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湖国家风景名胜区象岗片区详细规划
（草案）

为贯彻落实《星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

体规划”）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星湖风景名胜区的游览基础配

套设施，高标准推进绿美生态示范点建设，现组织编制《星

湖国家风景名胜区象岗片区详细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规

划草案”）。

图 1-区位图



一、规划范围及定位

根据规划草案，星湖国家风景名胜区由七星岩景区和鼎

湖山景区组成，其中，本次规划区为七星岩景区东门广场以

南的象岗片区，总规划面积为 12.44公顷，在维持现有地形

地貌的基础上，优化提升游览环境及游赏服务设施，打造为

彰显国家级品质山水人文景区揽胜之地的城市公园。

二、规划结构

象岗片区规划空间结构为“两心三轴两区”。其中，“两心”

为山顶及半山观景平台一主一副两大观景揽胜中心；“三轴”

为北、西、南三向登山观赏轴；“两区”为中部的核心观赏区，

周边的休闲游憩区。具体表现为 4个风景单元，分别是核心

景观单元和南、北、东部三个休闲休憩单元。

图 2-规划结构图



表 1-单元组织一览表

单元

名称
范围 景观特征 主要游赏项目 景观环境整治与提升

核心

景观

单元

位于登山步道

（云道）及山

顶处

大观全景、

湖面开阔、

浮洲四起、

云道花间。

欣赏七星岩景区

全景的山顶观景

平台及综合服务

中心、登山步行

道（云道）

按照本地植物优先的

原则优化乔木及灌

木，提升观赏性

北部

休闲

休憩

单元

登山步道（云

道）西线、北

线与规划范围

线北段围合区

域

远观水月、

眺望五龙、

生态科普

林中步道、生态

修复科教

生态修复被侵占开垦

区域，辅以景观游学

科普

南部

休闲

休憩

单元

登山步道（云

道）西线、南

线与规划范围

线南段围合区

域

端州新貌、

湖光城映、

古树翠微

欣赏端州城市景

观的半山观景平

台、古树名木观

赏点

逐步迁出现有零星坟

地，清退园地并进行

生态修复

东部

休闲

休憩

单元

登山步道（云

道）南线、北

线与规划范围

线东段围合区

域

城东展颜、

繁华大道

林中步道、生态

修复科教

逐步迁出现有零星坟

地，清退园地并进行

生态修复

图 3-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三、游赏功能布局

本规划草案落实总体规划的二级保护区管理要求，重点

为开发象岗片区游赏潜能，增加吸引力、融入七星岩景区游

赏体系，完善游赏功能。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为风景游赏用

地，其中风景保护与恢复用地为主，兼容旅游服务设施、交

通与工程设施用地，未突破总体规划建设要求。2024年建设

重点为植被优化、登山通道与山顶观景点，并适当增设园林

小品。
表 2-游赏功能完善一览表

单元名

称
项目名称

分期

实施
建设及整治内容

核 心 景

观单元

上山步道（云

道）
近期

完成上山步道（云道）建设，其长度控制

在 2300米以内，道路宽度总体控制在 2米，

可根据观景及其安全管理需要局部拓宽至

4米；同步建成云道上的夜景照明。

上山步道观景

台 1（山顶观景

平台）、

上山步道观景

台 2（半山观景

平台）

近期

完成两处观景平台建设，并在观景平台 1
处逐步配置综合服务，包括问询处、卫生

间及简易医疗卫生设施等配套设施；在观

景平台 2处配置导览标识及卫生间等设施。

植被优化 近期

该单位范围为植被优化区。引入增加季节

性开花乔木及花灌木，如广州樱、毛杜鹃

等暖色调开花植物，以丰富林相和季相变

化；因景制宜提高林木覆盖率，控制南向

视野内乔木的水平郁闭度和垂直郁闭度，

用以遮挡现有坟地视线。

三处入口管理

及服务设施
远期

在近期建成项目的基础上，逐步配置完善

的管理与服务设施，包括导览咨询、卫生

间等配套设施及管理用房。

北 部 休

闲 休 憩

单元

生态修复工程 远期

保留现有林地植被为主，重点针对被侵占

开垦的零星园地进行清退修复，并与之结

合生态修复方案开辟游览小径，展示各类



单元名

称
项目名称

分期

实施
建设及整治内容

本地植物物种，进行生态教育。

南 部 休

闲 休 憩

单元

古树保护工程 近期

按照要求划定古树保护范围，并进行环境

整治；远期衔接生态修复工程，布局游憩

小道展示古树与本地植被。

生态修复工程 远期

保留现有林地植被为主，重点针对现状坟

地、被侵占开垦的零星园地进行清退修复，

并与之结合生态修复方案开辟游览小径，

展示各类本地植物物种，进行生态教育。

东 部 休

闲 休 憩

单元

生态修复工程 远期

保留现有林地植被为主，重点针对现状坟

地、被侵占开垦的零星园地进行清退修复，

并与之结合生态修复方案开辟游览小径，

展示各类本地植物物种，进行生态教育。

图 4-观景平台视线规划图

四、道路交通规划

本次规划主要建设包括新建 3条架空式登山步行道以及

地面林中步道，总长度控制在 6000 米以内，设山顶及半山

观景平台各 1处。为考虑山顶观景平台作为综合性服务设施

点，配置一条兼顾消防、应急与后勤服务通道，满足小型消



防车及小型车辆进入。

静态交通方面，优化岩前片区静态交通设施：规划配置

两处社会停车场共计 250个机动车停车位，495个非机动车

位。其中，在综合保障道路畅通的前提下，南入口处停车场

结合沿街商业地块布局 168个机动车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