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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山中央公园的智慧化改造
Intelligent Landscape Empowerment of Jianfeng Mountain Central Park

徐升
XU Sheng

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休闲游憩、

观光游赏、科普教育、生态保育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近年来，随着生态宜居城市、美好人居环境等理

念相继推行，许多城市都掀起了公园建设的浪潮。与此

同时，在智慧城市、物联网、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等数字化变革下，传统公园逐渐显露出诸多弊端，公园

的智慧化转型已然成为未来公园发展的主要趋势。

1 景观智慧化与智慧公园

智慧化的人居环境设计最早可追溯至 20世纪 70年

代。起初，智慧化主要指人工智能在城市规划及建筑领

域中的简单应用 [1]，如智慧社区、智能家居等。后来，随

着智慧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智慧城市开始转向环境、管

理、服务和产业等层面的智能化发展。其中，建筑智慧

化设计不仅是实现建筑领域智慧化发展的基础，更是智

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 [2]。

截至目前，景观领域的智慧化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设计也多借助城市规划和建筑的语义得以实现 [3~6]。

由国内外对比可知，国外景观智慧化更加关注生态功能，

往往借助绿色基础设施或建筑屋顶绿化助力景观实现节

能减排、低碳可持续等生态价值，如英国伦敦奥林匹克

公园、法国未来智能塔、日本东京丰岛区政府新办公楼

等，但景观缺少互动性、参与性，以“静观”为主。而

国内景观智慧化往往更加“纯粹”，场地尺度较小，着重

生态与游憩双重价值，最早的实践为智慧景区，后延伸

至智慧公园 [7]，建成项目有北京海淀公园、成都江滩公

园等。

智慧公园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在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上，将云计算、物联网、互联

网、个人移动终端和人工智能（AI）技术相集合，实现

景区的融合发展 [8]。我国智慧公园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较为常见的智慧化设计模式是在传统公园基础上，通过

搭建交互场景及AI设备设施进行智慧化赋能 [9]。近年来，

一些公园还通过智慧行为分析等方式，打造精确面向不

同使用人群的智慧化活动区域，如旨在开发幼儿智力、

满足幼儿需求的儿童活动空间，面向健身人群及老年群

体的康复性景观区等 [10]。

摘要：智慧公园的“智慧”不应等同于空间规划与智能设备的

简单叠加，而应在“互联网+”思维以及规范高效的信息化架构

基础上，打造覆盖服务、养护、管理和运营的全周期智慧化体

系，从而真正实现公园“自监控、自管理”的健康良性发展。运

用“一环四站”的总体布局，对传统山地公园广东省珠海市尖峰

山中央公园进行智慧赋能。在运维层面，设计采用集约化架构模

式，规避智慧公园普遍存在的各部门信息孤岛化、智慧化管理效

率不高等问题。同时，还对山地公园智慧化改造面临的显示速

率、性能提升等重难点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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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传统公园的智慧化赋能实践仍存在一定

误区。许多改建后的智慧公园并非“智慧化的公园”，而

是一系列“智慧化的景观节点”，缺乏智能管控中心和智

能运维支撑体系 [11]。另有一些公园虽建有智能管控中心，

但受限于资金投入总量、信息共享时效、技术管理水平

等因素，其内部的智慧服务系统与智慧管理系统呈分置

状态，改建后园内水体污染、植物病害、人流量控制不

力等现象依旧存在，智慧设施的管理水平及服务质量均

需提升 [12]。针对现状，尖峰山中央公园智慧化改造项目

尝试进行探索，旨在通过“智能管控中心和智能运维支

撑体系搭建”和“智慧服务系统与智慧管理系统联动”

双重方式，解决目前传统公园智慧化赋能过程中的主要

问题。

2  尖峰山中央公园的智慧赋能

尖峰山中央公园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处于新

老城区间，是城市中央的核心，其周边以居住用地为主，

附带部分商业、办公用地。公园占地面积约143 hm2，最

高海拔186 m，山顶景观视野奇佳，不仅可以俯瞰横琴新

区和珠西新城，还可成为展示新时代改革成就的瞭望台。

2.1 智慧公园建设需求梳理
从宏观区位来看，珠海市不仅是中国最早的5个经

济特区之一，更是一座兼具旅游休闲与科技创新的城市，

素有“公园之城”的称号。而斗门区位于珠海市的最西

部，距珠海市中心约40 km，是珠海市生态区。为促进珠

海西部逐步发展成为珠海市经济核心引擎，《珠海市西部

中心城区总体规划（2015—2030）》将尖峰山中央公园所

在区域视作重要的城市门户及生态锚点。

针对上位规划要求和基地自身特点，项目建设迫切

需要对尖峰山中央公园的性质进行再定义和再思考。区

别于一般山地森林公园改造项目，设计旨在通过智慧赋

能的方式，在低影响、低耗费的基础上，打造集本地文

化与生态特色于一体的首个生态可视化、可量化、可感

化的综合性智慧公园。升级后的公园将成为城市智慧化

运动休闲生活的样板，助力珠海成为广东省智慧城市发

展标杆。与此同时，尖峰山中央公园建设还能辐射带动

周围市民公园、湿地公园等绿地发展，进而激发区域经

济活力、社会活力和生态活力。

2.2 设计内容剖析
改造前的尖峰山中央公园年代久远，园内游览体系

凌乱，游憩体验单一，还存在设施老化、管理滞后等亟

待解决的问题。

2.2.1 项目愿景

为满足规划要求及人们生活需要，发扬尖峰山资源

禀赋并科学保护森林资源，设计提出“智动尖峰山”愿

景，分别从智慧活动及智慧管理两大层面，整体构建包

含智慧监测、智慧管理、智慧服务和智慧运营4个系统的

智慧化体系，从而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山地公园。

2.2.2 设计策略

为增强游客多样化的游憩体验，设计运用景观智慧

互动装置，为不同游客提供分时段、全天候的丰富趣味

主题体验，如互动影院、“感应雾森”、创意市场、AI晨
练等娱乐项目。此外，还借助“抢花炮”、风筝节等本土

节庆，发起智慧创意节庆体验集会、文化遗产科普展等

特色活动，以此展现珠海城市历史，增强归属感。

2.2.3 功能分区

尖峰山中央公园作为省级森林公园，园内需保留大

面积生态山丘作为生态基底。项目利用现状地质条件，

将场地分为7处不同趣动区块（图2），如结合市民公园和

图1  场地区位图 图2  景观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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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总平面图

运动公园打造的趣动广场区，通过触

摸方式来科普珠海常见林下动植物物

种及其生境的趣动课堂区，面向社区

开放，强调人与场地互动的趣动山谷

区，以林间栈道、空中漫步体验为主

题的趣动山林区，艺术与野趣结合的

趣动自然区等。

2.2.4 景观布局

在原有山地公园基础上，重新

对公园内部进行规划（图3），构建了

“一环四站”的总体布局（图4）。
“一环”指尖峰山中央公园“环

山智能环”，是一条串联公园内外的

环形山地绿道，总长5.2 km，具有平

赛结合、双道合一、全景游览和智慧

体验四大设计特色。整个绿道即是一

个智慧体系，不仅可监测记录跑步数

据，还可通过AI虚拟马拉松、AI园
区综合导览系统等智慧互动装置，畅

享多元互动体验（图5）。

图4    “一环四站”布局图    



风景园林实践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72

“四站”指在智能环两侧，结合

艺术休闲、少儿科普等主题，布置四

大智慧活动体验站，提供多样化智能

互动项目，实现园区趣动愿景（表1，
图 6~7）。其中，智赏艺术及智享休

闲体验站主要侧重观赏、体验，智趣

儿童、智学科普体验站则侧重体能运

动和自然美育。

2.2.5 智慧赋能设计架构

在智慧赋能设计架构环节，为规

避其他智慧公园建设时存在的各部门

信息孤岛化、智慧化管理效率不高等

共性问题，团队提出以“1中心、3N
应用、1底座”为理念，“多杆合一、 
多箱合一”为措施的集约化赋能模式

（图8）。
总体架构可分为展现层、应用层

及底座层三大部分。智慧公园系统以

底座为支撑，3N应用为工具，通过1
中心加以呈现，为管理者分析决策提

供有力支持。其中，展现层指采用大

数据及AI搭建的运营管理中心，运

用大屏端、电脑端及移动数据端实时

展示各类资源的静、动态属性信息。

应用层指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两类别

下属的N个子系统。底座层可分为物

联感知层、基础设施层及支撑层。其

中，物联感知层由各种传感器以及传

感器网关构成，通过卫星通讯、一体

机、传感器及摄像头等各种感知终

端，全方位实时采集公园相关信息。

基础设施层与支撑层属于互联互通系

统，相当于人的神经中枢和大脑，负

责传递和处理感知层获取的信息，二

者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平台、AI智能

分析平台、时空数据融合分析引擎及

可视化平台，对感知层采集的数据进

图5  智能环效果图

图6  互动星座飘带效果图 图7  感应雾森效果图

智慧活动
体验站

智能互动项目

智赏艺术 浮光智慧雕塑、跳跳互动水景、手势互动水景

智享休闲 感应雾森、互动星座飘带、凌峰踏溪桥

智趣儿童 AR虚拟嘉年华、虚拟骑行、AI音乐大师、未来体能大赛

智学科普

低碳科普：自然之声、森林音乐厅、神奇六边形科普世界、森林声境林、AR科普望远
镜、知识问答机

林下科普：自然之声

沙生科普：奇趣科普盒、AR望远镜

表1 尖峰山公园智慧活动体验站及智能互动项目

行处理、传输、分析和监管。

2.3 智慧赋能设计难点
2.3.1 平台响应速率低

首先，在尖峰山中央公园智慧

化体系搭建中，存在监控平台显示

速率偏低、问题区域地理位置检索

精度不足、快速精准预判难度较大

等问题。

为解决中心总控机房显示速率

问题，设计对园区基础设施进行三

维展示，并将环境、能耗、人员、

停车等数据运用二维面板呈现。同

时采用可视化页面对接多部门、不

同平台的数据，使原本独立的各系

统形成联动预案，故障处理响应速

度相比传统方式可提升200%。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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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智慧公园总体框架

准预判方面，设计借助动态监测、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方

法，提升现场数据的精确性、时效性、全面性，真正做

到将智慧管理与智慧服务实时联动起来。

2.3.2 山地智慧叠加难度大

由于本项目是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时难免受到此前

公园用地布局和已有空间形态的限制，现状可用空间不

多。此外，山地公园还具有地形起伏大、现存植被茂密

等特点，智慧化建设存在光纤电缆接通困难、场内网络

信号强度低等问题。

为最大化减少智慧化设施对现存自然资源的干扰，

降低施工建设难度及成本，设计将场地内土建设施及景

观构筑物与智能装置相结合，优先依托建构筑物自身的

光纤电缆，搭载景观智慧化设施。此外，对少数无法对

接建构筑物的景观节点，通过提前确认景区范围、预判

用户容量等方式，在局部区域单独布置室外配件，以提

升网络稳定性，实现景区内场景化网络全覆盖。

2.3.3 监测运维智慧性能要求高

在智慧赋能过程中，为了最大化提升尖峰山公园自

身智慧性能，而非仅在园内简单叠加智慧化景观节点，

项目还着重智慧运维环节的搭建。除传统智慧安防、智

慧交通、智慧照明、智慧广播、智慧灌溉等智慧管理系

统外，园内还搭载生态监测系统和智慧运维系统，实现

园内“自监测、自反应、自管理”。

其中，生态监测系统可通过各类监测设备，实现对

空气、水质、土壤等实时数据的收集，并运用物联网

技术对园内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监管。该系统可使公园

养护效率提升50%，是公园环境优化的重要助力。而智

慧监测运维系统不仅能够对其下属智慧管理系统运行状

态进行识别，还能对园区内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其在设

备维修、故障处理等方面的响应速率较传统方式可提升

200%。

3 结论与讨论

现今，智慧公园的设计形式已由过去简单的智能设

备投放，发展到如今兼具孪生技术应用、智慧运营监管

等全生命周期的智慧景观。未来，随着5G信息物理时代

的到来，智慧景观的动态识别能力及网络运转能力均将

增强 [13]。因此，构建城市尺度下全覆盖性智慧园林必将

成为主流，而智慧公园也将成为其中的主导力量。

笔者以尖峰山中央公园智慧化改造为例，尝试提出

以“1中心、3N应用、1底座”为理念，“多杆合一、多箱

合一”为措施的集约化赋能模式，并通过生态监测及智

慧运维系统，实现园内“自监测、自反应、自管理”的

智慧管控目标。同时，对山地公园智慧赋能时面临的光

纤电缆建设施工难、信号强度低等特殊挑战提出相应解

决方法，以期能为同类项目提供参考。

景观智慧化建设尚属新兴领域，目前并没有完善的

标准，故设备采购询价较为困难，不同供应公司在设备

质量方面也呈现较大差异，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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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粤澳携手，共创繁荣

——广东园林学会邀请澳门文化艺术学会来穗进行友好艺术交流

为进一步促进粤澳两地的书画艺术交流，繁荣文化事业，广东园林学会在庆祝成立60周年活动开展之际，

携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邀请了澳门文化艺术学会会长赵维富，顾问蔡楚夫、白善华等一行13人，于2023年4

月7—9日，到广州进行为期3日的文化交流。广东园林学会领导彭承宜，携专委会主任莫广松及书画艺术家吴云

峰、董百振、申善章、杨永权、李石明、罗蘅、冯裕仁等共同接待了澳门访问团。

两地妙手丹青于7日下午进行了书画雅集，现场切磋交流，泼墨挥毫，点屏成蝇，涉笔成趣，并互赠作品留

念；同时联合创作书画作品《满园春色》等赠予广东园林学会，以庆贺学会成立60周年，展示两会的深厚情谊。

之后，粤澳书画艺术家一行前往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南越王宫署遗址等地参观，深刻领略深厚鲜明的岭南历史

文化和地域特色，并就粤澳文化源流进行了交流探讨。

粤澳两地书画艺术的交流，加深了两地的情谊，也促进了两地文化事业的共同繁荣。未来，广东园林学会将

助力更多宽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在两地间开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荣发展。

广东园林学会

公园智慧化建设投资回报周期普遍较长，投资回报率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从行业角度而言，专业设计人

员除规划设计实践外，还应积极参与推动行业标准体系

建设，规范行业业态；从增效角度而言，规划设计应积

极运用数字化分析结果，通过旅游综合收益、产业联动

商业、现状资源整合等商业模式，助力公园运营能力提

升，从而实现财务增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智慧系统并非完全脱离人工，

其作用的发挥与日常管理仍存在密切关联。相较于公园

内智慧体系与智慧平台的搭建，全周期的智慧化运维更

为重要。因此，若想让智慧公园真正发挥作用，不仅需

要提升建设水平，更需要转变使用理念。

注：图片均为作者及团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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