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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生态廊道农业园规划建设项目的概况 ,分析了其规划定位 ,阐述了指导思想 , 提出了对生态廊道农业园的规划建设的对策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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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生态廊道主要包括河流及河岸带公园、道路、山脉

及农田林网等线性绿化带, 往往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较

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多重生态功能, 是城市中难得的公众娱

乐区与安全交通线。它与“绿色廊道”( green corridor) 表示同

一个概念。人类活动造成的景观破碎化已成为众多环境问

题的根源。因此, 如何恢复与规划生态廊道 , 实现其最大的

潜在价值, 满足人类日益增长亲近自然的需要 , 已成为政府、

规划者甚至公众面临的严峻挑战。鉴于此, 笔者运用景观生

态学等原理和现代规划理念, 对江宁东麟农业生态园进行规

划设计研究, 并为处在生态廊道位置的农业生态园在生态修

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农业休闲产业发

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图1 生态区位

Fig .1  The ecological location

1  项目概况

江宁从东、西、南3 面环抱南京主城, 距离市中心7 km。

104、312、205 国道及沪宁、宁马、宁杭高速公路、南京二环贯穿

境域, 津浦、沪宁、宁芜、沪宁高铁交汇于该地, 是重要的交通

枢纽。辖7 个街道、2 个镇, 总面积为1 573 km2 , 总人口78 万

人。是带动南京区县经济快速增长的先导地区、主城南拓的

辐射中心和增长中心、知识创新基地、交通枢纽和空港物流

基地、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和都市型农业基地。规划区面积

约296 hm2 , 东西两侧分别为南京环城公路与二环( 西线) ,104

国道从南侧穿过, 东麟路南北向穿境而过, 交通便利。地貌

类型多样, 地形变化丰富 , 为生物提供了丰富的栖居环境; 山

水资源较丰富, 对门山、龙王山、西山、岩山等山体横贯其中 ,

主峰龙王山海拔96 m, 现为荒山疏林地; 山前为阶地和平地 ,

起伏和缓 , 现多种植蔬菜; 河塘水面较多, 建设用地较少。土

壤有机质为1 .5 % ～2 .5 % , 年平均气温16 ～17 ℃, 年降雨量

约1 200 mm, 年日照时间1 800 h 左右, 无霜期近260 d 。优良

的气候条件、农机与水利设施为发展农业生产和结构调整创

造了优越条件。但目前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开山

采石形成宕口, 部分山体景观破碎, 水土流失严重, 植被毁

坏; 树种较少, 林相过于单一, 观赏效果和生物多样性差 ; 荒

山、荒地较多; 农业种植简单, 技术含量低。

2  规划定位分析

2 .1  植物景观的整体规划是重点 规划区处在十字型生态

廊道的交点( 图1) 。灵山—龙王山生态廊道东连宝华山, 西

接紫金山, 南北接九乡河、公路二环控制带及高压走廊, 串联

仙鹤、白象、麒麟、青龙4 大片区和玄武、马群2 个科技园, 延

续了南京主体生态廊道的脉络和肌理, 是南京“山水城林”空

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山—青龙山生态走廊沟通了钟

山和青龙山森林公园。因此, 生态廊道自然景观的保护和修

复是核心问题, 应运用生物技术 , 通过土壤置换和植物培育 ,

改造修复地形地貌; 结合风景林引进适宜树种、加强林草建

设、增加植被覆盖、修复山体, 构建一个景观层次丰富的以自

然生态系统为主、人工生态系统为辅的复合型生态系统, 并

逐渐愈合开山采石留下的“伤疤”。建成以生态展示为核心、

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教育培训等功能为一体、具有自然生

态特色的园区。

2 .2  生态经济是核心 依托园区南侧的农副产品物流配送

中心, 延伸产业链激活山林, 突出生态廊道的城市性。以自

然生态、人文社会、历史文化等为环境背景 , 进行多功能扩

展, 建设功能高效、生态亲和、文化深厚的环境系统是生态廊

道经济开发的核心所在。重点开发生态廊道丰富的旅游资

源, 发展山水风光及人文旅游、探险游、休闲疗养等方面的旅

游业, 同时 , 利用独特的生物资源和气候条件, 发展生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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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绿色产业。

2 .3 休闲产业是主题  南京市的旅游市场正处于转型之

中, 旅游消费正从传统的观光旅游转向休闲度假, 加上长假

日向小假日的转变, 使得郊区与短途旅游升温 , 近郊旅游兴

旺, 同时使“家庭旅游”成为亮点。东麟生态园是东山和仙林

之间的缓冲地带和净化空间, 应以绿色开敞空间为主体, 以

休闲农业、特色旅游为主要职能, 实现富民强镇的发展目标。

3  指导思想

东麟农业园区的规划重点是保持自然地形地貌, 对场地

进行生态复原和重建, 恢复生态植物群落, 突出生态廊道的

地位和作用; 景点布局、设施建设、线路安排等方面既要符合

园林规划设计要求, 又要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 将对场地现

有生态环境的干扰减至最少; 开展公众教育活动, 使游客在

享受自然、感受自然的同时, 认识自然、吸收生态知识, 提高

环保意识。

4  规划建设对策与建议

以农、林、牧业生产为主导, 以田园风光旅游观光为特

色, 遵从循环经济理论, 使整个园区形成“一带、六区、二十

景”, 实现一产向三产延伸, 形成和谐的、亲近自然的乡村风

景区。

4 .1  一带  “一带”指园区内主要道路———东麒路景观带 ,

东西方向贯穿园区。将其设计为水果大道, 种植设计宽度为

100 m 左右 , 常绿与落叶相搭配, 选择水果不易坠落、抗病、不

易腐烂、不招致蝇虫的树种。建设既具有观赏价值、维护生

物多样性又具有采摘品尝参与性强的瓜果生态长廊。根据

各种瓜果的花期、果期及周围景观特点, 选择合适地段分片

种植, 如西瓜园、草莓园、樱桃长廊、葡萄长廊、苹果长廊、香

梨长廊、石榴长廊、核桃长廊等当地优质果树 , 可作为道路两

旁的景观树, 形成以果园风光为特色的瓜果长廊风景线。

4 .2 六区  根据园区的特点和定位, 可将其分为生态修复

区、农业生产区、休闲度假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综合服

务区、生态林区6 个功能区。

4 .2.1 生态修复区。采石废弃地和荒山的立地条件相对较

差, 通过对地形的修复和对植物群落的再造, 以最大限度地

保护物种多样性。采用乡土树种和地带性植物, 按当地原生

生态群落、次生生态群落、人工生态群落的适生要求, 规划、

重建和维护适宜的种群或群落结构, 先建立林地, 其次逐渐

在林地中增加灌木层和地被。在植物配置时, 应充分挖掘植

物文化 , 形成“岁寒三友”、“桑梓同归”等主题。

4 .2.2 农业生产区。该区位于园区中部, 从南部入口处沿

着园区主干路一直延伸到园区北部入口处, 大面积种植各种

水果、蔬菜、花卉、林木 , 使整个园区成为主要的水果蔬菜和

花卉林木生产基地, 形成农田生态廊道。农田不仅具有生产

功能, 而且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还保留了乡村生活特质和

田园风光 , 具有多种功能和宝贵价值。在满足生产要求的同

时, 充分考虑景观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 1] , 如地块不宜

过小、田路应以土面为主进行生态设计; 按“绿色”质量标准

栽培, 强调在生产的源头使用有机肥, 杜绝化肥、农药等环境

污染物的使用; 建立山上种果树、林内养鸡、鸡粪肥泥的生态

循环链等。①蔬菜园。包括普通菜园和特菜园。特菜园包

括品种与技术的特殊 , 采用特殊的栽培方法和接种方式培育

特殊品种的蔬菜。使游客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过程, 了解先

进的栽培技术, 探索科技农业的奥秘; ②养殖园。在原有散

户养殖生猪的基础上 , 建立集中养殖园。为响应市场对绿色

产品的需求, 以猪的自然生产过程为主 , 采用果园、菜园结合

养殖的循环经济模式[ 2] , 纯生态喂养 , 农户接受客户定单, 客

户可全程参与、跟踪管理; ③苗木花卉园。在原有苗圃的基

础上进行改建与扩建, 在以乡土树种为主的同时, 培育、引进

新品种, 按彩叶树、常绿与落叶乔木、花灌木、藤本等进行分

区分片布局, 以展示集中少量的同科品种与成片栽植其中有

潜力的品种为主要形式。

图2 长廊棚架

Fig .2 The arbour of long corridor

4 .2 .3 休闲度假区。在远离山体地区靠近城区一侧规划建

设适量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 供游人在该区进行长期度假

和生活体验。建筑风貌总体以坡屋顶的布局形式为主 , 使其

体量、选型、用材、色彩和外观风貌与周围环境相协调。①长

廊棚架( 图2) 。以木制、混凝土柱材料相结合, 形式各异, 沿

路形成一定宽度的廊道。夏季长廓棚架爬满豆角、丝瓜、南

瓜、葫芦瓜、佛手瓜、葡萄或凌霄花、紫藤等爬藤植物, 营造了

优美、舒适、清新、幽雅的瓜果生态环境。藤架东侧的土丘以

自然生态为主, 另外, 紫叶李观叶观花, 秋季丹桂飘香, 大叶

女贞四季青翠; ②瓜果园。利用局部丘陵地形 , 结合现有水

塘进行适当改造, 形成自然花果集观赏、休闲、参与于一体的

特色经济林带。四周环形主干道相联系, 将内部游览生产道

路划分为不同的特色栽植区。并栽植若干特色果树品种, 进

行立体配置 , 例如, 果茶套种, 形成采摘观光休闲特色区 ; ③

农家乐。挖掘传统文化和植物文化的内涵, 形成以福、禄、

寿、禧和梅、兰、竹、菊4 君子为主题的乡村民宅。青瓦粉墙 ,

以玉兰、海棠、桂花、竹子、梅花等作为主要庭院绿化树种, 寓

意富贵满堂等文化内涵。充分结合农家乐的活动和生活方

式, 以真实展示农家人的居家生活。农家乐建筑以低层庭院

式院落建筑形式为主 , 将其高度控制在3～6 m; ④度假村( 宾

馆区) 。满足园区周边企业员工休假、商务接待和城市居民

的度假需求。度假村建筑一般以2 ～3 层为主, 高度控制在6

～10 m。

4 .2.4 高新技术示范区。该区位于农业公园最南端, 紧邻

南京农产品物流中心。由组培中心、智能温室、高性能温室、

种质资源圃及科学实验、推广示范基地组成, 主要进行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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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科技培训、种质引进、改良示范推广等

工作, 同时也是使游人了解、参与与感受农林科技的场所。

每年定期举办各类农业博览会, 依托南京农产品物流中心

形成绿色食品市场、优良种子市场、优质农贸产品市场、农林

技术和信息市场等。

4 .2.5 综合服务区。该区位于园区主干道东侧, 包括生产、

生活管理区、农产品加工展示区、销售区等。园区建有绿色

商店, 专营绿色产品。游客通过参观或亲自感受加工过程 ,

从事农产品的日常销售等, 使游客在尽兴游玩之余还可以购

买一些农产品。

4 .2 .6 生态林区。指大面积以马尾松为主的森林植物群

落, 是构筑生态景观的主体, 开发生态旅游的依托, 同时在维

持生态平衡中也发挥着主要作用 , 园区建设最重要的是对森

林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对山脊进行严格控制, 营建起

伏连绵、葱茏苍翠的林冠线和山体景观面。山脊外缘缓坡段

在禁伐保护水杉林和马尾松林的基础上, 积极引入观赏绿化

树种, 营造经济林。根据各树种的生态要求 , 采用复层混交

和景观配置等技术措施 , 营建多层次、林相丰富且具有季相

变化的人工森林群落。将景点布置在森林外围, 仅部分道路

穿越森林 , 以保证森林生态景观的完整性。在设计中明确安

全区, 通过必要的封闭、边缘隔离, 创造稳定的栖息环境, 为

野生动物提供庇护。选择缓坡地修建一些木屋与茅舍 , 供青

少年、工人进行集体住宿和家庭式野营, 并备有一定数量的

帐篷、炊具和餐具, 使游客自寻水源、自检柴薪, 以体验野营

的乐趣。在山顶人流量集中处, 设置供游人休憩的小型生态

环保型设施。沿游览线路设置宣传栏与宣传牌向游客介绍

树种、鸟类、野生动物、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知

识, 为游客提供集观赏性、知识性于一体的森林之旅。

4 .3 道路交通组织

4 .3.1 出入口设置。生态园采用开放式管理, 规划设置集

中式出入口5 处, 并将其设计为广场形式, 结合景观、售卖、

停车、公厕等功能设施, 形成主要人流集散广场。

4 .3.2 道路交通。道路是人类活动最活跃的地方, 也是阻

碍地面与动物运动、切断地面与动物间联系的人为干扰因

素。在设计中应降低园路比例和路网密度, 进行合理的园路

选线, 避开生态敏感区, 对园路两侧的林缘进行精心处理, 保

持自然式的混生草坪, 营造各种复层混交群, 架空部分道路 ,

形成生物桥, 使生境斑块间有机连接。要求游人安步当车 ,

使用无污染的电瓶车和人力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禁止

使用有害环境和干扰生物栖息的其他交通工具。

4 .4 立体配置经济植物  选择各种果树及用材树优良品

种, 构成上层植物景观; 以灌木类( 药用植物、观赏植物) 构成

中层植物景观; 以优良牧草为主、蔬菜为辅构成下部植物景

观。在植物配置上应体现3 个多样性, 即树种多样性、植物

群落多样性及生态环境多样性。

5  结论

(1) 保持生态廊道的连续性、完整性是该规划设计的重

点。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 给予自然最大限度的尊重, 通过

对园区内生态环境的改造和重塑 , 促使园区形成良性生态循

环系统, 使山、水、土地、动物和植物等自然资源与人工构筑

物和谐共处, 成为具有典型生态意义和具备时间价值的

场所。

( 2) 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应尊重土地、尊重历史。充分

挖掘植物文化和农村乡土文化的内涵, 体现“农”味、“野”味、

“乡村”味。将具有潜力的特征加以抽象和升华, 使之成为景

观设计中有价值的符号, 帮助人们找到渴望已久的田园风

光, 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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