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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闻

“水域靓城”的郑东
新区，又一主要组成部分
龙子湖地区湖心岛部分
和湖滨景观绿化部分的
设计方案再次优化，拥有
198公顷的龙子湖湖区将
把 29 个美轮美奂的公园
献给郑州市民。而龙子
湖绿地景观将与整个郑
东新区乃至整个郑州的
绿地构建连贯，形成自然
的景观，成为大学城赖以
呼吸的“绿肺”，成为城市
整体的生态回廊。

四面环水，岛居生
活，成为一种生活的境
界，而郑东新区龙子湖湖
心岛将这一梦想照进现
实。

被高校环绕，被 6.08
平方公里的湖面环抱，湖
心岛成为龙子湖地区的
核心，这里面将容纳人们
关于美好岛居生活的所
有“幻想”，层次错落的植
被美景，放弃汽车的慢行
街区生活，加上浓厚的文
化氛围，是规划的要点和
精髓。

昨日，三家设计单位
充分汲取会议有关意见，
在进一步深化优化设计
方案后，市规划局、市市
政园林局、市水务局等相
关单位将展开建设的各
项前期准备工作。

晚报记者 辛晓青 马燕
实习生 姚冰冰

龙子湖地区大学城
龙子湖地区大学城是郑东新区规划中以大学

园区为核心的城市簇团，该区域占地面积约为 12
平方公里。规划的龙子湖湖心岛位于大学城中心
地块，各高校校园围绕湖心岛布置，从而形成了以
湖心岛为功能及景观核心的格局。湖心岛现已规
划形成各高校的共享区，是集商业、文娱、居住、办
公等各种城市功能为一体的学院中心城。

规划龙子湖是郑东新区新城水域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湖体及沿湖绿带所构成的湖区面积达
到198公顷，并与湖心岛公共绿地一体构成了大学
城景观核心区。龙子湖北侧的两条规划引水渠及
南侧的退水渠分别连接魏河与东风渠，将龙子湖
与新城水域系统连为一体，以满足新区规划“水域
靓城”的总体要求。

龙子湖外围隔水相望的是包括河南农大、河
南广播电视大学、华北水利电力学校在内的十余
所高校，目前大部分院校已经投入使用。

湖心岛设计呈“龙形”
湖心岛位于郑东新区东北部高校区龙子湖

内，隔水与周围16所高校相望，整个规划地块通过
龙子湖中路、龙子湖纵贯一路和纵贯三路与龙子
湖内环路相交，形成比较均匀的6个出入口。通过
这些出入口，周边的各高校师生可以方便地来湖
心岛上学习、交流、休憩、娱乐、购物。这里周边院
校集中，高校师生众多，是龙子湖区独一无二的土
地资源。

在设计图上，我们看到的龙子湖湖心岛俨然
一副龙形。其实，在规划上，龙子湖湖心岛总体形
态呈龙形，向东部打开，意味着龙子湖立足东区，
面向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延伸的空间景观带直达
东部郑汴产业带，为龙子湖乃至东区未来发展提
供了一个窗口。

在这里，逛街也开心
周末逛街是不少人的爱好，在龙子湖湖心岛，

商业这个大蛋糕总体呈 C 环状分布，南区有大型
综合商业中心一个，北区有集中商业广场一个，其
他商业在滨湖内环内呈带状分布。

南区商业中心除了各种商业业态之外，还包
含影剧院，具有大型城市综合体的性质，使其成为
龙子湖区域内的商业中心。北区综合商业广场位
于地块东北角，具有商业、游乐、休闲等各类功能，
为龙子湖北部地区的各个高校师生提供集中商业

休闲中心。
分布于C环内部的休闲商业街体适中，主要

位于办公或商住裙房的 1~2 层，形成热烈的商业
休闲氛围。后期发展可参照 CBD 内环的模式，
进行商业街区的改扩建，设计为今后的发展留有
余地。

这里倡导远离汽车
根据规划，这里将提供环湖自行车赛和沿湖

景观慢跑等功能，倡导远离汽车依赖，崇尚亲水慢
行的生活状态。

湖心岛用地被两纵三横的城市道路分割，中
心地块比较完整。通过中心交通分流的方式，设
计了资源共享区级的道路系统，与城市道路结合，
形成完善的湖心岛道路网络。

通过与外围城市道路的结合，以街区的形式
划分各个功能组团，使街区内外的交通系统有机
结合。城市主干道（宽度为 40 米、50 米）、城市次
干道（宽度为 24 米、28 米）、城市支路（宽度为 12
米，主要为街区辅助道路街区）、交通流线（含街区
内独立的人、车行道路、景观步行道路、环湖景观
慢跑道、地上集中停车处等）。

设计倡导发展有机的公共快速交通系统，郑
州应该拥有多种交通运转系统：不仅要有大运量
的、快速的、低能耗的公共交通系统，而且更要有
零能耗的、宜人的步行系统、自行车系统等，以满
足人和社会的多种需求。

公共设施很完备
湖心岛设计定位为连接郑东新区景观系统、

辐射整个高教园区，具有生长性、生态性和历史性
的资源共享区。沿街道路两侧将会栽种乔木、灌
木和草本植物，以减少交通造成的尘土、噪声及有
害气体，有利于沿街建筑室内保持安静和卫生。
行道树应尽量选择枝冠水平伸展的乔木，起到遮
阳降温作用。

同时，根据公共设施配套要求，在这儿还合理
规划了派出所、公厕、垃圾回收站、邮政支局、热力
站、公交服务中心、远期规划地铁站等公共设施，
完善了设计的功能。

而根据道路及广场容量测算，目前的道路宽
度和密度能满足龙子湖湖心岛地区商业、办公、休
闲、产业等集聚功能区的交通要求。中心城市广
场占地约35600平方米，能满足至少3万人集会的
要求。

水岸青青、亲水校园
总体上，临水的各类用地将会和湖滨

公园带共同构建一条节奏变化的水岸天际
线。龙子湖两岸突出自然风光，控制各类
滨河建筑的高度和规模，以形成以绿为主
的滨河生态景观风貌。

龙子湖湖滨公园绿地定位于集生态休
闲、健身、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公
园带，将成为龙子湖地区整体发展的亮点，
规划将充分利用和发挥龙子湖环形水域在
区域内的景观优势，拉近校园与水的距离，
拉近高校间的距离，创造一系列富有大学
城特色又为师生喜爱的交往活动空间，为
大学城学院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一个动
感的舞台。

4个湖心岛体现四季特色
根据龙子湖环湖景观空间特点，种植

规划结合植物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提出特
色植被景区营造的构想，将内外环绿带结
合功能区划出各具特色的植被景观空间，
形成富有变化的四季景观。

规划将 4个湖心岛沁春岛、怡夏岛、悦
秋岛、悟冬岛分别作为体现春、夏、秋、冬植
被景观的特色点，环岛所形成的各个植被
特色景观区也分别体现 4个季节风格各异
的景观氛围。

移步换景，29个公园各有姿色
整个滨湖公园系统分为滨湖内环景观

和外环景观及 3 个河道景观，滨湖两岸由
29个各具特色和功能的公园组成。

樱花广场：是龙子湖区大型的亲水开
放空间，同时也是大学城形象展示的重点
区域，整体空间结构呈发散状布局，为大学
城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湖滨漫步、
交往中心。

滨湖水吧：位于学术交流中心以西。
综合考虑到户外交流需求，为进一步发挥
滨水区域优势，设计结合滨湖大道布置了
服务性设施，以便于进行一些户外的学术
交流活动，为未来各类高校的文化沙龙营
建场所。

消暑花园：位于岛内大型商场、文娱设
施的西南角。综合考虑到商业街的商业活
动特点和人流集中使用特点形成一个消夏
休闲的好去处。布置餐饮、休闲设施，形成
各类咖啡馆、酒吧休闲场所，并同亲水台
阶、滨湖大道连成一体形成一道富有动感
的滨湖风景线。

滨湖大道：将龙子湖西湖和南湖的内
环滨水空间联系起来，形成完整的观湖休
闲区。游憩码头位于岛内商业街以南，是
为配合龙子湖西湖面的游船功能而设计
的。而年轮广场等开放空间的设置也成为
商业购物环境外的休闲集散地。

自发运动区：街球、滑板、轮滑等富有
活力的运动也已逐渐成为具有校园特色的
户外体育运动，我们在滨湖区域也设置了
集中的场地满足各种自发性体育运动，该
区域的设计将为大学城各高校的学子提供
一个展示自我的竞技平台。

康体花园：休闲健身为主题的康体花
园、风筝坪等活动空间主要面对湖心岛内
的专家公寓，规划设置的休闲场地设施集
成了专家社区对户外环境使用的休闲、散
步、慢跑、小憩等亲近自然的活动空间。设
计顾及到居住社区外环境的公共性，为各
年龄段的使用人群提供了各种活动的可
能，体现了环境的均好性。

“源”之广场：在中心岛北部中轴线对
景处设置了一个“源”之广场，广场中心的
公共艺术意喻着龙子湖之水源于黄河之
水，即黄河之水天上来，而具有仰韶文化特
征的陶罐则象征了中州文化对大学城的
润泽。

校园亲水景观带：突出“亲水校园”的
规划思想，结合外围各校区出入口设置了
若干口袋公园，以满足各校区师生出校即
可通过绿地享受自然、亲近湖区。口袋公
园以环线各校园为区界，占地2~3公顷，每
个公园均有便捷到达湖区的亲水平台和
栈道，满足人群的亲水需要。岸边的林
中场地设置文化提示点，而各具特色的
植物配置不仅结合了校园传统，还突出
了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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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形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