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喷泉设计要素 

简介： 近年来，水景的应用技术发展很快，许多技术已大量应用于实践中，水艺景观已逐渐形成相对独立

的工程分支，但在工程设计实践中系统的指导理论尚不完善  

关键字：喷泉设计 电气照明  

  近年来，水景的应用技术发展很快，许多技术已大量应用于实践中，水艺景观已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

工程分支，但在工程设计实践中系统的指导理论尚不完善。  

  水艺景观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利用地势或土建结构，仿照天然水景观而成。如溪流、瀑布、人工湖、养鱼池、泉涌、跌水等，

这些在我国传统园林中的有较多应用。  

  二是完全依靠喷泉设备造景。各种各样的喷泉如音乐喷泉、程序控制喷泉、旱地喷泉、雾化喷泉等。

这类水景是近年来才在建筑领域广泛应用的，但其发展速度很快。  

  各种水景工程，一般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土建池体、管道阀门系统、动力水泵系统、灯光照明系统

等。  

  较大的水体或对水质观感要求较高的场所，还必须有水质处理系统。  

  一个好的水景设计，必然是在优秀的艺术效果设计的基础上，上述各专业系统完美结合的产物，其设

计要点如下：  

1. 造型设计及喷头选择  

  进行水景的总体设计，应先分析环境氛围的基本要求，再分析各种水景形式，分列不同的组合方案，

绘制效果图，从中选优。  

  水景形态有静水、流水、落水、喷水等几种这几种形态又可衍生出多姿多彩的变化形式，特别是由于

喷头技术的发展，喷水姿态更是变化万千。有了这些素材，再通过专业人员的艺术设计，即可以勾画出优

美的水艺景观。  

  另外，不同的景观形式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比如音乐喷泉一般适用广场等集会场所。它是以音乐、

水形、灯光的有机组合来给人以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同时喷泉与广场又融为一体，形成了建筑的一部分。

而住宅区的楼宇间更适合设计溪流环绕，以体现静谧悠然的氛围，给人以平缓、松驰的视觉享受，从而营

造宜人的生活休息空间。  

  喷泉设计中喷头的选择很重要。在水景中广泛使用各种类型的喷头，以生成形态各异的水形。目前，

国内生产的喷头在质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与国外同类产品比较，其中最大的问题不仅是外观、而是存在

于设计质量之中。比如某厂家提供的喷头使用参数，就与实际运行数值相去甚远。水景观工程对喷头的最

大要求是水形美观，射流平滑稳定。但是国内多数产品的射流不是发散强烈就是毛剃横发；即使同是一批

产品，其水形质量也极不稳定，除了国产喷头由于小规模生产机械加工精度不足的原因以外，根本问题是



水景观专用喷头设计中没有完善的设计理论和设计依据。因此，我们建议国家专业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尽快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设计规范和标准，使我国的水景喷泉行业更加规范地进一步发展。  

  在实际使用中，应注意各种喷头的特性。一般水膜喷头的抗风性较差，不宜在室外有风的场合使用；

而射吸式喷头如雪松或涌泉对水位变化较为敏感，使用时不但要注意水位变化，还要在池体设计上有相应

的抑制波浪的措施。如设置较长的溢流堰或水下挡浪墙。但是，也有利于波浪共振这一水力现象建成脉动

喷泉的，由规律的波浪涌动使水流喷射有规律地跳跃、高低变化。目前也有许多高技术喷泉设备，也可以

用于水艺景观中。光亮泉和跳泉的射流非常光滑稳定，外观如同玻璃棒一样，可以准确落在受水孔中；跳

泉可以计算机控制下，生成可变化长度的水射流；跳球喷泉可以喷出大小可控的光滑水球。它们都极具趣

味性，令人过目难忘。大型音乐喷泉中所使用的各种高技术喷头和水下运型音乐喷泉中所使用的各种高技

术喷头和水下运动机械及控制部件，也是种类  

繁多，可供广泛选择。  

2. 土建池体设计  

  一般常见的景观水池深度均为 0.6 ～ 0.8m ，这样作法的原因是要保证吸水口的淹没深度，并且池底

为一整体的平面，也便于池内管路设备的安装施工和维护。只有在为体现亲水特点的浅蝶形池体设计时，

才采用吸水坑或泵坑。 0.6 ～ 0.8m 的水深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安全性。同样，在儿童戏水池设计中，

一般采用的深度为 0.3 ～ 0.6m 左右，一旦幼儿落入景观池中的将是十分危险的。我们认为较为适宜的水

深以 0.2 ～ 0.4m 为宜。这样做的另一优点是，当水质浊度略高的，给人的感觉仍然清澈见底。池壁顶面

应可供游人坐下休息，池壁顶面距地面高度一般为 0.30 ～ 0.45m ，除人工湖外，水面以高于地面为宜。

若水面水位较低，便会有如临深潭的感觉。从亲水的角度出发，较为合适的尺度是水面距池壁顶面为 0.2

m 较为合理。潜水泵坑或水泵吸水口则只需局部加深以满足吸水条件，泵坑表面可设置篦子，即可遮蔽设

备又可作为格栅以阻止大颗粒杂质吸入。从美观的角度出发，池表面应尽量减少外露的管道设备，尤其是

垂直设置的溢流管口，它会在水面上升时产生很大的排水吸气声。  

3. 管道材质选择  

  较早的工程一般采用热镀锌钢管，但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钢管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表面锈蚀，影响美观，且使用寿命较混凝土结构短一倍以上。较好的管材是

铜管和不锈钢管，但造价较高。 UPVC 管材可避免锈蚀，但存在耐候性差，且光直接照射加速变色老化等

问题。若将其暗埋在池底板下（北方使用时注意布设坡度并在低端设放空阀，冬季需排水防冻），而在裸

露部分采用铜或不锈钢管材，应是较为合理经济的解决办法。据厂家介绍，在无日光直射条件下， UPVC 

管的使用寿命可达五十年。  

4. 水泵形式选择  

  目前许多水景工程为节省建筑面积或降低工程造价，采用无需泵房的潜水泵作水力提升设备。但是，

目前我国（包括国外的一些潜水泵）可靠性均大大低于干式离心泵。因个别潜水泵损坏带来的后果，一是

水景经常产生局部缺陷，造型不完整；二是一旦水泵绝缘破坏将导致水体带电，国内已有若干起因景观潜

水泵漏电而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若采用离心泵，则使管道长度增大，需设置泵房，使水景观造价增加许多。

所以，研制高可靠性潜水泵，是降低水景工程造价的一大关键。在维护条件方面，离心泵也有着潜水泵无

法比拟的优势。若要保持水景观长期可靠运行，我们认为应首选离心泵。（在使用离心泵时必须设置漏电



保护开关，同时水泵应设可靠重复接地，同时池体钢筋网应等电位接地，严格遵守建筑电气及施工规范设

计。  

5. 灯光照明及电气设计  

  水下照明灯具是水景中常用设备，尤其是在喷泉中广泛使用。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是塑料支架的飞利

浦水下灯，它存在较多的问题。如结构强度差，在喷泉池水波动强烈或受其它外力作用时极易损坏，灯具

密封设计可靠性差，塑料在日照下老化迅速等。一但灯具损坏或密封失效便会漏电使水体带电，成为水景

安全的最大隐患。  

  特别是当前一般水景喷泉的设计均是由专业喷泉厂家一手包办，加之国家规范在水景方面不甚健全，

安全防范问题漏洞很多。因此，国产设计施工规范在水景用电安全方面应进行详细的研究，制订出严密且

可行的规范，确保人身安全。笔者认为，在无隔离、易于接近或者参与性较强的水景，必须按照泳池用电

设计规范使用 12 伏安全电压，使用灯体应完全屏蔽在强度较高的灯具壳体内，其灯具外壳应可靠接池，

灯具的设置位置亦应考虑利用管路喷头等物体对其进行保护。如输电距离较远时，应采取提高输出电压的

方法补偿电缆的压降损失。变压器高低压绕线圈之间应确保绝缘，最好将初级次级分开，变压器铁芯亦应

接地。当灯具安装功率很大时，可考虑在水景旁边就近设置变压器。因特殊需要必须使用高压灯具如金卤

灯时，也必须使用隔离变压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开关，以确保人身安全。  

6. 水位控制  

  对于水景水位的控制有时是极为重要的。例如，采用雪松喷头，涌泉等射吸式喷头，均对水位的变化

十分敏感。水位稍有升降，喷泉高度及水形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为此，应有可靠的自动补水装置和溢流

管路，较好的作法是采用独立的水位平衡水池和液压式水位控制阀，并采用足够直径的联通管与水景水池

连接。若放在室外，应对水位平衡井进行伪装，如外形做成大树根或假石山等，北方地区还应充分考虑防

冻问题。溢流管路应设置在水位平衡井中，由于平衡井一般加顶盖，也可屏蔽溢流和补水噪音。  

7. 水源与水质控制  

  目前水景所用水源大多数为自来水，少数以较为清洁的天然水体或地下水为水源。我国是一个缺水国，

多数城市用水紧张，如何节省水资源，又保持景观水质，越来越成为一重要课题。业内较为普遍的倾向是

采用中水再处理后作为水景观的水源。笔者以为应大力推行这一方式，但应在技术上进一步进行研究完善

实施工艺。  

  景观水质首先要求清澈无色无异味。水景观如果没有良好的水质作保证，就谈不上美感。为此，在夏

季日照正常的地区，一般 7 ～ 15 天需换水清理一次。其原因一是尘土飘落导致浊度升高，更重要的是因

为藻类滋生使浊度与色度影响观感，以至达到感官难以接受的程度。  

  研究表明，当水中总磷浓度超过 0.015mg/l ，氮浓度超过 0.3mg/l ，藻类便会大量繁殖，从而成为

水质恶化的首要原因。抑制藻类有效的方法一般是向水中投加硫酸铜，但效果并不显著。就问题的根本解

决，仍是如何去除 N 和 P 。笔者认为，以优质杂排水为水源，在经过比较完善的中水处理之后，应再增

加处理流程，以降低水中 N 、 P 浓度，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控制藻类，可重点去除水中的磷。去除 P 的方法有生物法、氧化法、化学沉淀法以及物理膜处理

方法等。其中投资和运转费用最低的是生物法，但在水景旁建造一座生物处理构筑物一般是不可能的。因

为生物处理有气味散发，同时也难于管理。而采用化学沉淀法较为现实。该法的作用原理是向水中投加金

属离子，使其与磷酸根形成可沉淀物而去除磷。较为常用的药剂有石灰、明矾、聚铝和硫酸亚铁等。由于

铁盐会增加水的色度，应以铝盐为好。理论上每投入 100mol 的铝盐可沉淀 1mol 的磷酸盐，通过铝盐的

絮凝作用生成微絮凝体，再经过滤将絮凝物滤除。可以将混凝过程与水景观常规水循环过滤系统结合，在

换水后该系统主要进行除磷，当磷浓度降下来后则主要进行除浊。这样可以大大延长水体的使用时间，从

而达到节水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