，更是员当湖所不能比拟

的。马銮湾对于“大厦门。大景区”的景观理念，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马銮湾的景观开发建设应

高于员当湖，高起点规划，高品位设计，高标准建设，

使之成为继“鼓浪屿—万石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

又一大景观亮点，远期发展为可与杭州西湖媲美的

经典的风景旅游胜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居乐土”

和“旅游胜地”。

#(&(# 杏林湾水库

杏林湾水库现状功能主要是农田灌溉和蓄洪排

涝等。以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考核，杏林湾水库水质

符合农用水标准。杏林湾水库目标主导功能为备用

水源，若以地面水#类标准来衡量，则杏林湾水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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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主要污染因子为 !"#$、%&、%’、非离子氨、石油

类和 ("#)*，水质呈现明显的富营养化。

杏林湾水库作为备用水源，对于厦门市这样缺

乏淡水资源的海湾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实施水污染控制工程。

! +" +# 同安湾

同安湾主导功能是海水养殖，兼顾功能是港口、

航运、旅游和临海工业。

同安湾作为一个口小腹大的半封闭海域，在厦

门市海域功能区划中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综合区

来考虑。目前，在同安湾的开发利用中已出现主导功

能与兼容功能的矛盾。从发展趋势看湾口两侧将成

为港区，这与海水养殖主导功能极不相适，将直接对

近岸潮间带的海水养殖造成巨大的冲击。要使同安

湾达到海域!类功能区的水质要求，就必须防止建设

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做好主导功能与兼容功能

的协调以及主导功能自身布局和结构的优化。

同时，同安湾及周边地区作为 ,-.- / ,-,- 年新

城区建设的重点区域，无论从建设的规模还是水景

观、水文化建设的层次上来说都要高于本岛以及正

要建设的马銮湾新城。未来的同安湾将成为融观

光、休闲、度假、娱乐、体验、教育等为一体的多功能、

多元化、多层次的厦门新亮点。

! +" +" 湖边水库

湖边水库的现状功能是灌溉，目标主导功能是备

用水源，而且目前是厦门岛最大的应急备用水源，担

负着水库周边地区几万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任务。

其水体呈明显的有机污染，主要污染物有 ("#)*、

&",0&、石油类、!"#$、非离子氨和总大肠菌群。

由于近年来湖边水库周边的开发建设快速进

行，水质一直达不到"类标准的要求。虽然这些年

也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但成效不大。要实现

其目标功能，必须借助于控源导流等环境工程对周

边的污染源进行整治、截留和处理。工程的设计要

兼顾景观功能，与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

! +" +$ 员当湖

员当湖以前被划为海域，因近几年逐渐陆域化，

成为厦门岛的主要景观水体。

经过多年的综合整治，员当湖水质不断得到改

善，几个主要污染指标物的浓度呈现出逐年降低的

趋势。但由于尚有部分城市污水入湖，无机氮和活

性磷的浓度仍远远高于#类海水标准，生态环境尚

未完全恢复，仍属于富营养化水体。可采用纳潮导

流与控源导流相结合的措施，进一步减少污染负荷。

从提高环境欣赏角度考虑，规划主张尊重自然

景观面貌，维护曲折多变的岸线，以此为基础营造优

美的水在城中的空间形态。对线形的滨海步道进行

分区，赋予其不同的内容，以形成串联式富有韵律的

主题空间序列。应有亲水视觉通廊，使更多的建筑

能眺望海景。

城中优美的水景观可以促进湖周围旅游产业的

发展，还可因地制宜地开发高档旅游休闲区和居住

区，将房地产业推上新的台阶。

! +" +% 钟宅湾

目前钟宅湾内海水水质属于"类，有的指标甚

至超过了"类。如不注意保护，钟宅湾顶部将会由

于水体交换不畅而使污染加重，影响景观。

规划拆除钟宅海堤，引入东海域洁净海水，再开

凿运河连通员当湖和钟宅湾，利用水位差，自流引

水，让钟宅湾的海水冲洗员当湖，从而彻底改善员当

湖水体的水质，使之达到!类海水水质标准，同时也

保护了钟宅湾的水质，沿途连通江头天地湖、松柏湖

的水质也可以一并得到改善。

运河建成后，就犹如一条银链，穿缀起波光粼粼

的两颗明珠———钟宅湾和员当湖，形成“城在海上，

海在城中，城景相依，山海交融”的景观格局。运河

的明暗、动静、起伏、弯直、桥与洞，种种变化可以创

造城市节奏。沿河可以构筑多个水上娱乐中心和景

观，游艇穿梭于城市高楼、山林之间，组成一幅现代

海滨城市的山水画。运河两岸可以因地制宜地开发

高尚旅游休闲区和居住区，水和绿化将极大地提升

沿途土地地价，实现水和景观的经济价值。

# 结 语

在厦门市的水域生态规划中，突出了水域生态

作为生态城市的灵魂与点睛之地位，水成为一个大

写的、立体的、综合的水，为塑造厦门市“山清、水秀、

城美、林幽”的生态型海港风景城市新形象提供重要

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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