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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新划分我们的地图…
If Creating a Map Based on Ecosystem
如果说水是孕育生命的摇篮，那么这些水系的区域是不是
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区域？那么研究应如何划分边界呢？

Image from National Geographic



如果我们在谈城市发展之前，重新把地球理解为由不
同自然物质体系构成的一个大系统，把地区按照不同
的自然系统和地理特征重新划定边界，我们将看到一
个和现实中的行政区版图完全不同的结合方式。

在呈现于地表的自然物质系统中，水系是最重要的元
素，可以说一个水系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如果
设想将一个水系的分水线作为行政区的界限，那么一
个行政区就被整合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

这个生态系统也仅由此地区的行政部门来管理和维护。
按照这个设想，城市的发展与生态系统保护将在行政
机制上最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 罗志航，“水域连城, 区域生态视角中的城市转型契机” 《城市中国》第51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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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杭大运河研究分析与国家公园愿景

2000年的文明遇上生态的思考
南水北调曾经一度牵动中国南北方人们的心，巨大的投入，而工程的成果却非常有限。京杭大运
河作为南水北调的东线承载了无数的历史和古籍。通过分析，作者提出创建京杭大运河国家公园

的愿景，用以更好的保护运河。利用水系联系城市，赋予运河新的历史使命。

1 National Park Vision for 
China Grand Canal



南水北调工程布局图（源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生态的思考遇上了两千多年的文明…
Ecological Thinking Meets 2000 Years of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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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大运河看成一个基于水系的国家公园系统
If Grand Canal is a National Park

关于京杭大运河的五个设想
Five Proposals for the Great Canal

1. 京杭大运河是否能建成一条国家历
史文化走廊？

2. 京杭大运河是否能成为一条净水运
水的自然栖息地走廊？

3. 京杭大运河能否为城市创造更多的
开放空间，形成城市性和生态性并
存的国民休闲旅游目的地？

4. 京杭大运河是否可以成为区域性水
上交通系统，把沿线的城市整合成
为一个城市体系？

5. 京杭大运河是否可以从沿岸小尺度
的湿地公园和农民经营的环保果园
开始，探索建立一个环境生态性，经
济可持续，拥有文化历史的运河国
家公园？

© Zhihang Luo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
Grand Canal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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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的文物
Grand Canal Historic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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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的水质
Grand Canal 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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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端京杭运河水质问题
Water Issues in X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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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中间区域水系
Grand Canal Central Area Wa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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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1 : CONNECT THE 
CANAL AND THE CITY BY 
ENHANCING THE GREEN 
NETWORK
STRATEGY 2: RE-DESIGN THE 
LEVEES
STRATEGY 3: REPLACE THE COAL 
SITES
STRATEGY 4: CREATE ACCESS TO 
THE CANAL WITH TRAIL, ECO-
BASED TOUR PARKS 
STRATEGY 5: PROMOTE THE 
CANAL’S TRANSPORTATION 
SYSTEM

徐州段京杭运河生态修复
Ecology Restoration in X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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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系的围合的城市核心

武汉光谷中心区总体规划与城市设计
水系保护是生态城市规划重要的目标，如何在高强度开发的城市核心区对原生态的水系的进行保
护，同时利用水系与开放空间的结合来统筹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塑造盛行风廊道，通过微气候的

分析进行建筑体量的优化，从而营造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独一无二的城市空间。

2 A New Kind of CBD
Wuhan Optics Valley 





千湖之市
City of Lakes



山湖之间
From mountain to the lake



现状用地
Existing Site

场地现状
Existing 
Conditions







自然水流路径
Water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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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域
Watersh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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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道路
Fixed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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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核心区总平面
North Core 
Illustrativ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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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自然之城
City Of Mountain 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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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水系生态系统的视角下，我们将看到不同的研究
对象和不同的设计问题，设定更有效的研究边界范围。

大尺度的城市设计，在解决城市内部的问题外，也应
重新探讨城市的区域布局及其与自然水系及其生态系
统的关系。

小尺度的城市空间研究，在强调城市“内涵”转变的同
时，也需要考虑城市“外延”的联系。

在物质空间层面，水系作为线状的生态系统，理应突
破行政区域的分割，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

同时，水系作为动态的系统，在承载交通运输功能同
时，更将同一水系连接的城市更紧密的整合在一起，
创造一个适宜自然和经济系统健康运转的区域发展体
系。
。
----- 罗志航，“水域连城, 区域生态视角中的城市转型契机” 《城市中国》第51期转型

水系连城…
Cites Connected in Water System



谢谢！
Thanks!

罗志航 Zhihang Luo
cell: +86 13143869001 (China); +1 3129124231 (US)
email: zhihang.luo@som.com
wechat: luozhihang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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