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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扬州市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规划设计为例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st Bel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Bank Based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ory
—Take the Forest Belt Landscape Planningalong Yangzhou Jiangdu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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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带作为具有防护作用的带状植物群落，是统一长江两岸景观风貌，发挥生态修复功能的

有效方式。本文简要阐述生态修复的概念，梳理总结出指导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的方法，

作为探索扬州市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探讨如何有效地

将生态修复理论与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设计相结合，并利用对应的生态修复方法架构沿江两

岸的林带景观，以达到景观设计与生态修复理论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风景园林；林带景观营造；生态修复；长江岸线

Abstract

Forest belt, as a protective zonal plant commun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unify the landscape on both sid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give play to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brie� y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methods to guide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st bel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coastline. It also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xploring th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forest bel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Jiangd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ffectively combin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ory with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forest belt along the river, and how to use the correspond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landscape of forest belt along the river,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landscape desig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ory.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res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两岸人类活动的影响，长江沿岸的生态系统

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沿江两岸的景观风貌整体呈现出过度开发的工业

景象和林木破坏的杂乱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岸线从分散利用向全面开

发利用转变 [1]，沿江产业迅速布局，建设用地急剧扩张，集聚散布的码头、工

厂以及废弃地造成一系列长江岸线生态问题。长江岸线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战

略资源，其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对沿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求，扬州市江都

经济开发区开展沿江区域林带规划与景观风貌提升工作。本文旨在总结长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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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林带景观营造方法，以此加强长江岸线的生态资源保护，实

现长江岸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沿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 长江岸线生态问题剖析

长江岸线指长江沿线一定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空间，是

水域和陆域的结合带 [2]。长时间的岸线演变过程加上不合理的

岸线开发形式使得长江岸线主要包括的湿地、农田、建筑工业

以及废弃地产生较多的生态问题 [3]，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交界区域生态污染严重。许多沿江城市生活区与长江

之间被港口、工厂隔离，两者交界区域往往是土地使用和管

理充满冲突的区域 [4]，工厂港口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气味污染

物、尘土污染物影响到景观与城市居民休闲。

（2）用地环境污染加剧。长江的用地污染主要来源于三个

方面：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污染，建筑工业废弃地垃圾污

染；农业废水的污染，包括化肥农药污染、畜禽养殖业污染、

农业固体废弃物等；航运量激增带来大量船舶废水废油排放

的污染。

（3）开发无序造成林木及湿地资源破坏严重。长江岸线

原本生态环境良好，林木资源丰富且森林覆盖率较高，湿地

面积大且保存良好，近些年由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长江岸线

林带断带现象明显。过度密集的港口建设、临江工业开发不

当占用生态林和湿地空间使其生态功能丧失，长江两岸生物

多样性降低，植物群落结构单一，严重危害长江水质和水生

生物生存。

（4）硬质驳岸影响水生态系统。硬质驳岸切断了驳岸土

壤与河湖水体之间的物质交换，污染物降解途径减少，初期

雨水形成的径流夹带有地表沉积的污染物质进入长江产生水

质污染，相比于生态驳岸减少了水生植被的种植面积，加剧

水土流失 [5]。

针对以上长江岸线常见问题，目前国内多在沿江构建长江

岸线生态防护景观林带，以形成沿江风光带。本文尝试总结

长江岸线林带景观的营造方法，以探索扬州市江都经济开发区

沿江区域的林带景观规划设计。

2 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理论及方法

2.1 生态修复理论

生态修复主要是指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在进行实践活动

中，结合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或利用人工工程技术措施，遵循

自然规律，利用自身的恢复调节能力重建生态平衡 [6]的过程。

目前，生态修复理论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中被广泛运用于矿

山废弃地、河流、农田、湿地等人为干扰因素较大的用地。众

多专家学者利用生态修复的理念和技术，将各种类型的景观

实例与可行性高的风景园林设计方法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新

的实施路径。

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是指在长江沿江两岸一定范围内，

营建具有多层次、多树种、多色彩、多功能、多效益的带状森

林景观 [7]。林带所形成的生态廊道可以修复景观破碎化，是长

江岸线主要发挥风貌提升作用的结构功能性景观。与传统的

将生态修复理论引入某一特定用地类型的设计方法不同，长

江沿岸景观风貌包含多种性质的用地类型，为了使长江沿岸景

观风貌既统一又各具特色，必然要针对不同的用地类型，选

择与其相适应的生态修复技术进行设计。长江岸线林带景观

营造在生态修复理论的指导下，不仅能够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恢

复改造，同时能将这种改造与当地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变，以及

城市经济转型等社会发展相结合。由此可见，生态修复包括自

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内容 [8]。

2.2 景观营造方法

（1）生态湿地——固土护坡、林带重建。沿江废弃农田

和呈自然原始状态区域可通过退耕还林的形式恢复、改造或

重建湿地景观，重要节点打造滨江湿地公园。沿江滩涂湿地

设置植被缓冲带拦截入河污染物，提供连续多样的生境；内

陆湿地挖掘沟渠、坑塘调节地表径流，沿水田边界构建系统

的林网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湿地公园内为防止水体富营养化

利用生态浮岛技术种植种类丰富的树岛加强生境异质性 [9]。

（2）工业美化——景观修补、绿化改造。沿江继续运作

的工厂生产空间常会造成视觉上的厚重感，在厂前区、生产

区、生活区等不同工业厂区环境见缝插针进行景观修补，种

植植物组团，有效改善工业区域景观效果 [10]；工业厂区内现

存的乡土植物资源可以适应恶劣的生长环境，是今后绿化改

造中的优良植物树种，可以用来建造花园或创造自然野趣的

林带景观 [14]。

（3）污染治理——棕地修复、水土防治。沿江区域内闲

置废弃的厂房可能已经成为被污染的棕地，可根据政府要求

保留或拆除工业遗存物，利用棕地修复技术以土方量为基准

营造地形，阻隔雨水接触棕地，种植适宜植物林催化降解土

壤中的有机污染，构建棕地再生景观系统；对于运作中的工厂，

其周边空气污染、扬尘严重，集中式污染使得沿江区域景观断

裂、土壤裸露，可在工厂周边设计宽度为9～30 m的多功能林

带，作为生态缓冲带拦截、减弱气雾漂移 [11]；以稠密草皮作为

缓冲带植被下的地表覆盖物，通过首次过滤—二次下渗—三次

下渗，完成植物过滤过程，截留地表径流中的沉积物和地下水

中的污染颗粒。

（4）生态农业——绿色间作、农田防护。沿江区域内陆

农田留下面源污染，植被单一，生态稳定性较低，对于此类用

地可根据用地性质改变或修复现有农田，营造农田防护林 [12]。

垂直于主风方向选择适应立地和土壤情况的木本植物成排种

植林带，既能提供合适的遮阴且不产生抑制作物生长的化学物

质，在保护间作作物的基础上完善生态系统，丰富景观层次；

在农田两侧修建防风带，密度保持在30%～40%之间，通过减

少侵蚀、改善小气候、保持土壤湿度降低大风对农作物的破

坏等提高产量 [11]。

3 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规划设计

3.1 项目概况

江都经济开发区位于长三角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带，地

处江苏省扬州市的东部，属于苏中沿江地区，距离上海约

250 km，距离南京、“苏锡常”地区约100 km，是上海辐射长

江以北区域路径中的重要节点。沿江区域规划改造岸线总长

度约20 km，其中夹江线西至大桥镇与仙女镇交界处约7 km，

长江段约13 km，改造范围为陆地与岸线垂直距离1 km范围内

（图1）。沿江两段囊括了森林、滩涂、工业、湿地等多种用

地类型，是一条生态问题较多的岸线。项目对沿江区域重要

节点进行生态修复，同时串联滨江防护林带形成丰富错落的

长江沿岸生态林带景观。

3.2 调研分析

通过对沿江区域岸线改造范围的调研分析可知，沿江生

态本底类型丰富，包括废物堆积处和建筑工业、湿地、自然

植被天然林、港口码头和农田等景观风貌类型。各类型用地

生态问题繁杂，比如建筑垃圾地污染严重渗入地底；沿江湿

地丰富，有芦苇滩涂形成多样季相景观；乡土植物形成天然的

植被林；港口码头虽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拆除，但地面硬质

化程度较高；沿江水热资源丰富，内陆农田土壤肥沃。调查区

内的植物群落多以次生发育及人为抚育为主，受周围环境及人

为活动干扰影响严重 [13]。沿江区域现状存在多家大型企业，主

要是造船、特钢、水泥生产及配套的物流产开发区。大型重

工业企业虽多，但是岸线占比小且分布集中，整体岸线以原生

态为主，复绿潜力大，可塑性强。

3.3 规划分区与节点设计

根据场地现状，结合生态红线划分图与沿江产业布局图，

1
1. 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岸线改造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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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林带景观营造方法，以此加强长江岸线的生态资源保护，实

现长江岸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沿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 长江岸线生态问题剖析

长江岸线指长江沿线一定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空间，是

水域和陆域的结合带 [2]。长时间的岸线演变过程加上不合理的

岸线开发形式使得长江岸线主要包括的湿地、农田、建筑工业

以及废弃地产生较多的生态问题 [3]，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交界区域生态污染严重。许多沿江城市生活区与长江

之间被港口、工厂隔离，两者交界区域往往是土地使用和管

理充满冲突的区域 [4]，工厂港口产生的空气污染物、气味污染

物、尘土污染物影响到景观与城市居民休闲。

（2）用地环境污染加剧。长江的用地污染主要来源于三个

方面：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污染，建筑工业废弃地垃圾污

染；农业废水的污染，包括化肥农药污染、畜禽养殖业污染、

农业固体废弃物等；航运量激增带来大量船舶废水废油排放

的污染。

（3）开发无序造成林木及湿地资源破坏严重。长江岸线

原本生态环境良好，林木资源丰富且森林覆盖率较高，湿地

面积大且保存良好，近些年由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长江岸线

林带断带现象明显。过度密集的港口建设、临江工业开发不

当占用生态林和湿地空间使其生态功能丧失，长江两岸生物

多样性降低，植物群落结构单一，严重危害长江水质和水生

生物生存。

（4）硬质驳岸影响水生态系统。硬质驳岸切断了驳岸土

壤与河湖水体之间的物质交换，污染物降解途径减少，初期

雨水形成的径流夹带有地表沉积的污染物质进入长江产生水

质污染，相比于生态驳岸减少了水生植被的种植面积，加剧

水土流失 [5]。

针对以上长江岸线常见问题，目前国内多在沿江构建长江

岸线生态防护景观林带，以形成沿江风光带。本文尝试总结

长江岸线林带景观的营造方法，以探索扬州市江都经济开发区

沿江区域的林带景观规划设计。

2 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理论及方法

2.1 生态修复理论

生态修复主要是指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在进行实践活动

中，结合物理修复、化学修复或利用人工工程技术措施，遵循

自然规律，利用自身的恢复调节能力重建生态平衡 [6]的过程。

目前，生态修复理论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中被广泛运用于矿

山废弃地、河流、农田、湿地等人为干扰因素较大的用地。众

多专家学者利用生态修复的理念和技术，将各种类型的景观

实例与可行性高的风景园林设计方法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新

的实施路径。

长江岸线林带景观营造是指在长江沿江两岸一定范围内，

营建具有多层次、多树种、多色彩、多功能、多效益的带状森

林景观 [7]。林带所形成的生态廊道可以修复景观破碎化，是长

江岸线主要发挥风貌提升作用的结构功能性景观。与传统的

将生态修复理论引入某一特定用地类型的设计方法不同，长

江沿岸景观风貌包含多种性质的用地类型，为了使长江沿岸景

观风貌既统一又各具特色，必然要针对不同的用地类型，选

择与其相适应的生态修复技术进行设计。长江岸线林带景观

营造在生态修复理论的指导下，不仅能够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恢

复改造，同时能将这种改造与当地民众生活状况的改变，以及

城市经济转型等社会发展相结合。由此可见，生态修复包括自

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内容 [8]。

2.2 景观营造方法

（1）生态湿地——固土护坡、林带重建。沿江废弃农田

和呈自然原始状态区域可通过退耕还林的形式恢复、改造或

重建湿地景观，重要节点打造滨江湿地公园。沿江滩涂湿地

设置植被缓冲带拦截入河污染物，提供连续多样的生境；内

陆湿地挖掘沟渠、坑塘调节地表径流，沿水田边界构建系统

的林网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湿地公园内为防止水体富营养化

利用生态浮岛技术种植种类丰富的树岛加强生境异质性 [9]。

（2）工业美化——景观修补、绿化改造。沿江继续运作

的工厂生产空间常会造成视觉上的厚重感，在厂前区、生产

区、生活区等不同工业厂区环境见缝插针进行景观修补，种

植植物组团，有效改善工业区域景观效果 [10]；工业厂区内现

存的乡土植物资源可以适应恶劣的生长环境，是今后绿化改

造中的优良植物树种，可以用来建造花园或创造自然野趣的

林带景观 [14]。

（3）污染治理——棕地修复、水土防治。沿江区域内闲

置废弃的厂房可能已经成为被污染的棕地，可根据政府要求

保留或拆除工业遗存物，利用棕地修复技术以土方量为基准

营造地形，阻隔雨水接触棕地，种植适宜植物林催化降解土

壤中的有机污染，构建棕地再生景观系统；对于运作中的工厂，

其周边空气污染、扬尘严重，集中式污染使得沿江区域景观断

裂、土壤裸露，可在工厂周边设计宽度为9～30 m的多功能林

带，作为生态缓冲带拦截、减弱气雾漂移 [11]；以稠密草皮作为

缓冲带植被下的地表覆盖物，通过首次过滤—二次下渗—三次

下渗，完成植物过滤过程，截留地表径流中的沉积物和地下水

中的污染颗粒。

（4）生态农业——绿色间作、农田防护。沿江区域内陆

农田留下面源污染，植被单一，生态稳定性较低，对于此类用

地可根据用地性质改变或修复现有农田，营造农田防护林 [12]。

垂直于主风方向选择适应立地和土壤情况的木本植物成排种

植林带，既能提供合适的遮阴且不产生抑制作物生长的化学物

质，在保护间作作物的基础上完善生态系统，丰富景观层次；

在农田两侧修建防风带，密度保持在30%～40%之间，通过减

少侵蚀、改善小气候、保持土壤湿度降低大风对农作物的破

坏等提高产量 [11]。

3 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林带景观规划设计

3.1 项目概况

江都经济开发区位于长三角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带，地

处江苏省扬州市的东部，属于苏中沿江地区，距离上海约

250 km，距离南京、“苏锡常”地区约100 km，是上海辐射长

江以北区域路径中的重要节点。沿江区域规划改造岸线总长

度约20 km，其中夹江线西至大桥镇与仙女镇交界处约7 km，

长江段约13 km，改造范围为陆地与岸线垂直距离1 km范围内

（图1）。沿江两段囊括了森林、滩涂、工业、湿地等多种用

地类型，是一条生态问题较多的岸线。项目对沿江区域重要

节点进行生态修复，同时串联滨江防护林带形成丰富错落的

长江沿岸生态林带景观。

3.2 调研分析

通过对沿江区域岸线改造范围的调研分析可知，沿江生

态本底类型丰富，包括废物堆积处和建筑工业、湿地、自然

植被天然林、港口码头和农田等景观风貌类型。各类型用地

生态问题繁杂，比如建筑垃圾地污染严重渗入地底；沿江湿

地丰富，有芦苇滩涂形成多样季相景观；乡土植物形成天然的

植被林；港口码头虽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拆除，但地面硬质

化程度较高；沿江水热资源丰富，内陆农田土壤肥沃。调查区

内的植物群落多以次生发育及人为抚育为主，受周围环境及人

为活动干扰影响严重 [13]。沿江区域现状存在多家大型企业，主

要是造船、特钢、水泥生产及配套的物流产开发区。大型重

工业企业虽多，但是岸线占比小且分布集中，整体岸线以原生

态为主，复绿潜力大，可塑性强。

3.3 规划分区与节点设计

根据场地现状，结合生态红线划分图与沿江产业布局图，

1
1. 江都经济开发区沿江区域岸线改造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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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出不同性质的景观类型分区。针对典型节点，结合生

态修复技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分区中，在此基础上优化沿江区

域林带植物群落，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根据江都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图，可将规划设计场地分

为三种性质的景观类型分区：生态保育区、大型工业地整治区、

小型工业地重塑区（图2～图3）。针对不同分区，采取不同的

生态修复技术。

（1）生态保育区。包括生态红线划分区域和生态环境良

好区域，现多为农业湿地、滩涂湿地等生态本底保存较好、

人工干扰性较低的区域。规划设计重点在于注重场地的生态

效应，在保护现有的生态基础上优化生态系统，使其发挥生

态源的功能，旨在依托生态修复的关键技术，构建沿江湿地

生态本底。此区域具体措施：建立滨江防护林带，同时结合

滨江湿地公园内的植物设计模拟重建自然生境。

（2）大型工业地整治区。包括中海工业、大江化工等占地

面积大且不易变更用地性质的区域，多为集聚运作中的码头和

工厂。此区域林带设计重点在于隔绝运作工厂的污染，大工

厂前后均设置林带以隔离交界区域与滨江。此区域具体措施：

优化植物配置，对工厂内外空间进行景观修补，创造优美的厂

区生产环境与和谐的江岸工业风貌。

（3）小型工业地重塑区。包括上位规划中预计用地清退、

废弃工业用地等区域，现多为已废弃关闭的小型工厂。此区域

滨江林带设计无需隔离工厂，重点是保留绿化和废弃的建筑与

构筑物，营造若隐若现的后工业景观。此区域具体措施：在

移除小规模、重污染的落后企业基础上，通过棕地修复技术

塑造后工业景观。

为达到沿江岸线整体生态修复重建，各分区林带相互连

接形成整体的绿色廊道，将沿江的湿地公园、观光农园、居

住区等用地串联起来，形成有效提升沿江两岸景观风貌的风

光带（表1）。

4 结语

长江沿江两段囊括了森林、滩涂、工业、湿地等多种用地

类型，是一条生态问题较多的岸线。基于生态修复理论的林

带景观设计充分响应了“打造长江最美岸线”的需求，通过对

沿江区域不同类型土地状况进行区分，针对不同用地类型进行

生态修复，同时串联滨江防护林带形成丰富错落的长江沿岸生

态林带景观，优化沿江区域林带植物群落，有效提升长江景

观风貌。

表1 不同景观类型分区生态修复技术

景观类型
分区

生态修复
技术

原景观剖面图 修复后剖面图 生态修复效果

生态
保育区

建防护林带和
自然生境

大型工业地
整治区

     优化植物、
     景观修补

小型工业地
重塑区

棕地修复

2. 沿江区域林带规划类型分区图

3. 沿江区域林带规划分区效果图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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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总结出不同性质的景观类型分区。针对典型节点，结合生

态修复技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分区中，在此基础上优化沿江区

域林带植物群落，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根据江都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图，可将规划设计场地分

为三种性质的景观类型分区：生态保育区、大型工业地整治区、

小型工业地重塑区（图2～图3）。针对不同分区，采取不同的

生态修复技术。

（1）生态保育区。包括生态红线划分区域和生态环境良

好区域，现多为农业湿地、滩涂湿地等生态本底保存较好、

人工干扰性较低的区域。规划设计重点在于注重场地的生态

效应，在保护现有的生态基础上优化生态系统，使其发挥生

态源的功能，旨在依托生态修复的关键技术，构建沿江湿地

生态本底。此区域具体措施：建立滨江防护林带，同时结合

滨江湿地公园内的植物设计模拟重建自然生境。

（2）大型工业地整治区。包括中海工业、大江化工等占地

面积大且不易变更用地性质的区域，多为集聚运作中的码头和

工厂。此区域林带设计重点在于隔绝运作工厂的污染，大工

厂前后均设置林带以隔离交界区域与滨江。此区域具体措施：

优化植物配置，对工厂内外空间进行景观修补，创造优美的厂

区生产环境与和谐的江岸工业风貌。

（3）小型工业地重塑区。包括上位规划中预计用地清退、

废弃工业用地等区域，现多为已废弃关闭的小型工厂。此区域

滨江林带设计无需隔离工厂，重点是保留绿化和废弃的建筑与

构筑物，营造若隐若现的后工业景观。此区域具体措施：在

移除小规模、重污染的落后企业基础上，通过棕地修复技术

塑造后工业景观。

为达到沿江岸线整体生态修复重建，各分区林带相互连

接形成整体的绿色廊道，将沿江的湿地公园、观光农园、居

住区等用地串联起来，形成有效提升沿江两岸景观风貌的风

光带（表1）。

4 结语

长江沿江两段囊括了森林、滩涂、工业、湿地等多种用地

类型，是一条生态问题较多的岸线。基于生态修复理论的林

带景观设计充分响应了“打造长江最美岸线”的需求，通过对

沿江区域不同类型土地状况进行区分，针对不同用地类型进行

生态修复，同时串联滨江防护林带形成丰富错落的长江沿岸生

态林带景观，优化沿江区域林带植物群落，有效提升长江景

观风貌。

表1 不同景观类型分区生态修复技术

景观类型
分区

生态修复
技术

原景观剖面图 修复后剖面图 生态修复效果

生态
保育区

建防护林带和
自然生境

大型工业地
整治区

     优化植物、
     景观修补

小型工业地
重塑区

棕地修复

2. 沿江区域林带规划类型分区图

3. 沿江区域林带规划分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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