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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6/2021_2022__E5_AE_9E_

E5_8A_A1_E8_BE_85_E5_c61_606242.htm 为了做好景源调查，

就需要一种以景源调查为目的的应用性景源分类。景源分类

既应遵循科学分类的通用原则，又应遵循风景学科分类或相

关学科分类的专门原则，适应基础资料可以共用和通用与互

用的社会需求。景源分类的具体原则是：①性状分类原则，

强调区分景源的性质和状态；②指标控制原则，特征指标一

致的景源，可以归为同一类型；③包容性原则，即类型之间

有较明显的排他性，少数情况有从属关系；④约定俗成原则

，社会和学术界或相关学科已成习俗的类型，虽不尽然合理

而又不失原则尚可以意会的则保留其类型。 这里所列的景源

调查内容分类有三层结构，即大类、中类、小类。其中，大

类按习俗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类；中类基本上属景源的种类层

，分为8个中类，在同一中类内部，或其自然属性相对一致、

同在一个自然单元中，或其功能属性大致相同、同是一个人

工建设单元和人类活动方式及活动结果。小类基本上属景源

的形态层，是景源调查的具体对象，分为74个小类。当然，

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数以百计的子类。 作为评价对象，景源

系统的构成是多层次的，每层次含有不同的景物成分和构景

规律，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景源之间，难以简单的相互类比

。关于景源的层次，至少可以分成三层如果任选不同层次的

景源放在一起评价，将会产生难以评说或令人啼笑皆非的效

果。基于这类不成功的规划实践，本规范规定应在同层次或

同类型的景源之间进行评价。 通常，在规划大纲.、总体规划



、分区规划阶段，经常在景源结构层选择评价对象和评价单

元。在各种详细规划或景点规划阶段，经常在景源种类层和

形态层中选择评价对象和评价单元。例如：“桂林山水甲天

下，桂林山水在漓江，漓江山水在兴坪”就包含着不同规划

阶段，对桂林风景区域，漓江风景区、兴坪景区第三层景源

单元评价结果的一种概括性说法。再如：“泰山天下雄”、

“黄山天下奇”、“华山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

城天下幽”等是对相同景源单元的景观特征的概括。又如：

“天下第一山”、“天下第一泉”等就是对某种景源种类的

等级概括。这些都是程度不等的反映着对不同层次景源评价

的概括性说法。 作为评价标准，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层次系

统，内含庞杂的评价因素和评价指标，如果没有一定的层次

和秩序以及相应的使用方法，是难以同景源系统层次相对类

比的。这里，至少可以分成四个层级。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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