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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首先阐述了复合生态学与滨河景观的内涵，并从复合生态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了

滨河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与方法；其次以林芝市滨河景观规划设计为例，从总体布局的构

建、主要节点的规划、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以及功能区的植物种植设计等方面分析了滨河景

观设计的内涵，并从造园手法特色、功能符号应用、意境创造等方面对林芝市滨河景观规划

进行了探究；最后利用景观规划设计方法营造设计出林芝市滨河景观样式，以期为高原城市

滨河景观在开发建设中对景观评价及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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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对于城市滨河景观的设计主要体现

在地域特性、继承性和动态性上，而结合复合生态

学理论方法进行高原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研究比

　　　　　

较少见，林芝市滨河景观构成以高原河谷冲积地

为主要基底，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其生态演进时

间跨度大，稳定性受外界环境 因素制约。城市滨

河景观主要由人工与自然景观共同构成，已成为居

民的主要休憩地，作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复合

系统，其各个子系统是单独性质的系统，但各系统

功能性互相制约，因此景观规划必须以整体生态系

统功能角度考虑。高原城市因地理、气候、人文等

生态因素制约，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演进

有独特的尺度效应，构建良好的小景观尺度区域生

态系统可有效地促进当地整体生态系统的改善。

１　复合生态学与滨河景观的内涵

１．１　复合生态学

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人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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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类社会不同于生物群落，它是以人的意识行

为为 主 导、以 自 然 环 境 为 依 托、以 物 质 流 动 为 命

脉、以社会体制为经络的人工生态系统，即自然－
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１］。人 与 资 源、环 境 矛

盾产生的实质就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分

之间关系的失调，复合生态系统由自然子系统、经
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组成，３个系统在运行过程

中表现出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３个功能，分别是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自然子系统的

发展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的环境对其自

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一方面对生产污染和消费

污染进行还原净化，另一方面产出资源满足经济

发展的需要，可见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具有互为

因果的制约与互补关系，任何一个系统、一个环节

不畅通，就会危及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因此只有３个子系统保持和谐，复合生态系统才

能持续发展［２］。

１．２　滨河景观

滨河景观是生态城市景观的灵魂，万 物 依 水

而生，水体也是通过河岸带与陆地的生物，进行物

质能量的交换的主体和媒介，改善城市小气候，作
为生态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城市滨水景观有比较

明显的景观生态效应，主要体现于水体的流动美

感与生态效应、滨水植物群落的丰富性、色彩上的

多样性和河道生态恢复治理上。

２　基于复合生态学理论滨河景观相关理论

２．１　高原城市滨河景观设计原则

２．１．１　生态学原则

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是生态文明要

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１）林芝市地处尼洋河谷

地带，具有鲜明的高原河谷带状性气候，雨季旱季

分明，日照时间长，辐射大，易形成洪涝、风沙等自

然灾害，具有明显的环境生态变化及边缘效应，生
态结构复杂，因此，滨河景观的设计必须遵循生态

学原则，强调建立符合自然规律的复合生态系统；

２）充分考虑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保持景观的稳

定延续和 动 态 平 衡。３）加 强 植 物 生 态 恢 复 的 作

用，植物是城市景观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滨河

景观中它不仅为人们提供防风、固沙、降噪、遮阳

降温等功能的需要，而且还起到美化环境、增强辨

识度的特点，因此在滨河景观绿化设计中一定要

以生态学为依据，发挥植物的生态效益。

２．１．２　景观美景度评价原则

从客观的意义上讲，景观评价是指对 景 观 视

觉质 量（ｖｉｓｕ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的 评 价 从 理 论 上 看，美 学

评价在景观资源价值分析中被归入景观视觉资源

即景色资源（ｖｉｓｕ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范畴，人类对景观的

认知是人类与景观的交流过程中，对景观产生的

印象、想象、意义和美学的反应进而对景观进行评

价［３］，带状性滨河景观规划设计方案中不 仅 要 体

现场所精神，还要考量该设计场地的景观美景度，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植被的色彩、林冠线、季相变

化 和 植 被 的 组 合 状 况 中，运 用 美 景 度 评 价 方 法

（ＳＢＥ法）进 行 景 观 美 景 度 评 价［４］，优 化 设 计

方案。

２．１．３　经济原则

为使植物具有较强的适应性选择以乡土树种

为主，在种植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树木生长情况，
栽植 不 宜 过 密，要 采 取 合 理 的 栽 植 密 度，避 免 浪

费，审慎安排植物种间关系，极力避免因环境不适

而造成植物病虫害、生长不良及死亡现象发生。

２．１．４　遵循场所精神原则

场所精神这一概念最早被诺伯格·舒尔茨提

出并用来描述场所空间非物质层面的内容。以场

地现有条件为基础，发掘其价值并进行积极的维

护、延续并赋予新的意义，采用强化已有资源或补

充新增功能为主要方式的构建策略［５］，为 实 现 景

观功能，不仅需要保障生态对象的结构在核心层

相对完整，也需要关注其与背景层和细节层的关

联，即功能－结构链条的完整性，在方案设计时，滨

河景观规划除防洪、防风的主要功能外，明确景观

结构和所针对对象，强调自然因素、人文环境，营

造出滨河景观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形成游憩与景观

功能区明确的景观带，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２．１．５　强调“工布文化”原则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林芝 市 形 成

独特的“工布文化”，人文特征性明显，且有别于地

藏其他地区的藏族文化，因此在滨河景观设计中，
将文化原则应贯穿始终，挖掘本地特色，形成地域

特色鲜明的以“工布文化”为背景的滨河景观，从

而实现“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沟通和融

合［３］。尊重民俗和传统习惯，在空 间 分 布 和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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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设计上充分考虑本地居民习俗生活方式，分

割出本地居 民 跳“锅 庄 舞”的 场 地 和 装 饰 出 带 有

“工布文化”符号的景观小品，渲染地域环境气氛，
以此烘托滨河景观主题。

２．２　规划设计思路

２．２．１　分区规划

林芝市滨 河 景 观 规 划 设 计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防

洪、防风护林，同时也是当地居民主要的游憩地、
健身步道和活动场地，根据场地实际情况确定轴

线和各景点之间的空间尺度以及区域景观结构的

整体性，划分不同的功能区，设计相应的景观模块

和景观组合模块，体现模块的功能性，确保景观的

秩序感和延续性。

２．２．２　复合生态法

滨河景观规划设计复合生态法主要从以下方

面展开：一是场地造型与处理，《园冶》指出“园林

唯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自成天然之趣，
不烦人事之工”［６］。分析场地的自然生态状况，在
不破坏场地原有基地材料的情况下，适当进行微

地形 改 造 处 理，如 目 前 河 堤 堤 坝 高 市 政 道 路

（１．５～３．０ｍ），缓坡景观单一，可观赏性差，缓坡

的处理上主要应用石条做挡土墙以增加种植池的

稳固性和景观性、用台阶增添休闲座凳等人性化

措施、并在缓坡上放置小品增加缓坡的活力；二是

植物设计，种植出大乔木＋小乔木＋灌木＋草本

的植 物 景 观，突 出 景 观 的 层 次 性、通 透 性 和 功 能

性，而且尽量选择本土树种，在景观格局上做到错

落有致，层次鲜明；三是社会文化、经济影响力，社
会文化及经济价值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目前

尼洋河河谷地裸露地较多，局部区域沙化侵蚀问

题严重，生态修复与植被绿化手段可有效的解决

该问题，通过空间、形体的处理表达地域文化的内

涵，增强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文化归属感［７－９］。

３　案列实践———林芝市冰河景观设计

３．１　基本概况及景观异质性分析

３．１．１　概况

林芝市地处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 下 游，位

于东经９２°０９′～９８°４７′，北 纬２６°５２′～３０°００′。
下辖巴宜区及米林、工布江达、墨脱、波密、察隅和

朗县，面积１１．７万ｋｍ２，总人口１７．３万，全区平

均海拔３　１００ｍ，年均降雨量６５０ｍｍ左右。规划

地为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滨河路沿河路段，
全长５．６８ｋｍ，宽１５．４ｍ，其功能主要有防风、抗

洪、居民游览休闲等。规划地为带状性防风带，土
质是 沙 质 土 壤，植 被 种 植 模 式 单 一，景 观 特 征 不

明显。

３．１．２　景观异质性分析

林芝市森林资源丰富，主要河流为尼洋河，林
芝河谷大致呈东西走向，海拔４　０００ｍ以下，南北

均为海拔５　０００ｍ以上山脉，受沿雅鲁藏布江河

谷深入的印度洋季风影响有着较为充足的降水，
河谷地貌发育，地形较为宽阔平坦，冲积母质及洪

积母质分布广泛，土层较厚，易于耕种及灌溉，有

着悠久的农耕历史，虽降水量充足，但由于特殊的

土壤条件，易产生植物保水性差、土壤侵蚀等生态

问题，形成以森林－河道沙化－局部土壤侵蚀为

主的复合生态系统（自然子系统）景观结构，在空

间上表现为显著的异质性。

３．２　林芝市滨河景观设计

３．２．１　总体布局

景观视线主要由西北－东南轴线引 导，并 串

联６个节点以表现景色，整体布局（图１）由东 南

向西北延伸，主要是防风林的设置配合节点景观

的打造以体现主题思想，节点处以设置怡人的休

闲空间突出亮点，在滨河路中段的位置充分结合

所在地的特点打造中心滨河公园，并设置锅庄舞

区、儿童游乐空间、林卡林荫地、停车场、以及厕所

等附属设施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景区园设

置在人流 较 密 集 的 滨 河 路 南 段 五 洲 皇 冠 酒 店 对

面，一是区域基地面积大；二是给游客介绍林芝周

边的风景，三是作为主要节点可展示林芝市“工布

文化”精神文化内涵。由于现有的堤坝与城市边

缘高差近４ｍ，因此主要 的 处 理 在 于 缓 坡 多 样 化

的人性化处理，在缓坡的处理上主要增加植物配

置以及台阶设计，这样利于增加缓坡的丰富度以

及人性化的休憩座凳需求［１０－１２］。

３．２．２　功能分区与廊道分析

１）功能分区。滨河景观规划设计主要分为五

大区域，即林卡草坡区、尼洋河瞭望区、休息区、休
闲活动区、风景展示区。林卡草坡区主要是增添

座凳等附属设施，以满足居民席地而坐的习惯需

求；尼洋河瞭望区则通过不同高度台阶的设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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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林芝市滨河景观设计平面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ｌａ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Ｎｙｉｎｇｃｈｉ　ｃｉｔｙ

居民不同景象的尼洋河体验，休息区主要功能是

为市民提供休憩场所，场地内会有休憩基础设施；
休闲活动区则设置不同的功能设施以满足市民多

样化的功能需求；风景展示区主要向游客介绍林

芝市周边的风景和展现林芝市城市面貌。

２）道 路 游 线 分 析。由 于 该 项 目 是 狭 长 的 地

带，因此在滨河路堤坝上修缮一条集自行车车道

和徒步路线的道路以供市民多方面的要求，在市

政道路边 设 置 停 车 区 以 供 市 民 驱 车 游 览 停 车 所

用。并设置多个入口和便捷通道，以满足市民走

捷径的需求，使道路游线更科学、更实用，以满足

市民走捷径的需求。

３．３　主要节点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

３．３．１　滨河园

滨河园是该项目的核心部分之一，主 要 的 设

计思想是用线性元素体现人与环境的和谐［１３］，主

要处理方法是对现状滨河公园的不合理之处予以

改进使其结构合理化、功能人性化，在设计时充分

考虑本地居民跳锅庄、过林卡的习俗，在滨河园里

设置 了 锅 庄 旱 喷 广 场、林 卡 林 荫 区、儿 童 游 乐 空

间、停车场、厕所等附属设施，以增加此地的使用

效率和景观效果（图２）。

１）儿童休息空间。结合儿童的好奇 心、动 手

能力以及社交要求等，在儿童游乐空间开挖沙坑、
堆积山丘、设置秋千等游乐设施以充分的满足不

图２　滨河园平面图

Ｆｉｇ．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ｎｔ　ｐａｒｋ

同年龄层次儿童的需求，同时儿童空间区域设置

成人健身器材，这样家长在附近，孩子有安全感，
孩子更能尽兴的玩耍，增加孩子与家长的亲密程

度（图３）。

２）广场休闲空间。广场区域主要设置了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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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儿童游乐空间效果意向图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ｍｕｓ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图４　广场休闲区效果意向图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ｒｅａ

林荫地、锅庄旱喷广场、亭廊休息区（图４）。

Ⅰ林卡林荫地：保留原有的高大的柳树林，在

　　　　　

林子里开设园路、铺设砾石透水铺装、配置观赏花

木和园林小品、增添座椅等附属设施，以满足居民

过“林卡”的需求。

Ⅱ锅庄旱喷广场：于硬质铺装广场中 心 设 置

旱喷以增添广场活力，广场铺装采用透水性铺装

材料，图案则提取于藏式装饰图案以表现特色，于
广场边缘设置休闲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配置景观

座凳树池，树池配植观赏花木。

Ш 亭廊休息区：在滨河园北部空阔处设置可

观可停留的现代玻璃质景观亭和廊架小品，增设

休息座椅。在这里停留时可以观赏草坪上的山石

组景、山石花木组景、观赏花木组景，这亦是周末

休闲的好去处。

３．３．２　景区园

该区域正对五洲皇冠五星级酒店，因 此 设 计

上主要采用曲线这一元素处理缓坡，将曲线这一

元素表现在台阶种植池上面，配置观赏花木增添

草坡的多样性和丰富度［１４］，于公路交接的平地上

设置４个小品景观，小品理念提取于林芝市附近

的４个风景名胜区，即卡定沟瀑布景观、圣湖巴松

错湖心岛景观、世界最大大峡谷峡谷河流景观、中
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雪山景观，主要目的是向

游客介绍林芝周边的旅游景点，展现林芝市的城

市精神面貌（图５）。

图５　景区园彩平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ｆｌｏｏ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ｉｃ　ｐ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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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水帘瀑布景观墙。理念提取于卡定沟瀑布

景观，形象采用门框寓意欢迎游客来西藏林芝了

旅游玩耍。贴砖上应用西藏碉堡石块堆砌形式体

现特色，引入水帘增添活力（图６）。

图６　园林小品—水景墙效果意向图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ｋｅｔｃｈ－ｗａｔｅｒｓｃａｐｅ　ｗａｌｌ

２）峡谷泉。形状提取于大峡谷马蹄 形，水 池

里增添涌泉的以表达林芝市林芝市不断的发展和

林芝市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美好愿望（图７）。

图７　峡谷泉效果意向图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ｎｙ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

３）巅峰石景小品。该小品形象提取于中国最

美山峰南迦巴瓦峰，南迦巴瓦峰直插云霄，展现不

畏艰难努力向上的精神，石景小品既是表现此意

亦向远方的来客展现林芝的美景。对该石景的雕

琢，以表现藏民族对神山的崇拜与尊敬。

４）湖心岛涌泉。藏民族崇拜山湖，因 此 取 材

于巴松错湖心岛美丽景观打造涌泉水池以表现圣

湖美景。

４　植物造景设计

植物造景设计在园林景观营造中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意义，复合生态学中的植物生态效益主

　　　　　

要通过以植物群落造景为主体的自然生态系统和

人工植物群落环境，满足自然性、复杂性、预见性、
生态性、美感双重性等设计特征［１５］。

４．１　植物造景布局

陈云文等［１６］指出栽植密度会影响景观偏好，
民众偏好公 园 的 栽 植 密 度 在２５％～５０％，ＬＩＥＮ
等［１７］指出胸高 直 径、栽 植 密 度、树 种 丰 富 度 也 会

对 行 道 树 景 观 美 质 产 生 影 响。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等［１８］对公园内 栽 植 密 度 与 景 观 美 质 的 研 究 中 发

现栽植密度与 景 观 美 质 间 呈 倒“Ｕ”字 形 的 关 系。
该规划中造景采用规则式、自然式和混合式植物

配置方式以满足造景需求，植物搭配方式主要应

用孤植、对植、树丛设计，树丛设置搭配主要采用

５层植物搭 配 法，即 草 坪、地 被 草 花、灌 木、小 乔、
大乔搭配，根据场地实际情况（风速、河驳对面景

观、场地人工空间）植物空间景观类型可采用开敞

式植物空间、半闭合式置物空间和闭合式植物空

间３种类型（图８～１１）。

图８　植物造景效果意向图

Ｆｉｇ．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图９　半闭合式植物造景效果意向图

Ｆｉｇ．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ｌｏｓ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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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缓坡地形植物造景效果意向图１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ｇｅｎｔｌｅ　ｓｌｏｐ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１

图１１　缓坡地形植物造景效果意向图２

Ｆｉｇ．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ｇｅｎｔｌｅ　ｓｌｏｐｅ　ｔｅｒｒａｉｎ　２

４．２　各功能区绿化种植设计

各功能区的绿化种植设计要充分考虑以下因

素：１）自然环境因素（气候条件、土壤酸碱度等）；

２）民众群体心理喜好因素（色彩、情感、风俗习惯

等）；３）乡 土 植 物 与 引 种 植 物 的 配 置 比 例 关 系；

４）彩叶植物季相性变化因素；５）藏东南地域特色

因素（表１）。

表１　各功能区绿化种植设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ｒｅｅ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功能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绿化模式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林卡草坪区

Ｌｉｎｃａ　ｌａｗｎ　ａｒｅａ

银白杨＋钻天杨＋白柳＋光核桃＋苹果＋紫叶李＋紫 红 鸡 爪 槭—西 藏 箭 竹＋多 蕊 金 丝 桃＋荷 花 玉 兰＋金 叶 女 贞＋红 叶 石

楠—月见草＋卓玛花＋紫苜蓿＋萱草＋万寿菊＋沿阶草＋西南鸢尾＋西藏八角莲＋百日菊＋黑心金光菊＋草坪草

滨河瞭望区

Ｗａｔｅｒｆｒｏｎｔ　ｌｏｏｋｏｕｔ　ａｒｅａ

光核桃＋胡桃＋杏梅＋垂柳＋龙爪槐＋女贞＋杏梅＋二 球 悬 铃 木＋山 荆 子＋紫 红 鸡 爪 槭＋银 白 杨＋圆 柏＋荷 花 玉 兰＋洋

槐＋白兰＋合欢＋西南花楸＋乔松＋华山松＋元宝槭—＋油松＋臭椿＋头状四照花＋玉兰＋月季＋红叶石楠＋皱 皮 木 瓜＋

千头柏＋七姊妹＋西藏箭竹＋玫瑰—玉簪＋一串红＋萱草＋芍药＋聚合草＋草坪草

休息区

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光核桃＋乌柳＋干香柏＋西藏红杉＋银白杨＋钻天杨—大叶黄杨＋紫叶小檗＋大叶黄杨＋紫叶小檗＋锦绣杜 鹃＋紫 玉 盘 杜

鹃＋蜿蜒杜鹃＋多蕊金丝桃＋高丛珍珠梅—红花酢酱草＋铺地柏＋大丽花＋月见草＋小丽花＋黑心金光菊＋草 坪 草＋狗 牙

根＋草地早熟禾＋黑麦草＋高羊茅

休闲活动区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光核桃＋乌柳＋银白杨＋钻天杨＋龙爪柳＋蜡梅—二色锦鸡儿＋腺果蔷薇＋锦带花＋锦绣杜鹃＋紫玉盘杜鹃＋蜿 蜒 杜 鹃＋

黄杯杜鹃＋万寿菊＋沿阶草＋西南鸢尾＋西藏八角莲＋百日菊＋黑心金光菊＋草坪草

景观展示区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ｒｅａ

乌柳＋光核桃＋高山柏＋日本晚樱＋高山松＋林芝 云 杉—黄 牡 丹＋锦 绣 杜 鹃＋紫 玉 盘 杜 鹃＋蜿 蜒 杜 鹃＋黄 杯 杜 鹃＋锦 带

花＋金叶女贞＋紫红鸡爪槭＋金边大叶黄杨＋黄杨叶栒子＋蜀葵＋向日葵—金盏花＋大丽花＋月见草＋小丽 花＋卓 玛 花＋

孔雀草＋草坪草

５　结语

西藏作为祖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城 市 生

态安全及景观规划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高原城市

景观的规划不仅要符合设计使用功能上的标准，
同时还要结合生态、社会、经济、民俗等多种因子，
整体布局，以提高高原城市滨河景观效果和生态

恢复结合度。林芝市滨河景观规划设计是以依托

复合生态学理论背景，在六大功能区划分和主要

文化节点 设 计 环 节 中 既 体 现 了 现 代 与 传 统 的 融

合，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高原城市“工布文化”的

滨河景观。基于复合生态学的高原城市景观研究

理论相对空白，对于复合生态学基础上进行的景

观规划设计研究还需不断探索，该研究结果以期

对西藏高原城市生态景观规划设计和城市生态明

文建设中提供更具有指导性的建议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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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姚朋，李雄．本土 的 场 所 与 乡 愁：城 镇 化 中 的 风 景 园 林 现 象

学设计策略探讨［Ｊ］．中国园林，２０１４，３０（１２）：３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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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美）斯坦纳．生 命 的 景 观：景 观 规 划 的 生 态 学 途 径［Ｍ］．周

年兴，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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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封云，林 磊．公 园 绿 地 规 划 设 计［Ｍ］．北 京：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２００４．
［１３］贝思出版有限公司．美 国 景 观［Ｍ］．大 连：大 连 理 工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胡长龙．园林规 划 设 计·理 论 篇［Ｍ］．北 京：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２０１０．
［１５］杨瑞卿，陈宇．城市绿地系统规划［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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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ＬＩＥＮ　Ｊ　Ｎ，ＢＵＨＯＦＦ　Ｇ　Ｊ．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８６（２２）：２４５－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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