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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5297.htm 典型景观规划 4.3.1在

每个风景区中，几乎都有代表本风景区主体特征的景观。在

不少风景区中，还存在具有特殊风景游赏价值的景观。为了

使这些景观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有长久存在、永续利用

下去，在风景区规划中应编制典型景观规划。例如：崂山海

上日出、黄山云海日出、蓬莱海市蜃景等，都需按其显现规

律和景观特征划出相应的赏景点；再如：岩溶风景区的山水

洞石和灰华景观体系，黄果树和龙宫风景区的暗河、瀑布、

跌水、泉溪河湖水景体系，黄山群峰，桂林奇峰、武陵峰林

等山峰景观体系，峨嵋的高中低山竖向植物地带景观体系，

均需按其成因、存在条件、景观特征，规划其游览欣赏和保

护管理内容；又如：武当山的古建筑群、敦煌和龙门的石窟

、古寺庙的雕塑、大足石刻等景观体系，也需按其创作规律

和景观特征，规划其游览欣赏、展示及维护措施。 4.3.2风景

区是人杰地灵之地，能成其为典型景观者，大多是天成地就

之事物或现象，即使有些属于人工杰作，也非一时一世之功

，能成为世人皆知的典型景观，大多历经世代持续努力才能

成功。因而，典型景观规划的第一原则是保护典型景观本体

及其环境，第二是挖掘和利用其景观特征与价值，发挥其应

有作用。例如河北南戴河沙丘和福建海坛沙山都有其形成原

理和条件，把这些海滨沙景开辟成直冲大海的滑沙场是利用

其价值，但是，在滑沙活动中会带动一部分沙子冲入海中，

这就同时要求十分重视和保护沙山的形成条件，使之能不断



恢复和持续利用。 4.3.3除少数特殊风景区以外，植物景观始

终是风景区的主要景观。在自然审美中，早期的“毛发”之

说，近代的“主景、配景、基调、背景”之说，均表达了其

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在人口膨胀和生态面临严重挑战的情况

下，植物对人类将更加重要，因而，风景区植被或植物景观

规划也愈具有显要地位和作用。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

夹 在植物景观规划中，要维护原生种群和区系，不应大砍大

造而轻意更新改造；要因景制宜提高林木覆盖率，不应毁林

开荒造这修那；要利用和创造丰富的植物景观，不应搞大范

围的人工纯林；要针对规划目标，分区分级控制植物景观的

分布及其相关指标。 在处理各项用地比例时，要分别控制其

绿地率和林木覆盖率，其中新建区的绿地率不得低于30%，

并应有相当比例的高绿地率（大于70%）控制区。 在处理风

景林时，要分别控制其水平郁闭度和垂直郁闭度，其中，由

单层同龄林构成，其水平郁闭度在0.4～0.7之间者为水平郁闭

林；由复层异龄林构成，其垂直郁闭度在0.4以上者为垂直郁

闭林，常由3～6个垂直层次组成。 在处理疏林蓦地时，要分

别控制其乔灌草比例，其疏林的乔木水平郁闭度应在0.1～0.3

之间。其草地的乔木水平郁闭度一般在0.1以下，即在草地上

仅有少量的孤植树或树丛。 4.3.4在分析风景因素中，有把建

筑物比作“眉眼”、“点缀装饰”、“画龙点睛”，有把建

筑当作“组织”和“控制”风景的手段，有把建筑物作为“

主景”，把山水作为“背景”或“基座”。在保护自然的呼

声中，也有把建筑物看作“肆意干扰”大自然的败笔或劣迹

。当然，在风景区中，建筑物还是满足功能需求的设施。随

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人们对建筑物在风景和风景区中的



地位和作用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和描述。然而，建筑物和

建筑景观，的确是风景区的活跃因素，将其纳入风景区有序

发展之中，会是合乎情理的共同认识。 在建筑景观规划中，

要维护一切有价值的原有建筑及其环境，各类新建筑要服人

风景环境的整体需求，建筑相地立基要顺应原有地形，对各

类建筑的性质功能、内容规模、位置高度、体量体形、色彩

风格等，均应有明确的分区分级控制措施。 4.3.5溶洞风景是

能引起景感反应的溶洞物象和空间环境。溶洞景观包括特有

的洞体构成与洞腔空间，特有的石景形象，特有的水景、光

象和气象，特有的生物景象和人文景源。岩溶洞景，可以是

风景区的主景或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是一种独立的风景区

类型。当前，我国已开放游览的大中型岩洞已有200多个，因

而溶洞景观在风景区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人们不能安全到

达和无法欣赏的岩溶地下环境没有风景意义，只有具备一定

的游览设施和欣赏条件的溶洞，才有风景价值。有型洞府中

，常常需要附加人工光源和相关设施才能欣赏风景。因此溶

洞景观规划有着独特的内容和规律。本条规定的内容，是溶

洞景观规划的基本要求。 4.3.6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程技术

手段的进步，人们改造地球、改变地形的力度和随意性都在

加大。然而，随意变更地形不仅带来生态危害，而且使本来

丰富多采有竖向地形景观逐渐趋同或走向单调，同时，这也

是同巧于利用自然的人类智慧背道而驰的。 竖向地形是其它

景观的基础，也是最常见而又丰富多采的风景骨架。为了保

护和展现地形特征，保护自然遗产，本条针对竖向地形规划

的正反经验教训，提出了常规而又易于被忽视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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