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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湾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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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当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目标单一的现象，探 讨 小 流 域 水 土 保 持 生 态 景 观 规 划 设 计 的

理念和方法，为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供借鉴，以获得 更 高 的 生 态、经 济 和 社 会 效 益。［方 法］以 江 苏

省丹阳市美林湾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规划设计为例，在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方法研

究。［结果］提出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应将水土保持功能与生态景观、观光旅游相结合的理念，并界定

了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的相关概念。［结论］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应统筹兼顾，综合考虑水土保持、生

态景观和生态旅游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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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是人类生存与生产的物质基础，但由于自然

与人的综合作用，水土流失已成为农业生态环境最突

出的问题［１］。全球有１８．５％的陆地和１／３的农业土

壤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２－３］，印度和美国年土壤侵蚀量

分别为５．３３×１０１０　ｔ和４．００×１０１０　ｔ［４］，而中国根据第

２次遥感普查水土流失面 积 已 达３．６７×１０８　ｈｍ２，占

国土面积的３８．２％［５］。为 了 防 治 水 土 流 失，目 前 主

要采取工程、生物和蓄水保土耕作措施［６］，这些措施

的布设只考虑单一的水土保持功能，而忽略了其生态

景观和生 态 观 光 旅 游 功 能。随 着 生 活 水 平、审 美 要

求、环境意识的提高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小流域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应将水土保持与生态景观和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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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旅游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布设水土保持措施，融入

地域文化，形成特色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不仅

能有效地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当地经

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态、经

济和社会效益，加速实现“中国梦”。

１　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的概念和

特点

　　目前，对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还没有明确的

定义，本文认为它是生态系统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建筑、动植物、农田、水系和

道路等多种元素综合构成的生态复合体，综合反映了

相关元素有机组成的复合生态效应，包括水土保持、
农业生产、观光旅游和科普宣教等功能，其特点主要

有：（１）生态脆弱性。小流域生态系统受到动植物、
水文气候和土壤地质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它们相互作

用、影响，其中任一因素变化都能改变整个生态环境，
破坏其生态系统，从而使各种景观元素发生变动。小

流域由于长期受到人为干扰破坏，其生态环境非常脆

弱。（２）景 观 类 型 多 样 性。小 流 域 内 有 各 式 各 样 的

村落建筑景观、高低起伏的山体景观、形态各异的农

田景观、不同种类的蔬果景观、大小不一的水体景观、
丰富 多 彩 的 森 林 植 物 景 观 和 特 色 民 俗 文 化 景 观。
（３）景观地域特 色 性。地 域 特 色 是 一 个 地 域 与 其 它

地域相区别的个性特征［７］，是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与

人文特色的综合［８］。小流域地理位置特殊，形成了具

有地域特色的山体、森林、建筑、水体、农田、民俗风俗

以及历史人文景观。

２　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规划设计

的概念

　　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规划设计是指在某小

流域范围内，以水土保持学、流域管理学、景观生态学

和生态游憩学等理论为指导，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为

主要目的，充分考虑生态景观和生态观光旅游功能，
根据场地特征，融入地域文化，运用水土保持工程技

术和园林艺术手段，通过因地制宜地布设水土保持措

施，改造地形，种植植物，营造游憩构筑物和布置园路

等；构建集水土保持、农林业生产、休闲观光、科普宣

教于一体的生态景观区域。

３　江苏省丹阳市美林湾小流域水土保

持生态景观规划设计

３．１　项目区概况

丹阳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吴”文化和

“牛郎织女”故事的源发地，丹剧极具特色，是著名的

“鱼米之乡”、“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江苏省生态农

业市”。项目区位于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北部，东邻东

边村，南接夏墅，西与大潘村毗邻，北与大塘村接壤，
南侧 通 港 公 路 穿 村 而 过，北 高 南 低，总 面 积 为３７２
ｈｍ２，海拔高程在１８ｍ～６８ｍ，相对高差５０ｍ，属低

山丘陵山区。规划区水体丰富，沟渠贯穿南北、鱼塘

散乱分布且在北部有大湾、上湾水库两座；植被类型

主要为人工 针 叶 林、地 带 性 次 生 阔 叶 林 及 针 阔 混 交

林、经济林、竹林；土地类型主要为农地、林地、居民点

及交通用地、未利用土地、水域和荒地等。项目区内

水土流失以水 力 侵 蚀 为 主，微 度 流 失 面 积４．０ｈｍ２，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３８．７％；轻度流失面积５．２１ｈｍ２，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５０．４％；强烈流失面积１．１３ｈｍ２，
占水土流失面 积 的１０．９％；无 极 强 烈 流 失 和 剧 烈 流

失情况。总体来说，水土流失较轻，但土壤侵蚀的潜

在危险程度大，需采取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

３．２　规划设计定位与理念

３．２．１　规划设计定位　以青山、秀水、良田为基调，
以水土保持为核心，以地域历史文化内涵和江南水乡

民俗风情为依托，融青山秀水、田园风光和乡村野趣

为一体，将美林湾小流域打造成以生态农业为基础，
以高效、优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美丽乡村和生态

旅游观光区。

３．２．２　规划设计理念

（１）生态保 护 理 念。规 划 设 计 应 在 确 保 规 划 区

生物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连贯性、生态环境的完整

性的前提下，在 维 护 规 划 区 原 有 的 生 态 特 色 的 基 础

上，改善其景观环境、优化景观格局、重塑自然和谐统

一的生态景观。
（２）协调发 展 理 念。规 划 设 计 时 应 协 调 好 城 区

绿化与郊区绿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两者间的空间关

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协调水土保持与景观建设关系，
协调生态旅游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突出自

然环境“幽、野、秀”和人文历史景观“古”的典型特征，
营造亲切宜人的景观空间氛围。

３．３　规划设计总体布局

结合规划区内的场地特征与功能要求，规划总体

上形成“一底四带、一湖两库、五区多点”的布局结构

形式。一底：规划区以自然绿色基底作为整个美林湾

小流域的基调，修复、重建、恢复和保护场地现状植物

群落和水体，突出小流域的生态自然特色。四带：两

条沟渠景观带、一条道路景观带、环规划区绿色景观

带。一湖：七 仙 湖。两 库：大 湾 水 库、上 湾 水 库。五

区：水源涵养区、花田农耕区、乡村体验区、经济林果

３３１第４期 　　　　　　张起风等：美林湾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景观的规划设计



区、生态居住区。多点：多个景观节点，如天池琼露、
云龙战野、环翠阁、森林氧吧、九曲探海、陶然亭、花海

融春、丹凤朝阳、仙弈云阁、梅魂竹韵、高山流水、七仙

湖、桃仙湖居、红凤酌绿、蔬园撷趣、单车驿站。

３．４　景观功能分区与景点规划设计

在对现场自然环境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

水土保持、生态观光游憩以及生态景观等功能要求，
将整个小流域规划分为５个区：水源涵养区，花田农

耕区，乡村体验区，经济林果区和生态居住区。

３．４．１　水源涵养区　水源涵养区位于规划区北部，
为小流域的水源处，自然环境良好，生态敏感度较高，
但水库周围植物种类单一且分布不合理，缺乏整体美

感。因此，将其规划为水源涵养区，采用设立水库、排
水沟渠、水源涵养林以及护坡草地等水土保持措施进

行综合治理，并实行封山育林。结合场地现状，优选

速生与慢生、景观效果较好的乡土水土保持植物，进

行乔灌草立体配置，营造水土保持良好、景观效果优

异的针阔混 交 林，形 成 与 周 围 环 境 相 融 合 的 天 池 琼

露，环翠阁，云龙战野，森林氧吧等生态景观。（１）天

池琼露。利 用 水 库 设 计 成 湖 光 倒 影 的 湖 滨 风 光 带。
在水库内建立景观亭及湖心三岛，并在水库周围以及

湖心岛上种植景观效果好的水土保持植物，形成水杉

林立、乔灌草相结合的复层植物群落景观，两水库犹

如琼瑶天池 一 般。（２）环 翠 阁。在 规 划 区 内 最 高 点

设立观景阁楼，其建筑风格要体现当地民居建筑的粉

墙黛瓦特色，四周环绕青翠欲滴的植物，建筑若隐若

现，用于远眺全景区风光。（３）云龙战野。利用项目

区的生态屏障，结合周围自然景观，将其打造成供游

人假日野外露营、体验自然生态的林野生活的游憩场

所。（４）森 林 氧 吧。利 用 水 土 保 持 林 中 具 有 保 健 功

能的不同类 型 树 种，营 造 供 游 客 品 味 大 自 然 清 香 气

息、康体疗养和放松心情的自然生态游憩场所，体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

３．４．２　花田农耕区　花田农耕区位于规划区中部，
为水库下游的缓坡地，原为荒山、荒地以及农田，土地

利用率低，土壤水分条件好。为了增加农田的蓄水、
保土、增产作用，将荒山与荒地改为梯田，并将部分农

田规划为油菜花梯田，在其中补植桃树，将鱼塘拓宽

成用于蓄水防洪、净化水体的湖面。待到桃花盛开、
油菜花遍野之时，该区是欣赏春景的最佳去处，将形

成九曲探海、陶然亭、七仙湖、桃仙湖居等特色景点。
（１）九 曲 探 海。以 生 态 保 护 理 念，以 最 小 干 预 为 原

则，在不破坏场地原貌的条件下，在花田中铺设架空

的木栈道，让游人体验走在曲折自然的木栈道上探寻

花海世界的 美。（２）陶 然 亭。该 景 点 创 意 来 自 白 居

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位于半山腰

梯田上的架空木结构亭子，供游人休息、欣赏油菜花、
倾听风与花 的 细 语。（３）七 仙 湖。将 原 有 鱼 塘 扩 建

而成用于蓄水防洪、净化水体、鱼虾生态养殖和休闲

垂钓的湖，取名来自“牛郎织女”故事，歌颂他们的爱

情故事，此 景 点 是 婚 纱 摄 影 最 佳 场 地。（４）桃 仙 湖

居。位于七仙湖边的保健养生、休闲场所，在景点周

围种植香樟、桃树和诸葛菜等有保健功效的植物，营

造独具江南特色的小桥流水休闲养生景观。

３．４．３　乡村体验区　乡村体验区毗邻大潘村，岩石

裸露，植被多以零落的乡村杂树、杂草为主，林草植被

覆盖率较低，荒地较多，生态敏感度较低。为满足游

客休闲娱乐的需要，通过植被绿化、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将其设计成集休闲娱乐、体验民俗风情的乡村景

观。该区设有丹凤朝阳、仙奕云阁等景点。（１）丹凤

朝阳。该景点以丹阳地名的出处为命名，坐落于茶园

中，通过改造当地民居而成的茶文化馆，是游客品茶、

赏茶和了解 茶 文 化 的 场 所。（２）仙 奕 云 阁。在 原 有

鱼塘旁修建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木质建筑，并在塘中和

塘边种植各种荷花、湿生植物，此处是欣赏丹剧、赏荷

花、品茶闲聊和了解当地文化的最佳去处。

３．４．４　经济林果区　经济林果区东临东吴巷，原有

大量桃树，植被覆盖率较高，土壤黏性大，适合植物生

长。结合现状，将此区规划为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经

济林果区，形成红凤酌绿、蔬园撷趣等特色景点，为游

客提供供可赏、可憩、可食和可购之处，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１）红凤酌绿。充分利用原有的桃树林，通过

林相改造、补 种 不 同 品 种 的 桃 树 和 其 他 生 态 经 济 树

种，将其建成供可赏、可憩、可食和可购的以桃树为主

的生态经济 林。（２）蔬 园 撷 趣。将 原 有 菜 田 改 建 成

种植反季节新鲜蔬果的现代大棚种植园，并开辟农事

体验区供游客亲身体验农事劳作、管理、采摘、购买蔬

果的乐趣。

３．４．５　生态居住区　生态居住区紧临通港公路，交

通方便，保留许多居民建筑，生态敏感度低。保留现

有村落景观总体布局与风格，对已破损的建筑进行修

整形成统一建筑风格、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植物景观，
形成独具当地特色的山高水长、单车驿站、梅魂竹韵

等美丽乡村 生 态 景 观。（１）山 高 水 长。该 景 点 为 从

北至南修建的排引水系统，是一种水土保持措施，也

是一种景观，在满足村民用水和灌溉需求的同时，也

可以为游客 提 供 聆 听 大 自 然 奏 出 的 高 山 流 水 之 声。
（２）单车驿站。在场地内设计环形自行车道，不仅可

为游人提供山地运动场所，而且还可以让游客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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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风光。（３）梅 魂 竹 韵。此 景 将 梅 林 与 竹 林 完

美结合，形成竹林幽幽、梅香四溢的景观，供游客欣赏

梅的孤傲和竹的高洁。

３．５　植物规划设计

项目区内地形地貌复杂，由于人为过渡开垦，植

物破坏较严重，植物多样性低、缺乏季相变化、土壤干

旱瘠薄、施工与管理均不方便。因此，根据规划区现

状、景观结构与功能要求，将项目区分为水源涵养林

区、生态景观林区、生态经济林区等３大类型种植区；

在植物选择上，多选择耐干旱、耐瘠薄、根系发达、水

土保持效果较强和景观效果较好的常绿与落叶乔木、
灌木以及多年生花卉和地被等乡土植物，并适当引种

适宜的外来植物，丰富规划区的生物多样性［９］；在植

物规划配置 上，利 用 植 物 的“姿、色、质”进 行 合 理 的

“点、线、面”平 面 设 计 和 空 间 布 局，根 据 植 物 生 态 习

性，因地制宜地构建乔灌草立体植物群落，形成疏密

相间、错落有 致、色 彩 丰 富、自 然 野 趣 的 立 体 植 物 景

观［１０］（表１）。

表１　不同植物分区植物配置模式

分区名称 选择要求 配置模式

水源涵养林
选择水土保持效 果 好、适 应 性 强、耗 水 量 少、
生长旺盛、根系发达、树冠浓密、林内下枯 枝
落叶丰富的乡土植物。

（１）木荷＋湿地松＋胡 枝 子＋伞 房 决 明＋栀 子＋金 银 花＋凤 尾
蕨；（２）马尾松＋麻栎＋枫香＋紫穗槐＋火棘＋胡枝子＋三叶草

＋络石；（３）杉木＋乌桕＋卫矛＋紫穗槐＋马棘＋紫花苜蓿＋爬
山虎；（４）马尾松＋刺槐＋马棘＋紫穗槐＋二月兰＋常春藤。

生态景观林
尽可能选 择 景 观 效 果 较 好、适 应 性 强、季 相
丰富、视觉 保 健 型 的 乡 土 植 物，同 时 具 有 一
定生态功能。

（１）广玉兰＋乌桕＋樱 花＋红 叶 石 楠＋桂 花＋多 花 酢 浆 草＋络
石；（２）香樟＋三角枫＋垂柳＋西府海棠＋连翘＋南天竹＋鸢尾

＋麦冬＋常春藤；（３）雪松＋银杏＋紫叶桃＋红枫＋栀子＋三叶
草＋多年生黑麦草；（４）女贞＋水杉＋合欢＋红花檵木＋迎春＋
紫荆＋二月兰＋狗牙根。

生态经济林
选择适应 性 强、产 量 高、经 济 效 益 高 的 经 济
树种，同时具有一定的生态、景观功能。

（１）杨梅＋板栗＋李＋葡萄＋金银花；（２）桃＋梨＋玉 米＋大 豆

＋西瓜；（３）山核桃＋枇杷＋毛竹＋紫穗槐＋南天竹＋半夏＋三
叶草；（４）杨树＋茶树＋麦冬＋延胡索。

３．６　道路系统规划设计

规划区道路主要分为Ⅰ级、Ⅱ级和Ⅲ级道路。一

级道路为规划区内主要道路，从入口至美林湾水库并

与外界交通运输相连接，为机 动 车 辆 行 驶 路 线，沥 青

路面，路宽１０ｍ。Ⅱ级 道 路 为 连 接 一 级 道 路 和 各 个

主要景点的重要通道，便于规划区内车辆行驶和游人

观光游览，同时作为防火通道，水泥 路 面，路 宽５ｍ。

Ⅲ级道路是以自行车道为主，游 步 道、石 板 路 或 木 栈

道为辅，路宽２ｍ。

４　结 论

小流域水土保持生 态 景 观 规 划 设 计 应 以 景 观 生

态学、水土保持学和生态游憩 学 等 理 论 为 指 导，以 水

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充分考虑生态景

观和生态观光旅游功能，在充分保护原始自然风貌的

本色的基础上，根据场地特征，融入地域文化，因地制

宜、合理规划布局，优先选用乡土植物，科学合理规划

设计植物，形成集水 土 保 持、农 业 生 产、休 闲 娱 乐、科

普宣教于一体的生态景观游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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