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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传统工业的衰落，大量的工业遗产在城市中逐渐产生。运用景

观设计的思想、手法，分析城市工业遗产的价值，说明对城市工业遗产景观进行改造再利用的必要

性，同时总结了目前国内在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改造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我国城市工业遗

产景观改造现状提出了建议性指导思想和设计方法。为以后的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更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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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３０多ａ来，我国的工业化程度高、速

度快，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

的工业废弃地［１］。工业废弃地的再生问题是我国大

量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必须面对并亟待解决的

问题。由于这些城市工业遗迹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历

史进程和经济发展，拥有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不能

用简单的拆除重建方式来解决。因此，如何对这些

已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工业遗迹进行生态恢复，使

其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引起

了景观设计工作者的重视。

１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的价值取向

城市工业遗产泛指那些与工业生产相关物质与

精神层面的总和，主要包括曾为工业生产用地和与

工业生产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用地等后来废置不

用的地段，如废弃的工厂、铁路站场、码头、工业废料

倾倒场等［２］。这些工业遗产如同一部大型 而 直 观、
全面而生动的史书，记载着整个工业时代城市发展

的印记，对其进行景观环境更新的价值基础其实就

是城市中这些工业遗迹的各种价值。

１．１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的社会价值

城市中的工业遗迹能否真正服务于人，真正为

人们所用，实 现 保 护 与 利 用 双 盈 才 是 最 为 重 要 的。
费尔顿说：“维持文物建筑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恰当

地使用它们”。因此，对城市废弃工业用地的再利用

及其环境更新来说，要从社会总体需求考虑。

１．２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的历史价值

城市工业遗产作为城市发展的印记，是城市产



业发展、建筑空间结构演变、城市风貌形成的历史见

证，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一种背景。它对城市的形成

和发展有着潜在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于工业遗产的

再利用，绝不仅是保护一幢厂房、一些旧的机器，更

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景观所代表的城市记忆。

１．３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的文化价值

城市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主要是指人们对其在

情感方面的 认 同 依 赖，是 不 可 缺 少 的 深 层 归 属 感。

多数城市居民原来就在这些工厂工作，对这些工业

建筑及其周边环境有深刻的记忆和情感认同。瑞典

哲学家哈尔登（Ｓ．Ｈａｌｌｄｅｎ）提到：“除少数例外，大多

数人认为最好住在一个充满记忆的环境里”［３］。

１．４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的美学价值

通过对工业废弃物进行艺术处理激发了一种新

的景观美学认识，这种美重在诠释场地特征，崇尚生

态美学，倡导荒野保护和野生植物景观的创建。海

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中看似荒野的景象蕴涵着勃勃

生机；中山歧江里无处不再的野草之美［４］。德 国 当

代著名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对自然与美有自己的

理解，在他眼里采石场是极富魅力而非刹风景的东

西。他认为熔化的铁水在凝固时产生的肌理和铁块

的锈蚀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比起种植花木毫不逊色，

甚至要更自然一些［５］。

２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改造现存问题

工业遗产景观保护与再利用方面，我国目前已

经做了很多工作和实践［６］，取得了一些成果，收到了

较好的公众反响和经济利益。虽然大众已经认识到

工业文化遗产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对城市工

业遗产景观 改 造 方 面 的 研 究 工 作 做 得 仍 然 差 强 人

意［７］。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目前我国的城市工业遗产景观保护、改造和

再利用的对象主要是场地上遗留的工业建筑、工业

设备本身，很少考虑工业建筑周边的景观环境。并

且对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改造在保持和发扬城市特色

方面的作用缺乏足够认识。

２）目前我国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改造工作尚未建

立起完善的运行机制。有些改造项目只是片面的追

求经济利益，有些艺术感虽强但功能性差，导致改造

后的景观不仅与工业文明的形象丝毫无关，反而破

坏了其原有的历史价值和特征。

３）对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改造缺乏科学认识和系

统的理论指导，目前还没有城市工业遗产的详细记

录，甚至对应将哪些工业遗产列入保护范畴，为什么

保护，怎么保护都不明确，因此也无法总结出对实践

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４）对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

景观改造模式较少且相对单一，并且再利用程度较

低，导致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

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出来。

５）政府和公众对城市工业遗产景观的历史文化

价值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

３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设计的指导思想

３．１　挖掘场所精神

深入体验设计场地中隐含的特质，充分揭示场

所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物理特征是对城市工业遗产进

行景观改造的前提。而挖掘整理工业文明的历史遗

存，保留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若干记忆，也是对城市文

脉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也为创造出富有个性的城市

景观提供了可能性。

３．２　尊重工业文化

工业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是城市文脉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业遗产承载着工业化过程中

城市的历史和城市居民所共享的城市记忆，所以说

工业遗产蕴涵着无形的思想、精神和意识，这些无形

的抽象概念就是工业文化。对于工业遗产景观改造

来讲，至关重要的不是构成景观的物质性元素，而是

这些物质性元素抽象化后表现出来的工业文化。

３．３　景观的人性化

进行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改造时，要对场地上的

各种自然和人工要素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将其组织

整理成能够为公众提供工业文化体验以及体闲、娱

乐、体育运动、科 教 等 多 种 功 能 的 城 市 公 共 活 动 空

间［８］。设计者应充分考虑群众的参与性，通 过 景 观

元素的尺度调整，色彩搭配，材质组合以及景观场景

的悉心布置，景观欣赏线路的合理安排等具体的措

施，最大限度的满足使用者的需要。

３．４　景观的生态性

景观的生态性即是在深入理解生态学思想的基

础上，尽量减少对场地的人工干预，最大限度地提高

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同时还要维

持场地内部及其周边的生态平衡。要将尊重自然发

展过程，循环利用能源与资源等可持续发展思想贯

穿于工业遗产景观设计的始终［９］。

４　城市工业遗产的处理方式及范例

４．１　对基地整体尺度的把握与控制

拥有超大规模的尺度、“非中心化”和强烈的“景

观破碎化”是 工 业 废 弃 地 的 典 型 特 征［１０］。因 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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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者往往需要根据场地的特点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

对场地的规模和破碎的景观元素加以控制以达到一

个适宜的尺度。主要包括景观分区、运用格网结构

和主题游线串连等。这些手段不仅能有效地控制庞

大的场地尺度，还可有重点的展开设计，获得具有对

比和秩序感的景观，同时也为游客营造方便明晰的

游览氛围。

４．２　废弃工业建筑、构筑物和工业设计的处理

美国景观设计师哈格认为，一个城市的文化遗

迹或历史景观，往往是城市的个性灵魂所在，应该引

起足够的重视［１１］。保留场地上具有历史价值的、代

表工厂性格特征的工业构件是城市工业遗产景观设

计的重要部分。废弃的工业建筑、构筑物或设施，可
以处理成场地上的雕塑。高炉稍加处理就是良好的

攀爬登高设施；建筑的柱网框架可以成为攀援植物

的支架；原有工业建筑可在保留空间形态的基础上，

改造成音乐厅、影剧院、旅馆、办公和其他娱乐建筑。

而对那些有典型历史意义和重要科学价值的工业遗

产应当原址原状保护、建立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示。

这样可最大限度地对历史信息进行保护，是工业遗

产地景观保护与再利用的基本模式［１２］。

国外利用工业建筑、构筑物的案例特别多，在西

雅图煤气厂景观改造项目中，设计师哈格没有彻底

铲除工厂设备，而是对废弃工业景观部分保留、部分

更新。拉茨在杜伊斯堡公园设计中，也是保留了场

地上的工业结构和工业元素，通过有限的新元素对

工业景观进行重新阐释［１３］。

在德国和荷兰的边境卡尔，一座废弃的德国核电

站被改建为游乐园。设计师们费尽心思将游乐场的

经典项目旋转木马、摩天轮和激流勇进等设施和核电

站设施结合起来，游乐场中最大旋转秋千建在原核电

站冷却塔里，这座冷却塔高约４０ｍ，内部设置了游乐

园里最大的一部秋千，而外部设计成攀登墙，由设计

师画上了连绵起伏的雪山。巨大的冷却塔将过去与

现在完美整合，令人耳目一新（图１）。同时，利用老核

电厂所独有的一些特点，设计者将工业场地上遗留下

来的构筑物等改造成酒店、会议中心、博物馆、小型高

尔夫球场、网球场等群众参与性比较强的活动场所，

营造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

图１　工业建筑遗产经改造成旋转秋千（左图）和攀援登高设施（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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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废弃材料的再利用

废弃资源的重新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新

材料的需求，节 省 了 投 资，使 废 弃 物 产 生 了 新 的 价

值［１４］。工业废弃 地 上 的 废 弃 材 料 包 括 废 置 不 用 的

工业材料、建筑材料和不再使用的生产原料以及工

业生产遗留的废弃物。景观改造中，艺术已成为处

理工业废弃材料的一条重要途径，鲜明的色彩和戏

剧性形式，以及对材料的拆解与重构等都丰富了景

观改造的设计语言。废弃物等可加工成雕塑，钢板

熔化后铸造成其他设施；砖、石头磨碎后可当作混凝

土骨料；建筑拆后的瓦砾，当作铺装材料。

北杜伊 斯 堡 风 景 公 园 中 的 金 属 广 场（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Ｐｌａｚａ）就 是 范 例。金 属 广 场 位 于 原 厂 区 的 中 心 位

置，作为公园的标志性景观，该广场是由４９块、每块

重达７～８ｔ的表面腐蚀的方形铸铁板排列 成 的 抽

象图案，并通过水在铁板表面的流动来象征钢铁加

工制造的熔化和硬化过程。铁板在自然状态下继续

被腐蚀，隐喻了对自然演变过程的尊重（图２）。

５　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更新中植被恢复

与种植设计

　　植物的种植设计在工业废弃地景观更新中是最

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因为多数场地都有不同程

度的污染或土壤贫瘠问题。因此，在进行植被设计

时，一方面注意保护场地上自然再生的植被，另一方

面要选择能够适应并改善受污染土壤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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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工业材料及构筑物遗产经再利用成金属广场（左图）和遛遛板（右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ａ　ｍｅｔａｌ　ｓｑｕａｒｅ（ｌｅｆｔ）ａｎｄ　ａ　ｗａｌｋ　ｂｏａｒｄ（ｒｉｇｈｔ）

５．１　尊重植被的自然再生过程

植被的自然再生是物种竞争、适应环境的结果，
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不仅能重建工业环境的自然

生态形成新的生物群落，而且能丰富植物的自然美

学效果。天然自生的野生植物，因其有良好的适应

性，不需要繁琐的人工维护，因此在废弃地改造中有

着特殊的 功 用，例 如，芦 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可阻隔悬浮物３０％，减少氨７０％；水葱可吸收Ｆｅ、

Ｍｎ、Ｍｇ、酚、苯、胺等物质［１５］。总之，设计师要尊重

植物的自然再生过程，保护场地上的野生动、植物及

鸟类，减少外界压力，只有如此才能创造出与常规园

林不同的景观特征。

５．２　适应并改善受污土壤的植物种植

许多植物可以适应恶劣的环境，如干旱地、轻度

盐碱地、含 重 金 属 离 子 的 土 壤 或 矿 渣 矿 石 等 介 质。

虽然在常规的园林景观中这些植物材料因野生而未

大量应用，然而在工业废弃地景观改造中，可以用它

们来创造自然野趣的景观，同时某些植物能吸收污

水或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可用来处理污染问题［１６］。
工业废弃地的水肥条件恶劣，重金属等毒害物

质的含量高。通过自然生态演替，一般需要较长时

间才能获 得 满 意 的 植 被 覆 盖 效 果。在 充 分 考 虑 温

度、水分、光照、土壤等生态因子对植物个体生态位

作用的前提下，首选抗旱、耐盐碱等抗逆性强，根系

发达，能固土、固氮和生长快、枝叶繁茂，能快速且长

时间覆盖地面，并能有效地阻止风蚀和水蚀的经济

价值较高的 乡 土 植 物 和 经 济 果 树，如：豆 科（Ｌｅｇｕ－
ｍｉｎｏｓａｅ）、桦 木（Ｂｅｔｕｌ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柳 树（Ｓａｌｉｘｃａ－
ｐｒｅ）、马 尾 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梧 桐 属（Ｆｉｒｍｉ－
ａｎａ）等植物［１７］。

５．３　植物种植设计

在种植设计时，对原有树木要尽量利用，尤其是

古树名木更应认真保护，情况许可时，可将其作为主

景应用。在遵循常绿树与落叶树、乔木与灌木、观花

树与观叶树的比例搭配合理的前提下，合理配置乔、

灌、藤、草，丰富林下植物，营造季相分明、结构合理

的优美植物景观。

植物的种 植 搭 配 要 注 意 和 谐，避 免 生 硬 拼 凑。

利用统一、均衡、调和、韵律等艺术原理，通过疏密、

高低、光影的变化，结合植物的形体、色彩、线条、质

地及生命周期的特点，配置植物群落，营造丰富的空

间界面和流动感、层次感，创造出符合自然规律的植

物群落景观，使之成为一幅活的动态图画。

６　小结与展望

用什么样的设计方法重新赋予城市工业遗产景

观新的生命活力，需要综合考虑工业遗产自身的历

史文化、空 间 结 构 及 地 域 特 征 对 改 造 设 计 的 影 响。

力争减少能量、原料、时间等的投入，大胆利用新技

术结合设计者的创造性设计，营造出能延续特有的

城市工业文化氛围的景观。

对城市工业遗产的改造，不仅仅是改变一块土

地的贫瘠与荒凉、保留部分工业景观的遗迹，也不仅

仅是对艺术、生态等处理手法的运用，其最终的目的

是通过这些改造，为工业衰退所带来的社会与环境

问题寻找出路。尽管我国已有一些较好的案例，如

获得２００８年联合国人居环境奖的沈阳铁西区的景

观复兴、广州中山歧江公园、南京的创意东八区等，

但针对中国城市工业遗产景观改造的途径还处在不

断探索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新

的理论和思想、新的技术还要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１］　杨锐．从加拿大格兰威尔岛的景观复兴看后工业艺术社区的改

造［Ｊ］．现代城市研究，２００９（１２）：５１－５８．

ＹＡＮＧ　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ｒ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０５２ 西北林学院学报 ２７卷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ｓ　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Ｊ］．Ｍｏｄｅｒｎ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１２）：５１－５８．（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　王向荣，任京燕．从工业废弃地到绿 色 公 园－景 观 设 计 与 工 业

废弃地的更新［Ｊ］．中国园林，２００３，１９（３）：１１－１８．

ＷＡＮＧ　Ｘ　Ｒ，ＲＥＮ　Ｊ　Ｙ．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ｒｋ［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３，１９（３）：１１－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Ｍ］．南京：东南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　俞孔坚．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中山歧江公园设计［Ｊ］．新建

筑，２００１（５）：１７－２０．

ＹＵ　Ｋ　Ｊ．Ｓｉｎｇｌｅ　ｓｔｅ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ｙ　ｏｆ　ｗｅｅｄｓ－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Ｑｉｊｉａｎｇ　Ｐａｒｋ　ｄｅｓｉｇｎ［Ｊ］．Ｎｅｗ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１

（５）：１７－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王向荣．生态与艺术的结合－德国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的景

观设计理论与实践［Ｊ］．中国园林，２００１（２）：５０－５２．

ＷＡＮＧ　Ｘ　Ｒ．Ｄｅｓ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ｒｔ－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

ｒ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ｔｚ［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２）：５０－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马燕，柏程豫，曹希强．河南省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刍议［Ｊ］．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２００７，１９（５）：６４－６８．

ＭＡ　Ｙ，ＢＯ　Ｃ　Ｙ，ＣＡＯ　Ｘ　Ｑ．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Ｙｕｎｎ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１９（５）：６４－

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ＬＯＵＲＥＳ　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ｇｅａｒ　ｔｏ　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Ｕ　０８－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Ｃ］．４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Ｍａｄｒｉｄ：Ｓｐａｉｎ，２００８：１－７．

［８］　刘抚英，邹涛，栗德祥．工业景观公园的典范－德国鲁尔区北杜

伊斯堡景观公园考察研究［Ｊ］．华中建筑，２００７，２５（１１）：７９－８６．

ＬＩＵ　Ｆ　Ｙ，ＺＯＵ　Ｔ，ＬＩ　Ｄ　Ｘ．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ｐｏ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　ｐａｒｋ－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Ｄｕｉｓｂｕｒ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ｒｋ　ｉｎ

Ｒｕｈｒ　ａｒｅａ［Ｊ］．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７，２５（１１）：７９－８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王向荣，林箐．西方景观设 计 的 理 论 与 实 践［Ｍ］．北 京：中 国 建

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　杨祖飞．浅 谈 景 观 生 态 学 的 矿 业 废 弃 地 改 造 与 再 生 规［ＥＢ／

ＯＬ］．２０１１－０２－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ｔｖ－１９．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０５０．

ｈｔｍｌ．

［１１］　ＨＡＧＧ　Ｒ．Ｅｃｏ－ｒｅｖｅｌａｔｏ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１９９８（１７）：７２－７９．

［１２］　刘佳．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初探［Ｊ］．重庆建筑，２００７（６）：１６－

１８．

ＬＩＵ　Ｊ．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Ｊ］．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０７（６）：１６－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章超，李庚，张燕青．城市工 业 废 弃 地 景 观 更 新 发 展 浅 析［Ｊ］．

台湾农业探索，２０１０，１０（５）：５２－５６．

［１４］　崔琰．工业废弃地生态恢复 重 建 的 途 径 与 景 观 生 态 设 计［Ｊ］．

山东建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５（４）：４５１－４５５．

ＣＵＩ　Ｙ．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２５（４）：４５１－４５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聂庆娟，韩炳越．生态恢复设计对被破坏地段的景观整合［Ｊ］．

工业建筑，２００６（增）：１６３－１６６．

ＮＩＥ　Ｑ　Ｊ，ＨＡＮ　Ｂ　Ｙ．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　ｂ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Ｓｕｐｐ．）：１６３－１６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杨洁．从褐色工业到绿色文明－宜 宾 上 江 北 造 纸 厂 工 业 废 弃

地景观再生设计［Ｄ］．雅安：四川农业大学．２００７．

［１７］　金立强，段 渊 古，曲 良 艳．节 约 理 念 影 响 下 的 园 林 景 观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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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　李志民，王琰，李树涛，等．建筑空间环境与行为［Ｍ］．武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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