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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国土辽阔,每个城镇有其独特的地方。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将多种元素运用其中,突出本土地域特色,展现

各地区精神文明风貌,响应时代号召,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尊重自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氛围。本文在对特色小镇生

态景观体系规划原则作出分析与简述的基础上,就其具体实施策略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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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小镇建设中的生态景观要素 

1.1 自然环境 

自然景观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同地区

具有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其自然特色也有所不同。规

划特色小镇景观时,一定要遵循本地区的自然生长规律,维

护生态平衡,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1.2 城镇建筑 

建筑物是特色小镇建设的细胞,是小镇形成的基础,也

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形象与发展特色。我国城镇建筑大体被分

为两类,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其一,“传统建筑”,是指历

史遗留下来,且具有历史特色、地域特色的建筑景观,例如古

代民居的四合院、祠堂、窑洞、客栈等,其建筑时间相对较

长,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二,“现代建筑”,

外立面无需整修建筑原貌现代建筑,以及修整过的非原貌现

代化建筑,调整影响视觉效果的建筑景观,使建筑风格能够

与小镇风格有机的融为一体。 

1.3 道路交通 

道路交通是小镇建设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涵盖道路、桥

梁、硬质铺装场地等。为突出小镇建设特色,应确保道路交通

建设风格能够与小镇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合二为一,彰

显地域特色。便利的交通能够吸引众多游客到小镇参观、旅

游,加快小镇经济的发展。 

1.4 河流湖泊 

河流湖泊与上文所讲述的自然环境有所区分,自然环境

中的河流与湖泊是自然环境下一种具有流动性、活性的水体,

本处所指的河流湖泊是由人工建设而成的喷泉、人工湖、运

河等水体景观。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水体特征,尤其是部

分小镇缺乏自然河流湖泊,建设喷泉、人工湖、运河对小镇

景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河流、湖泊也应参考小镇的地

域特色,将小镇的人文风俗与景观规划有效结合在一起,展

现小镇特色景观的动态美与静态美。 

1.5 景观小品 

景观小品通常被分为三类：其一,“景观建筑物类”,例

如景观平台、景观塔、景观亭、休息长廊、林水榭等,该建筑

小品主要是为人们提供休息以及观赏的空间,风格典雅、形式

简介、取材廉价,能够与周围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小镇

特色景观的一部分；其二, 

“实用设施类”,例如健身器材、护栏、照明灯具、指示

牌、座椅、指示牌等,能够为人们提供休息、娱乐、健身、指

引、安全、整洁的功能；其三,“点 类小品”,例如景观墙、

雕塑、花台等,具有较强的主题性、艺术性,能够提升人们的

审美意识,增强特色小镇的趣味性,丰富小镇景观设计内容。 

2 特色小镇生态景观体系规划原则 

2.1 因地制宜原则 

不同小镇具有不同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其地貌特征、

气候特征具有极大的差异,从节约资源、降低施工成本、提

升经济效益的角度分析,特色小镇需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深

化地域特色,打造具有较强独特性、地域性的景观小镇。一

直以来,因地制宜均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原则,能够有效降低

人力、财力和物力,提升资源利用率,强化地域特色,深化“特

色”理念。 

2.2 以人为本原则 

“人”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深

化以人为本发展原则,从人的角度入手,分析不同小镇居民的

生活特点,了解小镇民族风情,将人与自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彰显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使小镇相关设计能够很好地为当地

居民服务,为不同群体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心理需求与生理需

要,尊重人的审美意识,提升人们的审美观念,积极发扬地域

文化,使小镇居民能够从中获取较强的归属感。 

2.3 整体性原则 

特色小镇的景观建设与当地社会环境、政治文化、经济

体制、科学技术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且景观建设不可孤立存

在,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原则。从宏观角度来看,特色

小镇景观规划与小镇近期发展目标以及远期目标具有一致性,

在发展中深化小镇景观特色,运用城镇规划学、环境行为心理

学、景观生态学、人居环境学、园林美学等理论,将小镇内部

风情与景观元素相结合,形成一个完美的发展体系。 

2.4 经济性原则 

经济发展是加快特色小镇建设的推动力,需要当地政府

积极引导,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特色小镇景观建设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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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保证。因政府资金有限,小镇建设应根据本地区经济体

系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景观设计方案,确保建设方案具有

可行性,避免特色小镇过程中的盲目性。 

2.5 文化性原则 

文化是提升小镇特色的品质,能够彰显小镇历史底蕴,提

升居民对小镇建设的认可程度,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传承历史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优化风景规划理念,提高居民

品味,加快小镇风景建设的发展。例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小镇,

可将本民族特色融入风景园林建设中,提升文化底蕴,使本民

族人民能够牢记文化精髓,使外来游客能够体会少数民族文

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2.6 特色性原则 

“特色”是小镇风景建设的基本内涵,主要指小镇景观的

性质与设计结构。构成特色小镇景观有两个因素：其一,自然

因素,以自然条件为发展基础,展现小镇地域特色；其二,人文

因素,以人类活动作为发展基础,彰显小镇人们的创造力。在设

计小镇风景时,应充分发挥小镇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历史环

境、气候环境的优势,科学、合理地设计小镇整体形象、建筑

小品、道路桥梁,做好文化宣传工作,深入挖掘小镇特色。 

3 特色小镇生态景观体系规划策略 

3.1 以生态概念为核心基础 

生态景观体系规划是景观设计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有机

融合互动,宏观尾度上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微观层次

上则影响了居民的主观感受。在具体操作中,特色小镇生态

景观体系规划要坚持绿色化原则引导,各环节审评中均需充

分考虑能否达到预期环境效益,尽量减少人工设计所产生的

负干扰。相比于一般的景观设计,生态景观体系规划更加强

调从生命要义入手,从生命体系的整体性出发,关注其自身

的复杂性,协调好人、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以满足可

持续发展战略需求。从另一个维度上讲,生态景观体系建设

还发挥了一定的教化功能,能够激发人们对美好自然环境的

向往与保护欲望,引导他们主动体验、关怀环境。 

3.2 以传承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 

小镇特色的彰显,不仅仅在于其建筑外观设计,关重点体

现在其历史文化传播与再现,以满足人们的文化情怀。在漫长

的历史演进中,时间沉淀积累下的文化魅力无所比拟,也是各

个区位特色发展的根本。在特色小镇生态景观体系规划中,要

注重在线性空间布局上形成连续的文化体验长廊,奏响精神

音符的乐章,使受众获得良好的动态体验。 

3.3 合理规划产业布局 

由于特色小镇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经济主体构成基本包

括农业和工业两种。针对于此,要加快农业、工业产业结构

布局转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进而激

发他们的精神追求,为特色小镇生态景观体系规划建设奠定

扎实的民众基础。我们要依托自身既有的良好生态环境,着

力发展绿色农业,大力推行无公害生产技术,保护生态及人

类健康。同时,针对工业污染严重的特性,大力发展园区建设,

重视环境监察力度,并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加速升级改造,支

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注重内部环境优化与治理,塑造特色

小镇风貌,吸引外来投资,继而为特色生态景观体系规划与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3.4 完善功能划分 

特色小镇生态景观体系规划的完善的功能配置包括生态

调节区、产品供应区以及人居保障区。其中,生态调节区的敏

感性 强,极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影响,从生态的维度上讲,

不适宜建设用地类型,是重点保护区域。相比之下,产品供应

区有着较强的抗干扰能力,生态敏感性表现一般,因而基本适

宜用地区域,可作为经济林生产、种植业、养殖业、旅游发展

等的重点区域。此外,人居保障区的生态敏感性及生态服务功

能都比较弱,王要适宜人类居住用地。针对上述情况,特色小

镇生态景观体系规划,要切实做好现场调研工作,理性分析各

个功能区域划分,并选择合适的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在此过程

中,要充分做好数据库整理、建设工作,坚持科学的研究心态,

尊重客观数据,合理规划用地性质,并针对性地制定生态景观

体系规划。 

4 结束语 

特色小镇生态景观应彰显当地历史底蕴、文化内涵,体

现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注重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节约能

源,提升资源利用率,将小镇风景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

在一起,体现小镇地域风貌,彰显小镇地域特色,落实可持续

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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