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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山地小城镇建设规划

以重庆柳荫镇为例

毛华松,张兴国
*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

摘 要: 由于地形、地貌以及地质条件的复杂性, 山地城镇在景观的要素构成、景观格局、景观功能及生态环境都

与平原城镇有着相异的特征。在基于山地城镇景观生态特征和生态现状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重庆市柳荫镇的建设

规划实践, 从城镇土地利用规划、生态格局建设和城镇风貌营造三方面,论述了景观生态学对山地城镇建设规划的

方法论指导作用。强调了山地城镇生态、视觉廊道建设对城镇生态网络和景观风貌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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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形、地貌以及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山地城

镇在景观的要素构成、景观格局、景观功能及景观生

态环境都与平原城镇有着相异的特征
[ 1]
。而山地

城镇现状粗放型的建设对山地丰富而脆弱的生态环

境特征可能造成不可逆展的破坏, 同时又使其潜在

的巨大生态环境效能难以发挥, 如何化解山地城镇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运用景

观生态学的理论,因地制宜的保护和利用山地城镇

依托的景观生态资源, 缓解山地城镇开发中的生态

环境问题,合理防灾减灾,维护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山地城市建设的研究重点。

1 山地城镇景观生态学特征

1 1 景观要素特征

用景观生态学的 斑块 - 廊道 -基质 理论分

析,山地城镇景观的景观要素组成和一般城市景观

相同, 同样是由城市建设用地或绿地构成的斑块、道

路及绿化、河流带形成的廊道、城市建筑和铺装地面

为主体组成的城市景观基质。但由于地形地貌的复

杂的形成山峦、河床、沟壑等切割或限制城市发展,

甚至插入或穿过城镇,形成了许多不规则的楔形、带

形和块状城市建设用地或绿地斑块,使山地城镇景

观的斑块大多形状不规则, 面积较小, 数量多, 形成

山地城镇的景观格局呈现破碎度大的特征。而由于

受地形因素的影响山地城镇的道路及绿化、河流带

迂徊曲折,坡度较大, 降低了景观连通性, 阻碍了内

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而且由于山地地形的

屏障作用,使山地城镇的外界联系廊道体系不很发

达,影响了山地城与外界的交流。同时许多山地城

镇形成了多个聚集中心或被分割成了多个功能完整

且相对独立的高效系统,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观的

系统效率。

1 2 景观生态环境特征

山地城镇因态环境的敏感度高,抗干扰能力和

自我恢复能力较差, 呈现景观稳定性差的特征
[ 4]
。

山地城镇景观稳定性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抗干扰能力弱,由于山地小城镇相对于平原城镇具



有较高的异质性,生态敏感度高,极易造成建设性破

坏,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 二是山地城镇景观的生态

自我恢复能力差, 山地城镇景观自身的社会组织

和经济结构多样性,强力制约着系统的动态平衡,从

而使整个山地景观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自我平衡

和破坏后恢复能力较弱, 一旦某一社会或自然要素

发生较大变动或消失, 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城镇的系

统失衡
[ 6 ]
。

2 山地城镇建设中的生态问题

2 1 灾害频发

山地城镇因其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特征,城镇

灾害频发,主要的灾害有洪水涝灾和山地地质灾害。

由于山地坡度大,城镇河流集雨范围广且汇流速度

快、水流急, 加上近年来大规模城镇化导致的城镇排

水河道被挤占或填埋, 而大量不透水屋面与路面使

地表径流量大大增加,至使城镇洪水涝灾频率增加。

如重庆市近 600余个城镇 (占重庆城镇总数的

54% )处于区域中小河流沿岸, 中小河流洪灾造成

的城镇、乡村灾害已成为市域洪灾损失的主要表现

形式, 仅 2007年 7 17 洪灾就造成 37个区县 511

个乡镇 742多万人受灾,倒坍房屋 3 35万间, 死亡

56人,失踪 6人,直接经济损失 31 26亿元。

同时随着人类建设活动范围的扩大造成的山地

生态破坏,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不减反增, 如 2007

年,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 25 364次,造成人员死亡

679人,直接经济损失 24 75亿元。而山地城市建

设中, 山地地质灾害对城镇的危害性往往是在多种

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显现出来的, 内因是地质与

自然因素,外因则是人为因素。特别是由于山地生

态环境脆弱性,当城镇的人为的建设达到一定程度

后,山体表面会因植被的损失而形成裸露,使山体地

表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威胁,可能随时引发崩塌、滑

坡、泥石流等灾害。

2 2 环境污染

山地城镇由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 一般静风频

率较高,加之由于山地气候的相对封闭性,阻隔了山

地内外空气的交换。而山地城镇谷区昼间的向上谷

风固然有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 但晚上来自山坡

的下沉气流却与地形性接地逆温结合一起, 会在地

表形成高浓度的大气污染。像有 雾都 的重庆,环

城大河 长江、嘉陵江使地表空气中水蒸汽含量

高,与大气中的粉尘微粒子结合,极易形成多雾多雨

天气;加上城市与工业排放的污染气体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等复合,形成了酸雾与酸雨。而大量山地城

镇特别是工业型城镇,也存在这样的城镇环境污染。

2 3 景观风貌破坏

山地城镇本来蕴含宝贵的自然景观生态资源,

并由于地形地貌的起伏、河流廊道的缭绕形成层次

分明的景观结构。但因缺乏适应山地生态环境要求

的、因地制宜的山地城镇建设规划,从而导致了 建

设性的破坏 或 破坏性的建设 的现象极为普遍,

城市建设用地选择和布局不尽合理,忽视对绿地斑

块和河流廊道的生态网络建设, 加剧了山地城镇的

景观格局的破碎度大, 不仅直接影响城镇居民的生

活质量,还有损于城市形象和区域生态质量。

3 山地城镇的生态调控规划分析

由于生态稳定性差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建设性破

坏,使山地城镇的主要环境生态问题普遍存在,要缓

解这一问题就必须将环境生态的观念全面贯彻到城

市发展建设中,在城市规划中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采

用生态学方法进行城镇规划、建设进行持续的调控。

天人合一 的中国传统城镇建构理念,不仅仅

是一种迷信,更重要的是通过城镇选址与建设布局

有力的保障城镇安全与持续发展 (图 1)。而现今生

态城市的建设,也着重于基于城市景观生态因子综

合的分析进行生态调控规划, 应用现代科技分析、利

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等信息,去模拟、设计

图 1 传统城镇最佳选址

Fig 1 The best locat ion of trad itional tow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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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控各种生态关系, 对城市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

态进行系统的规划和总体调控。参考国内外各类城

市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和方法, 结合区域山地

的实践,尝试提出基于景观生态学基础的山地城镇

生态建设的系统调控途径。

3 1 景观生态因子的调查与分析

山地城镇的景观生态因子主要包括城镇土地情

况、水文、气候、动物、矿藏、能源等自然资源,并在综

合城镇社会经济环境 (城市人口结构与产业状况、

城市经济密度、现有设施状况、城市文化风貌等 )的

调查基础上,以确定城市现有的生态位。通过对山

地城镇生态位的了解、分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

选址提供科学的依据, 也可以为改善和提高山地城

镇生态位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

3 2 生态系统稳定性预测

敏感度高、抗干扰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较差的

山地城镇生态环境, 具有景观生态系统自我平衡和

破坏后恢复能力较弱的特征,一旦某一社会或自然

要素发生较大变动或消失,均会引起生态环境的变

化,对系统某一部分的控制行为,极有可能会在其他

方面引起一系列意外的结果。因此, 在对城镇景观

生态因子的综合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需先按照城镇

原始运行状况和国内外各类相关案例、实践情况、理

论总结,结合城镇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建设来预测主

要生态指标的变化,及其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的变化

和结果,通过 因素、条件、诱因 的分析,建立生态系

统稳定性的动态评介体制,为生态调控提供依据。

3 3 生态规划调控

基于景观生态因子调查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预

测结构,提出城镇建设规划的多种比选方案,优选出

对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综合最佳的方案。

但最佳方案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应在城镇的实际

产业发展需求和区域生态因子变化, 及时修正和更

新,促进城镇的可持续生态发展。

4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山地城镇规划实践

柳荫镇位于重庆市北碚区东北部,嘉陵江以北,

距北碚城区 33 km,是北碚所辖金刀峡、偏岩、三圣、

石坝四镇的交通枢纽, 区位优势明显。在 北碚区

区域城镇体系规划 中所确定的城镇性质包括北碚

区的中心城镇和旅游服务接待城镇两方面。镇区常

住人口 8 100人, 2010年规划人口 1 5万人,镇区建

设用地 49 15 hm
2
; 2020年规划人口 2 3万人,镇区

建设用地 109 55 hm
2
。

柳荫镇区建设用地位于石马河、麻柳河的交界

处平坝上,用地四周山脉环绕,拟规划建设的平坝上

山峦、河床、沟壑、农田等错杂,景观要素及其生态学

特征具有明显的山地城镇特色 (图 2)。在镇区建设

规划的过程中,结合山地城镇景观生态特征和普遍

存在的生态问题,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城镇建设

规划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4 1 基于土地生态评价的土地利用规划

4 1 1 多因素综合的土地生态适应性评价

生态规划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土地, 土地是一

个综合的学科概念, 它代表各地域包括地质、地貌、

气候、土壤、水文与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

形成的高度综合的自然系统。
[ 6]
在这个自然系统

中,各个环境因素不会直接对人类带来影响,但是在

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因素组合构成的地域特性可能会

给城镇带来灾害现象, 成为城镇土地利用的制约条

件,因而建立于多因素综合的城镇土地生态适应性

评价是山地城镇可持续生态发展、减灾避灾的关键

所在。

柳荫镇土地生态适应性评价综合了建设用地的

地质灾害分布、地形地貌、洪涝灾害历史和水系保

护、土壤植被现状、城镇气候条件、建设现状等,并基

于柳荫镇拓展建设地形条件复杂、山地区域中小溪

流贯穿的潜在灾害因子,通过 因素、条件、诱因 的

分析,建立建设用地与地貌改造、地质变化的动态评

介体制;结合城镇内主要河流石马河、麻柳河的汇水

面积、历史水位和行洪断面, 划定城镇用地的禁建

区、适建区,评定城镇用地的适应建设等级 (图 3)。

4 1 2 城镇生态防灾避灾规划

基于多因素综合的城镇土地生态适应性评价,

通过建设规划的土地使用方式的适宜程度, 组织土

地利用方式和强度,降低环境灾害发生程度,创造城

镇生态环境安全是山地城镇避灾防灾的前提和保障

(图 4)。在柳荫镇的建设规划中,针对山地城镇的

普遍存在的生态现状, 基于建设用地的土地生态适

应性评价,积极分析研究城镇潜在的灾害可能,重点

确立了城镇用地建设强度与地质灾害防治、滨河建

设用地选择与城镇防洪及工业用地布局与城镇用地

结构、气候条件之间的安全格局,保障城镇土地使用

的生态环境安全。同时通过城镇生态防灾所保留的

开放空间,适当增加的开放廊道,构建柳荫镇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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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灾空间体系。

4 2 创建良好的城镇生态格局

由于地形地貌的复杂的形成山峦、河床插入或

穿过城镇,柳荫镇的城镇生态格局形成了许多不规

则的楔形、带形和块状城市建设用地或绿地斑块,使

城镇景观呈现出明显的景观格局破碎度大的山地城

镇特征。在建设规划中尤其注重建立合理的廊道体

系,维护景观生态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解决好山地

城镇景观破碎度高的问题,建立一个与自然生态相

得益彰、互惠共生的总体景观生态绿地格局 (图 5)。

4 2 1 加强外围森林的保护与渗透

城镇外围绿地主要由城镇周边的森林和耕地、

农田等组成, 其中的森林是城镇重要的绿色屏障。

柳荫镇有着和大部分山地城镇同样的特点, 由于山

地建设用地紧张处于山地中部的平坝区域, 四周都

是坡度较大的山地森林或耕地, 因而加强城镇外围

森林的保护,对于城镇生态环境保护、避灾防灾甚至

水源保护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在规划中, 通过

城镇河流廊道、道路廊道及其他绿化通道,加强外围

森林的渗透,利用斑块间的温差,改善山地城镇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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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高的不利情况,促进城镇空气质量的提高。

4 2 2 保护和培育城镇内部山体绿化

山地城镇建设用地往往会因山峦插入而形成城

镇内部的绿地斑块,在柳荫镇的城镇建设规划中,基

于多因素综合的城镇土地生态适应性评价, 就在城

镇建设用地的南部、中部、北部区域保留了三个山

头。内部山体绿化因其良好的生态景观和可达性,

成为城镇重要的开放空间和生态因子, 因而在城镇

建设中应重视内部山体绿化的保护和绿化, 重点建

设内部森林,促进山地城镇景观生态和景观风貌的

改善。其绿化设计可借助地形地貌变化展示丰富的

山地立体景观,以各类乡土植物强化山体地形地貌

特征,提高绿化空间的表现力,使其成为城镇内部空

间的基调和背景,形成丰富的景观层次。

4 2 3 维护城镇河流的生态廊道

山地城镇河流由于汇流速度快、水流急,往往呈

现洪水水位和常年水位之间很大的差距, 给城镇建

设带来了用地拓展和生态保护、防洪安全之间的难

题。针对柳荫镇的石马河、麻柳河洪水水位高、行洪

断面大的特点,规划尊重其现状形成的行洪湿地,结

合河堤的生态化建设,加强城镇河流生态廊道建设,

将城镇其他各个绿地斑块、廊道有机串联成城镇的

生态网络。

图 6 柳荫镇区建设规划局部区域剖面分析

F ig 6 S ection analyses of som e constru ct ion and p lann ing areas at Liuy in Tow n

4 3 强化山地特色的景观风貌

自然山水格局既是山地小城镇生态系统的基

础,也构成了城镇景观的总体骨架,是城镇风景的边

界和控制关键因素
[ 6 ]
。建构山区城镇的山水格局,

必须树立自然景观大系统的观念, 确定最佳的生态

大格局,保护关键性的山头、水面、绿地等城镇边

界
[ 2]
。并从长远的角度控制山地城镇的大地景观

生态质量和变化趋势, 构筑一个点、线、面相结合的

三维动态景观生态体系。

在柳荫镇的建设规划中通过山体绿化、滨水绿

廊的保护和培育,结合建设用地的使用强度控制,强

化城镇的天际和岸际轮廓形态和环境质量, 达到改

善山地城镇环境、创造城镇特色、提升城镇景观风貌

的目标 (图 6)。城镇天际轮廓形态的形态在借助内

部山体绿化结合地形地貌形成的城镇绿色天际基调

和背景的同时,在结合山地景观视觉景观容量评价

的基础上,对周边土地利用的可开发强度及各种制

约量 (如建筑密度、建筑物的高度、形态、色彩等 )进

行控制和管理,使城镇建设和自然相得益彰,产生丰

富的景观层次。在石马河、麻柳河的岸线规划中,利

用河流洪水期和常年水位之间的缓冲范围建设城镇

亲水公园,同时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建设生态台

阶状岸线。滨水用地规划留出与河流廊道相连的的

生态走廊,使水面与城镇空间产生有机的联系,同时

与天际轮廓相呼应,形成丰富、高效、动态平衡的城

镇岸际轮廓形态。

同时在山地城镇的山水环境格局的规划中, 应

充分强调城镇空间山水环境与视线的连贯性。在规

划中充分利用贯通水面、山体、生态走廊以及城镇道

路形成开敞空间,建立山体同河流之间的视线通廊,

激活城镇灵气。在柳荫镇的城市景观生态中, 结合

山体绿化、滨水绿廊的分布和城镇天际和岸际轮廓

线建设,通过合理的景观生态视廊建设,形成与自然

相互渗透的城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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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山地城镇的环境生态问题普遍存在且随着城镇

产业发展的兴起有着恶化的倾向, 要缓解这一问题

就必须将环境生态的观念全面贯彻到城市发展建设

中,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 积极开展山地城镇生态建

设的系统调控。在城镇规划和建设中要充分尊重山

地城镇的景观生态特点,因势利导,在保护和利用城

镇所依托的自然景观同时, 合理做好防灾避灾。尤

其要注重建立基于廊道体系联系的生态网络,维护

景观生态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 解决好山地城镇景

观破碎度高的问题。在城镇景观风貌建设中,挖掘

城镇原有山水形态特点, 建设层次丰富的三维景观

体系, 避免千城一面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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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ruction P lanning ofM ountainous Towns Based

on Landscape Ecology

MAO H uasong, ZHANG X ingguo
(Fa cu lty of A rchitecture and Urban P lanning, Ch ong 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omplex ity of topography, landform and geo logy cond ition, M ounta inous towns have di-f

ferent character isticsw ith plain towns on e lem ents formation, landscape pattern, landscape function and eco log ica l

env ironm en.t On the basis o f the landscape eco log ica l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 ion o fmounta inous tow ns,

the paper comb ines w ith the construct ion and p lanning practice of L iuy in Town in Chongqing, d iscusses theM eth-

odo logy d irective funct ion o f landscape ecology to the construct ion and p lanning ofmoun tainous towns from three as-

pects: Tow n land ut ilization plan, eco log ica l pattern construct ion and the tow ns features construction, and emphas-i

zes the function and sign if icance ofmounta inous tow ns eco logy and v isual corridor to eco log ical netw ork and land-

scape features.

Key words: mounta inous regions; mounta inous tow ns; landscape ecology; features;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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