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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 对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市近 50 年来城市及区域景观

的演化与现状特征进行分析, 讨论了该区域城市景观生态建设的原则, 并提出榆林市城市景观生态

建设的重点。认为对沙漠边缘地区城市景观生态建设, 应强调区域基质背景的生态意义, 重视区域

基质与城市建成区景观、城市边缘区景观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强调对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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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分布在沙漠边缘及沙漠化地区的城市很

多, 在历史上已多次出现沙进人退、城市被迫迁移甚

至遭受灭顶之灾的现象。随着沙漠化过程的加剧, 中

国受沙漠化威胁的城市可能将迅速增加。城市作为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 城市景观强大的功能流

对区域景观产生深刻的干扰作用, 城市景观的生态

过程与格局不仅影响现代城市生态健康与安全[ 1 ] ,

也将对区域景观的生态安全格局产生影响。因此, 通

过对城市及区域景观的生态建设调控、景观的变化

方向和速率以实现景观的定向演变[ 2 ] , 通过合理地

规划景观格局, 使城市景观要素的数量及其空间分

布合理, 使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

流畅通, 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 可促进城市与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市

为例, 进行城市景观格局与生态建设研究。

1　研究区景观特征

111　区域景观演变历史

榆林曾是森林茂盛、牛羊塞道的富庶之地。由于

长期的屯兵与战争、移民垦殖等原因, 使天然植被遭

到严重破坏, 沙丘及沙漠化土地达 6 000 km 2, 植被

覆盖率降至 1. 8%。至清同治二年 (公元 1863 年) ,

北城部分城廓已被流沙掩埋。民国末期, 榆林城东、

西、北三面明沙起伏, 直逼城市。解放以后, 通过 50

年来的沙漠治理与开发, 整个沙区的生态环境发生

了明显的改善。 1998 年底, 榆林市林木覆盖率为

25% , 形成了一个带、片、网结合的防护林体系和以

粮、蛋、奶等为主的沙区经济系统, 同时在城郊治沙

的基础上, 榆林城形成了西沙、东沙、红山 3 个新城

区。

112　榆林市城市景观格局分析

11211　城市景观迅速扩张, 景观格局变化剧烈　解

放初, 榆林城廓面积达到 2. 1 km 2, 20 世纪 70 年代

形成南郊工业区和东沙新居住区, 80 年代开辟西

沙、红山新城区。至 1998 年, 这些新城区建设已具规

模, 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民宅等建筑增多, 街巷

基本形成, 榆林城区城建规模发展到 18 km 2。近 50

年来, 榆林城市建设规模扩大了 8 倍, 城区人口增加

了 5 倍多。榆林新城区 (除南郊工业区外)基本都处

于沙漠覆盖区, 城市边缘区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表现出沿着林草景观
开垦

农牧景观
退化

沙漠景观
治理

林草景观
开发

城市景观演变的过程。

11212　形成初步的城市景观功能分区　总体上, 榆

林城市景观可分为两个部分: 老城区和新城区。进一

步细分 (见图 1) , 老城区包括传统文化区、商业与文

化区; 新城区包括东沙新城区 (居住新区)、南郊工业



区、红山新城区 (居住新区)、西沙新城区 (行政、文

化、居住与工业区)。

图 1　榆林城市景观功能分区图

F ig. 1　M ap of landscape function district in Yu lin city

11213　新老城区景观差异显著　随着新城区的开

发, 城市边缘区迅速向生态保护区与防护林区扩展

并已对之构成威胁。在形成东沙、西沙、红山、南郊等

几个新区的同时, 主要交通廊道沿线成为城市扩张

轴。南郊新城区以工业、居住景观为主, 沿公路廊道

两侧分布, 主要景观类型分离度大, 破碎度较大, 残

余基质以黄土丘陵农林景观为主; 东沙和红山新城

区以居住景观为主, 依托老城区成团块状格局, 景观

类型少, 特别缺乏绿色斑块, 残余基质以沙丘及防护

林景观为主; 西沙新城区以居住、行政、文化与工业

景观为主, 已有一定的城建基础, 街区廊道部分硬化

且宽度较大, 景观斑块存在一定的空间高度梯度变

化, 缺乏绿地体系, 残余基质也以沙丘及防护林景观

为主。新城区共同表现出快速、粗放扩张, 景观多样

性低, 多以密集、低空间占用的居住景观为主, 缺乏

文化、商业以及绿地景观, 斑块类型少, 平均面积相

对较大, 功能不全, 交通廊道宽但等级低。老城区已

形成一定的城市景观体系, 斑块类型多, 平均面积相

对较小, 功能较齐全, 交通廊道密集但狭窄的传统街

巷密布其间; 城市景观的高度梯度由中心向四周变

化明显。新老城区在城市景观类型和城市功能体系

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

11214　历史文化景观被大面积破坏　榆林老城区

遗存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仿京城建筑, 被列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 其城市景观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与历

史性特征。随着对老城区的开发与建设, 大量的古建

筑文化景观被破坏。榆林城的“二街”即是在拆除古

建筑群的基础上新建而形成的商业与文化中心。

11215　城市绿地格局不利于维持生态连续性与多

样性　经过多年的绿化与治理, 在榆林城周边地区

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植被景观斑块与廊道, 起到了巨

大的生态屏障作用。然而, 从城市内部的绿地系统来

看, 植被景观表现出小而集中、不均匀分布的特征:

① 人均占有绿地面积少, 到 1998 年人均绿地面积

为 2. 3 m 2; ② 城市公共绿地 22 hm 2, 主要集中在老

城区中的 2 个公园中, 新城区普遍缺少公共绿地; ③

城市绿化树种单一, 忽视当地优势种在绿化中的作

用。城市现有的绿色廊道主要集中在老城区的两条

主要大街以及位于城郊通往区域外的主要道路两

侧, 且未能形成一定宽度。在新城区几乎没有道旁

树, 城区植被斑块之间、城内与城外植被斑块之间、

城区与区域植被景观缺乏联系, 无法形成有机的景

观整体, 导致城区内外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缺乏连

续性。

11216　城市水系廊道破坏严重　沙漠 (化) 地区对

水源的依赖性使得河流廊道的变化直接导致整个景

观结构与空间格局发生改变[ 3 ]。城市中的河流廊道

对维护城市中难得的自然生境具有重要作用[ 1 ]。榆

林城的扩张使榆溪河与榆阳河成为城市内河。目前,

这两条水系廊道污染严重, 榆阳河已成为“藏污纳

垢”的污水渠, 榆溪河成为城市废水的直接排放地,

垃圾沿河堆放, 其河道被农田侵占, 已失去了维护、

优化城市景观的生态功能。

2　沙漠边缘城市景观生态建设

211　城市景观生态建设的原则

根据沙漠边缘城市的实际情况, 城市景观生态

建设应注意体现以下原则[ 426 ]: ① 尊重自然, 保护环

境敏感区。要求加强保护自然景观, 强调尊重基于区

域生态系统背景下的环境容量, 特别是注意针对作

为水源涵养的自然植被景观斑块与河渠廊道的保

护; ② 加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 增加

景观的多样性。要求在城市内保留小的自然斑块, 同

时在主要的自然边界地带分布一些人类活动的“飞

地”; ③ 调整景观空间结构, 增加生态多样性, 保证

景观的异质性。要求在城市中引入自然斑块和廊道,

建设绿化空间体系与网络, 增加绿化空间及开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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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实现城市绿化空间的景观连续性; ④ 尊重区域

文化与艺术景观。文化传统强烈地影响着区域居住

景观与自然景观, 景观的外貌反映了文化价值[ 7 ] , 良

好的景观文化对形成有利于沙漠化逆转的景观格局

有重要影响。在城市景观规划中, 要求注重历史性、

地方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相结合, 使城市景观建设与

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结合, 提高生活质量与促进城市

文化相结合。

212　榆林市城市景观生态建设

21211　建设系统、连续的城市景观整体空间格局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 完善老城区的街道绿化

带。建设 3 条主要街道的立体的、连续的绿化带, 使

之具有美化、净化环境与生态通道的生态功能, 增加

城市绿化斑块, 形成老城区居民游憩的活动场所; ②

建设新城区的绿化体系。包括增加城区的绿化斑块、

新建主要街道的绿化带、建设新城区边缘的绿化带

与防护林带, 形成沟通城区与城市边缘地带的廊道;

③ 建设城市边缘的 3 个重要的旅游游憩景区。城北

的红石峡—镇北台旅游区是以文化景观与风沙防护

林体系构成的旅游景观区, 需要完善景区与城区联

系的公路林带、榆溪河及河岸林带等 3 个主要自然

廊道。城西的大墩梁林地—尤家峁水库游憩地是以

水面和风沙防护林体系构成的游憩景观区, 目前只

有部分残余林廊联系西沙城区, 加上 210 国道、神延

铁路与西沙渠的屏障与断开作用, 景观的连续性受

到破坏, 因此建设一定规模的绿化廊道是重点。城南

的青云山景区是以文化景观为主的旅游景观区, 景

区缺乏大面积的绿化斑块及联系城市的绿色廊道,

建设的重点则集中在景观周围的绿化斑块与绿化廊

道上。

21212　完善具有不同特色与生态功能的城市功能

区　对城市功能区的生态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① 形成并突出新老城区不同的文化景观特

征。老城区景观展现传统文化与商业氛围, 形成以

“大街”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区和以“二街”为

中心的商业与文化保护区; 新城区景观应展现具有

地方性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 通过对绿地斑块与廊

道的合理规划, 突出沙漠新城的生态特色, 形成有利

于区域基质逆转的景观文化; ② 尊重和保持地方传

统文化, 提高老城区景观质量。老城区融合了榆林市

城市历史的各种文化现象, 形成了榆林市独特的传

统文化景观。对老城区的改造主要以扩展绿地面积,

改造、建设道路绿化廊道体系与完善基础设施系统

为主; ③ 强化城区传统农业区的生态功能, 形成农

业景观保护区。城区的农业景观保护区在城市中具

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增加了城市景观类型; 在一定

意义上补充绿色斑块与廊道并发挥其作用; 其林网

是联系城区与红石峡防护林景区的重要廊道, 对维

护生态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对其生态建设的方向

是: 改变传统农业景观为生态农业景观, 可适当发展

观光农业, 发挥一定的游憩功能; 加强对林网体系的

完善与建设, 使之连接红石峡景区, 构成自然景观伸

入城市景观的楔形格局; ④ 加强对城东北红山与东

沙城区交汇处的防护林保护, 既形成一处重要的城

市绿地景观, 又可发挥其控制城市规模与形状的功

能。

21213　重视城市河流廊道的生态建设　河流廊道

对维护生态过程的连续性和优化环境具有重要作

用。对榆溪河和榆阳河的生态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 ① 严格限制城市废水向河流的排放和城

市垃圾沿河岸倾倒; ② 协调河流廊道与农田的空间

关系, 减少农田对河道的占用, 使之成为一个水—湿

地—水、旱地生境系列综合体; ③ 优化河流两岸的

绿化廊道, 使之成为榆林市南北部郊野景观的一个

联系渠道, 使城区割断的自然通道重新打开, 使生物

跨越城市运动成为可能, 配合林地、生态农业景观形

成城区游憩地, 使市区腹地居民有机会接触自然; ④

节制使用工程措施, 还水道以自然本色[ 1 ]; ⑤ 加强

对芹河、沙河及河岸周围景观生态建设, 以避免重蹈

榆溪河和榆阳河的覆辙。

21214　规划建设多功能的城市绿化体系　有关研

究认为[ 8 ] , 绿地系统应从单纯供游览观赏和作为城

市景观的装饰和点缀, 向着改善人类生态环境、促进

生态平衡的高度转化, 向城乡一体化、大环境绿化建

设的方向转化, 应重视当地优势树种在城市绿化中

的生态意义, 从过去单一品种向观赏植物、综合利用

各类资源植物方向转化。因此, 榆林城市绿化树种不

仅应包括杨、柳、榆、油松、侧柏等乔木种, 还应包括

大量的耐旱灌丛及当地的沙生植被、盐生植被等, 形

成一个林灌草相结合的立体绿化体系。

3　结　语

尊重生态过程进行城市景观规划是生态规划的

核心[ 1 ]。榆林市单调、不连续的城区景观格局反映出

对景观功能的低层次要求; 城市边缘区对生态保护

地的入侵反映出对城市生态敏感区破坏的漠视; 对

传统文化景观的大面积拆除反映出对传统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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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轻视; 城市内绿化景观的缺乏与绿化树种的非地

方优势种反映出对自然景观的多重性生态内涵的忽

视。因此, 榆林城市景观的生态建设, 应强调维持和

恢复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强调

城市景观与区域基质景观的联系与协调, 强调对传

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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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徐象平)

A study on ecolog ica l con stru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in desert
borders: tak ing Y ul in c ity for an exam ple

ZHAN G Yan2fang1, L I J iu2quan2

( 1. Co 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 en t, Shaanx i N o rm al U n iversity, X i′an 710062, Ch ina; 2. In st itu te of H um an

Geography, X i′an Fo reign L anguage U n iversity, X i′an 710061, Ch ina)

Abstract: U sing theo ry and m ethod of landscape eco logy, the cu rren t characterist ics and evo lu t ion of u rban

landscape eco log ica l con struct ion in Yu lin city are ana lysed; it is loca ted on the sou thern edge of M aow u su

desert du ring the past 50 years. T he p rincip les of u rban landscape eco log ica l con struct ion in th is reg ion are

d iscu ssed and the fo llow ing po in ts are em phasized : f irst, system at ic and successive u rban landscape

pat tern shou ld be bu ilt up. Second, u rban funct iona l d ist ricts shou ld be enhanced. T h ird, the river

co rrido r shou ld be im p roved. F ina lly, u rban fo rest cover w h ich has variou s funct ion s shou ld be set up

acco rd ing to p lann ing. It w as though t tha t eco log ica l sign if icance of reg iona lm atrix and rela t ion sh ip am ong

reg iona l m atrix, u rban landscape and u rban bo rders landscape shou ld be paid m o re a t ten t ion to , and

p ro tect ion and tran sfo rm at ion of t rad it iona l cu ltu re a lso shou ld be taken seriou sly in con struct ing u rban

landscape of desert bo rders.

Key words: desert bo rders; u rban landscape; eco log ica l con struct ion; Yu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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