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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道设计研究与实践

摘要：近年来，广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

推进碧道高质量规划建设。水生态设施是落实碧道建设“5+1”

任务的重要载体，当前，广州碧道建设缺乏完整、规范的水生态

设施标识系统，在实地调研碧道标识系统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环

境心理学和人体工程学，凝练地域特色等元素符号，对标识系统

的结构组成、外观形式、符号元素和界面信息进行优化设计，形

成具有系统性、体验性和文化性的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对现有

碧道标识系统进行完善，助力广州碧道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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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uangzhou thoroughly implemented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high-qual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belt. Water 
ecological facilities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lement the "5+1" 
task of ecological belt construction. A complete and standardized 
water ecological facility identification system is lack currently.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f ecological belt identification system, 
structural composition, appearance form, symbol elements and 
interface informa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system are optimized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ergonomic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refined. It aims to form a systematic, experiential 
and cultural water ecological facility identification system, which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belt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ecological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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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优化设计初探 *

Optimal Design of Water Ecological Facilities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Guangzhou Ecological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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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高质量规划建设万里碧道，是

新时代广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

撑。201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决

定，高质量规划建设万里碧道，带

动全省治水理念升级，印发了《广

东万里碧道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等相关文件 [1]。广州市2022年

底前建成碧道长度达1 000 km以上，

初步形成水清岸绿的生态碧道网，

“十四五”末累计建成碧道1 500 km
以上，远期（到 2 0 3 5 年）将建成

2 000 km以上碧道，这是广州响应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实水生态

建设的重要举措 [2]。

碧道建设包括：水资源保障、水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0年度共建课题（编号：2021GZGJ89）；华南农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重点项目（编号：

JG21042）；广东省教育厅2020年度普通高校重点科研项目（编号：2020ZDZX103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编号：52078222）

安全提升、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保护

与修复、景观与游憩系统构建五大建

设任务，和共建生态活力滨水经济带

一项提升任务（即“5+1”任务）。水

生态设施是落实碧道建设“5+1”任

务的重要载体，以海绵设施为主，在

碧道绿地中应用“渗、滞、蓄、净、

用、排”等技术措施，实现对雨水调

蓄、净化、收集回用和有序排放。水

生态设施的标识系统承载着科普宣传

水文化的重要功能。

国外对标识系统的研究，起步

较早，研究内容细致且全面，包括：

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

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盖

尔·戴博勒芬克（Gal Deborefink）的

《城市标志设计》（Urban Identities），

凯瑟琳·狄克逊（Katherine Dixon）
以及菲尔·贝恩斯（Phil Baines）的

《标牌与标识》（Signs: Lettering in the 
Environment）等 [3]经典专著。部分设

计师还建立了国际标识设计组织，对

公共标识符号进行了统一化和国际化

设计 [4]。我国现代标识系统的研究起

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迅速

发展 [5]。国内目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于3个领域：公共空间标识系统、人

性化标识系统、住区防灾疏散标识系

统，其中公共空间标识系统研究又包

括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设计、地下空间

标识系统设计、图书馆标识系统设计

以及医院标识系统设计等 [6]，尚没有

系统性地针对水生态设施标识进行设

计。



2022年第4期 Vol.44/209 3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Belt

运用较为广泛的单体水生态设施有18
类，包括：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

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

渗井、渗排一体化设施、湿塘、雨水

湿地、蓄水池、雨水罐、调节塘、调

节池、植草沟、旱溪、渗管/渠、植被

缓冲带和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8]。调研

发现，城镇型碧道、乡野型碧道和自

然生态型碧道较多采用生态湿塘、雨

水湿地等大尺度设施，都市型碧道则

以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小尺度设

施为主。上述水生态设施主要由四大

类要素构成：水体、植物、动物和微

生物。四类构成要素的个体特征鲜明，

为构建标识系统分级体系提供了划分

依据。标识系统优化需重点增加构成

要素的分级分类和符号化展示内容。

2.3 色彩丰富

丰富的色彩构成是广州市碧道水

生态设施的主要特征。通过对实景照

片进行颜色提取和分析，结果显示：

水生态设施以构建蓝绿空间为主，同

时采用多种观花植物和色叶植物，形

成以绿色和蓝色的冷色调基调色，黄

色、橙色和红色等暖色调为点缀色，

白色和灰色作为调和色的色彩体系，

色彩构成主次分明（图1）。优化设计

的整体配色方案应综合考虑上述色彩

构成特点，使标识系统与周围环境达

到协调统一的效果。

3 现状问题

广州碧道现有标识系统包括2种

类型：一类是沿线绿地内部原有设

置的标识系统，主要是各类公园绿

地标识；另一类是依据《指引》标

准，碧道内部新设置的标识系统。标

识系统组成包括：定位类标识、导

向类标识、综合类信息标识和警示

提示标识。水生态设施标识主要承担

解说展示功能，属于综合类信息标

现有《广东万里碧道VI系统及

导向标识设计指引》（下文简称《指

引》）中，水生态设施标识的指引

仅有树名牌一项，缺乏完整的标识

系统指引，水生态设施显示度不

够，科普性不足，无法提供全面完

整的公共服务功能，与广州碧道高

质量规划建设发展要求存在较大距

离 [7]。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深入分析广

州市碧道水生态设施特征及标识现

状，提出相应的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

优化设计策略。

2 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的特点

广州市建有4种类型碧道：都市

型、城镇型、乡野型和自然生态型，

其水生态设施具有以下3个主要特点：

2.1 功能复合

水生态设施以“渗、滞、蓄、净、

用、排”六大功能为基础，拓展延伸

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城市发展、生

物活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具有典型

复合性功能的海绵综合体。广州市碧

道规划提出了“水道、风道、鱼道、

鸟道、游道、漫步道、缓跑道、骑行

道”八道合一和“滨水经济带、文化

带、景观带”三带并行的“八道三带”

空间范式 [2]。水生态设施是上述碧道

功能实施的重要载体：其中雨水花园

和下沉式绿地等小型设施，兼具景观

功能和休闲游憩功能；湿塘和雨水湿

地等大型设施不仅满足农业生态中垛

基果林等复合生产模式的需求，也为

城市中野生动植物提供各类栖息地。

在各类设施中，生态湿塘、雨水花园

等生境丰富，生态功能更为突出。水

生态设施在碧道中展现的复合功能，

应作为标识系统界面设计主要传递的

信息内容，从设计元素和界面信息等

不同层面进行转译和表达。

2.2 要素多元

水生态设施种类丰富，构成要

素呈现多元化特点。以《广州市海绵

城市规划设计导则——低影响开发雨

水系统构建》为指导，目前在碧道中 图1  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的色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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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由于缺乏详细的上位设计指引，

目前标识主要存在以下3个问题：

3.1分类不完整
现有大部分标识为树名牌和警示

牌，少数碧道设置解说标识牌。普遍

缺少对水生态设施及其构成要素的分

类展示，没有充分体现广州碧道建设

“八道合一”的指导精神和水生态设

施的主要特征。

3.2整体性不强
调研发现，广州市现有的高质量

碧道，如阅江路碧道、海珠湿地碧

道、海珠湖碧道、凫洲水道碧道及广

州国际生物岛碧道等，虽已设置部分

水生态设施标识，但同类设施在不

同碧道中采用的外观设计，如整体造

型、风格、色彩和材质等均不统一，

标识系统整体性不强。

3.3文化性不足
现有的标识界面内容主要介绍水

生态设施和植物品种，采用科普性文

字和图片结合的形式，界面设计对地

域水文化和生态文化特征要素的挖掘

和再现表达仍不够，没有采用符号化

设计。

4 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
的优化设计

4.1优化目标
标识系统作为管理和展示水生态

设施的重要载体，应当在对现状问题

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广州碧道特色进行

自主设计，构建一套兼具系统性、体

验性和文化性的标识系统。既对广州

碧道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进行结构化

设计，形成完整的标识体系，实现从

宏观到微观，从系统到设施，从个体

到要素的综合视觉表达。同时，从广

州碧道建设的特点出发，通过对标识

外观和标识内容的设计，增加地域情

感体验。并且在标识系统设计中体现

广州水环境的生态文化科普功能，充

分展示城市水文化，实现“做生态文

章，讲广州故事”。

4.2 设计策略
基于构建兼具系统性、体验性和

文化性的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标识系

统的优化目标，通过分类结构化、内

容主题化和设置多元化的设计策略解

决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存在

的问题，进行模块化设计。

4.2.1 分类结构化

针对分类不完整的问题，按照展

示对象进行划分，采用分类体系，共

3大类17中类10小类，由总览性标识、

设施类标识和要素类标识组成。其中，

总览性标识共2个中类，无小类；设

施类标识共12个中类，无小类；要素

类标识共3个中类，10个小类。

4.2.2 内容主题化

广州位于河网密布的珠江三角

洲，三江汇流，江海一体，降雨充

沛，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造就

了“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

岭南水乡。两千多年来，广州依水而

建、伴水而生、因水而兴，跟水息息

相关，孕育出了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的广州水文化。广州碧道建设是以水

为主线，挖掘广州水文化价值，实现

人、水、城和谐共生。因此，水生态

设施标识系统需要明确其水文化的主

题内容设计，充分讲述广州水故事。

基于环境心理学，通过剖析标识系

统、标识环境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密切

关系，强化标识系统设计要素的可识

别性，主要从外观形式、符号元素和

界面信息 3部分内容进行优化设计，

以改变标识系统中整体性不强和文化

性不足的现状。

4.2.3 设置多元化

优化设计的标识系统可灵活应用

于不同的场景，提高与周边环境的协

调性。广州碧道涵盖4种类型，用地

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次优化

构建了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

的三类三级结构，可因地制宜应用到

市内不同类型碧道中。利用人体工程

学作为标识尺度设计的指导理论，考

虑使用者在阅读标识信息时的感受，

合理设置标识位置，把重要信息放置

在适宜的视觉范围内。通过对设施类

标识和要素类标识进行适当组合和合

理设置，以协调不同用地环境和使用

需求，实现标识系统的多元化效果。

4.3 设计手法
4.3.1 外观形式

外观形式的优化设计，具体包括

标识牌造型外观、标识形式和颜色选

择。标识牌面板统一采用矩形模块化

造型，设计按照基本比例分割，与省

标识系统造型相协调，不宜繁多。标

识牌面板基于认知心理学中的“最佳

视野俯角”，统一采用倾斜面设计。

标识牌尺寸以《指引》为参照，根据

实施场地的实际情况具体调整。采用

柱立式和贴附式2种载体类型，版面

可采用烤漆和丝印等工艺。在颜色选

择上，标识系统基本色为墨绿色，重

要特殊标记为湖蓝色，信息主体的图

案、文字及数字均采用白色。标识主

体色彩搭配包括墨绿色和银白色，墨

绿色和红木色两种方案。墨绿色和

银白色的方案中，主色采用墨绿色，

主要提取自水生态建设设施核心要

素，即典型亚热带植物如榕树Ficus 
microcarpa等的主色调。色调沉稳低

调，与周围环境融合度较高。配色采

用银白色，提取自水生态建设设施中

动植物的共有代表色调，如省鸟白鹇

Lophura nycthemera，以及常见动植

物元素，如白鹭Egretta garzetta、睡

莲Nymphaea tetragona等。配色可提

高场地亮度，具有辨析度。而墨绿

色和红木色的方案以《指引》中的基

本型色彩为主，遵守官方具体指引标

准，运用于碧道建设项目总览性标

识。通过优化设计，标识整体的外观

形象和色彩搭配与碧道建成环境协调

统一。

4.3.2 符号元素

符号元素的优化设计，主要是对

广州市碧道水生态设施中的设施元素

和动植物元素进行艺术化处理，以辅

助标识加以展示。首先对广州碧道建

设成果进行符号化转译，采用概念性

拼贴方式示意性展示广州碧道系统和

标准示范段（图2）。图2整体由4个

部分组成，自上而下分别代表了广州

碧道中的都市型、城镇型、乡村型和

自然生态型4种类型碧道，重点展示

广州碧道整体空间结构，并在每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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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碧道中描绘其环境组成要素，重点展示各碧道类型的

外部环境特征，凸显碧道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

针对水生态设施，采用拼贴式插画作为标识版面设

计的主要辅助图案。通过对广州市碧道中18类单体水生

态设施进行筛选，以地上易观察到的12类水生态设施为

主要对象，基于各类设施的外观形式，提取设施的组成

结构，规模大小和水生环境等特点，通过插画形式重点

展示不同设施的水体类型、动植物元素和水环境特征。

进一步提取12类水生态设施的主要特点，设计出各类设

施的代表符号，用于辅助要素类科普展示说明。各代表

符号主要通过简化各类设施结构，以水波纹数量反映设

施的承载力，以箭头数量及方向反映设施的下渗能力和

排水方向（图3）。

针对要素类标识，则从普示性的公众认知角度出发，

依据分类学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主要结构特征，凝练各

要素的造型设计符号，作为该类型标识牌的镂空图案，

区分不同要素的分类。

4.3.3 界面信息

通过对总览性标识、设施类标识和要素类标识的版

面信息进行重新设计，实现界面信息整体优化（表1）。
其中，总览性标识主要展示碧道示范段的平面布局

和水生态设施的位置信息，采用插画形式对碧道示范段

平面图进行改绘，并在《指引》要求的基础上，增加标

示水生态设施类型和位置。

广州碧道水生态设施功能复合，但现有设施类标识

的版面内容仅为工程图的展示。因此，针对现有设施类

标识单一的展示内容，为了展现水生态设施功能的多样

性，版面信息优化着重于在介绍水生态设施定义和工程

结构的同时，进一步说明其功能和作用方式。设计风格

仍保持统一的插画形式，增加趣味的同时不减科普功能

（图4）。
虽现有建成碧道已配置有少量要素类标识，但其版

面信息没有充分体现水生态科普功能。为了更深入地展

示水生态设施的功能，优化设计针对各类要素在设施中

的定位和功能，从多角度出发，在版面设计中增加了生

态功能、生长环境、观赏特征等版面信息。因此该类型

标识优化着重于展现水生态设施各类要素的具体功能和

作用：植物类标识，重点增加对该植物生态功能和生长

环境的介绍，用以表达其主要作用和应用环境；动物类

标识，重点增加对动物的活动环境科普说明，展示碧道

生境生态多样性；另外增设微生物标识设计，以展现水

生态设施微观层面的生态功能（图5）。通过从宏观到微

观，不同维度对标识系统的版面信息进行完善，同时增

加标识设计的科普性和趣味性，更大程度地发挥解说和

引导功能。

5 结论与展望

广州碧道正处于高质量发展时期，作为碧道环境的

组成部分之一，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不仅是碧道信息传

图2  示意性展示广州碧道系统

图3  12类水生态设施标识版面设计的辅助图案与代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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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道设计研究与实践

表 1 标识系统版面信息优化设计

标识分类 标识设计

大类 中类 小类
标识
形式

功能与设置 版面信息 版面标准

总览性
标识

碧道建设项目
总览性标识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总览性标识

柱立式

用于展示广州碧道
建设项目、广州海
绵城市建设项目的
形象。设置在建设
项目的起点、终点
或重要节点的位置，
结合周边道路状况
及景观环境设置。

广州水生态或万里碧道标
志；总平面图名称或碧道统
一标识名称；建设项目的平
面图；广州水生态名称及二
维码。

设施类
标识

透水铺装标识
绿色屋顶标识

下沉式绿地标识
生物滞留设施标识

渗透塘标识
湿塘标识

雨水湿地标识
雨水罐标识
调节塘标识
植草沟标识
渗渠标识

植被缓冲带标识

柱立式

用于标明广州市海
绵设施。设置在海
绵设施附近，结合
周边道路状况及景
观环境设置。

海绵设施版面设计辅助图
案；水生态设施的名称与定
义、主要类型、材料、结构
组成、适用范围、功能作
用；海绵设施的典型剖面；
广州水生态名称及二维码；
广州水生态标志。

要素类
标识

植物类标识

乔木标识 贴附式

用于标明广州市水
生态建设设施内部
植物类要素，挂在
构成要素上。

植物名称；科属、生态习
性、毒性、观赏特征；植物
实景照片；广州水生态名称
及二维码；广州水生态标
志。

灌木标识
草本标识

柱立式

用于标明广州市水
生态建设设施内部
植物类要素，设置
在构成要素附近。

植物名称；科属、生态习
性、生态功能、毒性、观赏
特征、形态特征、生长环
境；植物实景照片；广州水
生态名称及二维码；广州水
生态标志。

动物类标识

鸟类标识
哺乳类标识
昆虫标识

两栖类标识
爬行类标识
虾蟹类标识
鱼类标识

柱立式

用于标明广州市水
生态建设设施内部
动物类要素，设置
在构成要素附近。

动物名称；科属、栖息环境、
分布范围、繁殖特征、演变
过程、识别特征、活动环境；
动物实景照片；广州水生态
名称及二维码；动物镂空图
案；广州水生态标志。

微生物类标识 柱立式

用于标明广州市水
生态建设设施内部
微生物要素，设置
在构成要素附近。

微生物名称；分布、主要类
型、营养方式、生态功能、
结构特征；广州水生态名称
及二维码；广州水生态标志。

 

达的重要手段，也是广州水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水生态科

普的重要途径，更是广州碧道的外化形象。通过探索构建

结构化的水生态设施标识系统，对外观造型、色彩体系

和设计等方面进行整体的规划设计，形成设计主题化的

标识版面内容和设置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图6）。优化后的

该标识系统可作为有关部门的辅助手段，以进行更有效

的宣传和管理，对广州碧道整体形象的构建具有重要的

现实价值。同时，由于国内各省市针对水生态标识系统设

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优化设计对于标识系统提出结

构化思考，可为国内该类标识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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