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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昆明市绿地和湿地景观中的文化内涵，对该市主城区绿地和湿地景观中注入文化元素的现状

进行调查，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地域文化打造、注重植物在绿地和湿地中的合理应用、加大附属物
中文化元素的注入、构建生态网络管理系统、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等策略，以进一步提升昆明城市绿地和湿地

景观中的文化内涵，展现春城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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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文化

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评价的重要指标．此
外，城市的自然生态资源、名胜古迹、历史文化遗产

以及城市居民的文化素养等也展现了不同城市的文

化内涵．
昆明城市建设发展较快，旧城改造、新城建设以

及城市绿地和湿地的投入及使用，使昆明市无论在

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还是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均

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此昆明市先后被国家授予旅游

城市、环保城市、卫生城市、生态城市等荣誉称号，连

续几年被评为我国宜居城市，并被列入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目前昆明现已成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区
域性国际交通枢纽，是我国重要的商贸、旅游和高原

湖滨生态城市之一．
２０１６年初，昆明市遭遇了罕见的低温寒潮考

验，绿地、湿地植物受损严重．但是在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全市人民上下同心，围绕“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在城市面貌的

恢复和建设中突出地域文化、生态文化和景观文化．
在短短半年时间内，昆明市又重现花红叶绿、生机勃

勃的景象，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具特色、更有魅

力．因此，对昆明主城区绿地和湿地景观中注入文化
元素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应对策略，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１　内容与方法

由于湿地是绿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同

时对两者景观注入的文化元素进行调查分析，可以

更好地突出湿地在城市绿地中的重要性．
１１　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为２个方面：
１）调查分析昆明市主城区绿地和湿地景观中

注入文化元素的现状；

２）探讨昆明市绿地和湿地景观中注入文化元
素的策略及方法．
１２　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与资料检索相结合、系统分析法

及借鉴研究法等方法，具体如下：

１）实地调研与资料检索．通过收集昆明绿地、
湿地的相关资料，同时实地调查昆明绿地、湿地景观

中的文化元素现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２）系统分析法．针对影响昆明城市绿地和湿地

景观中的文化元素的因素，通过系统分析绿地、湿地

在城市建设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关联性，找到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１］．
３）借鉴研究法．借鉴国内外绿地和湿地景观中

注入文化元素的方法和经验，为昆明绿地和湿地景

观中注入文化元素提供依据，让绿地、湿地在昆明城

市建设中发挥作用，使其成为城市的重要文化资源，

从而带动旅游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增长．

２　昆明绿地和湿地的基本状况

为提升昆明城市品质，政府主管部门制定了相

关政策，如昆明市园林绿化局编制了《昆明生态园

林城市绿地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概要》，提出在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构建特色鲜明和环境优美的生

态绿地、湿地景观，建设水源涵养区、湿地保护区、山

林生态区及绿地隔离带．在昆明中心城区建设环湖
湿地公园、环山带状森林公园，形成环湖环山绿道．
加强城市公园绿地、湿地景观建设，在不同区域形成

古滇文化、滇池文化、抗战文化和铁路文化，依托不

同建筑风格展现多民族文化、多元文化和工业文

化［２］．该规划明确了昆明绿地、湿地的建设目标，强
调从多方面加强城市绿地、湿地等特色景观建设以

及文化元素的注入，以进一步展现春城风貌．

２０１６年３月，昆明市园林绿化局针对绿地、湿
地受冻情况，加大乡土树种的栽培和应用，同时制定

了苗木更换、修复时间表，并委派专人巡查完成情

况，要求及时汇报和提出整改意见，狠抓细节和要

点，把工作落实到位，使城市的面貌尽快恢复．目前
昆明已建成多个湿地公园，主要有五甲塘湿地公园、

滇池国际城市湿地公园、东大河湿地公园、宝丰湿地

公园、西华湿地公园、滇池生态湿地公园、五家堆湿

地公园等，总面积约３３３ｋｍ２，其中包括７４６７ｈｍ２

的湖内湿地．并加大经费投入，提升湿地生态保护力
度，进一步建立科普长廊，挖掘滇池历史和文化内

涵，使昆明的绿地、湿地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昆明市加强了滇池湖滨生态恢复与建

设工程，环绕滇池流域已建成１４个大环滇湿地，并
注意湿地景观中文化元素的注入，使每个湿地各具

特色、风景如画、风情各异．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５日 ～２１
日中央电视台组织“中国最美湿地”评选活动，全国

有１０个湿地参赛，昆明滇池湿地脱颖而出，夺得此
次评选活动的冠军，展现了昆明湿地的实力和风采．

３　存在的问题

昆明近期城市绿地和湿地重点建设项目是构建

全市性公园、区域性公园、专类公园和湿地等生态系

统，增加城市绿量，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目前，虽然昆
明已建成许多绿地、湿地公园，但尚存在下述问题：

１）市民只感受到绿地和湿地的游憩功能，而忽视了
其改善城市环境，展示文化和调节生活的多重功能．
２）重建设轻管养，绿地、湿地得不到有效保护和展
现．公园内提示标牌不到位，游客素质参差不齐，乱
踩、乱摘现象时有发生等．３）新建绿地和湿地类型
单一，景观构建层次主题不突出、单调和雷同，植被

种类应用不丰富，乡土植物栽培量少，缺乏文化内

涵，春城韵味展现不充分．除此之外，昆明城市绿地
和湿地建设中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３１　地域文化不明显

昆明城市的建筑风格缺乏明显的地域文化，且

标志性或经典建筑越来越少，具有民族文化、滇池文

化的建筑没有成规模的展现，感觉不到独特的春城

文化气息．绿地和湿地景观设计中，往往过多追求景
观形式上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灵魂———地域文化．
３２　植物的文化特征不明显

昆明的植物景观尚不能充分展示春城特色．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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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小范围内有银杏大道、香樟大道和蓝花楹等景

色，但不能广泛应用市花（云南山茶花）、市树（玉兰

树），以及特色花木、乡土树种、古树、名木来绿化和

美化城市．此外，四季树木的应用，观花、观叶植物的
搭配，乔灌木的配置等也缺乏春城文化特色．
３３　附属物缺少文化元素

昆明绿地和湿地中的亭子、桌椅、指示牌、垃圾

桶、路标、路灯等附属物缺少文化元素，尚未展现独

特的滇味历史文化、春城韵味和多民族特色，从而影

响了绿地和湿地文化内涵的提升．
３４　宣传力度不够

城市绿地和湿地的保护与开发应动员社会全体

成员广泛参与．应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城市街
区宣传栏、公交车车体及站牌广告等彰显绿地和湿

地的自然风光及文化魅力，同时还需开展动植物保

护宣传教育活动．目前，昆明市很少见到有关此方面
的公益广告，存在宣传力度不够，公众认识不到位和

参与率低的情况．

４　绿地和湿地景观中注入文化元素的策略

４１　加强地域文化打造
４１１　建筑风格中展现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当地自然资源、人文民俗、历史风

情等，是区域范围内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

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反映了地域的

自然环境，代表当地价值观、经济水平、艺术水平、社

会风俗和宗教信仰．地域的文化内涵不应仅仅局限
在历史典籍中寻找，还可通过现存的古建筑、名胜古

迹、风土人情、自然遗产、城市园林景观等体现出来．
在昆明城市建设中，应明确建筑风格，并注入更

多的文化元素，形成片区建筑文化风格，让片区文化

建设融合到城市建设中来，进一步推动昆明旅游和

经济的发展．此外，要把历史文化和建筑风格更好地
融合起来，通过建筑样式、色彩和空间布局等充分反

映文化元素，突出文化内涵．例如可通过对滇缅铁
路、飞虎大道的打造，重现抗战历史．
４１２　构建特色人文景观廊道

将昆明的民族情怀和环境底蕴提炼出来的地域

文化应用于景观建设及植物配置，可获得文化特色与

民俗风情融入其中的效果．例如通过昆明历史文化长
廊的打造，使廊道景观成为展示昆明文化的窗口，让

人们在游览廊道的同时，了解到昆明的历史文化．

４１３　重现古滇文化风采
打造环滇文化圈，展示古滇文化的风采．加大对

古滇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的保护和开发，使

古滇文化在昆明城市绿地、湿地造景中显现出来，例

如古滇王国湿地公园（图１）的许多景观就融入了古
滇文化．

４２　注重植物在绿地和湿地中的合理应用
４２１　改进城市景观风貌

１）合理栽培花草、树木．花草、树木都有其一定
的文化寓意，将其应用在绿地和湿地景观中，能表达

人们的追求、寄托和思念．市花、市树是当地城市形
象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城市景观节点处多种植一些

市花、市树和乡土植物（植物的选用可参考表１和
表２），既能够满足市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又能表现
出浓郁的城市特色、风貌和文化底蕴．
２）加强城市道路景观建设．在道路边种植代表城

市文化韵味及当地生态环境特点的行道树，并搭配适

宜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构成多层次、多色彩的植

物景观，形成道路景观特色，表现“一街一景”，使道路

成为城市联系通道和旅游形象的展示廊道．
表１　昆明常用的乡土植物种类

类别 植物名称

草本

地石榴、美人蕉、酢浆草、高羊毛、狗牙根、结缕草、狼

尾草、接骨草、旱金莲、龙舌兰、剑麻、地涌金莲、紫花

鼠尾草、天竺葵、鸭趾草

灌木

双荚决明、黄花槐、三角枫、鸢尾、南天竹、红叶石楠、

金丝桃、火棘、滇杨梅、紫荆、黄连翘、扶桑、迎春花、小

叶女贞、毛叶丁香

藤本

爬山虎、常春油麻藤、葛藤、地瓜藤、何首乌、鸡血藤、

扶芳藤、凌霄、叶子花、紫藤、炮仗、猕猴桃、云南黄

素馨

乔木

刺桐、刺槐、朴树、榆树、滇朴、杜梨、君迁子、石栎、滇橄

榄、盐夫子、栓皮栎黄连木、牛筋木、麻栎、云南樱花、羊

蹄甲、天竺桂、针楠、润楠、四照花、旱冬瓜、紫薇、蓝花

楹、油杉、石栎、青冈栎、云南山茶、云南拟单性木兰、滇

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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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引种驯化后适应在昆明生长的植物种类

类别 植物名称

常绿阔叶树

广玉兰、山玉兰、红花木莲、乐昌含笑、银桦、桂花、大

叶女贞、香樟、大叶樟、天竺桂、石楠、长柄桢楠、头状

四照花、小叶榕

常绿针叶树
罗汉松、藏柏、龙柏、翠柏、塔柏、雪松、华山松、南洋

杉、柳杉、干香柏

棕榈类 加拿利海枣、棕榈、加州蒲葵、董棕

表１和表２中植物的应用要根据不同地区、不
同土壤条件、不同气候和不同用途科学配置，并注意

形成较好的生态环境［３－４］．
４２２　重视公园绿地和湿地景观中文化特色建设

昆明市的十大公园为翠湖公园、昆明动物园、金

殿、大观公园、昙华寺、黑龙潭、西华园、郊野公园、西

山风景区以及海埂公园．可结合每个公园的特点，加
大公园绿地、湿地景观建设，提升其文化品质．如大
观公园除了栽种荷花外，还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千屈

菜、雨久花和棱鱼草等水生花卉，丰富湿地景观．环
园路可栽种水杉、垂柳和落羽杉等，并搭配云南素馨

花、白蜡条和碧桃等形成公园景观大道、林荫大道和

山水绿道，以完善公园游赏体系，使不同公园的绿

地、湿地景观显示出各自的独特内涵、文化特色．
应重视自然山水的挖掘和应用，将各种自然元

素融合到城市空间布局中，综合协调山、水、林和路

等关系，突出不同公园绿地和湿地的主题特色，建成

高质量、有生命力和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公园．如黑
龙潭公园传说是龙宫所在地，且园中有称之为“三

异木”的唐梅、宋柏、明茶，对这些传说及名木古树

应设标识说明，展现其文化内涵．此外，园内可用云
南山茶花、梅花和柏树等来分割空间，让历史的脚印

贯穿整个公园，突出公园特色．
充分利用昆明特有的山形、水势、气候、植被和

历史文化，加强绿地、湿地公园文化特色建设，可从

３个方面考虑：１）做好滇池综合治理工作，重点整治
入滇河道的环境，建成一批景色优美的带状滨水公

园，如海埂公园、洛龙公园、西华湿地公园等．２）融
合古滇文化和近代抗战文化，在昆明建设一批专类

公园，如古滇王国湿地公园、西山森林公园、云南民

族村、瀑布公园和野鸭湖娱乐健身湿地公园等．３）
融合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植被资源，建设一批主题鲜

明的植物景观公园，如郊野公园，金殿公园和圆通

山等．

４２３　改善湿地植物配置，构建生态文化水景
对于昆明的湿地景观水系建设，一方面要疏通

整治河道，恢复河道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还要结合两

岸绿化景观和特色进行湿地的开发与利用，合理配

置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注意色彩搭配和植物高低

错落组合，并定期进行修剪和清理，将自然景观和人

造景观融为一体，更好地展现亲水、自然、生态和文

化有机结合的构思，形成生态文化水景．
４２４　合理布置植物，体现生态文化

城市道路是连接城市间节点的通道，可恰当配

置景观植物，突出道路沿线的环境主题，在道路绿化

中体现城市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２０１６年初的低温寒潮天气，使昆明市的１２万

株绿化树木和１６０万 ｍ２的地被植物遭受了不同程
度的冻害．为此，昆明市重点推荐１７８种较适宜昆明
地区种植的园林绿化植物，其中常绿行道树１０种、
落叶行道树１２种、园景树７４种、灌木５４种、草本３３
种、藤本９种、竹子类５种．通过对这些植物的合理
布置，构建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复合群体，形

成由城市绿化斑块、公园、湿地和绿道等组成的联合

体，改变城市人文景观的单调性，进一步体现生态

文化．
４３　加大附属物中文化元素的注入

在昆明绿地、湿地规划和建设中，应在绿地、湿

地公园中合理配置一些雕像、标识牌等突出昆明本

土文化，在改善景观的同时，创造文化与自然相融合

的优美环境．此外，还可借鉴古滇王国湿地公园等的
建造方法，在绿地、湿地中修建历史文化长廊和自行

车专道，让游客在游玩、娱乐的同时感受到昆明历史

文化的熏陶，从而推动昆明生态、绿色旅游的发展．
４４　构建生态网络管理系统
４４１　绿地和湿地网络管理系统

目前昆明生态资源的保护仅呈现块状或带状保

护，没有形成网络型的保护框架．因此，应由政府相
关部门牵头，构建生态网络管理系统，其中包含绿地

和湿地的管理，各公园要定期上传检测到的气候、土

壤、水质和植被等数据．同时在系统中连接点状的文
化资源、景观节点、块状自然风景区、带状的防护林

带和河流水域等，实现绿地、湿地等生态资源的管

理、保护与修护［５］．在生态网络管理系统中，还应纳
入历史建筑、街区景观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只有保护

好这些资源，才能充分展现城市的文化魅力及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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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更好地感受到城市的景观特色和文化内

涵［６－７］．此外，虽然昆明城市绿道建设符合其生态城
市建设的要求，但还应进一步完善生态网络管理格

局，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以利于指导各类生态功

能区域建设．
４４２　建立绿地和湿地健康评价系统

为了科学制定绿地、湿地的利用和保护策略，实

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因

此，在生态网络管理系统中，应纳入绿地、湿地信息

系统和健康评价系统．绿地、湿地健康是指整个生态
系统完整、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对逆境具有抵抗力，

且可提供完善的生态服务功能及观赏功能．因此，可
从绿地和湿地生态特征、生态功能、生态环境和人文

景观等方面构建其健康评价系统，系统包含绿地和

湿地的自我修复能力、净化环境能力和抵抗自然灾

害能力等，并可依据指标划出相应等级．通过定期采
集绿地、湿地环境的监测数据，为有关部门提供绿地

和湿地的健康状况，从而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４５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在绿地、湿地建设中，除了加大文化元素的注入

外，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保护绿地和湿地的

重要性，做到家喻户晓，全面提高公众保护绿地和湿

地的意识，使其自觉加入到保护绿地和湿地的队伍

中来．
４６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目前，中国尚无保护绿地和湿地的专项法律，

因此，应从国家层面加快绿地、湿地保护立法的步

伐，同时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尽快完善

和建立绿地和湿地保护的专门法律法规，为绿地、湿

地及文化景观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往往只注

重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
乱涂乱画、踩踏绿地、采摘花草树木等破坏园林景观

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应建立健全保护绿地、湿地的

法律法规，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法可依．
同时要规范生态旅游，对城市绿地和湿地的旅游容

量、活动区域、活动内容及开放时间做出具体规定．
总之，昆明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独特、丰富的

地域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充分体现了昆明的韵

味、灵魂和个性．因此，在绿地和湿地的景观建设中
注入文化元素，才能更好地展现春城的独特风貌．昆
明市“十三五”规划中，将投入７０亿资金新建公园．
未来的几年，相信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昆明市

主城区的绿地和湿地景观将更具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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