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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7_82_E8_A7_84_E5_c61_94108.htm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土

地的可持续利用，有赖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随着我国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城市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城市生态

环境治理日益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但现在一些城市

，出现了一些错误理念和令人担忧的问题。一方面，一味地

追求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导致自然资源严重破坏。如盲目地

填沟、填河、填湖，大量的城市水生态和水环境、水系被破

坏。一些城市中的山体、自然山坡和林地、城市湿地遭到开

发破坏，打破了城市与自然山水整体和谐的布局，城市生态

安全面临威胁。 景观规划作为修复生态环境的一种手段，逐

步被应用于实践。但是，由于是舶来品，它的本土化回归也

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探索本土化回归 由于我们的历史文化

传统、气候类型、城市化进程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外发达

国家都有不小的差距，一些从国外引进的景观规划实施方案

未必适应我国国情，需要做适当的调整。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

兴在“全国节约型园林绿化现场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开

展节约型园林绿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他说，我国还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还不宽裕。我们在城市建设和发

展中，在园林绿化的具体工作中，更要坚持勤俭节约。但在

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高价请洋设计

师来设计。高价进口洋草种、洋树种，从国外进口大树。结

果是，由于洋设计师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当地的小气候

和植物习作，有的设计无法实施，还要重新设计，洋树洋草



以及大树古树，因“水土不服“大量死亡。 为了解决“水土

不服”的问题，我们的景观规划从业人员提出：城市绿地的

设计要讲究地方性，应根植于其本身所在地方；另外就是使

用当地材料，如使用乡土植物和建材，不仅可以充分体现设

计的生态化，而且可以保护和利用乡土物种；再就是如果用

有限的土地建立满足多种生态服务功能的城市绿地系统。所

有这些，都是景观规划在实践应用中对本土化的探索。 服务

于新农村建设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工矿废弃地复垦尚有一定潜力，可补充耕地1266.67万

公顷以上，但整理复垦所需资金巨大，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还受到传统生产方式、土地权属关系等因素的制约，难

度很大。 那么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既能有效保护农村的自

然生态环境，又能完成农村人居环境的改造工作，特别是在

村庄整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过程中，通过科学合理规划，

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呢？ 景观规划应用理论提出，要对村庄

生态安全进行保护，着重保护村庄山水格局，沟渠阡陌，护

坡池塘，使乡村生态系统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如对该地区

的生态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和再生能力；文化价值，包括

乡土民情、习俗；环境价值，包括水体的质量、山体、树木

分布，进行一个全面评估，并应用地图叠加方法，得出最有

价值的地形和水系图。 他们提出的建立景观网络设想，对我

们的新农村建设规划是个很好的参考。即建立几个相关元素

的连接，据此形成一个网络。 比如说地理相关（空间相关）

，在空间上相邻、相近或在同一条线和同一区域内的景观元

素之间建立联系，形成连续的整体；历史相关（时间相关）

，以时间为纽带，将属于同一或相邻时间段的景观元素联系



在一起，或根据发生的时间序列，将景观元素整合在一起，

形成历史文化教育网络；内容相关（功能和意义有关），根

据功能和过程，如宗教信仰功能，交流和聚会功能。将这些

关键的景观元素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独特的景观体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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