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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一、景点所处地理位置 

休闲采贝区位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渤海莱州湾南岸，地理坐标

介于北纬 119.09º到 119.13º，东经 37.26º到 37.24º之间。 

二、发展环境 

（一）区位与交通 

1、区位： 潍坊龙威海洋牧场位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莱州湾南

岸，占地 53265亩，其中滩涂贝类养殖区 52320亩，配套服务区 945亩，滩涂贝

类养殖区于 2013年被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准为“省级现代渔业园区”。景区区

位关系详见附图。 

2、交通：滨海区距潍坊北高铁枢纽 26 公里、胶东国际机场 95 公里（高铁

18 分钟）、潍坊新机场 30 公里。京沪高铁东线、环渤海高铁在滨海区交汇，建

成后滨海区到北京 1.5小时，到上海 2.5小时。荣乌高速、潍日高速以及潍坊大

莱龙铁路、益羊铁路贯穿区内外，路网密度达 122公里/百平方公里。 

（二）自然地理环境 

1、气候：该地区属东南亚季风区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气候特点大陆性明

显，四季分明；春季空气干燥，多风少雨，早春冷暖无常，晚春回暖迅速；夏季

温高湿大，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气候宜人；冬季寒冷寡照，北风频吹，雨

雪稀少。 

2、地质地貌：潍坊滨海区海岸、滩涂系冲积形成，土质为河淤粉砂土，属

淤泥质平原海岸类型。海域内海底南高北低，比降 1／10000，近海水深不足 5

米。西部面积较小，地势偏高，一般潮水淹没区为 12.75万亩。受风浪影响可达

15万亩，可利用养贝面积为 5万亩。沿海岸线有白浪河、虞河等主要河流入海，

由于河流把流沙夹带到海岸和近海岸泥沙输送，以及成、淡水的比重不同等因素，

使泥沙沉积，海岸逐渐向海中延伸。 

3、自然资源：地下卤水、石油、天然气、地热、风能、海洋生物等资源丰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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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连阴雨、潮灾、风灾、雹灾、雨凇、虫灾、鼠

害等。 

（三）社会经济状况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获批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国家级“飞地经济”示范区和山东省产才融合发展示范园

区。2018年，全区完成 GDP337.2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04亿元，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37.8 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 195 亿元，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

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列第 86位。 

三、设计现状 

（一）资源特点 

核心旅游资源：潍坊龙威海洋牧场属于底播型海洋牧场，是指以底栖贝类和

底栖海珍品的增殖为核心,对海域滩涂进行整体规划,按园区模式打造。依据基础

调查与动态监测数据,因地制宜,确定增殖种类和养殖容量。目前龙威海洋牧场在

牧场养殖区域内合理规划，针对海域生态环境和水质问题结合分析底播贝类的生

活习性，涉及贝类包括四角蛤蜊、菲律宾蛤仔、毛蚶、文蛤、缢蛏、泥螺、青蛤、

沙蚕及新品种九大养殖区域。 

资源特点分析： 

1.贝类养殖面积大，品种特色性明显，但类型较少。 

龙威海洋牧场规划建设休闲采贝体验区 1万亩，根据生态环境和水质问题结

合分析底播贝类的生活习性，确定养殖品种范围。 

2.休闲采贝区建设相似度高，不具独特性。 

龙威海洋牧场建设休闲采贝区，在整个滨海旅游度假区内独树一帜，在开发

初期，对周边地区的客源市场有较大吸引力。但从全省来看，休闲采贝这一项目

不只此一家。日照刘家湾赶海园这一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第一赶

海园”。同质性高，缺乏垄断性资源，使得龙威海洋牧场休闲采贝区的开发，在

吸引远距离客源方面具有一定难度。因此，景区在开发过程中，应注意品牌的打

造，创造品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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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现状 

龙威海洋牧场休闲采贝区贝类数量大，养殖范围广，品种特色性强，具有较

大的开发价值。目前景区正处于开发起步阶段，各方面基础设施不完善。在开发

建设过程中，应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依托现有的海洋资源环境，挖掘资源潜力，

寻找差异，突出产品特色，避免同质化产生的激烈竞争。同时休闲采贝区应与海

洋牧场中的其他旅游主题片区产生有机联系，形成整体形象，打造品牌，利用品

牌优势吸引游客。 

四、规划总论 

中国滨海旅游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阶

段等影响，中国滨海旅游业与世界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

滨海旅游业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海洋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领域，大力发展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海洋文化旅游

已然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产业的开发，为大力推进中国滨海旅游业又快又好地向

前发展，一些沿海城市也积极大力开发滨海旅游资源，制定滨海旅游业的发展规

划和目标。根据中国总体经济持续增长发展态势预测，中国未来旅游业发展同样

会持续增长，而滨海旅游未来无论是资源利用深度或是品味等级层次都必然进一

步得到拓展。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涌现出更多更好的海滨度假旅游目

的地，中国滨海旅游业有着光明而广阔的发展前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海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和载体，建设海洋强

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

国。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推

进海水淡化和海洋能规模化利用，提高海洋文化旅游开发水平。 

潍坊市委关于制定潍坊市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关于

海洋经济、海洋旅游部分，提出以下建议： 

一、助力打造北部莱州湾海洋经济发展长廊,培强济青高铁创新发展轴、胶

济铁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轴,推动邻区产业合作示范带快速崛起。 

二、统筹陆海联动发展。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滨海海洋高端装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6%96%87%E5%8C%96%E6%97%85%E6%B8%B8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6%96%87%E5%8C%96%E6%97%85%E6%B8%B8
https://news.163.com/news/search?keyword=%E6%97%85%E6%B8%B8%E4%B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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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产业园、潍坊国家科技兴海产业示范基地、滨海风情旅游区等特色园区建

设, 深入实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陆海产业布局、资源配置、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近岸开发和深远海空间协调发展,推进现代港口、临港产业、滨海城

镇联动发展。 

本次滨海旅游规划将立足地区优势资源，以未来的、长远的眼光，打造休闲

体验海洋空间。 

五、设计依据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水上运动产业发展规划》 

《关于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海洋牧场建设规范》 

《山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山东省海洋牧场建设规划（2017-2020）》 

《山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方案》 

《山东省潍坊市海岸带规划》 

六、原则 

1、可持续发展原则 

2、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结合原则 

3、规划设计创造性原则 

4、文旅融合原则 

5、多种经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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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意与设计思想 

一、设计理念 

海滨风光作为旅游行业中一个景观大类，在旅游目的地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观

赏和休闲价值。采贝区作为滨海景观具有观赏性、休闲性、体验性、疗养性、文

化性等诸多属性。这些属性结合采贝区特有的轻和的海风与轻柔的海浪决定了采

贝区以清新为主的设计风格。景区将厕所，路灯，休息座椅等基础设施结合了海

元素（如海星，海螺等）进行设计，融入景观，自成景观，照顾到游客的休闲体

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休闲海文化”的主题。 

二、方案立意 

采贝区所在地潍坊有着浓厚的盐文化历史，故采贝区与盐文化旅游地相呼

应，打造海文化休闲观光体验旅游地。 

1. 以潍坊海文化为背景。 

2. 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 满足游客旅游休闲体验。 

4. 以现代的手法，结合海元素进行景观总体塑造。 

三、方案设计主体思想   

（一）总体思想 

以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指导思想，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二）景观设计思想 

在尊重海洋原始风貌，保持海洋资源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出满足旅

游者需求的特色旅游产品。以潍坊海文化、盐文化为底蕴，在兼顾游客视觉、听

觉享受的同时，将海洋生物文化融入到景观设计中。 

（三）总体目标 

打造集休闲体验旅游和生态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复合型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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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布局 

（一）海洋世界 

1.主轴（白沙路） 

整体以东西主干道为轴，景观小品主要分布其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海洋生物

主题。干道将海域分成南、北、西不同风格的三个海区，海洋和天空作为知觉背

景。淡蓝色的海水进入眼帘，留下温柔、清新的感觉，有助于消除疲惫，解放心

情。 

总体上，运用对称的、艺术的现代化风格。在干道的两侧，进行植物和仿生

照明配置，使景区生物化，海洋生物景观化，使整个景区鲜活、多彩。 

2.区域 

将整个旅游区划分为陆地和海洋两大版块。陆地板块由白沙路加上退潮后露

出的沙滩构成。其中白沙路又分成入口、游乐区和休息区。海洋板块分为浅海区

和深海区。浅海区作为可进入部分，供游客玩耍；深海区作为不可进入部分，只

可观赏。 

3.景观节点 

（1）入门  

① 迎宾门 

迎宾门在赶海园最东侧的主路上，由于赶海园景区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故迎

宾门只是一个无实物的标志性设计。在地上铺以两米宽的白色碎贝，碎贝上以不

同花色的碎贝铺成“welcome”的样式。作为迎接旅游者的第一个景观小品。 

② 解说牌 

在迎宾门的旁边，立着由一只帝王蟹举着的地图。 

（2）沙路和绿化带 

主干道有白沙铺其上，故称为白沙路。在白沙路的南侧与其相连的是一条宽

约 6米，长达路尽头的绿化带。沙路和绿化带上面分布着主要的景观小品。主要

有水母夜明珠、鳐鱼捕食雕塑、下水通道、海螺雕塑、贝类加工厂、贝类冲脚雕

塑、水母灯、海洋生物房车、鲨鱼垃圾桶等。 

（3）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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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区水面视角较宽阔，主要作为知觉背景存在。同时一望无际且深不可见

的海洋，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给游客充分的想象空间。 

浅海区处放上三两只高低错落的海洋生物造型的风筝，目的是模拟海洋生物

在游泳，纤纤的线仿佛作为一座桥将生动活泼的干路与沉静神秘的海洋连接了起

来。退潮后，大海将沙滩藏满的惊喜还了回来，这时候，沙滩变成了主要的活动

因它载有赶海采贝的功能，故称为采贝区。 

  

图 1 海底世界布局图 

（二）海螺堡 

1.主轴（贝壳路） 

以东西干道为主轴，景观小品分布其上。以各种各样的海螺为基础融合宫殿

的元素进行设计，形成海螺宫殿主题。 

总体上采用对称的、“工”字形进行设计，海螺与宫殿进行结合，大胆新颖，

体现规划设计创造性原则。 

2.区域 

由主干道和海的高度差形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主干道（芭蕾舞者大道），

下部分为采贝区。 

3.景观节点 

①入门（金斧开路雕塑门） 

在中心干道的最东侧，进入采贝区的拐弯处，建造两个左右对称的仿真海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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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以此作为进出景区的“门”。 

金斧门向里走五米的路边，有一只打开的扇贝，扇贝里镶着景点地图。 

②芭蕾舞者大道和绿化带 

大道和绿化带上分布的景观小品主要有岩石芭蕉螺雕塑（作为路灯）、女王

凤凰螺“皇宫”、水字螺纳凉区、缀壳螺厕所、海底收音机等。 

③许愿区 

栈桥在与绿化带相连的南侧，南北走向，通往海面。许愿区位于栈桥的尽头

的平台上，由维纳斯骨螺、锦鲤螺以及万宝螺象形雕塑组成。 

④沙滩 

白沙路北边的大片海滩，当海水退潮时，游客们在此可以进行采贝等活动。

采上的海货可以自行带走，也可以选择合影留念后放回海里。 

图 2 海螺堡布局图 

五、表现手法 

（一）艺术与思想表现的设计 

作为一个海洋文化主题的旅游目的地，景区需要更多精致的景观来体现趣味

性，采贝区作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一个载体，加入诸多的海洋元素用以凸显景区休

闲还文化的特色，同时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采贝区的设计中，注重以形式美体

现主题思想和休闲海文化的面貌，以简约的后现代设计手法为主，白色大陆与蓝

色海洋天空形成视觉冲击，让整个景区拥有更高的美学价值，细节上采用海贝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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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景观石修饰景区，海贝在沙滩上的布局既能体现出海洋文化的特色，又能迎合

采贝区的主题。 

（二）环境绿化设计 

采贝园中植物采用在考察时见到的海边生长的绿篱，用绿篱来点缀海贝形状

景观石，让海贝更加生动形象。绿植在景观小品设计中主要起到点缀作用，用这

样赋予生命的手法利用绿植让海贝景观更加生机勃勃，也同时呼应了采贝园的休

闲海文化主题。白沙路一侧绿化带主要是起实际作用，也给景观起到一个整体缓

冲的作用。 

（三）景观小品设计 

小品设计以功能和景观兼容为目的，在满足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达到景观修饰

的效果。小品设计以功能和景观兼容为目的，在满足其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达到

景观修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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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景观小品 

一、小品设计 

（一）海底世界 

海面作为“海底”中可能存在的文明，天空作为“海面”，海面与天空相接

的区域和此景观以外的海底作为海洋生物生活之地，此地所有景观都以海洋生物

为原型，塑造一个地上的海洋世界。 

1.迎宾门 

功能：作为进入景区的标志。 

思路：赶海区景观有开放性的特点，所以迎宾门只是一个无实物的标志性，

在地上铺以两米宽的白色碎贝，碎贝上以不同花色的碎贝铺成“welcome”的样

式。迎宾门旁立着由一只帝王蟹举着的解说牌。 

 

图 3 解说牌手绘示意图 

2.白沙路 

功能：从珊瑚门入口进入，直通海中央的笔直的由白色砂石铺成的供游人行

走的路。 

思路：其地理位置一条路直通海中央，并且当地海天一色，需要一条较为明

亮的道路点亮，而白色砂石又与蓝天大海的颜色非常搭配。 

3.水母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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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起到海底世界中“皇宫”的一个角色，作为此景观的一个重点。 

思路：海底世界需要一所建筑扮演“皇宫”的角色，而在海天一色的该区域

也需要一个重点，水母作为海洋中常见生物，其晶莹剔透的外表较为适合作为母

本进行设计。白沙路尽头，利用海和岸的高度距离，延伸岸悬空，以水母的形状

设计，触手可深入海底，卷曲处浮出海面，夜晚散发莹莹白光，像是一颗夜明珠。

内部面向大海一面可用全景玻璃，可以看到辽阔的海面与海天相接处。内部中间

处可用珊瑚、贝壳设计几把椅子，可旋转面向大海，也可以面向入口（海中龙王

的椅子）。水母夜明珠内部可用作海文化主题的展览馆，符合王宫收集奇珍异宝

的特性。 

4.鳐鱼捕食雕塑 

功能：作为游客的休息场所，也为了展现海底世界的捕食场景。 

思路：鳐鱼体呈圆或菱形，胸鳍宽大，由吻端扩伸到细长的尾根部，比较适

合作为一个棚子的原型来遮风挡雨。凳子用贝壳等不太平整，平整了就不太好看，

所以采用将其封在透明胶中的方法，一方面适合游客休息，另一方面能展现鳐鱼

捕食场景。 

①鳐鱼棚 

以鳐鱼的形状做成棚子，体现鳐鱼的特性，尾部设计一个可以手动发电的装

置。内部放置桌椅板凳。可供游人休息。（放置在原先棚子的位置）

 

图 4 鳐鱼棚手绘示意图 

②珊瑚凳、水生动物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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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凳子与桌子做成透明的，里面封印着珊瑚、水生动物的样子，还原鳐鱼捕

鱼时的场景。 

5.下水通道 

功能：作为有趣的滑梯下水通道。 

思路：在白沙路到海面有一个高度差，下水通道是必须设计的，而海底世界

的创要求全部使用海洋生物为原型，以一只海鱼的形象设计雕塑，利用白沙路和

海的高度差建造，他的尾部连接路面，利用高度差设计滑梯，可以滑到进入采贝

区（注意阻挡，不要直接飞到海里），在能体现主题的同时体现趣味性。 

 

图 5 下水通道示意图 

6.海滩雕塑（冲脚区） 

功能：一方面可以作为观赏性的雕塑，一方面可以作为游客游玩劳累时有趣

味性的一个落脚点，还可以为游客提供沙地冲脚的地方。 

思路：以一个有毒的颜色鲜艳的、鱼鳍上有好多翅的鱼为原型（有图），放

大，利用他的翅设计可以爬上去的，以错落的翅形成的阴凉处可爬上去休息，底

部放几个贝壳雕塑，比他小很多很多，贝壳中心安置喷头，让游客冲脚。此雕塑

涨潮时淹没一部分，可做观赏用，退潮时可做观赏、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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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海滩雕塑示意图 

7.贝类加工厂 

功能：将捕捞到的贝类在此处进行加工。 

思路：贝类现捞现煮才能体现其鲜味，做成什么美食看师傅心情又激发游客

猎奇心理，以一个颜色鲜艳，肚子较大的、牙齿较为锋利的鱼，将其放大，里面

中空，符合海底世界的主题。放置在涨潮也不会淹没的地区，从鱼嘴中将原材料

递入，做什么美食看师傅心情。 

 

图 7 贝类加工厂示意图 

8.贝类冲脚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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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游客冲脚 

思路：海洋中贝壳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其形状也最易蓄水，将各式各样的

贝类做成雕塑，散落在滩涂上，中间设置水龙头，用来冲脚，一方面比较美观，

一方面比较实用。中间设厕所，派大星的屋子形状的厕所，上面坐着思考的海马。 

 9.水母灯 

功能：白天可作为景观，夜晚可以作为照明设施。 

思路：以各色水母的形状，与地面连接选取线型，以氢气球样式夜晚发光。

在白沙路两旁，白天海风一吹有各种水母向上游的场景，夜晚让其发光，有多种

颜色，也符合有些水母可发光的特点。 

图 8 水母灯手绘示意图 

10.鲨鱼垃圾桶 

功能：容纳垃圾。 

思路：将鲨鱼缩小，放垃圾时鲨鱼张开血盆大口，关闭时又很温顺，一方面

可保持景区干净，另一方面提现海洋生物对人类少制造垃圾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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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鲨鱼垃圾桶示意图 

11.海上风筝 

功能：营造海洋生物在海里遨游的感觉。同时宣传潍坊的风筝文化。 

思路：既然作为海洋世界，那么在海底与海面交界的中间区域一定要有海洋

生物遨游，利用潍坊制造风筝的技术，制造海中生物形状的风筝，高高的漂浮在

空中，模拟在海中自由自在游着的鱼儿。 

 

图 10 海上风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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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螺堡 

提起大海，海螺一定是大家都能想到的生存在海洋中的生物，海螺形状奇特，

人们在海螺的启发下产生了许多奇思妙想，甚至由于它们奇特的形状给海螺赋予

了别样的意义，在海螺堡中所有元素以海螺为原型设计，设计一个独一无二、优

美高雅的海螺堡。 

1.金斧门 

功能：作为海螺堡的大门。 

思路：以金斧凤凰螺为原型，放大设置左右两边各放置一个，一侧斧头向右，

一侧斧头向左，二者上方并不相连。由金斧门向内走约五米，有一只打开的扇贝，

扇贝里镶着景点地图。 

图 11 金斧门示意图 

 

2.芭蕾舞者大道（路灯） 

功能：分布在大道左右两旁，一方面具有观赏性，另一方面在岩石芭蕉

螺触手下方放置路灯，仿佛是少女提着路灯照亮前进的路。 

思路:岩石芭蕉螺被誉为海螺里的芭蕾舞者，形状较为优美，本身为白

色，放着道路两旁优美典雅，走在路上仿佛被一群芭蕾少女郑重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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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路灯示意图 

3.女王凤凰螺 

功能：起到海螺堡中“皇宫”的一个角色，作为此景观的一个重点。 

思路：在海天一色的该区域也需要一个重点，女王凤凰螺作为最昂贵珍珠的

生产者，其本身形状又没，名字高贵，作为岩石芭蕉螺尽头的的视线聚焦点较为

合适，一路走来仿佛一群芭蕾舞者将你邀请到了女王身边。 

图 13 女王凤凰螺示意图 

4.水字螺纳凉区 

功能：首先其作为景观之一其次作为纳凉区。 

思路：以水字螺为原型，将其的脚延长作为支撑，其上盖作为遮挡形成一个

纳凉区，放置在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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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水字螺纳凉区示意图 

5.缀壳螺（厕所） 

功能：首先作为景观之一，其次可作为水龙头放置地。 

思路：利用缀壳螺作为原型，缀壳螺有海洋里的建筑师之称，其缀在壳上的

贝壳多种多样，在其缀在壳上的小贝壳小海螺上放置水龙头。 

 

图 15 厕所示意图 

6.维纳斯骨螺 

功能：作为景观之一，作为爱情亲情等一切美好感情长久顺遂以及寻求另一

半等美好希望的寄托。 

思路：维纳斯女神是爱神、美神同时又是执掌生育与航海的女神，维纳斯骨

螺相传为女神维纳斯的梳子，而头发在中国向来作为情丝。在海中延伸一部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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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维纳斯骨螺雕塑。寻找心形贝壳放置在维纳斯骨螺前并许愿，维纳斯女神会护

佑你的美好心愿。 

图 16 维纳斯骨螺示意图 

7.锦鲤螺 

功能:作为景观之一，作为希望自己学业、事业等蒸蒸日上的美好祝愿的寄

托。 

思路：锦鲤螺外表红白相间，形似锦鲤，在海中延伸一部分，通向一个大的

锦鲤螺雕塑，通向锦鲤螺两旁放置小的锦鲤螺雕塑，游客进入便被慢慢的运气包

围。 

 

图 17 锦鲤螺示意图 

8.万宝螺 

功能：作为景观之一，作为希望自己财源滚滚来的美好祝愿的寄托。 

思路：万宝螺作为招财进宝的海螺，在海中延伸一部分，通向一个大的万宝



《旅游行业调查》实践课程成果 

20 

 

螺雕塑。 

图 18 万宝螺示意图 

9.栈桥 

功能：通往由维纳斯骨螺、锦鲤螺和万宝螺组成的许愿区。同时作为景观存

在。 

思路：在绿化带的南侧建一座通往大海中许愿地的栈桥，能使许愿历程更有

仪式感，同时增强游客的猎奇和体验感。 

 

图 19 栈桥手绘示意图 

10.海螺垃圾桶 

功能：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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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以海螺张开的口作为垃圾投放地。 

11.海上扩音器 

功能：将其分布在芭蕾舞者大道右侧乱石上，根据特定距离放置多个，游客

可对其呼喊。 

思路：大法螺是天然扩音器，按照大法螺形状放大设置雕塑，分布放置在乱

石上，游客可对其呼喊。气流穿过尖部到出口释放，涡旋结构有放大声音的效果，

就像个大喇叭一样。 

图 20 海上扩音器示意图 

12.海底收音机 

功能：将其分布在绿化带上，根据位置放置，此处可以设置较小，每一个雕

塑都含有海底不同生物的声音。 

思路：烟斗螺开口奇特，在内部放置电子设备使其发出声音靠近开口可以听

见，作为海底收音机。 

图 21 海底收音机示意图 

13.贝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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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通向海上扩音器、海底收音机以及通向海面。 

思路：贝壳是易碎物品，多种贝壳封在某种透明物质中，以其作为道路，既

有作为贝壳的美感又不易碎。 

14.采贝区 

游客在此赶海儿采贝，采上的海货游客可自行带回。 

二、植物配置 

在植物配植上，通过我们的实地观察，发现在该采贝场有多种原生植物，其

中最主要有:鹅绒藤、狗尾巴草、篙和小蓬草。通过进行多方便的资料搜集与考

察，最终决定主要在路的两边种植鹅绒藤、狗尾巴草、篙和小蓬草这四种植物，

这四种植物其生命力都特别的旺盛，在农村的荒坡上经常可以看到，因此无需担

心其生存问题。 

1. 鹅绒藤 

是萝藦科的植物，又叫羊奶角角、趋姐姐叶。多年生草本，全株披短柔毛，

根圆柱形，灰黄色；茎缠绕，分枝极多。叶对生，薄纸质，宽三角状心形，顶端

锐尖，基部心形，叶面深绿色，叶背苍白色，两面均被短柔毛，脉上较密；伞状

聚伞花序腋生，花冠白色，大约有 20 朵左右；种子长圆形；种毛白色绢质。花

期 6-8 月，果期 8-10 月。其花和叶子都生的十分漂亮，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而且鹅绒藤还有丰富的药用价值:鹅绒藤茎中的白色浆乳汁及根。味苦，性寒。

归脾、胃、肾经。清热解毒，消积健胃，利水消肿。小儿食积，疳积，胃炎，十

二指肠溃疡，肾炎水肿及寻常疣。临床应用中还发现鹅绒藤还有降低胆固醇、调

节甘油三酯、调整血压，并对心脑血管疾病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同时还

能降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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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鹅绒藤种植于该采贝场主道路的两侧，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作用，同

时还能够起到绿化的作用。大片绿叶之中点缀这无数的白色小花朵，从远处看又

何尝不是一个美景呢。 

图 22 鹅绒藤示意图 

2. 狗尾巴草 

别名狗尾草，属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根为须状，高大植株具

支持根。秆直立或基部膝曲，高 10-100 厘米，基部径达 3-7 毫米。叶鞘松弛，

无毛或疏具柔毛或疣毛，边缘具较长的密绵毛状纤毛。四季通常绿色或褐黄到紫

红或紫色；叶上下表皮脉间均为微波纹或无波纹的、壁较薄的长细胞；4~5月出

苗；6~9月为花果期。种子借风、灌溉浇水及收获物进行传播，种子经越冬休眠

后萌发。 

主要价值: 

① 饲用价值: 

狗尾巴草秆、叶可作饲料，是牛驴马羊爱吃的植物。秋季的干草还可以作燃

料生火烧水做饭，取暖铺床。小穗可提炼糠醛，全草含粗脂肪 2.6%，粗蛋白

10.27%，无氮浸出物 34.55%，粗纤维 34.40%，粗灰分 10.60%。全草加水煮沸 20

分钟后，滤出液可喷杀菜虫。 

② 药用价值 

可以清热利湿；祛风明目；解毒；杀虫。主风热感冒；黄疸；小儿疳积；痢

疾；小便涩痛；目赤涩痛；目赤肿痛；痈肿；寻常疣；疮癣。 

狗尾巴草适生性强，耐旱耐贫瘠，酸性或碱性土壤均可生长，因此将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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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处。同时，狗尾巴草也算是一种花，其花语是坚忍、不被人了解的、艰难的

爱，暗恋。把三支狗尾巴草编成麻花辫状，编成一条，根据手指的大小，然后弯

个圈打成结，带到手指上，代表私定终身。除此之外，狗尾巴草还可以编成各种

各样的小动物或者其他，为来此游玩的游客又增添了一点新的乐趣。 

图 23 狗尾巴草示意图 

3.篙: 

是防风固沙的先锋，被称之为“荒漠地区的守卫者”。同时多数种类可入药，

可作为消炎、止血、温经或者艾灸用；少数也可使用。 

将篙种植在此处，一方面可以起到简单的装饰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固沙，

以防涨退潮带走大量的沙。 

图 24 篙示意图 

4.小蓬草 

菊科，白酒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根纺锤状，茎直立，高可达 100厘米或更

高，圆柱状，叶密集，基部叶花期常枯萎，下部叶倒披针形，近无柄或无柄，头

状花序多数，小，花序梗细，总苞近圆柱状，总苞片淡绿色，线状披针形或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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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托平，雌花多数，舌状，白色，舌片小，稍超出花盘，线形，两性花淡黄色，

花冠管状，瘦果线状披针形，被贴微毛；冠毛污白色，5-9月开花。小蓬草嫩茎、

叶可作猪饲料；全草入药消炎止血、祛风湿，治血尿、水肿、肝炎、胆囊炎、小

儿头疮等症。据国外文献记载，北美洲用作治痢疾、腹泻、创伤以及驱蠕虫；中

部欧洲，常用新鲜的植株作止血药，但其液汁和捣碎的叶有刺激皮肤的作用。 

小蓬草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外观细长，有的甚至能够长到一米多高。可以适

当种植，形成一片“绿海”，景色十分美丽壮观，同时可以让游客直观感受到小

蓬草的“努力向上”。 

图 25 小蓬草示意图 

三、灯光照明 

1. 在道路的两旁有间隔的建设许多用来照明的路灯（方案一当中的水母灯和方

案二当中的芭蕾舞者），但是考虑到在海边，为减少对海洋生物的灯光影响，

路灯不能太亮；同时尽量保持光不向上走，以降低光污染。 

2. 主要雕塑等重要景观部位分别设置相应颜色投射灯以增强夜间效果，增加氛

围感。 

3. 在植被区植被底下适当分布一些地下灯，灯光无需很亮，一点点就好。这样

从远处看去，犹如星星散落人间，美如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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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风筝的传说 

杨家埠村一户贫苦的农民有一个丫头，为了好养，取名根萍，意思是有根的

浮萍。根萍长到十六岁时，出脱的非常漂亮。话说潍县的知县姓王，名佳仕，是

个贪婪成性、心狠手辣的家伙。这天从杨家埠路过，刚好瞧见了根萍的身影。只

是这一眼，就把他看得掉了魂，要娶根萍为妻。这可愁坏了根萍的爹。根萍的爹

是个篾匠，心灵手巧，会编各种条货，如簸萁、笸箩、扎制各式灯笼。这一天他

正在扎制宫庭灯，准备过节卖几个钱，扎着扎着，他忽然灵机一动，紧锁的眉头

渐渐地松开了。 

第二天不知谁先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根萍长得太漂亮了，被天上的嫦娥相中

了，要带她到月宫里陪伴她，于是根萍要成仙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两天之内，迅

速传遍了四乡八邻，有的说根萍本来就是仙女下凡；还有的说，她那天看见了一

个仙女落在了她家的院子里，给根萍吃了仙药，住个十天八天的就要飞天了。这

个说法越说越真，越传越神，三传两传就传到了知县王佳仕的耳朵里，他飞也似

的往杨家埠驰去。离杨家埠还有一里路了，王佳仕就望见根萍穿着鲜亮的衣服，

站在一个高坡上，周围站了很多人，他骑车马跑着跑着，就见根萍的脚跟离开了

地面，渐渐地往空中飞去。 

原来，这是根萍爹想出的好主意，他用竹条按照根萍的身材扎制了人一样 的

框架，用浆糊糊上白布，再画上根萍的模样，用三根细丝绳平衡地吊了起来，利

用风的力量，把它放飞起来，人在前面牵着线跑，跑得越快飞得越高。后来，人

们把它叫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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