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ign 设计, 2024, 9(3), 223-22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309   

文章引用: 胡天君, 赵怡然. 关于工业废弃地景观的更新设计研究[J]. 设计, 2024, 9(3): 223-227.  
DOI: 10.12677/design.2024.93309 

 
 

关于工业废弃地景观的更新设计研究 

胡天君，赵怡然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4年4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11日 

 
 

 
摘  要 

随着工业文明的转型，工业废弃地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重要记忆。文章强调了在生态美学原则指导下，工

业废弃地中的工业遗迹可以转化为美学载体和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通过评估和重构原有景观事物，保

护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元素，并引入新的功能和用途。最后，展望了工业废弃地更新的未来发展趋势，

强调了工业废弃地更新设计应注重生态与艺术的结合，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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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wastel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mory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industrial relics in the industrial wasteland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esthetic carriers and witnesses of hum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y evaluating and reconstructing 
existing landscape objects,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are preserved, and new func-
tions and uses are introduce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ustrial wasteland re-
newal is predicted, and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y and art should be empha-
sized in the renewal of industrial wasteland, so as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modern so-
ciet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309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309
https://www.hanspub.org/


胡天君，赵怡然 
 

 

DOI: 10.12677/design.2024.93309 224 设计 
 

Keywords 
Landscape Design, Update the Design, Industrial Wasteland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过渡到“后工业时代”，工业发展经历了巨

大的变革。在蒸汽时代，工业生产主要依赖蒸汽动力，这时期的工业发展迅猛，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

严重破坏。随后，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电力成为新的动力来源，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然

而，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依然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信息

化时代”，工业生产开始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在这个时期，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逐渐减少，但出

现了许多工业废弃地，这些工业废弃地见证了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它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工业文明和历

史演变。如果对他们进行拆除，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并且会让这些具有独特魅力的精神文明

消逝。那么，对于这些有可再生性的工业废弃地，在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同时，如何对它们进行更新设计

是人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 艺术呈现 

在传统观念中，工业废弃地是一堆“工业垃圾”，大部分人在听到工业废弃地的第一反应就是远离、

逃避，连设计师在进行景观设计时都要把这些“工业垃圾”消除，或者通过设计手法将这些“肮脏的、

丑陋的”东西掩藏起来，但也有小部分的人群希望去这个充满工业遗迹的场地去探索一番。但在今天，

“在生态美学的原则指导下，原生、自发、荒野的景致只要是符合生态原则的，依然是美的，是可以为

人们所接受的。可以说，生态美学关注的是景观的生态内涵，而非表面的形式。”[1]在工业之前的景观

设计中，锈迹斑斑高炉、废旧的老厂房、高达厚重的混凝土墙都被视为丑陋、肮脏的存在。而如今，这

些不堪的存在都成了美学的载体和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这些工业遗迹作为工业活动的产物，充满了技

术之美。工程技术的应用、材料的选择以及场地肌理的塑造，都与美丽的风景一样，能够冲击人们的心

灵。 
在工业废弃地的景观更新设计中，艺术手法的运用不仅能够为空间注入新的活力，还能为人们提供

独特的审美体验。装置艺术、涂鸦艺术和大地艺术等艺术手法，在景观更新设计中都有其独特的应用和

价值。其中大地艺术对工业之后的景观设计影响最为深远。大地艺术，也被称为地景艺术，这种艺术形

式以大自然为创作媒介，把艺术与大自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富有艺术整体性情景的视觉化

艺术形式。《从景观到大地艺术》(Between Landscape and Land Art)一书中将其描述为：“艺术家们所作

的一种介入，运用土地、石头、水以及其它自然材料标识、塑形和建造、改变和重构了景观空间。”大

地艺术的作品通常以大地、任何地方任何气候的任何自然元素为背景，利用任何自然物质、任何自然现

象和人为现象为载体进行创作。这些作品规模宏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能够引发人

们对自然、环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1971 年，罗伯特·史密森在荷兰埃曼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实现了一个大地改造计划，这个作品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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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深入水中的半圆形堤坝和一个螺旋形的小山丘，尽管它是暂时性的，但是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最后

这块地方又被改造成公园。这是史密森在长期的考察后，以工业废弃地为场地实现的第一个大地艺术作

品，并且这件作品是唯一在城市公共区域内完成的设计作品，这件作品对后工业景观的影响深远[2]。 
尽管废弃的工业场地历经岁月沧桑，但也是人类技术发展的见证，在其中也有“美”可以被发掘，

这种“美”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美，在工业建筑中所用到的材料、在进行工业活动时对场地所留下的痕

迹、以及独特的建筑结构等方面，它们都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反映，而非刻意雕琢。因此，在针对工业

废弃地进行景观更新设计时，我们应当有一双可以发现“美”的眼睛，深入在这些已经废弃的工业建筑

中发掘其独特的“美”。 

3. 功能的保护与重构 

功能的保护与重构就是对原有景观事物进行评估，了解它们目前的功能和作用。确定哪些功能仍然

有实际意义，哪些需要更新设计或改变。对于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景观元素，如建筑物、雕塑、纪念

碑等，应尽可能地保护和保留。这些元素可以成为改造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并为场地增添历史和文

化的底蕴。在保护和重构景观事物的过程中，可以重新利用废弃的工业材料或设备。例如，旧厂房的砖

块、钢铁制品或其他废弃物可以经过处理后用于新的建筑或景观设计中，以体现工业废弃地的特色和历

史。在保护原有景观事物的同时，可以引入新的功能和用途。例如，将废弃的厂房改造设计成成文化创

意空间、艺术工作室或社区活动中心等。这样可以为场地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通

过在景观事物中增加互动体验元素，可以吸引游客和当地居民参与其中。例如，设置展览、教育活动或

创意互动装置等，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工业废弃地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参与感。 
在德国北杜伊斯堡北部风景公园的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垃茨保留了原炼钢厂和煤矿及钢铁工业的各

种设施，包括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等，这些设施具有特殊的工业历史文化内涵和技术美学特征。例如，

相互连接的熔炉 1 和熔炉 2 的剪影成为了公园的标志。还有对原工业遗址的整体布局骨架结构、功能分

区结构、空间组织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进行了全面保护，使旧厂区的整体空间尺度和景观特征在景观

公园构成框架中得以保留和延续。在原厂内的煤气包，经过功能的置换，成为了大型游泳池和潜水训练

场所。原来储存材料的仓库被改造设计成为原储料仓则被改造成为展厅和具有特殊生态因子的系列花园。

另外一些高大的老旧混凝土墙被改造设计成为攀岩场，有许多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被攀岩爱好者创造

性的利用起来，德国登山协会还在此专门建立了一个攀岩公园(Climbing Garden)。这些料仓过去是用来储

存焦炭和矿石的。料仓混凝土墙面被矿石撞击和摩擦形成的划痕和沟槽成为了自由攀爬可以利用的天然

锚点。混凝土构筑的不同坡度、塔状的结构为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不同的体验。协会还建立了一个“攀岩

走廊”。走廊通过一连串的路线，将山峰、沟槽、墙体和桥体联系起来，通过钢丝、梯子、挡板保障队

员的安全。由此可知，“创造性功能置换具有巨大的能量和附加值，这种设计手法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

就可以创造出极具吸引力的景观要素。对于工业废弃地景观改造而言，真正有益的设计是适应这类特殊

场所的，最小限度地干预自然和消耗能源资源，而非推土机式的拆旧立新。”[3]杜伊斯堡北部风景公园

之所以能成为后工业景观的代表作，是因为设计师不单是对场地所留下的痕迹进行单纯的保留，除此之

外，设计师在面临对老旧构筑物进行拆除或保留的抉择时，发掘出建筑本身独特的魅力，并且赋予其新

的功能，将工业遗迹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功能的公共空间。 
曾经的废弃地，由于污染严重，如今变身为文化殿堂、生态公园和艺术集聚区。这一改建，给城市

各个层面的人群都带来了实质性的意义。这种功能的重新赋予使得废弃区域得以重生，成为城市更新与

发展的最佳方式。经过功能重构后的工业景观充满了后现代气息，成为富有创造力的历史和文化空间。

同时，又为人们增添了充满新奇的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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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废弃材料再利用 

除去那些可以进行功能重构的建筑、老旧设施之外，还有大量的废弃材料，包括废旧的机器设备、

管道、钢材和废弃的残渣、残砖瓦砾和不再使用的生产原料。对于这些废弃材料在设计时可以进行分类，

一类是对环境没有危害的废料，这些废料可以直接使用或者被重新加工；一类是会污染环境的废料，对

这类废料可以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之后再使用；另一类则是无法再利用的废料，需要进行合理的处置和

回收，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残砖瓦砾、矿渣堆、铁轨等残余废弃物或拆除后的废弃物再利用的

原因有二，首先，随着现代社会资源的稀缺和生态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设计师会选择资源重复利用，

而不是使用新型材料导致资源浪费；其次，在对工业废弃地进行改造设计时，适当地保留原有的历史痕

迹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塑造具有当地特色和工业厂房特征的景观环境，还能保留工业遗存地的历史

文化价值。同时，这也让原有的建筑文化艺术在新的功能之上得以延续和发展[4]。例如工业废弃地中常

常有大量的废旧钢铁材料，如废旧的机器设备、管道、钢材等。这些材料具有坚固、耐用、可塑性强等

特点，可以被重新加工成各种景观设施，如雕塑、座椅、栏杆等。混凝土是工业废弃地中常见的废弃材

料之一，主要包括废弃的混凝土块、石板、砖块等。这些材料具有一定的结构强度，可以被破碎、加工

后用于铺设道路、广场、花坛等。 
在丹佛城北公园设计方案中，混凝土字母仿佛早期现代粗野主义的混凝土建筑。在污水厂的拆除过

程中，大约 2 万立方米的混凝土被粉碎，用作填筑材料，这节约了运输和填充材料需要的费用。设计师

只移走建筑，而保留结构和基础，则节约了大约 30%的拆迁费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曾经是一个以煤炭

和钢铁生产为主的重工业区，后来通过废弃材料再利用和生态修复等措施，成功地将其改造设计成为一

个充满生机的社区。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将废弃的矿井和工厂重新利用起来，将其改造设计成为文化、

教育和科研场所，同时还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工作，使整个区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在美国曼哈顿纽约高

线公园设计方案中，这个项目利用了一条废弃的铁路线，将其改造设计成一个充满绿色生态的公园。在

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将铁路线上的废弃材料重新利用起来，将其用于公园的建设和维护。关于废弃材料，

拉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工厂留存下的历史信息，公园的景观利用原有的“废料”来进行塑造，这种设计

手法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因为使用新材料所带来的资源浪费[5]。废弃材料的再利用是一种可行的、具有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改造方式。在未来，我们需要在工业废弃地更新改造设计中更多地推广和应用这种

理念，为我们的城市和社区带来更多的活力和价值。 

5. 生态修复 

工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旨在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提高环境质量，并促进可

持续发展。这个过程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土壤修复、水体净化、植被恢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等等。 
工厂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化学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这些物质通过大气、

水体等途径进入土壤，导致土壤污染。而这是对工业废弃地更新改造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土壤改善

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时将表层受到严重污染的或者含有重金属、化学物质和有毒化合物的污染土壤

进行挖掘，保留深层土壤和一些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在其表面均匀的覆盖一层新的土壤，再选择适应

这种特殊介质或改良土壤的植物种植。以此通过植物吸收、微生物分解降低污染物的浓度及气味，运用

植物来修复土壤可以有效地处理污染，并且这种方式不用移除所有受污染的土壤，节省了成本，并且为

场地增添了新的风景[6]。比如在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哈格没有将污染的土壤全部清除，

而是掺入腐殖质和草籽来增加土壤肥力，并且通过种植微生物和特殊植被来分解污染物质，改善土壤环

境。拉兹也试图通过使用工业“废料”及被污染的土壤来培育一种小型生态系统，即“料仓花园”，并

专门选择能够在这种特定的生活条件中生存下来的植被。野生植被能在废弃地受污染的土壤里能坚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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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这种现象非常难得，不能千篇一律的摒弃，应该对其保留，并且加以保护和研究。 
在工业废弃地中，由于工厂排放的废水，水体往往会受到严重污染。因此水体修复也是生态修复的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恢复水体的生态平衡和自净能力。这通常包括去除水体中的有害物质、恢复水体的

生物群落、提高水体的溶解氧含量等。在水体修复过程中，还需要注重水体的循环利用。通过建设湿地

公园、人工湿地等生态工程，可以将经过修复的水体重新引入生态系统中，为植物、动物提供栖息地，

同时也能够减少对新水资源的需求。此外，还可以通过雨水收集、再利用等技术手段，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通过水体的治理，可以改善工业废弃地的水环境，为其他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

环境，并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健康发展。在水体的整治和循环利用上，一方面在恢复时可以通过

对附件进行重构来增加河流的曲折度，以此增加河流的生态多样性；另一方面可以创造相应的条件使水

体能够自净，比如利用原区域河岸水分和营养充分的特点，先在此区恢复植被，吸引各种动物在此栖息，

进而以此为植物源，向周围传播和扩展[7]。 
综上所述，工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多个方面，并且需

要采取多种手段和技术来修复受损的环境。这个过程旨在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未来的生

态环境提供坚实的保障。 

6. 结语 

工业废弃地更新设计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到环境的改善和生态的修复，还

涉及到城市规划、历史文化保护、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工业废弃地往往由于长期的工业活动导致严重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经过改造设计后的工业废弃地会赋予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

学教育价值等等。这些是在其他土地属性中所不能呈现的特殊意义。不是所有的工业废弃地都适合改造

设计，尤其是有些污染并不严重的地区。我国目前对于工业废弃地的景观改造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在

改造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场地的实际状况，再结合场地本身的历史文化特色，针对每一个工业废弃地不

同的地域文化以及功能需求，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废弃地景观改造设计之路[8]。欧

美国家在此方面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对我国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通过改造和更新工业

废弃地，可以使城市中环境恶劣、日渐衰败的区域转化为公园、绿地或其他公共空间，可以为市民提供

休闲游玩的场所。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还能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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