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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广场绿地提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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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广州市海珠广场绿地景观提升改造为例，探究老城区中心广场景观提升的策略和途径。通过原状广场实地

调研、环境精准识别，针对绿化景观无序、场内空间封闭、园路铺装失修等现状，结合 SWOT 模型，对工程项目的

内部因素（优势、劣势）和外部因素（机遇、挑战）进行全面分析，制定挖掘文化内涵、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可

持续的景观改造原则。采用适当抽疏、增加花卉、合理规划景观格局、应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等措施，打造兼具“红

色”文化传承、门户形象展示、休闲观光、活动举办场所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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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Haizhu Square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and ways of square landscape 
upgrading in old city center.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original square and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the status quo of disorder landscape, closed space and disrepair of road pavement, a SWOT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also formulates the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renovation including excavat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e measures such as appropriate drainage, using various flowers, reasonabl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re adopted. The landscape renovation aims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square 
with the function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portal image display, public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holding activitie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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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随着“城市森

林”“低碳环保”等新概念的深入人

心，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在显著

提高，对改善人居环境的生态园林建

设的需求在不断增加 [1~2]。
老城区兼具生态、文化、景观

等多种功能，是城市的历史记忆和

文脉的集结地 [3]。对老城区中心广

场景观进行改造，可以重新激发城

市的活力和吸引力，推动经济、社

会的健康平稳发展 [4~6]。作为广州市

老城区越秀区的主要广场之一，海

珠广场建成于 1954 年，并于 1958 年

进行改建，形成视线通透、道路宽阔、

建筑雄伟的广场景观 [7~8]。而今，海

珠广场的原有景观风格已不能适应

现代市民的审美需求，加上后期管

养者对原有设计景观效果把控不准，
多年以来管养经费投入力度不大，
海珠广场的设施和景观状况已不能

很好满足大众需求。
2019 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和广州解放 70 周年，广州市

政府决定对海珠广场景观进行升级

改 造，让 经 历 众 多 中 国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的“见 证 者”焕 发 新 活 力，
并激发周边老城区发展的新动力。
本 文 以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海 珠 广 场 景

观绿化提升改造为例，分析老城区

中心广场绿化改造的原则和措施，
旨在为老城区绿地景观提升提供借

鉴和参考。

1 海珠广场改造前现状

海珠广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

心轴线与滨江景观带的交点，总面

积约 3 000 m2，北面为广州解放纪念

雕像，周边交通便利，生活配套设

施 齐 全，是 广 州 重 要 的 滨 江 广 场

（图 1）。通过实地踏查和调研分析，
发现其现状绿地建设整体水平不高，
绿化质量偏低；园建、铺装陈旧，
存在安全隐患；整体布局缺少完善



652020年 第 3期  Vol.42/196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actice

的系统规划。因此，海珠广场亟需

进行景观改造。

1.1 绿化景观无序

海珠广场现状绿量充足，种植

乔木 20 余种，灌木 10 余种（表 1），
绿化覆盖率高达 75%。由于树木密

集，局部空间郁闭度过高，下层植

物生长受到抑制，病虫害多发。部

分原有树木来源于历次周边环境改

造淘汰出来的树种，质量参差不齐。
此外，乔木、灌木、草本配置缺乏

层次感，灌木、地被色彩单一，多

为绿色，缺乏亮点。

1.2 场内空间封闭

海珠广场内生长有 700 余株乔

木，长期缺乏树冠体量控制和修剪

整形。乔木种类以美丽异木棉、凤

凰木、洋紫荆、黄花风铃木、小叶

榄仁、榕树等为主，种植过密，特

别是小乔木如洋紫荆等。郁闭的乔

木与广场周围建筑物共同遮蔽场地，
游人站在广场中，犹如置身丛林，
很难展望整个广场广阔雄伟的面貌，
而且这种半封闭式的空间容易成为

事故隐患。

1.3 园路铺装失修

广场现存硬质场地基本使用不

透水铺装，周边土壤经反复夯实硬

化，也几乎丧失透水性能，导致地

表径流增大；现状绿地稍高于路面，
雨水不能充分下渗，故在暴雨季节

易造成积水、土壤流出污染路面等

问题，不符合当前提倡的海绵城市

建设要求。此外，广场园路部分铺

装破损严重，不仅影响广场形象，
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2 改造原则

老城区中心广场景观改造可以

激发广州的城市吸引力和活力，并

展现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改造从

老城区广场景观序列、空间开放性、
基 础 设 施 保 障 的 角 度 切 入，结 合

SWOT 模型（态势分析法），对工

程的内部因素（优势、劣势）和外

图 1  改造前的海珠广场及周边环境

植物种类 相对多度 /% 植物形态

美丽异木棉 Ceiba speciosa 8.68 落叶乔木

凤凰木 Delonix regia 8.53 落叶乔木

洋紫荆 Bauhinia variegata 8.46 落叶乔木

黄花风铃木 Handroanthus chrysanthus 7.79 落叶乔木

小叶榄仁 Terminalia neotaliala 7.27 落叶乔木

榕树 Ficus microcarpa 6.15 常绿乔木

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 3.41 常绿乔木

糖胶树 Alstonia scholaris 3.34 常绿乔木

大叶紫薇 Lagerstroemia speciosa 3.26 落叶乔木

木棉 Bombax ceiba 2.89 落叶乔木

秋枫 Bischofi a javanica 1.85 常绿乔木

大王椰 Roystonea regia 1.24 常绿乔木

白兰 Micheliaalba 0.82 常绿乔木

灰莉 Fagraea ceilanica 12.61 灌木

红花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var. rubrum 9.94 灌木

龙血树 Dracaena draco 4.08 灌木

琴叶珊瑚 Jatropha integerrima 4.08 灌木

尖叶木犀榄 Olea europaea subsp. cuspidata 3.41 灌木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2.08 灌木 

表 1   海珠广场现状主要植物种类

注：相对多度较低的物种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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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因素（机遇、挑战）进行全面分析，
形成本次改造原则 [9]，从而发挥项

目现场优势，抓住政策机遇。

2.1 挖掘文化内涵

立有广州解放纪念碑的海珠广

场见证了解放前海珠桥的被炸与解

放后的重修，是 1949 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广州入城仪式经过的一个

重要地点，为广州旧中轴的起点、
广州历史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周

边有中山纪念堂、沙面建筑群、永

庆坊等历史古迹。基于“红色”文化、
岭南景观文化、古城文化等彰显地

域特征的文化要素，秉承“老城区，
新活力”的理念，结合海珠广场优

越的地理位置，形成“珠海丹心、
海珠风月”的形象定位，打造具有

越秀区自身特色的城市中心广场景

观，助力地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彰显老城区的文化魅力。

2.2 改善人居环境

从市民对景观和生活环境的诉求

出发，恢复海珠广场市民休闲观光、
城市活动举办的综合性功能。以改善

人居环境为目标，根据市民活动特点

进行合理的空间组织和功能分区，形

成动静结合、有良好疏密节奏的空间，
满足各类活动需求，建立地域广场

的特色形象，提升整体竞争力。

2.3 促进生态可持续

老城区中心广场的绿化是城市

环境的净化器，直接影响着城市人

居生态环境 [3]。通过对老城区中心

广场景观品质提升，形成层次丰富、
种类多样的植物群落景观，打造“精

品、生态、可持续”的城市绿地广场。

3 改造措施

海珠广场及周边景观绿化工程

开 工 于 2019 年 7 月，竣 工 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通过对现状苗木的梳

理，结合海珠广场特有的历史文化

底蕴与地域特色，力求以低影响、
低开发的理念，打造出舒朗通透的

滨河广场景观。

3.1 恢复原有景观空间格局

起义路与海珠桥之间的广州解

放纪念雕塑是整个海珠广场的中心

焦点，是“珠海丹心”中的“丹心”。
改造前，海珠广场与雕塑被道路和

密闭的树林所隔离，难以形成视线

关联。同时，市政道路的人行道与

公园内部环路连通性不强，人流动

线不流畅（图 2）。基于此，结合东

西广场现有的地铁、小广场等出入

口，以雕塑为中心，打通 4 条景观

廊道，既建立广场与雕塑之间的视

觉联系，又打开封闭的城市绿岛，
建成开放通透型的广场绿地，使海

珠广场和周边建筑物、雕塑等景观

互为联系（图 3）。

结合总体布局以及功能分区，
重新规划后的海珠广场景观结构可

归纳为：1）“一带”—以“起义

路—海珠广场—海珠桥”为轴，结

合两侧的绿化形成“拾遗广场带”；
2）“一核”—以广州解放纪念雕

塑为视觉核心和精神核心；3）“四轴”

—打通广场与雕塑联系的 4 条景

观轴。

3.2 释放林下空间

海珠广场不宜栽植过多林木使

景观郁闭 [10]。改造以海珠广场原有

的绿化为基础，在保证绿地率的前

提下进行抽疏，保留部分原有大规

格乔木，结合园道打开原本封闭的

城市绿岛，形成开放通透型的广场

绿地，打造“草地 + 大乔木 + 缤纷

花境”的城市广场景观（图 4），再

现疏林草地、花海盛放的历史风貌。

3.3 构建树林花地

此次景观绿化提升为“老广场”
融入年轻的元素。以越秀历史人文

底蕴为依托，结合花境、花艺等方

式，融入岭南园林的造景艺术手法，
打造“江城相迎，花开盛世”的景观。
在尊重原有绿地空间基础上，结合

现状园路布置花境，营造简洁流动

的韵律动感美与自然活泼的空间群

落美，形成韵律感极强的园林花卉

景观。在重点区域，通过乔木、灌

木和草本搭配组合，形成高低错落

图 2  改造前景观总体布局  图 3  改造后景观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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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改造后的乔木空间 图 6   透水混凝土铺装图 5  改造后的花境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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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次感，借助多彩多样的植物种

类搭配独特的园区景观（图 5）。同

时，结合海珠广场及周边区域的“红

色”文化背景，以“英雄花”木棉

构成空间骨架及场地背景，结合“吹

号前进”小品，打造“红色”主题

的花境来装点广场，欢庆祖国 70 周

年华诞。

3.4 应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为响应广州海绵城市建设，有

效推进“城市双修”落地，认真贯

彻执行《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暂行办法》[10]，将相关理念、
技术融入设计与施工中，以提升城

市绿地的雨水消纳能力。
为解决道路存在的雨水难以下

渗，周边绿化土壤流出导致路面污损、
积水等问题，在 4 条景观轴线交汇处

“五角星”铺装的五星广场及园路应

用 200 m2 透水混凝土材料，使雨水

下渗率达 150 mm/h；通过沿园路设

置碎石排水沟，减少垃圾、雨污等进

入排水沟槽，有助于雨水的过滤、储

存及回用；在广场轴线、草地等设置

下凹式绿地，不仅显著增加雨水滞留

空间，提升雨水径流下渗速度，降低

雨洪时期广场区域内涝产生的损失，
同时下凹绿地下的集水系统也能够过

滤、收集、存储雨水并回用。由此有

效地控制广场内雨水径流，提升其雨

水消纳能力（图 6）。

4 结语

老 城 区 见 证 了 城 市 发 展 的 历

程，反映该地区的传统风貌和民俗

特色 [10]。老城区的中心广场建设更

应该兼具地域性、生态性，凸显城

市的文化底蕴。海珠广场改造提升

后，将成为景观形象鲜明、游赏魅

力独特、艺术水平突出的越秀“新

名片”，为周边老城区带来新的活

力和发展。

致谢：感谢安陆禄工程师提供图 1。

注：除图 1 外，其余图片为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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