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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小型树阵广场。在景观亭的周围配置黄连木，增加秋季

观赏的效果。

（2）中层：增加碧桃、白玉兰、二乔玉兰、含笑等春季赏

花植物，体现青春的绚烂多姿，同时使用体现“梅花香自苦寒

来”寓意的梅，散点与园路两侧的置石组合。

（3）下层：八角金盘、玉簪、八仙花成片栽植，结合黑麦

草形成基底。

4.2.4 第一实验楼西侧河道绿地

（1）上层：道路两旁采用日本早樱，既可以遮荫，也可以

形成绚烂的春日风景。栽植多棵高大的朴树作为景墙的背景，

结合亲水平台搭配垂柳、合欢、国槐等乔木。

（2）中层：在白砂之上配以色彩艳丽的红叶石楠球增加

线条的变化，同时成片栽植大量的紫叶李、红枫等色叶树种，

增加色彩变化。

（3）下层：整个水面以大量荷花穿插布置，不同的区段搭

配黄菖蒲、再力花、花叶芦竹、泽泻等各类水生植物，形成不

同的观赏节点。

4.2.5 第四实验楼周边

（1）上层：建筑北侧与南侧皆设有停车场，因此对两侧采

用了不同的乔木类型。北侧采用高大的白蜡，南侧使用银杏。

（2）中层：考虑教室的采光与通风，中层采用远离教室的

落叶小乔木，与琼花、溲疏、红枫、国槐成群组合。

（3）下层：采用八仙花、毛鹃、金丝桃成片栽植，丰富底

层空间。

5 结语

大学校园的景观环境能体现出学校自身的历史沿革、精神

面貌以及专业特色，好的校园环境能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熏陶，

体现学校的育人精神，直接影响着校园师生的工作、学习与交

流，尤其是学生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所以它是校园文化的精神

基础。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对环境要求越来越高，校园环境

不再满足基本的干净整洁和绿化茂盛，而是需要体现更多精

神力量方面的感悟。想要实现“环境育人”的愿景，不仅要把

重心放在创建生机勃勃的景致上，更要关注校园的生态文明建

设，在扬州市职业大学图书馆周边环境改造过程中，通过对中

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经典进行意象构思，转化成设计的语言运

用到校园环境建设中去，塑造了一个生态与人文交融得体的校

园环境空间，使人徜徉其中能够“触景明理”，为师生创造一

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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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野下的慈湖杨坝特色小镇规划设计
Planning and Design of Yangba Town with the View of Scenic Health Field

当前中国区域生态维育与城乡建设之间的矛盾重重，特色小镇作为国土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场域空间格局、山水格局、微空间营造等规划与设计

的完整性缺乏，严重制约了健康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以风景园林健康理

念为指导，结合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

优势，把握特色小镇建设的空间利用效益，探寻特色小镇空间规划与设计的

有效路径，是对国土空间集约、高效和科学利用的有益尝试。风景园林健康

WANG Shengnan  JIAN Kai  WU Xiaoqi  ZHANG Qing

摘要

为了探索风景健康的特色小镇建设路径，本文在总结特色小镇风景健康研究的基础上，遵

循风景园林健康理论，提出以“目标确立—结构与功能引导—空间规划与设计”为技术路线

的慈湖杨坝特色小镇健康性规划与设计方案。研究表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国土开发

的科学性是建设健康特色小镇的基本前提，场域土地规划、景观格局优化和微空间营造是

提升特色小镇人居环境空间质量的根本路径，基于“健康、生态、人居”三元耦合和互动

多赢的关系均衡与协调是建设和发展健康特色小镇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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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xploring metho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ingscenery, this paper 

follows the theory of landscape sustainable developing basing on summarizing the study of scenic health of the ideal 

city. It puts forward the sustainable planning and design scheme of the characteristictown of CihuYangba with the 

technical route of "target establishment-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guidance-spatial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the scienti� c nature of land development are the essential 

prerequisites for building healthy characteristic towns. Meanwhile, the land planning, landscape pattern optimization, 

and micro-space cre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method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ing space in characteristic towns, 

based on "health, ecology, and human settlements". The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way coupling and interactive win-wi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building and develop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i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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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town; scenic sustainability; space bene� t; Yangba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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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特指一定空间范围内风景生态保护、健康产业发展、人

居环境营造的三元耦合和互动多赢关系，是基于国土空间开

发与利用的“人—天—地”协调关系维育 [1]。“健康、生态、人

居”三者作为人居环境的子系统，其三元耦合关系是人居环

境空间调控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本研究试图从土地利用、

绿地系统和居住环境三个方面对特色小镇进行策略和实施方

案的规划与设计引导，这是特色小镇人居环境空间调控研究

和实践的重要核心。

1 特色小镇的风景园林健康研究

现有风景园林健康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基于风景园林与公众健康生活相互关系的健康性设

计。西方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到如今

已逐步形成为健康生活而设计的理念 [2-3]。国内主要以城市绿

色开放空间系统、滨水景观、城市园林与公园、住区、康养区

等为规划与设计对象，强调将健康理念与生态学相结合，注

重规划与设计的要素、策略和健康效用等研究 [4-5]。

（2）基于森林生态系统和城市景观环境的风景园林健康

性评价。以健康度评价和生态系统营建为主，注重健康森林

生态系统的建设路径和健康程度重要性等研究 [6-7]。通常采用

AHP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城市景观环境的健康度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评价方法 [8-9]。

（3）基于城市街区景观和不同类型的城市景观环境与公

众健康的关系研究 [10-11]。一是从公共健康出发，研究基于城

市绿地系统和城市景观设计的公众健康层级需求、公众健康

机制构建和城市建设策略实施等 [12-13]。二是从微观层面的园

林植物本身出发，研究芳香植物挥发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

保健功能 [14-15]。

可持续发展产业是健康特色小镇最基本的要素 [16]，以创

新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生态系统基础模型，构建创新

生态体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动力培育 [17]。协同利用

区域内外优势资源，消减大多数特色小镇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和难点，以空间利用为导引，创新特色小镇发展模式，积极

协调地区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冲突 [18]。目前，针对特色

小镇健康性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基于三生功能评价的指标

体系、基于地区发展指数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基于生态

服务功能性及生态敏感性的生态适宜性区域模型来评价其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19]。健康特色小镇的建设强调以生态基础格

局和生态建设研究为切入点，以空间规划为手段，以特色小

城镇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 [20]，通过创新

思维方式为特色小镇生态建设提供技术和知识支撑 [21]。此外，

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还涉及策略、思路和方法研究，以及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能力研究 [22-23]。

2 健康视野下的特色小镇规划与设计思路

基于健康视野的特色小镇规划设计实质是“人—天—地”

相互关系在特色小镇规划与设计的应用，是人类活动、资源

利用和空间开发等三者耦合关系的空间落实，更是实现人居、

健康和风景互动共赢的重要手段。健康的特色小镇规划与设

计以“目标确立—结构与功能引导—空间规划与设计”为基本

思路，在纵向层面遵从“目标—策略—落实”的基本序列，在

横向层面从“宏观—中观—微观”空间层次来探究土地利用、

绿地系统和居住环境三者的空间调控方法和实施手段。进而实

现风景园林在不同空间维度的空间利用引导目的（图1）。具体

内容包括：

（1）目标确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人类活动、资源

利用和空间利用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核心，通过场域空间格局

优化、资源统筹布局、景观环境营造等，实现人居环境建设

的愿景。

（2）结构与功能引导。结合三生空间分布、绿地系统结构

和资源环境利用，对区域建设与发展进行特征识别和设计引

导，为准确把握场域空间利用提供基础。

（3）空间规划与设计。基于结构与功能的引导，从场域土

地规划、景观格局优化和微空间营造三方面出发，将风景园林

的健康、生态和人居三元耦合和互动共赢的综合关系落实到国

土空间开发中。

3 慈湖杨坝规划设计

慈湖杨坝位于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东临环山水系及北侧

支流、南接笔架山路、西侧为巷子路、北侧为现状山丘，在区

位上具有服务周边智慧小镇和健康小镇的接待客厅优势，但

整体品质不高，无法满足现代生活和休闲的需求（图2）。通过

梳理现状发现，该基地具有四个特征：

（1）村落景观格局较为完整。自然山水格局、道路及沿线

的自然风景良好，溪流、水景、农田、山林及村庄等赋予了基

地丰富的景观多样性。

（2）基地内外部形成了各类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水稻

产量高、水产养殖效益好，但服务设施的建设滞后致使服务

型行业无法发挥其区位优势，村内经济发展缺乏内生驱动力和

外生牵引力，区域特色不明显。

（3）村落内外部交通便捷，道路网脉络清晰，主要道路

能够满足行车需求，但人车混行，导航系统缺失，景观设施可

读性较差。

（4）村落建筑形态自然、疏密得当，以1~2层徽派建筑集

中分布为主，但部分建筑质量较差、村民自建乱搭及立面效果

不佳等问题严重影响徽派建筑风貌。鉴于此，研究在吸取现

有特色小镇和风景园林的健康性规划设计基础上，融合了风

景园林健康理论的核心理念，结合健康特色小镇规划与设计

的技术路线制定，分别从总体方案、空间格局、山水格局和

微空间营造四个方面阐述该基地的规划设计成果。

3.1 总体方案

为了解决现状村落品质较低、功能失调、产业不均、设施

落后、服务欠佳等问题，课题在认真研析场地环境的基础上，

尽力发挥场地肌理优势，在规划与设计引导中融合了时尚现代

的文化审美，隐现传统地域文化特质，运用生态可持续构建

技术将慈湖杨坝打造成一个“宜人、秀丽、精致”的健康休闲

小镇（图3）。

方案从人类活动、资源利用和空间开发三个方面考虑，结

合慈湖杨坝特有的发展优势，构建 “一环、两带、三核”的空

间结构。充分利用村落生态资源构建生态休闲环和东侧滨水景

观带，发挥村落特色、资源优势，在村落内部形成一条贯穿东

西的特色产业提升带，将人类活动与地域特色产业和资源相融

合，打造公共服务核心、特色民宿核心和企业创意核心（图4），

形成“人—天—地”融合协调的功能布局。结合“风景、健康

和人居”三元一体互动共赢的耦合空间体系，研究分析村落

“三生”发展的敏感性、适宜性和可持续性，在村内形成8大功

能，展示村落“宜人、秀丽、精致”的发展愿景（图5）。

3.2 空间格局规划设计

人类活动对空间利用的效率应强调三生空间的协调强

度，慈湖杨坝特色小镇的健康性设计时采用了以“三生空

间”三线划定为支撑的场域土地利用规划。慈湖杨坝依托场

域现状和发展定位进行空间“三线”划定（图6）。优先考虑

人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从人的需求出发，将物质条件作为人

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结合资源分布情况将非农业用地划分

为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以实现人类活动对周边资源的有效

利用。强调场域生态环境的维育，将生态空间划分为生态型

和农业型。前者作为健康特色小镇发展的环境保障，后者

则是将生态农业发展作为特色小镇的健康性建设源源不断

的驱动力量。

提升生态空间景观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完整性（图7）。

构建以生态维育为主的滨水景观带、现代农业发展区和自然林

地，使其成为场域空间内外部具有生态保障功能的景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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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特指一定空间范围内风景生态保护、健康产业发展、人

居环境营造的三元耦合和互动多赢关系，是基于国土空间开

发与利用的“人—天—地”协调关系维育 [1]。“健康、生态、人

居”三者作为人居环境的子系统，其三元耦合关系是人居环

境空间调控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标。本研究试图从土地利用、

绿地系统和居住环境三个方面对特色小镇进行策略和实施方

案的规划与设计引导，这是特色小镇人居环境空间调控研究

和实践的重要核心。

1 特色小镇的风景园林健康研究

现有风景园林健康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基于风景园林与公众健康生活相互关系的健康性设

计。西方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到如今

已逐步形成为健康生活而设计的理念 [2-3]。国内主要以城市绿

色开放空间系统、滨水景观、城市园林与公园、住区、康养区

等为规划与设计对象，强调将健康理念与生态学相结合，注

重规划与设计的要素、策略和健康效用等研究 [4-5]。

（2）基于森林生态系统和城市景观环境的风景园林健康

性评价。以健康度评价和生态系统营建为主，注重健康森林

生态系统的建设路径和健康程度重要性等研究 [6-7]。通常采用

AHP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城市景观环境的健康度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评价方法 [8-9]。

（3）基于城市街区景观和不同类型的城市景观环境与公

众健康的关系研究 [10-11]。一是从公共健康出发，研究基于城

市绿地系统和城市景观设计的公众健康层级需求、公众健康

机制构建和城市建设策略实施等 [12-13]。二是从微观层面的园

林植物本身出发，研究芳香植物挥发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

保健功能 [14-15]。

可持续发展产业是健康特色小镇最基本的要素 [16]，以创

新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分析生态系统基础模型，构建创新

生态体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动力培育 [17]。协同利用

区域内外优势资源，消减大多数特色小镇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和难点，以空间利用为导引，创新特色小镇发展模式，积极

协调地区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矛盾冲突 [18]。目前，针对特色

小镇健康性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基于三生功能评价的指标

体系、基于地区发展指数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基于生态

服务功能性及生态敏感性的生态适宜性区域模型来评价其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19]。健康特色小镇的建设强调以生态基础格

局和生态建设研究为切入点，以空间规划为手段，以特色小

城镇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 [20]，通过创新

思维方式为特色小镇生态建设提供技术和知识支撑 [21]。此外，

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还涉及策略、思路和方法研究，以及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能力研究 [22-23]。

2 健康视野下的特色小镇规划与设计思路

基于健康视野的特色小镇规划设计实质是“人—天—地”

相互关系在特色小镇规划与设计的应用，是人类活动、资源

利用和空间开发等三者耦合关系的空间落实，更是实现人居、

健康和风景互动共赢的重要手段。健康的特色小镇规划与设

计以“目标确立—结构与功能引导—空间规划与设计”为基本

思路，在纵向层面遵从“目标—策略—落实”的基本序列，在

横向层面从“宏观—中观—微观”空间层次来探究土地利用、

绿地系统和居住环境三者的空间调控方法和实施手段。进而实

现风景园林在不同空间维度的空间利用引导目的（图1）。具体

内容包括：

（1）目标确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人类活动、资源

利用和空间利用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核心，通过场域空间格局

优化、资源统筹布局、景观环境营造等，实现人居环境建设

的愿景。

（2）结构与功能引导。结合三生空间分布、绿地系统结构

和资源环境利用，对区域建设与发展进行特征识别和设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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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间规划与设计。基于结构与功能的引导，从场域土

地规划、景观格局优化和微空间营造三方面出发，将风景园林

的健康、生态和人居三元耦合和互动共赢的综合关系落实到国

土空间开发中。

3 慈湖杨坝规划设计

慈湖杨坝位于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东临环山水系及北侧

支流、南接笔架山路、西侧为巷子路、北侧为现状山丘，在区

位上具有服务周边智慧小镇和健康小镇的接待客厅优势，但

整体品质不高，无法满足现代生活和休闲的需求（图2）。通过

梳理现状发现，该基地具有四个特征：

（1）村落景观格局较为完整。自然山水格局、道路及沿线

的自然风景良好，溪流、水景、农田、山林及村庄等赋予了基

地丰富的景观多样性。

（2）基地内外部形成了各类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水稻

产量高、水产养殖效益好，但服务设施的建设滞后致使服务

型行业无法发挥其区位优势，村内经济发展缺乏内生驱动力和

外生牵引力，区域特色不明显。

（3）村落内外部交通便捷，道路网脉络清晰，主要道路

能够满足行车需求，但人车混行，导航系统缺失，景观设施可

读性较差。

（4）村落建筑形态自然、疏密得当，以1~2层徽派建筑集

中分布为主，但部分建筑质量较差、村民自建乱搭及立面效果

不佳等问题严重影响徽派建筑风貌。鉴于此，研究在吸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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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空间营造四个方面阐述该基地的规划设计成果。

3.1 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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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审美，隐现传统地域文化特质，运用生态可持续构建

技术将慈湖杨坝打造成一个“宜人、秀丽、精致”的健康休闲

小镇（图3）。

方案从人类活动、资源利用和空间开发三个方面考虑，结

合慈湖杨坝特有的发展优势，构建 “一环、两带、三核”的空

间结构。充分利用村落生态资源构建生态休闲环和东侧滨水景

观带，发挥村落特色、资源优势，在村落内部形成一条贯穿东

西的特色产业提升带，将人类活动与地域特色产业和资源相融

合，打造公共服务核心、特色民宿核心和企业创意核心（图4），

形成“人—天—地”融合协调的功能布局。结合“风景、健康

和人居”三元一体互动共赢的耦合空间体系，研究分析村落

“三生”发展的敏感性、适宜性和可持续性，在村内形成8大功

能，展示村落“宜人、秀丽、精致”的发展愿景（图5）。

3.2 空间格局规划设计

人类活动对空间利用的效率应强调三生空间的协调强

度，慈湖杨坝特色小镇的健康性设计时采用了以“三生空

间”三线划定为支撑的场域土地利用规划。慈湖杨坝依托场

域现状和发展定位进行空间“三线”划定（图6）。优先考虑

人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从人的需求出发，将物质条件作为人

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结合资源分布情况将非农业用地划分

为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以实现人类活动对周边资源的有效

利用。强调场域生态环境的维育，将生态空间划分为生态型

和农业型。前者作为健康特色小镇发展的环境保障，后者

则是将生态农业发展作为特色小镇的健康性建设源源不断

的驱动力量。

提升生态空间景观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完整性（图7）。

构建以生态维育为主的滨水景观带、现代农业发展区和自然林

地，使其成为场域空间内外部具有生态保障功能的景观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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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特色小镇规划与设计的技术路线
2. 基地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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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入口

2.综合管理中心

3.生态停车场

4.公共服务中心

5.企业创意中心

6.文化活动广场

7.景观水塘

8.亲水栈道

9.休闲山庄

10.次入口

11.特色民宿

12.生态度假酒店

13.特色商业街

14.休闲健身步道

15.规划消防用地

16.规划供电用地

17.环山水系

维持好其基质作用。增强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类空间之间的

协调关系。全面剖析慈湖杨坝特色小镇健康性发展的敏感性、

适宜性和可持续性，在现有非建设用地的布局基础上，结合

周边智慧小镇和健康小镇的发展需要，研析村落“三生空间”

的土地利用性质，强调人类活动对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对空

间开发的敏感性，以及空间利用与资源开发之间的适宜性。

3.3 山水格局规划设计

山水格局强调空间利用与资源统筹之间的适宜度，慈湖杨

坝致力于依托自然生态环境，隐现传统地域文化元素，追求

返璞归真的人文精神。

3.3.1 绿地系统结构

在进行慈湖杨坝的绿地系统构建时，应充分考虑空间要

素的布局形态，将景观资源与土地利用进行有机结合，形成

以“山、田、村、水”为一体的“一廊三渗、四景相应”绿地

系统景观结构（图8）。其中，“一廊三渗”指以南北滨水区域

为代表的湿地景观廊道，其景观渗透至田园观光区、村落核

心区和休闲山庄区等三个景观单元；“四景相应”指的是以山、

田、村、水四种景观要素为代表的相互呼应关系。全面实现增

强“山、田、村、水”等绿地系统要素空间协调性的目的。

3.3.2景观格局优化

以“基质—廊道—斑块”景观格局模式引导慈湖杨坝的场

域空间利用（图9）。

（1）增强核心景观区（村落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增加村

落内部小型绿地斑块的数量，提升道路廊道的生态功能，以

廊道的连通性构建小型绿地斑块之间的活动廊道。

（2）维育休闲山庄区的完整性。该区域构成了村落的生态

基地，是具有决定性生态功能的大型基质景观，要维育和提

高其生态多样性和生态过程，保障动植物的生态系统完整性。

（3）维持田园风光区的景观均衡性。在不突破现在生态

红线的基础上，降低斑块的密度和斑块形状指数，通过维持

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来保证内部生态系统的均衡性，为田

园风光的营造提供支持。

（4）保持湿地景观廊道的综合性。以南北水系为支撑，

将湿地系统的生态原真性作为湿地廊道建设的关键，确保湿

地系统的生态多样性和系统复杂性，为田园观光区、村落核心

景观区和休闲山庄区三个区域的景观渗透提供基础。

3.4 微空间规划设计

微空间景观营造是特色小镇健康发展的基本手段，注重

现有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对“宅—园—院”空间利用的敏感

性，慈湖杨坝的村落景观营造分别要从村落内部的资源环境

现状和发展目标出发，构建以“三生空间”敏感性、适宜性和

可持续性为引导的人居环境空间。

（1）资源环境利用。在进行空间统筹布局时充分考虑资

源利用与空间开发的适宜性，以及空间对人为活动的敏感性，

以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原则，将核心景观区划分为8大业

态板块和35个商业组团，实现村落健康发展的业态统筹布局

（图10）。

（2）微空间景观营造。慈湖杨坝的微空间营造是通过严

控建筑风貌、优化景观设施和营造动植物群落多样性三个途

径，将以“风景生态保护、健康产业发展和人居环境营造”为

核心的风景园林健康理论落实到以单个组团为单位的“院—

园—宅”式景观规划与设计中，打破了克隆式的景观营造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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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是具有决定性生态功能的大型基质景观，要维育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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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中，“院”是以三维空间为支撑的复杂景观综合体，统

筹空间范围内的一切人、景观和资源；“园”是风景营造的载

体，是一切景观标识、景观设施、动植物群落等要素的有机

集合；“宅”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强调人文情怀和周边环境

的宜居性。具体营造方法包括：严控建筑风貌，传承徽派建

筑的主题构造、装饰艺术和建筑色彩；优化景观设施，注重

景观标识系统的可识别性，提升景观小品的人文气息和功能

性；丰富动植物群落多样性，强调动植物的物候美，结合景

观生态学理论，合理布局景观要素的空间布局，营造四季四色

院落景观（图11）。

4 结语

慈湖杨坝是以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完整的自然肌理为优势背

景，在场域空间范围内，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健康、生

态、人居”的空间关系耦合、互动和多赢。从空间角度出发，

紧扣风景园林健康理论的内涵关系，以人类活动对空间开发

的敏感度、资源利用与空间开发的适宜性和人对资源利用的可

持续性为切入点，将场域建设发展和生态维育之间的关系与

健康性特色小镇的建设内容相结合，分别从空间格局、山水

格局和微空间景观三个维度对慈湖杨坝进行性规划设计引导。

坚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国土开发的科学性是建设健康型

特色小镇的基本前提，强调以风景园林健康理论为指导的场

域土地规划、景观格局优化和微空间营造等是提升特色小镇

人居环境空间质量的根本路径，落实基于“健康、生态、人

居”三元耦合和互动多赢的关系均衡与协调是建设和发展健

康型特色小镇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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