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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植物园的规划建设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Huizhou Botanica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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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背景

植物园是社会进步和农林经济等行业发展的产物。

世界早期植物园既反映了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思潮发

展，也见证了人类对植物界的认知过程史，如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位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帕多瓦植物园，以规矩的

几何方圆对植物进行展示和交流，几百年来始终保持着

其作为科学研究基地的初衷，并为植物学、医学、化学、

生态学和药学等现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深刻的贡

献 [1~2]。而现代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在肩负社会经济发展

需求的同时，还承载和体现着近现代生物科学和地域民

族的意志和兴趣，尤其对于植物资源丰富地区的植物园，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的引种回归等生态重建

工作已逐渐成为工作重心 [3~5]。

惠州素有“粤东重镇”“岭南名郡”之誉，域内风光

旖旎，山川秀美，区内拥有28个自然保护区和17个国有

林场，森林植被资源丰富，物种多样性较高。2012年以

来，惠州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契机，建成了“山环水

绿，绿廊穿梭，环境优美，生态优良”的完整城市森林

生态体系。其中，惠州植物园建设是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的一项重要任务，且植物园还将肩负起未来区域植物资

源收集、利用、保护和科普教育的任务。基于以上迫切

要求，2013年，惠州植物园建设项目启动，项目定位为

建设具有惠州特色的兼具植物物种保育、生态保护、科

普教育、娱乐休闲及人文体验等多种功能的精品景观型

植物园，以“突出小而精，力争小而全”为规划建设理

念。项目总占地面积41.82 hm2，其中水域面积2.71 hm2，

绿地面积33.33 hm2，道路、广场和建筑物等公共建筑的

占地面积为5.78 hm2。

2  现状及问题

惠州植物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惠州西湖5A级风景名

胜区内，依偎在紫薇山和古榕山山麓。项目所在地的北

部和西部紧邻眉山路和惠新大道；南侧至紫薇山和古榕

山脉山脊，两山脊线间隔紫薇村及通村道路，将植物园

整体分隔为东西两部分；东侧与紫薇村通道相邻，并与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代表人物陈炯明的史料馆隔路相望，

与惠州西湖景区仅隔330 m（图1）。

摘要：惠州植物园的规划建设贯彻“小而精、小而全”理念，基

于建设场地及环境现状，在园区与周边村落交界区，和谐处理村

民生活出行与园区景观建设的协调性，并通过分析西湖及周边景

区的客流量，科学合理地配套基础设施，解决停车及游览交通等

现实需要。惠州植物园注重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因地制宜进行

功能分区规划，共建设11个专类园区，利用微地形处理以及建筑

和植物的巧妙空间设计，创造丰富的空间层次，进而打造集植物

物种保育、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娱乐休闲及人文体验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精品景观型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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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西湖景域妙在天成，有“苎萝西子”之美誉，

惠州西湖的风景园林发端自东晋，经历了数百年的陆续

兴造、改建，尤其在唐代进行了大量建筑营造，至北宋

才形成真正意义的、完整的风景名胜 [6]。以苏东坡为代

表的历代445位文人墨客曾踏足惠州，为西湖留下了宝贵

的文化遗产；孙中山、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惠州从事过革

命运动，在西湖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结合植物园园区的

通达性，西湖景区秀丽的风景，以及历史文化的积淀与

传承，植物园的规划与建设面临以下挑战。

1）区位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植物园的设计在满

足现有村民的交通出行需求和园区完整性的前提下，还

要兼顾植物园的景观、功能、内部交通、日常管理等需

求。

2）现状的紫薇村民宅风格及面貌参差不齐，将园区

景观和村貌完美结合是植物园设计面临的挑战。

3）植物园的规划建设要结合惠州西湖及古榕山、古

榕亭等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园区的景点建设和文化定位

与西湖历史文化氛围相一致，传承地域历史文化。

4）作为惠城区与西湖景区的重要景点之一，植物

园必然面临着较大的客流压力。如何利用非常有限的空

间解决游园市民的车流压力和停车问题，在容量设计与

整体投资平衡的前提下做好停车场建设规划和交通组织，

是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

5）惠州植物园以山地为主导地形，如何巧借地势处

理专类园分区和景观序列布置，以及山地地形与景区交

通等的关系，解决市政府提出的“小而精、小而全”的

建设要求，是在规划建设初始亟需解决的问题。

3  性质定位与建设思路

3.1 因地制宜，精巧布局
惠州植物园是在原东江树木科技示范园的基础上进

行规划建设的。专类园分区及道路基础设施规划在充分

尊重原生态本底的前提下，巧于因借，以“一轴两带”

的布局进行建设：“一轴”指“主入口建筑 -珍珠湖 -珠泉

问茶 -景观塔”主轴线；“两带”指滨水景观带和山体休

闲带。展览温室及各专类园区以自然式布置建设，精巧

布局，专类园区内利用微地形处理以及建筑和植物的巧

妙空间设计，营造丰富的空间层次感。道路建设因地制

宜地保留原护林道路并扩建为一级园路，环山顺势而建，

将原有山林同各专类园区自然地联结在一起，形成环行

游览线路（图2）。
3.2 多形式、多内容科学布展

植物园以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展示作为建设的核心内

容，肩负东江流域珍稀濒危及特色植物种类的引种和保

育任务，收集和迁地保护区域内的保护区及各自然保护

地内的植物种类，结合专类园按植物分类有序进行种植

展示，合理规划有限空间，将迁地保育植物按照生物习

性进行科学布置。部分区域形成立体展示，如阴生园植

物采取攀附、吊挂等展示方式，高低错落地布置植物。

另外，将所收集植物种类的产地、习性特征、保护价值

等信息录入数据库，以二维码方式展示，方便游客进一

步了解学习，提升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达到小

空间、多内容、多形式的展示效果。

3.3 引水入园，润物造景
园内原有山泉，但水量极少，难以满足植物园日常

灌溉及水景建设需要。为解决园区用水问题，植物园通

过两级泵站引惠州西湖鳄湖湖水入园，自园区鸟语谷、

阴生谷和珍珠湖内迂回流转后顺势流向青年河，形成贯

穿流通水系。园内最低点标高为16.5 m，位于紫薇园，而

珍珠湖水体设计水位标高为20 m，水深平均2.5 m。为达

到珍珠湖水量及排水要求，在飞虹桥近惠新大道侧建设

四级滚水坝形成跌水景观，并将水面标高控制到17.0 m
以下穿越惠新大道排入青年河。该做法巧妙地解决了大

多数山地植物园所遇到的水源瓶颈问题，既为植物园日

常生产灌溉提供保障，也打造了具有层次的景致。

3.4 挖掘地域文脉
注重惠州地域文化，深入挖掘历史人文。园区建设

充分尊重古史记载，打造文化景点、自然景点与休闲活

动相融的特色园林院落。园区景观珍珠泉和古榕亭的由

来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古榕亭，传苏东坡亲手建造，其

图1  惠州植物园区位图 图2  温室区域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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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惠时经常活动于此，自西湖泛舟至珍珠泉品茗。明朝

吴晋有诗赞：“古木参云亭依山，春风入座转悠闲。野花

随意时开落，倦鸟依人自往还……不须杖履登云谷，天

下奇观在此间”。另《惠州西湖志》[7]记载：“古榕寺据山

腰，峰峦环抱，径曲地偏，禅林最曲折者。东有泉，香

冽，深不盈尺，寒冬不竭，泡出石间如珍珠，因名。左

有榕，古干参天，一望葱郁，真西湖一胜概也”。基于古

榕亭（古榕寺前身）、珍珠泉的诸多历史记载，植物园恢

复其建筑方位和样貌，打造珍珠泉、茶室和古榕亭景观

序列，营造“古榕揽胜，惠思泉涌”[8]的文化意境。

3.5 注重功能多样化
惠州植物园肩负社会责任，承担着科学普及、休

闲观光等诸多功能。不断丰富植物园的内在功能，满

足多种人群需求，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周边居民的户外

休闲活动基地。充分利用现有的场所，因地制宜规划建

设，如在紫薇园和儿童园利用原有微地形和榕树Ficus 
microcarpa群建设大草坪和林荫休息区，在藤本园长廊

布设展览，在盲人园原有坪台建设可供户外活动和休息

的多功能区，将茶室打造成为集景观和图书阅读于一体

的市民休息阅读区等，实现中小学生户外研学活动、花

卉和图片展览、摄影和素描比赛、植物定向越野赛、插

（压）花培训、节日演出等活动开展的场所多样化，充分

满足社会各行业和各年龄段市民的需要。植物园逐渐成

为了惠州市民乐于前往的休闲场所，同时也增添了城市

发展绿源动力，展示了惠州林业生态发展新面貌，助力

大湾区绿色生态效益增长。

4 功能分区

惠州植物园依偎在紫薇山和古榕山山麓。基于功能，

巧借地势处理分区规划是实现园区景观序列的前提条件，

也能更好地展示山地型植物园的特色（图3）。
1）公共园林区位于植物园北侧平缓区域，总面积为

5.67 hm2，主要集中在珍珠湖、“珠泉问茶”等区域，包含

主入口建筑、展览温室、飞虹桥、问泉桥等景点组成的

核心建构筑物及植物景观。

2）专类园区位于一级园路沿线的山体区域，总面积

为13.40 hm2，即在山体树木园基础上打造而成的山林专

类园区，包含植物园东侧区域的紫薇园、儿童园及南侧

山体区域。

3）防火生态林区位于植物园最南侧山脊线上，总面

积为9.05 hm2，为防火林带建设区域。在现有木荷Schima 
superba林带基础上带状种植红花荷Rhodoleia championii、
醉香含笑Michelia macclurei等茎干木栓层发达的树种，

承担园区隔离和防火的作用。

4）生态保育区的总面积为8.33 hm2，分为2个部分，

分别位于乡土珍稀园和冬青园西北部的山体。该区地势

较为陡峭，但植被葱郁，群落层次丰富，乡土植物多样

性较高，对园区生态环境及水土保持起着基础作用。

5 专类园区建设

植物园的专类园区及其中展馆布局充分体现了“小

而精，小而全”的设计理念。专类园区是重点建设区域，

总体是在紧凑的建设空间内，围绕着“主入口 -珍珠湖 -
茶室”景观轴线，将各专类园自然有序地规划布置，且

与问泉桥、珍珠泉、温室与飞虹桥等景点巧妙串联，以

环形游览线路实现山上和山下连通互动，体现了惠州植

物园设计和建设在空间利用方面的精心布局（图4）。
5.1 紫薇园

专类园建设以《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清代汪灏著）

中的“一枝数颖，一颖数花，夭娇颤动，舞燕惊鸿”为

设计理念，集中收集紫薇Lagerstroemia indica品种资源，

挖掘紫薇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化寓意，融合岭南元素，搭

配园林小品、亭台廊架，营造浓郁的紫薇文化气氛，并

采用不同种植形式，表现紫薇的群体美和个体美，营造

富有意境的古典美。紫薇园分为桩景展示区、紫薇片植

区和草坪休憩区3个区，总面积约0.79 hm2。

5.2 儿童园
该园区主要收集根系、茎干、叶片、果实等器官具

有新奇趣味的植物，重点关注色彩鲜艳、姿形美丽、无

毒无刺、不易过敏、可供触摸、安全有趣的植物，总面

积约0.95 hm2。植物种植结合小品，形式丰富活泼，吸引

儿童积极参与，寓教于乐。儿童园按植物的观赏部位和

图3  功能分区示意图

图4  专类园及景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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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分成4个区：种子展示区、根系展示区、枝叶果探索

区和趣味种植区。

5.3 盲人园
园区通过收集在触觉、嗅觉、色觉、听觉、味觉等

感官上识别特征明显的植物，为视觉障碍人士创造一个

感知自然、认识自然的花园，通过植物的“语言”搭建

人与人沟通的纽带。园区总面积约为0.73 hm2，以感知植

物的不同方式为参观序列，引导视觉障碍人士游览，分

设色彩感受区、触感体验区、味觉体验区、听觉体验区。

5.4 藤本园
该园重点收集华南地区草质、木质藤本，根据不同

藤本植物的生长习性及观赏特征，借助不同景观构筑物

作展示。园区总面积约为0.76 hm2，根据景观、功能需

求划分为生态停车场展示区、迷彩花廊景观区、一帘幽

梦展区和华南乡土植物展示区，种植有西番莲Passiflora 
caerulea、粉花凌霄 Pandorea jasminoides、山牵牛

Thunbergia grandiflora等。

5.5 阴生园
园区利用现有地形及上层乔木营造阴生谷地生境，

为喜阴、耐荫植物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重点收集蕨类、

天南星科、爵床科等具有观赏价值的种质资源。该园总

面积约为0.39 hm2，分为入口区、荫棚区、爵床科植物

区、天南星科植物区、兰科体验区、苔藓植物区、复层

植物群落区，各区域以小区块片植、单株散植、吊植的

方式栽植，通过丰富的种类及鲜艳的色彩，向游客展示

各类植物之美，同时营造出呼吸根抱石、老茎生花、树

上兰花等奇妙的植物景观。此外，园区还根据地势起伏，

沿园路通过植物造景，创造移步异景的游览体验。

5.6 草药园
园区总面积为0.40 hm2，根据现状地形，通过游园路

线划分如观赏步道、游学集散、攀爬体验等不同功能活

动空间，并设有芳香园区、草药园区以及草阶观赏区等。

园区总体上利用草阶解决地形高差，形成漂亮的台地景

观；设置特色小品，通过设计建设山地步道游廊等构筑

物，巧妙弥补原场地竖向高差给游览带来的不便，进而

营造小场地空间内的景致虚实关系。局部采用自然毛石

和英石搭构种植平台，种植草药植物及芳香植物，丰富

趣味性和景观性。此外，园区通过展示药用植物、植物

精油及药膳文化，科普传统中医药知识及养生理念；依

托“四大药市”之一的罗浮山草药种质资源，打造药用

植物专类园。

5.7 乡土珍稀园
该园区位于惠州植物园西侧山体，总面积约为

2.37 hm2，园区内地形起伏，高差较大，有多种坡位

和坡向，立地条件较为丰富，具备多种天然生境。惠

州聚拥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古田山、南昆

山、罗浮山等省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植物丰富，

建设乡土珍稀植物园，对区域内的重点保护植物、以

当地命名的特有植物、国际动植物公约保护植物、模

式标本植物等进行引种，实现植物园迁地保护、科学

研究以及科普展示等功能。目前乡土珍稀园内已引种

种植有喜树Camptotheca acuminata、花榈木Ormosia 
henry i、蓝果树 Nyssa  s inens i s、土沉香 Aqui lar ia 
sinensis、半枫荷 Semiliquidambar cathayensis和华盖

木Pachylarnax sinica等乡土和珍稀植物种类，结合地

形地貌设计建设有观景平台、登山游览步道和消防设

施等。

5.8 冬青园
冬青科植物红果绿叶，极具观赏价值，冬青园展示

了该科植物的花、叶、果等特色。冬青园为惠州植物园

的科研特色园区，总面积约为5.10 hm2，引种展示罗浮冬

青 Ilex tutcheri、小金冬青 Ilex xiaojinensis、亮叶冬青 Ilex 
nitidissima、三花冬青 Ilex triflora等种类，为科研和植物

保育工作提供平台。

5.9 鸟语谷
鸟语谷位于珍珠湖旁，总面积为1.48 hm2，根据场

地特征，主要选择乡土植物，模拟南亚热带自然山林和

滩涂湿地的植物群落结构，营造适于涉禽、游禽、鸣禽、

攀禽、陆禽等鸟类栖息、觅食的多样生境；结合场地内

的山地和水域条件以及植被现状，营造低山常绿阔叶林

和湿地灌草丛植被。同时，园区内通过建设科普长廊，

对公众进行鸟类、两栖类动物及相关主题植物科普。

5.10 热带雨林温室展馆
温室建筑群设计灵感主要来自“珍珠泉”的典故。

贝，是珍珠孕育的载体，体现着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由此将温室的外形提炼成3个撒落在湖边的“珠

贝”，分别为热带雨林植物展馆、出入口门厅和科普馆。

温室的总建筑面积为7 900 m2，其中热带雨林展厅占地

3 500 m2。热带雨林展馆内部的设计建设以挡墙构筑物、

空中游览步道、假山、景观水池等硬质景观工程为主，

辅以瀑布、垂直绿墙和热带雨林植物，利用电控设备模

拟热带雨林气候如云雾、雨水等气象，营造展馆内部的

热带雨林生境。热带雨林植物展馆主要分为热带雨林区

和奇趣植物区，其中热带雨林区由非洲雨林、美洲雨林、

印尼马来雨林三大雨林群系构成（图5）。

图5  温室内部科普教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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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沙生植物展馆
沙生植物展馆引种种植适合沙漠环境生长的植物，

主要为仙人掌科、景天科、大戟科等科属植物，并建

设自然游览步道，将来自不同地区的植物进行巧妙分

隔，使游客能够在游览过程中领略非洲、澳大利亚等

地的沙漠地区的植物特色。馆内种植高大乔木如猴面

包树Adansonia digitata、象腿树Moringa drouhardii和岩

生酒瓶树Brachychiton rupestris，搭配金琥Echinocactus 
grusonii与裸琥Echinocactus grusonii ‘Inermis’、武伦柱

Pachycereus pringlei与朝雾阁Stenocereus pruinosus、大叶

木麒麟Pereskia grandifolia与亚龙木Alluaudia procera等

植物，既给游客带来了新鲜体验，也起到了直观生动的

科普效果。

6 项目亮点

6.1景观与周边村落和谐统一
结合投资和排水等方面因素，园区最终通过拱形洞

式藤本长廊的形式，与村道巧妙结合。廊架配以各类藤

本花卉进行造景，打造成村道与植物园区的特色景点，

受到村民和游客认同。在园区征地边界方面，考虑到村

民生活及出行需要，部分民宅未能按照原设计红线进行

征拆，对植物园总体景观效果造成了一定影响。园区以

蔓性灌木及藤本对民宅景观可视面进行弥补和提升，效

果较好。

6.2 多措并举服务出行
惠州植物园的建设面积有限，在对停车场的建设规

模和投资方面进行科学有效的可行性评估后，在正门和

东门选址建设地面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同时协调公交

部门调配公交路线和相关站点配套建设，服务市民游客

通过公共交通出行，解决交通堵塞难题，并取得良好成

效。

6.3 围绕地域文化打造自身特色
围绕园区特色文化进行珠泉问茶景观建筑群的文化

氛围营造，通过对历史人物、珍珠泉及古榕亭等典故的

资料考究与提炼，以造景并配以石刻及宣传牌等方式，

对苏东坡品茗于此的场景进行再现，生动地赋予园区地

域文化内涵。同时向游客开放茶室，提供书籍等典故资

料，供其品读过往历史，感受惠州植物园的特色。

7 结语

由于建设与发展符合当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和中国植

物园联盟建设的要求，惠州植物园已正式加入“中国植

物园联盟”，并已被纳入广东省林业局与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合作共建的广东珍稀濒危植物保育“大湾区基地”

规划中，即“一中心三基地”建设项目①，并准备逐步开

展实施。植物园在不断的运营和管理下，注重为市民游

客提供便利性服务，提升其满意度。截至目前，园区已

接纳游客量达440万人次，曾一度成为惠州节假日网红打

卡地。

接下来，植物园在实现植物物种保育、科研科普、

观光旅游等功能的同时，还将在植物学领域为惠州绿色

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分析和研发行业新产品，更好地服

务于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为生物产业提供源头理论支撑

和科研支撑，丰富种质资源库，积极申报和参与科研和

科普项目。植物园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展览温室、科普馆、

标本室等科普教育设施，展现东江流域的植物特色；逐

步对园区林地按生境类型进行生境改造和提升，按照植

物保护、公众教育及森林康养等不同功能需求，进行生

态景观林建设，进而展示植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宜性；继

续为社会提供与生物学科普教育的实践学习平台，广泛

开发特色自然教育课程，为不同的受众群体设计活动内

容，提升大众对环境生态、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问题的认识，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注：图1为戴权章制作，图2为陈杭炜拍摄，图3和图4来源

于设计单位提交植物园的设计成果图件，图5为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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