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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括分析了鸭绿江河流廊道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观变化过程, 提出了鸭绿江河流廊道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 , 并针对鸭绿江河流廊
道上游高山峡谷区、中游水库回水区和下游冲积平原区3 种景观类型区的不同特点 , 给出了相应的景观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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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鸭绿江河流廊道概述

鸭绿江是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界河 , 发源

于长白山主峰南麓海拔2 300 m 处, , 流经吉林省、辽宁省, 于

东港市注入黄海。全长816 km, 总流域面积64 471 km2 , 其中

中国侧流域面积32 466 km2 。

鸭绿江流域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 流域的70 % 为

中低山和低山丘陵, 具有坡度陡、石质低、土层薄的特点。鸭

绿江流域水系发达, 大小河流670 多条。北侧支流主要有浑

江、蒲石河、爱河等, 南侧支流主要有虚川江、长津江、秃鲁

江、忠满江等。根据地质构造、地貌特征以及受人类影响程

度, 鸭绿江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划分为3 种景观类型区: ①上

游高山峡谷区( 微人类干扰区) ; ②中游水库回水区( 弱人类

干扰区) ; ③下游冲积平原区( 强人类干扰区) 。

鸭绿江上游高山峡谷区为自河源到临江以上。十三道

沟河口( 长津江) 以上两岸的地表结构主要由高山和中山构

成, 地形起伏较大 , 河谷呈 V 字型切割, 河道弯曲, 比降很大 ;

自十二道沟河口以下至临江镇之间, 山势渐低 , 河道比降渐

缓[ 1] 。河流两岸生长着茂密的以红松、枫桦为主的针阔叶混

交林, 森林覆盖率平均为60 % 以上。

鸭绿江中游水库回水区自吉林省临江镇的云峰水库开

始至丹东的太平湾水电站。临江至水丰段沿江两岸山势降

低, 水丰以下河流流经低山丘陵区。水库回水区河谷为不对

称V 字型或 U 字型。目前在该流段中朝两国已建的大型水

电站有吉林省境内的云峰和渭源( 老虎哨) 水电站和辽宁省

境内的水丰和太平湾水电站, 两国继续合作开发建设的望江

楼( 林土) 和文岳( 长川) 两座水电站也已举行了签约仪式。

鸭绿江下游冲击平原区为太平湾水电站以下至东港市

入海段, 是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地区。其河谷凹岸多为陡峻

山体, 凸岸为阶地。由宽甸入丹东后鸭绿江面逐渐宽展, 岸

边多为阔野, 沿途流经丹东市区, 至大东港入黄海。

2  鸭绿江河流廊道景观变化

2 .1 河流廊道森林植被覆盖率的变化  东至长白山, 西至

东港市的鸭绿江流域, 从清政权入关起, 到光绪二年( 1876) 为

止,200 余年处于封禁状态。清政府通过修筑柳条边, 不仅对

鸭绿江封禁区的中国领土施行着有效管辖, 而且鸭绿江河流

廊道两边的山脉被清政府视为龙脉, 严禁中国边民和朝鲜边

民进入封禁区采参、伐木、捕猎 , 这客观上使鸭绿江河流廊道

的森林景观基质得以有效保护[ 2] 。

然而鸭绿江河流廊道两岸由于20 世纪20 年代废禁招

垦、刀耕火种,40 年代日寇的掠夺式采伐及60 年代的“以粮

为纲”、毁林开荒等人为干扰的强烈影响, 致使该地区的森林

植被经历了从景观基质到景观斑块的转化, 给区域生态环境

带来严重影响。鸭绿江中游地区年降水变率为2 .3 , 与年径

流量最大最小比值2 .7 基本一致; 而下游地区, 降水变率为

2 .20 ～2 .66 , 而年径流变率为3 .4 ～5 .8[ 3] , 说明该地区森林覆

盖率降低, 蓄水能力下降。20 世纪末21 世纪初, 由于加强了

生态保护, 对鸭绿江上游实施2 .04 万hm2 水源涵养林保护工

程, 重点保护江、河两岸500 m 范围内的天然林, 将沿江25°以

上的坡耕地退耕还林, 使得森林覆盖率又有明显回升, 上游

森林覆盖率恢复到95 % 以上, 整个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平均也

达到50 % ～60 % 。

2 .2  河流廊道林地内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生物多样性是衡

量生态景观环境质量状况的重要指标。鸭绿江河流廊道的

植物顶极群落( 原始森林) 是沙松、红松阔叶混交林, 群落结

构复杂, 拥有7 ～8 个垂直层次, 具有很高的生态调节功能。

由于20 世纪鸭绿江中下游地区森林资源曾遭受不同程度的

破坏, 使大部分森林退化为次生蒙古栎和杂木林, 甚者已成

为灌木丛或裸林地, 致使与森林伴生、共生的珍稀物种也遭

到摧残。整个鸭绿江流域原始森林曾是獐、狍、野鹿、虎、狼

遍地走的地区, 在流域内东北虎、梅花鹿、马鹿等大型动物在

20 世纪30 年代时曾面临绝迹; 豹、猞猁、麝、青羊、紫貂、水獭

等动物从50 年代以后 , 也基本销声匿迹; 熊、狼、野猪、狍子、

黄羊、狐、獾、貂、仙鹤、雉等种群数量大幅下降; 全流域约有

60 余种野生珍稀植物, 处于濒危状态[ 4] 。至20 世纪末, 由于

封山育林政策的有效实施, 野猪、黑熊、松鼠等野生动物明显

增多, 生物多样性呈显著恢复趋势。

2 .3 鸭绿江河流廊道区域水文和气候的变化  建国以来 ,

鸭绿江水流量呈逐年减少趋势, 且洪水期与枯水期历年流量

变率加大。在丹东北部山区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水旱灾连

续不断, 并交替出现 , 且造成的洪灾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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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地区1949 ～1970 年发生了春旱与秋旱7 次 , 而1970 ～

1979 年却发生了8 次, 灾害周期明显缩短, 灾情不断加重。

近几年, 鸭绿江频繁出现大面积封冻现象。径流量的减少还

会引起海水倒灌, 入侵丹东的水源地, 且会产生大量淤泥, 使

河床抬高, 对夏季防汛极为不利。

2 .4 河流廊道水环境质量的变化  浑江通化江段20 世纪

60 年代为Ⅱ类水体,70 ～80 年代由于选矿、造纸等企业的污

染, 丰水期为Ⅳ类水质, 枯水期为Ⅴ类水质, 鱼虾几乎绝迹。

鸭绿江丹东段由于排入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造成石油

类、挥发酚等有机物及 Pb、Hg 、As 、Cd 等重金属严重污染, 致

使在丹东大沙河河口以下我国一侧形成宽约200 m、长约13

km 的污染带, 使江中鱼类由50 年代的69 种减少到现在的47

种。在鸭绿江中下游鱼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 5] 。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期, 鸭绿江下游的水质出现进一

步恶化( 表1) 。“九五”时期, 干流除荒沟断面一直保持Ⅱ类水

质标准外, 江桥、文安和厦子沟3 个断面水质类别在Ⅲ～Ⅳ

类。2000 年因鸭绿江天然径流量减少, 枯水期文安和厦子沟

断面出现劣Ⅴ类水质。主要污染物是工业和农业污染物和

水土流失造成的面源污染。丹东市每年产生的生活污水达

5 000 万m3 , 也直接排放到鸭绿江中, 危及鸭绿江河口湿地的

生态平衡。这一时期, 鸭绿江下游城市段基本不能满足环境

功能区的要求。

  表1 1996～2000 年枯水期断面水质类别及主要污染因子

断面
1996 年

水质类别 污染因子

1997 年

水质类别 污染因子

1998 年

水质类别 污染因子

1999 年

水质类别 污染因子

2000 年

水质类别 污染因子

荒沟 Ⅱ Ⅱ Ⅱ Ⅱ Ⅱ

江桥 Ⅳ 石油类 Ⅳ COD Ⅳ 石油类 Ⅲ Ⅳ COD、石油类

文安 Ⅳ 石油类 Ⅳ Hg Ⅳ COD Ⅴ ⅠMn 劣Ⅴ COD(42 .5 mg/ L)

厦子沟 劣Ⅴ ⅠMn(0 .4 倍) Ⅳ Hg Ⅳ COD 劣Ⅴ COD 劣Ⅴ COD(65 .0 mg/ L)

  21 世纪以来, 政府加大了鸭绿江流域城市段的生态保护

措施, 对污染企业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60 % 的重点污染企

业实现清洁生产, 对“十五小”和“新五小”企业, 按国家有关

政策规定进行取缔和关停。生态农业的发展也减少了农业

污染物对河流的污染。这一时期鸭绿江的水质已有很大程

度提高, 数量稀少的水生生物有所回升, 中华秋沙鸭等濒危

鸟类也于2004 年现身于鸭绿江。更为可喜的是 , 丹东市污水

治理工程项目已经批准 , 该项目实施后, 可有效改善城市水

域生态环境, 解决鸭绿江水域污染问题。

2 .5  河流廊道土地类型的变化  由于清政府对鸭绿江流域

的封禁管理 , 使得该地区一直以森林景观基质的状态存在。

但近百年来 ,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类干

扰加剧, 使河岸土地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森林

基质逐渐向耕地转化; 居住用地出现沿江纵向扩张的趋势 ;

高速公路、东边道铁路等交通用地也大面积挤占现有林地 ;

河心岛屿被掠夺式开发, 对行洪极为不利;2005 年以来 , 沿江

工业区建设改变了河流生态系统的自然演替过程, 对水陆交

错带景观功能的行使影响极大。

3  鸭绿江河流廊道景观设计的原则

3 .1  遵从自然的原则 理解和把握鸭绿江河流廊道自然过

程及其自然形式, 努力恢复其自然过程的自我调节能力。应

多考虑河流的自然属性和自然风韵的要求, 以及滨水生态系

统的功能和结构上的特殊性, 不能一味追求形式美, 或局限

于工程要求, 而以简化的人工设施代替河岸自然景观。

3 .2 以人为本原则  要充分重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满足

人类活动的需求, 处理好人水和谐相处的关系 , 使鸭绿江河

流廊道景观具有亲水性、观赏性和安全性。

3 .3  经济适宜性原则 任何景观设计都要有经济基础做支

持, 良好的景观设计都是投入产出型的, 在鸭绿江河流廊道

景观设计中一定要把握好经济的可行性, 避免流于空谈。

3 .4  景观功能协同性原则 鸭绿江河流廊道景观不能仅着

眼于表面的景物构成 , 必须研究河流和地区的关系。鸭绿江

因流经地域的自然、历史和文化特征不同, 被重视的功能也

不应相同, 河流景观设计的风貌也会有极大的差异[ 6] 。

4  鸭绿江河流廊道的景观设计

4 .1 上游高山峡谷区的景观设计 因交通不便, 聚落较少 ,

受人类活动的干扰也相应较小, 应以保护自然景观的现状为

主, 并通过封山育林等方式对砍伐迹地进行生态修复。该区

森林植被的景观设计 , 应将重点放在提高森林内部景观的多

样性和增加林相的垂直结构模式上。一是增加生态公益林

比重, 使其由现在的10 % ～15 % 逐步提高到30 % ～34 % 。二

是要适当增加薪炭林比重, 减少因能源问题造成的对森林资

源的消耗。三是进一步压缩蚕场面积 , 封停砂化蚕场, 逐步

把二类蚕场改造建设成具有三层植被结构的生态蚕场。四

是要调整针阔树种的组成比例, 大力发展针阔混交林, 特别

是红松( 云、冷杉) 阔叶混交林, 并按最佳比例组成混交, 同时

大力发展乔灌混交林及乔灌草结合林型[ 4] 。

4 .2 中游水库回水区的景观设计  该景观规划中, 应根据

该河流的地貌特征和不同的景观效应需求, 合理搭配景观要

素的层次关系, 以形成完善的水库景观系统, 目标是使其成

为旅游胜地。对该区域的景观设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4 .2 .1  视觉性景观的构建。以水库两侧的山脉为景观背

景, 以鸭绿江水为景观前景 , 沿水域周边因地制宜地分散布

置各类体闲景观, 以游船为主要观赏介质, 使人产生身在画

中游的感官体验。设计时以自然植被的保护和修复为第一

要务, 严禁破坏山体和植被的任何建设。

4 .2 .2  功能性景观的构建。对大坝、闸井房、坝顶防浪墙等

水库枢纽建筑物, 应以发挥其功能性为根本, 强调景观的可

达性和安全性, 使游人既可远观大坝坝体和飞瀑的雄伟, 又

可漫步大坝与对岸交流, 还可深入坝底探究科学的奥秘。并

尽可能控制和调整输电线路的方向和高度, 减弱其对空间视

觉的切断效应, 以保证景观的连续性与空间的有序性变化。

4 .2 .3 亲水性景观的构建。主要目的是营造浪漫的生活情

( 下转第118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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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血清鉴定结果  康复鹅血清能抑制分离株尿囊液的

HA , 健康鹅血清不能抑制,Lasota 血清能抑制分离株尿囊液

的 HA, 而AI( H5 、H9) 阳性血清不能抑制 , 该分离株为禽Ⅰ型副

粘病毒。

2 .4 交叉 HI 试验  用同一份抗Lasota 血清,F2 代分离毒的

HI 效价为28 .3 ,Lasota 病毒的 HI 效价为211 。

2 .5 人工感染鹅试验  经肌肉注射的5 只雏鹅, 于接种后

60 ～70 h 全部发病,5 ～7 d 全部死亡; 另5 只作混群饲养的雏

鹅第5 天发病,6 ～8 d 全部死亡。人工感染鹅的症状和病变

与自然病例相同, 用鸡胚回收到病毒。

2 .6 人工感染鸡试验 经肌肉注射的5 只SPF 雏鸡, 于接种

后50～72 h 全部发病,4～6 d 全部死亡。

3  讨论

(1) 该试验用SPF 鸡胚从发病鹅群中分离到1 株病毒 ,

经 HA 和HI 试验证明该分离株为禽I 型副粘病毒; 通过人工

感染鸡和鹅试验, 该分离株对鸡和鹅都具有高度的致病性 ,

同群混饲试验表明该分离株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为强毒力型

NDV, 进一步证实所分离到的野毒标属禽副粘病毒的新成

员, 即鹅副粘病毒I 型。

( 2) 以往认为水禽比其他禽类对禽I 型副粘病毒感染的

抵抗力强, 即使强毒株感染水禽也不致病。但近年来, 我国

NDV 出现了某些新的致病特点, 除引起免疫鸡的非典型新城

疫外, 还对鸽、鸵鸟等特种禽类表现出较强的致病性。

(3) 交叉 HI 试验显示, 该分离株和传统疫苗株Lasota 在

血凝素蛋白上的抗原性存在较大差异, 这给禽I 型副粘病毒

的防制增加了困难。因此, 要特别引起兽医防疫部门和广大

养殖户的高度重视, 如加强兽医防疫措施, 对鸡、鹅、鸽等严

格隔离饲养与管理, 严防该疫病在不同禽类之间的相互传播

和疫情的进一步扩大 , 同时对鸡群进行新城疫防制时也加强

对鹅、鸽、鸵鸟等其他禽类的防制, 提高禽类免疫力, 减少病

毒在禽类中的散布, 控制疫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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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延长游人的停留时间。除在缓坡地带的生活管理区布置

一些具台地建筑特征的休闲设施外, 还可沿灌溉水系布置亲

水池和亲水平台, 并配置适宜的园林建筑小品。但要避免横

刀立马型的景观设计, 保护滨水景观廊道的连通性。

4 .2 .4 人文性景观的构建。在保护好鸭绿江河流沿岸现存

人文景观的同时, 水库回水区整体和局部景观设计中要注入

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展示个性, 摆脱趋同性和单一性 ,

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以界河为重要特征的人文景观。

4 .3 下游冲击平原区的景观设计

4 .3 .1 逐步改造不合理的驳岸, 推广建设生态驳岸。由于

鸭绿江下游河流廊道大部分地处城市区段 , 防洪要求较高 ,

所以对其驳岸的设计可以采取分级复式驳岸。在满足行洪、

排涝、通航等要求的前提下 , 临水处可种植一定宽度的水生

植物以形成水陆过渡的湿地生态系统, 为鱼类等水生动物提

供栖息的场所。为避免由于沿江景观路的开发对两栖动物

繁殖路径的切断作用, 在局部河段应设置两栖动物上下岸的

通道, 从而维护河流生物的自然环境条件。

4 .3 .2 遵从自然过程, 建立河流廊道岸上的绿色屏障。沿

江城市地带新辟块状绿地的植物配置, 与建筑群和临江小品

建筑相结合, 组成丰富多彩的游憩空间。植被层次的处理要

根据私密和开敞的不同需求进行乔灌草不同层次结构的搭

配, 以获得平面、立面空间尺度的变化 ; 局部可采用工程与植

物相配合的方法, 形成绿化空间的分割; 绿地中适当布置雕

塑、小品、小型水景等增强其观赏性。鸭绿江防洪大坝的坝

体采用藤本植物进行立体绿化, 既可增加绿地面积, 又可以

减弱大坝对河流景观的空间挤压感。

4 .3 .3 加强河流与城市内部的交流 , 合理构建滨江建筑空

间结构。应尽量避免在沿江附近建高层建筑, 如需建设应使

主立面与河流流向垂直, 以增强滨水区与城市内部的通透

性。还可根据功能需要, 将造型独特、美观新颖的建筑引至

鸭绿江边, 与临江的旅游服务设施相贯通, 使商业建筑、临江

住宅及旅游景点形成有机整体。

4 .3 .4 在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的基础上, 完善临江工业区的

景观设计。控制污水直接排入鸭绿江, 是维护鸭绿江河流景

观的关键所在。临江工业区的厂区规划必须将污水处理网

络纳入其中, 工业废水通过厂区内预处理和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相结合的方式, 从根本上消除河流污染, 确保沿江总体

景观设计的生态环境大背景。

5  小结

鸭绿江河流廊道是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是整个流域景观

美的灵魂, 是历史文化的载体, 是沿岸人民生活的福旨。我

们应从景观变化的历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在鸭绿江河流环

境保护的基础上, 对河流廊道进行科学的景观设计, 这不仅

可以使鸭绿江河流廊道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廊道、遗产廊

道、绿色休闲廊道、城乡景观界面的功能[ 7] , 真正起到修复河

流生态的效果 , 而且可以成功提升滨水地区的经济开发价

值, 促进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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