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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说明篇 

 



 

 

第一章 总论 

1.1 项目背景 

温州生态园三垟湿地地处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东邻温州开

发区、龙湾区，南连茶山街道、南白象街道，西北连接梧田街道和城市中

心区，规划总面积 10.67 平方公里。三垟湿地是温州生态园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垟漂海面，云游水中”的水网特殊地貌而闻名，河流纵横交织，

且形成了 161 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小岛屿”，是温州市内保持最完

整的水网湿地，被誉为“浙南威尼斯、百墩之乡”，有城市“绿肾”的美

称。 

其中，三垟湿地公园内湿地保育繁育区，是以湿地升级保育、物种繁

育为目的，其核心以“绿禁城”为概念，禁止游客进入，以此为鸟类及其

相关动植物提高良好栖息场所。但经专业人员对现场调研，保育区内植被

种类偏少，长势较差，且入侵现象严重，且保育区内岛屿地形平坦，缺乏

起伏变化，均质化严重，空间异质性较低，限制了保育区生境类型多样

性。为更好的落实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完善生态系统结构，发挥保育岛的生态保育功能，生态园区计划

开展三垟湿地公园保育区示范实验岛（保育区百河垟岛）生态修复工程。  

 

1.2 工程概况 

温州三垟湿地公园位于温州的中部，北至瓯海大道，西至瓯越大道，

东至文昌路，南隔高速公路与大罗山相邻，是集生态保育、科学研究、教

育和休闲游乐为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本项目位于三垟湿地公园内中部位

置，为东南部核心保育区中的一期示范试验岛屿，实施面积约 3.53 公

顷。建设内容包括土壤底质改良、杂草清理、地形优化调整、植物种植、

岛屿岸线治理、动植物生境营建等内容。  

1.3 编制依据 

《温州三垟湿地公园保育区示范实验岛（保育区百河垟岛）生态修复

方案》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 LY/T 1755-2008）》；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浙江省城市绿地植物配置技术规定》（建城发（2002）221 号）； 

《温州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温政令第 129 号）； 

《温州市城市绿地建设导则》；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温州生态园总体规划（2014-2030）修编》； 

《三垟湿地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9%E5%B7%9E%E5%B8%82/33573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9%E5%B7%9E%E5%B8%82/33573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9E%9F%E8%A1%97%E9%81%93/730699


 

 

及其相关现行的规范、条例、规定等 1.3 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1.3.1 项目区位 

三垟湿地公园位于温州的中部，北至瓯海大道，西至瓯越大道，东至

文昌路，南隔高速公路与大罗山相邻，是集生态保育、科学研究、教育和

休闲游乐为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本项目位于三垟湿地公园内中部位置，

为东南部核心保育区中的一期示范试验岛屿。 

1.4 指导思想与设计原则 

1.4.1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树立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统筹理念，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意识，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贯彻全面保护、科学修

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方针，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

物多样性，促进湿地可持续利用，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聚焦

三垟湿地生态文明建设。 

1.4.2 设计原则 

1.科学治理，综合施策的原则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城乡”是生命共同体理念，遵循生态系统内在

机理，以生态本底和自然禀赋为基础，关注生态质量提升和生态风险应

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配置保护和修复、自然和人工、生物和工

程等措施，推进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 

2.依托自然，可持续性的原则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在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和连续性，在生态要素的构

建中积极寻求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使生态系统的结构、格局和比例与规划

区的自然特征、发展及管理相适应，谋求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

展，维持新的平衡，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制衡可能出现的环境恶化和环境

污染,控制灾害发生,以达到整体优化利用。 

3.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则 

项目编制应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调查场地现状情况，利用现状地形，

结合现有植物的分布情况，协调好同周边环境的融合，对新增设计内容进

行合理布局，避免大挖大建，造成对场地的二次破坏。 



 

 

第二章 现状概述 

2.1 场地概述 

本项目位于温州三垟湿地公园内，实施范围为保育区百河垟岛全岛，

实施面积约 3.53 公顷。 

 

规划范围图 

2.1.1 地形分析 

场地地势相对平坦，缺少起伏变化，均质化严重，空间异质性较低。

适应、生存并共存的物种种类受到限制；平坦且均一的地形不利于地表径

流的流动、调蓄与循环，并对土壤营养物质的有效循环产生不利影响；空

间异质性的缺乏减少了生物群落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2.1.2 植被分析 

场地植被茂密，但植被种类偏少，长势较差，且入侵现象严重。  

2.1.3 生物群落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整个保育区（包括示范实验岛在内）共有鸟类 32

种。其中：陆禽有斑鸠、雉鸡等 3 种，涉禽有鸻鹬类、鹭类、秧鸡等 11

种，鸣禽有雀形目等 16 种，游禽有小鷿鷈、绿翅鸭、罗纹鸭（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赤颈鸭 4 种，猛禽有白腹鹞、黑翅鸢 2 种。优势种：白鹭、

灰椋鸟、麻雀；常见种：白头鹎、家燕、珠颈斑鸠、纯色山鹪莺、八哥、

丝光椋鸟、小鷿鷈、白鹡鸰等。 

总体上看，保育岛内鸟类种类及其种群数量较少，亟需加强岛屿生境

系统设计、增加生境斑块数量、提升生境质量。 

  



 

 

第三章 总体设计 

3.1 设计规范 

1.《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 

2.《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 

3.《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4.《风景园林基本术语标准》（CJJ/T91-2017）； 

3.2 规划目标 

项目以江南水乡城市湿地生态修复样板、瓯江流域生命地标、温州绿

色新高地为目标，依托温州三垟湿地“垟飘海面，云游水中”的地貌特

色，恢复城市生机，重塑生命乐园，提升岛屿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品质。 

3.3 总体思路 

项目设计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运用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措施，

保证保育岛生态修复稳定。 

①尊重保育示范实验岛场地的原有地形结构，合理增加地表环境空间

异质性。 

②梳理原有植被，清除入侵植物与恶性杂草，优化林分级林相，构建

“岛屿高地-过渡高地-边坡边岸-水际滩涂”的生态序列和丰富多样的植物

群落。 

3.4 主要工程量 

 

工程项目 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土建 

场地清理 ㎡ 20000 

挖方及塑形 m³ 4164.02 

填方及塑形 m³ 4175.69 

细石滩涂 ㎡ 329.5 

碎石小径 ㎡ 139.07 

新建木质平台 ㎡ 82.2 

现有木平台拆除 ㎡ 87 

科研及管护小路 ㎡ 573.58 

枯木 株 15 

杂草阻生织物 ㎡ 210.2 

生物篱网 ㎡ 331.5 

自然抛石 m³ 100 

土壤改良 m³ 6900 

植物 

乔木 株 760 

乔木移栽 株 122 

灌木 ㎡ 1393 

草籽撒播 ㎡ 16500 

水生植物 ㎡ 4046.3 

 



 

 

 

第四章 专项设计 

4.1 底质改造工程 

4.1.1 入侵植被清理 

经现场调查，场地内存在大面积入侵植被，外来入侵植被的扩散将对

其他土著植物造成极大威胁。为改善区域内生态环境，需对区域内入侵物

种进行清除，并种植本土植物，改善并优化生态结构，提高生物多样性。

清理面积约 34372 平方米。外来入侵植物有：葎草、葛藤、鬼针草、小蓬

草、喜旱莲子草、钻叶紫菀等。 

4.2.2 底质改良 

场地土壤底质类型相对单一，土层偏薄，土壤局部存在板结、渍水等

现象，为植物更好生存，对土壤进行改良。清除场地内入侵植物后，对土

壤的表层翻土，将地下的土壤暴露在表面暴晒，翻耕深度不低于 30cm。 

4.2 地形优化工程 

结合场地地形和周边丰富的水资源条件，统筹生命共同体核心要素，

充分发挥湿地林、水的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结合场地地形结构，构建多样

化湿地修复模式，形成蓝绿交织、林水交融的复合生态格局。 

依据现状地形对现有地形进行设计，打造低洼区域，通过收集周边径

流形成低洼湿润的环境，结合设计在场地内种植耐水湿乔、灌木，与草甸

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复合湿地生态系统。利用场地地形开挖的余方，塑造

线性微地貌，丰富场地空间结构，促进生物多样性提升。 

4.3 岸线优化工程 

4.3.1 岸线形态优化       

通过模仿自然岸线形态，对现有岸线进行挖填，使场地岸线呈现曲线

蜿蜒的形态。 

1、稳定湿地岸线：岸线蜿蜒化将有效减缓水流，降低冲刷，利于岸

线稳定； 

2、丰富生境类型：蜿蜒化设计可增加岸线长度，提供更多的生境类

型，为不同植物、动物提供适宜的生境条件，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3、提升湿地水质：曲线蜿蜒的岸线增加水体边缘的湿地面积，湿地

面积的增加，将利于吸收和降解水中污染物，改善水质； 

4、优化景观品质：蜿蜒化设计可创造更加自然、柔和的景观效果，

提供更好的视觉体验。 

4.3.2 岸线结构优化 

在原有岸线基础上新增四种岸线类型，营造结构稳定、景观品质优

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岸线空间。 

4.4 植物设计工程 

4.4.1 植物提升原则 

结合保育岛现状植被情况，植被提升以清除、保留、提升三大板块出

发，实现保育岛生态修复目标。 



 

 

1、清除 

①岛上入侵植被清除：清除岛上入侵植物，如清除岛上入侵植物如翅

果菊、葎草、钻叶紫菀、鬼针草、小蓬草、喜旱莲子草等； 

②岛缘挺水植物清除：环岛边岸清除再力花、风车草、芦竹（主要集

中在北半岛）； 

③浮水植被清除：清除分叉南岛中部的水湾中的菱角。 

2、保留 

①乔木保留：生长良好的小叶榕、朴树、喜树、砾树、香樟保留，自

然萌发的苦楝、构树、乌桕、桑树、垂柳等保留； 

②灌草群落保留：保留岛上已形成镶嵌格局的园林植物群落，如灌木

及园林草本如禾叶山麦冬、蓝花草、柳叶马鞭草等； 

③部分水生植被保留：岛缘部分边岸的芦苇、芦竹、水烛。 

3、提升 

①稀疏补栽乔灌木：南半岛缓坡边岸稀疏种植耐水淹灌木，南岛中部

的水湾两侧种植池杉林，与沟渠、洼地共同营建疏林湿地生境，提升生物

多样性。 

②林相改造：中部林植区林相改造及植被优化，增加池杉、落羽杉等

色叶耐湿乔木； 

③密林生境营造：中部林植区营建密林区，林缘少量增加林下灌木-

桑树、枸杞； 

④疏林生境营造：在混交疏林-草甸生境，打造不同主题的疏林生境

单元，主要品种有乌桕、池杉、中山杉、竹柳、杨树、旱柳等，苦楝可局

部点栽。 

⑤岛缘隔离：对于随水文传播的入侵物种，岛缘栽植有一定高度的湿

生植被带形成植被隔离带，如芦苇、香蒲、水葱等。 

4.4.2 植物配置 

根据岛上环境及自生植被生长情况，引入适合岛上生存的植被，以增

强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系统。 

提高生物多样性：增加物种的数量和种类，浆果类灌木可以为鸟类提

供食源，从而增加生物多样性且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增强生态系统的功能，促进其自身的稳定和发

展。 

详细植物选中如下： 

乔木：池杉、中山杉、落羽杉、乌桕、竹柳、垂柳、旱柳、楝、意

杨、枫杨、江南桤木等； 

水生及灌木：桑、水葱、香蒲、芦苇、黄花鸢尾等。 

4.5 基础设施工程 

基础设施工程主要为科研监测步道及监测平台，为方便保育岛后期监

测管理，同时考虑便捷性、生态性，场地内规划建设监测步道 1035 米，

采用碎石铺设。场地外部规划建设监测木平台 82 平方米。 

  



 

 

 

 

 

 

 

 

 

二、方案设计篇

 

 

  



 项目地点:

• 本项目位于三垟湿地公园内中部位置，为东南部核心

保育区中的一期示范实验岛屿。三垟湿地公园位于温

州的中部。

 规划范围：

• 规划面积：约 3.53公顷；

• 岸线周长：约1.22公里；

• 岛屿形态：岛屿长约470m，宽约130m，呈不规则分

叉椭圆形状。

 建设内容：

• 建设内容包含场地塑造、边岸改造、底质改造、植物

补植。

 土地利用现状

• 根据2022年土地利用现状分析，规划范围内土地性质

主要为：

1 项目概况
PROJECT PROFILE

索
引
图

本
案
位
置

其他林地（77.1％）

其他草地（4.9%） 果园（16.3%）

农村道路（1.8%）

河流水面

生态修复设计应符合土地性质规划要求。



1、植被问题：乔木生长发育状况较差，草本植物入侵现象严重，植物群落层次单一；

3、岸线问题：岛缘岸线缺乏变化，部分岸线顺直单一，部分岸线形成陡坡或垂直木桩边岸，极为缺少浅滩生境。

2 问题总结
PROBLEM SUMMARY

2、生境问题：岛内缺少地形变化，地形均质化明显，空间异质性低。生境类型单一，生物多样性较差。



通过 底质改造、地形塑造、植物优化、岸线提升，提升生境质量的同时营造多样化的生境类型，充分发挥自然的自我设计能力，让自然做

功、恢复试验岛屿生态系统结构，优化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

植物优化底质改造 岸线提升地形塑造

提升生物多样性 + 增强生态系统“免疫力”+ 提升三垟湿地景观品质

3 设计策略
DESIGN STRATEGY

预期成效



4 总平面图
GENERAL PLAN

光滩边岸

湿草甸

浅坡地

密林地

水上树林

边岸优化

科研及管护小路

新建观测木平台

碎石小径

图 例

工程项目 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土建

场地清理 ㎡ 20000
挖方及塑形 m³ 4164.02
填方及塑形 m³ 4175.69
细石滩涂 ㎡ 329.5
碎石小径 ㎡ 139.07

新建木质平台 ㎡ 82.2
现有木平台拆除 ㎡ 87
科研及管护小路 ㎡ 573.58

枯木 株 15
杂草阻生织物 ㎡ 210.2
生物篱网 ㎡ 331.5
自然抛石 m³ 100
土壤改良 m³ 6900

植物

乔木 株 760
乔木移栽 株 122
灌木 ㎡ 1393

草籽撒播 ㎡ 16500
水生植物 ㎡ 4046.3

场地清理及土壤改良工程量为暂估，以现场实际收方为主



5 总体鸟瞰
AERIAL VIEW



6 观测平台效果图
EFFECT PICTURE



7 底质改造
G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翻土除杂 增加碎石、砾石、粗砂 增加木屑 地形-底质协同优化

清除场地内入侵植物后，对土

壤的表层翻土，将地下的土壤

暴露在表面暴晒。这样做可以

有效地除去杂草和其他不良植

被，防止其对作物的竞争。翻

土还可以改善土壤的通气性和

保水性，促进根系生长。

向土壤中添加适量的碎石、砾

石、粗砂等改善土壤的排水性

和通气性。碎石、砾石、粗砂

能够增加土壤孔隙度，改善土

壤渗透率及排水性能，并借助

底质类型的丰富来提高生境异

质性。

利用场地内枯木枝、修剪后的

瓯柑树枝等加工成木屑，用于

覆盖土壤表层。木屑有助于保

持土壤湿度、降低土壤表面温

度波动、丰富土壤养分，改善

土壤结构。

地形塑造是指对土地进行形状

和结构的改变，以适应农作物

的生长需求。例如，在山坡地

或平整土地上进行台田或沟壑

状的地形改造。通过地形塑造，

可以优化地表水热组合，提供

生境异质性，利于更多植物的

生存及良好共存，进而通过自

然竞争控制杂草生长。

对于土壤出现的底质类型单一，土层偏薄，土壤局部存在板结、渍水等现象。对所有地被清表后，裸土区域进行土壤深耕、翻晒、去除土壤残根，

并收集晾晒后集中焚烧，焚烧后的草木灰，参拌木屑、椰糠等直接均匀撒入土壤做底质改良，深度不低于30cm。



设计说明：

地形设计充分考虑植物生长营养供

给与地表生境异质性以及内部土方平衡。

对场地进行适的挖/填，在地表形成若干

个浅洼地形结构（群）、草丘、土垄，

并设置少量倒木和块石等自然柔性材料，

增加底质及环境空间异质性，为动植物

提供更为多样的生境条件。

地形设计

8 地形优化
TERRAIN OPTIMIZATION

相对地形分布

-0.4--0.2m

-0.2-0m

0-0.3m

0m

0.3-0.6m

-0.6-0.4m

-0.6m以下



9 岸线优化
SHORELINE OPTIMIZATION

通过模仿自然岸线形态，对现有岸线

进行挖填，使场地岸线呈现曲线蜿蜒的形

态。

 稳定湿地岸线

 丰富生境类型

 提升湿地水质

 优化景观品质

形态优化

原始岸线 优化后岸线

1

4
3

2
4

1

2

4

①光滩边岸

②立体生物篱网边岸

③抛石边岸

④草滩及光滩边岸组合



涉禽区1

吸引鸟类：鸻鹬类

技术要点：80%水域水位控制在0.3m，20%左右

水域水位控制在0.1m左右。

要素：浅滩、沙裸地、滩涂地、水草

涉禽区2

吸引鸟类：鹭类

技术要点：水位随水闸调控变化，浅水期水深

0.5m以内。

要素：沙裸地、疏林灌丛、水草

游禽区

吸引鸟类：雁鸭类

技术要点：水深控制在1m以下。

要素：大水域、挺水植物、疏林灌丛

通过对鸟类的空间分布、活动规律及具体生境进行分析，结合场地地形地貌，营造不同鸟类适生生境，实现鸟类保护和招引。

鸟类生境营建

10 生境营建
HABITAT CONSTRUCTION 



昆虫生境营建

利用多层、多结构、多单元、多孔隙的生态学原理以废弃材料制作的立

体式生境结构。通过在不同层次、不同小单元立体种植多种植物，同时将废弃

木块、竹棍、砖头、瓦片等材料填充于立体空间内，形成复合的多孔隙结构，

为蜜蜂、蝴蝶、甲虫等昆虫提供栖息地，从而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提升。

10 生境营建
HABITAT CONSTRUCTION 



科研小路

11 配套设施
SUPPORTING FACILITIES

利用碎石，沿保育岛布置科研小路，为科研工作者及管护人员提供便利。

科研小路布局图 科研小路设计意向图



植被提升原则

清除

保留

提升

① 岛上入侵植被清除： 清除岛上入侵植物如翅果菊、葎草、钻叶紫菀、鬼针

草、小蓬草、喜旱莲子草等；

② 岛缘挺水植物清除：环岛边岸清除再力花、风车草、芦竹（主要集中在北半

岛）；

③ 浮水植被清除：清除分叉南岛中部的水湾中的菱角。

① 乔木保留：生长良好的小叶榕、朴树、喜树、砾树、香樟保留，自然萌发的苦楝、

构树、乌桕、桑树、垂柳等保留；

② 灌草群落保留：保留岛上已形成镶嵌格局的园林植物群落，如灌木及园林草本如禾

叶山麦冬、蓝花草、柳叶马鞭草等；

③ 部分水生植被保留：岛缘部分边岸的芦苇、芦竹、水烛。

① 稀疏补栽乔灌木：南半岛缓坡边岸稀疏种植耐水淹灌木，南岛中部的水湾两侧种植池

杉林，与沟渠、洼地共同营建疏林湿地生境，提升生物多样性。

② 林相改造：中部林植区林相改造及植被优化，增加池杉、落羽杉等色叶耐湿乔木；

中部林植区营建密林区，林缘少量增加林下灌木-桑树、枸杞；

④ 疏林生境营造：在混交疏林-草甸生境，打造不同主题的疏林生境单元，主要品种有乌

桕、池杉、中山杉、竹柳、杨树、旱柳等，苦楝可局部点栽。

⑤ 岛缘隔离：对于随水文传播的入侵物种，岛缘栽植有一定高度的湿生植被带形成植被

隔离带，如芦苇、香蒲、水葱等。

（岛头）
草滩

（岛头）
草滩

中部林植区

岛
缘

混交疏林草
甸生境

混交疏林草
甸生境

密林区

12 植物设计
PLANTING DESIGN



12 植物设计
PLANTING DESIGN

引入适生物种

根据岛上环境及自生植被情况，建议引入下列适合岛上生存的植被，以增强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系统。

1.提高生物多样性：增加物种的数量和种类，浆果类灌木可以为鸟

类提供食源，从而增加生物多样性且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2.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增强生态系统的功能，促进其自身的稳定和

发展。

1.乔木：池杉、中山杉、落羽杉、乌桕、竹柳、垂柳、旱柳、楝、无柄小叶榕、意

杨、枫杨、江南桤木等；

2.灌木：桑、枸杞、柽柳等；

3.挺水植物：水葱、香蒲、芦苇、灯芯草、问荆、节节草、黄花鸢尾、千屈菜等。

作 用 建议品种

乔
木

灌
木

枸杞桑树

池杉 中山杉 落羽杉 乌桕 垂柳 无柄小叶榕 意杨

水葱 香蒲 芦苇 灯芯草 节节草

挺
水
植
物



恶性杂草抑制

场地内部分植物较难控制，如鬼针草、喜旱莲子草等，需要采用特殊方式进行控制。

针对于这类难易抑制的品种建议采用以下专项技术措施，是否适应本项目需进行试验后评定。

技术措施一：地形-底质协同方法抑制杂草

技术措施二：人工干预建立优势种群控制恶性杂草

技术措施三：利用杂草阻生织物

12 植物设计
PLANTING DESIGN

1.杂草清除

2.底质改造

3.营建生境

1.现场调研

2.选择试验地

3.底质改造

4.将具有抑制入侵杂草可能性的品种栽植；

1. 杂草清除，进行深耕

2. 铺设杂草阻生织物；

3. 覆盖土壤



 

 

 

 

 

 

 

 

三、初步设计图册 

 

 



工程名称: 温州生态园三垟湿地保育区

初 步 设 计

工程编号: 

图    别: 园建

工程规模: 大  型 

第一册 生态工程

第二册 桥梁工程

第三册 排水工程

第四册 照明工程

第五册 交通工程

一期示范试验岛项目



断面分区图

原始平面图

总平面图

尺寸图

详图一

K0+450断面

K0+50断面

K0+350断面

图纸目录

K0+150断面

ML-1.1

K0+250断面

(生态工程)初步设计图纸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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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负责

设  计

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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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张数)

备注

(张数)

工程名称：温州生态园三垟湿地保育区一期示范试验岛项目 工程编号：

施工设计说明SM-1.1 A2第一版

A1+3/4

A1+3/4

温州生态园三垟湿地保育区一期示范试验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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