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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 可用于协调农田生产与农田持续利用的关系, 是维护农田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

要途径。在全球生态农业发展趋势下, 要求农田生态系统满足生产功能时, 合理协调农田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满足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通过对关于文献的分析, 结合可持续发展对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要求, 该文阐述了农田景观规划设计层次、原

则、步骤、规划设计内容与方法, 并介绍了 3S 技术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以期对我国的农田景观规划设计起到借鉴

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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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景观规划是在一定尺度对景观资源的再分配, 通过

研究景观格局对资源利用过程的影响, 在景观分析、综合

及评价的基础上, 提出景观资源的优化利用方案。目前,

景观规划主要集中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城市景观规划

设计领域。农田景观规划设计, 是在研究农田景观格局发

展过程的基础上, 合理安排农田景观要素的空间格局和

形态, 是景观规划的另一个研究和应用领域。发挥农田整

体效应, 协调农田生物与环境间的关系, 促进农田生态系

统能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良性循环, 是农田景观规

划设计的新任务。要求必须从农田生态学的角度, 综合考

虑农田景观干扰因素的空间作用、空间关系和干扰过程,

进行农田景观规划设计, 提高农田生产力、生态稳定性及

美学价值。

2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层次、原则及步骤

2. 1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层次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是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农业生

态学原理, 对农田景观要素的时空组织和安排, 制定农田

景观利用规则, 维护农田生物多样性, 实现农田高产、稳

产, 为人们创造优美休闲场所。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 一

般应包括区域总体规划、区片规划、细部规划设计三个层

次。

农田景观区域总体规划是根据区域景观斑块适宜

性, 优化景观格局, 提高区域景观整体功能。其内容包括:

景观干扰因素调查、景观过程分析、景观格局功能评价、

景观功能区配置、主廊道布局、景观功能区利用规则确定

等。

农田景观区片规划是依据区片景观利用方向和利用

规则, 优化景观结构, 提高区片景观整体功能, 是区域景

观总体规划的细化。其内容包括: 景观格局调查、基质适

宜性评价、次廊道布局、斑块布局、斑块利用方向与利用

规则确定等。

农田景观细部规划设计是实现景观的依据, 根据农

田生态系统的功能要求, 合理组织景观内部结构。其内容

主要有: 斑块设计、廊道设计、基质设计等。

2. 2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原则和步骤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应能体现出农田景观资源提供农

产品的第一性生产、保护和维持生态环境平衡以及作为

一种特殊的旅游观光资源 3 个层次的功能。农田景观规

划设计对象和内容不同于一般景观, 其规划设计原则不

同于园林景观和城市景观规划设计, 其主要原则有:

1) 整体优化原则: 农田景观是由相互作用的生态系

统组成的, 它是一个整体, 规划与设计应把景观作为一个

整体单位来管理, 达到整体最优、系统稳定, 而不必苛求

且限定于局部的优化。

2) 边缘异质性原则: 农田边缘异质性程度不仅影响

农田生物多样性, 而且直接关系到农田边缘效应。

3) 生产功能原则: 生态农业在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基

础上, 还应注重农田生态系统的高效、持续、稳定, 达到社

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 产出持续高效增长。

4) 互惠而安原则: 在长期自然选择协同进化中, 农

田生态系统产生有多种生物共生现象, 合理安排多种共

生互利关系, 能够增强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另外, 根据不

同生物的生态位, 合理配置生物, 可有效利用各空间尺度

的养分, 提高农田生态系统产品输出量。

5) 结构稳定性原则: 农田生态系统要提供优质高产

的农产品, 必须建立稳定生态系统结构, 保障系统功能正

常运行。

6) 综合性原则: 农田景观是自然与历史文化的综合

体, 其规划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一般步骤是: (1)确定农田规划设

计范围; (2)农田景观勘测与资料的收集; (3)农田景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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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图的编制; (4)农田景观适宜性分析; (5)农田景观规划

与设计; (6)制定农田景观利用规则; (7)农田景观规划实

施和调整。

3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与方法

3. 1　斑块规划设计

农田斑块是农作物种植聚集地。农田景观的尺度不

同, 划分斑块的廊道等级不同。斑块规划设计的内容与方

法如下:

1) 斑块大小。斑块大小直接影响农田生产效率大

小, 制约着农田能量和物质循环, 决定斑块甚至整个景观

的功能。通常, 大型斑块比小型斑块内有更多的物种, 能

提高碎裂种群的存活率, 更有能力维持和保护基因的多

样性。小型斑块占地小, 分布在农田景观中, 可提高景观

多样性, 起到临时栖息地的作用, 为农田景观带来大斑块

所不具备的优点, 应当看作是对大斑块的补充[ 1 ]。最优农

田景观是由几个大型农作物斑块组成, 并与众多分散在

基质中的其他小斑块相连, 形成一个有机的景观整体[ 2 ]。

对于农田生态系统而言, 过于分散的斑块导致农田生产

效率降低, 也不利于物种多样性的生存。

农田区域景观总体规划与区片景观规划中的斑块大

小, 由农田的基质与外部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

斑块的大小是根据景观适宜性、土地需求和生产要求综

合确定的, 充分发挥景观优势。

细部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农田斑块的大小取决于田块

的大小。田块的长度主要考虑机械作业效率、灌溉效率、

地形坡度等, 一般平原区为 500～ 800 m ; 田块宽度取决

于机械作业宽度的倍数、末级沟渠间距、农田防护林间距

等, 一般平原区为 200～ 400 m , 山区根据坡度确定梯田

的宽度。平原区田块的规模为 10～ 32 hm 2。

2) 斑块数目。斑块数目越多, 景观和物种的多样性

就越高; 斑块数目少, 就意味着物种生境的减少, 物种灭

绝的危险性增大[ 1 ]。从影响通过农田景观“流”的速率考

虑, 一定区域中农田斑块数目多, 则田块规模小, 导致斑

块密度大,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斑块间物种、营养物质和

能量的交流, 不利于农田集约利用。大尺度斑块数目规划

设计, 由农田景观适宜性决定; 小尺度农田景观斑块数目

取决于田块的规模, 平原区一般为 3～ 10 块öhm 2, 山区、

丘陵地区数量将增加。

3) 斑块形状。斑块的形状不仅影响生物的扩散和动

物的觅食以及物质和能量的迁移, 而且对径流过程和营

养物质的截流也有显著影响; 斑块形状的主要生态学效

应是边缘效应[ 3 ]。斑块形状与许多生态过程有密切关系,

弯曲的边界通过环境内物种活动加强了与相邻生态系统

间的联系[ 1 ]。为了给机械作业和田间管理创造良好条件,

田块的形状力求规整, 结合现有廊道合理划分。农田斑块

形状以长方形、方形为佳, 其次是直角梯形、平行四边形,

最劣为不规则三角形和任意多边形。

4) 斑块位置。农田斑块的位置基本由农田景观适应

性决定。在细部斑块农田景观设计中, 以连续的斑块为

宜, 利于农作物种植和生产效率。

5) 斑块的朝向。农田斑块朝向是指田块长的方向,

对作物采光、通风、水土保持、产品运输等有直接影响。实

践表明南北向田块比东西向种植作物能增产 5%～

12% [ 4 ]。田块朝向应利于作物采光、机械化作业、水土保

持、降低地下水水位、防风和运输, 一般以南北向为宜。

6) 斑块基质。斑块基质优劣, 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生

长量和经济效益。斑块基质条件主要包括土壤、土地平整

度、耕作方式等。需对质地差的进行土壤改良设计、施肥

设计; 土地平整程度直接影响耕作集约化、灌溉、排水、作

物通风和光合作用, 一般以平坦为宜; 耕作方式以提高地

力为目的, 安排作物轮作方式和间作方式。

3. 2　廊道规划设计

廊道是具有通道或屏障功能的线状或带状的景观要

素, 是不同于两侧斑块基质的线状斑块。农业景观中, 廊

道主要是河流、防护林、树篱、农村道路、机耕路、沟渠等。

廊道的数量、构成、宽度、质量及连续性决定了斑块之间

物质与能量流的运送效率、农田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迁

移效率和用地效率。

1) 廊道的数目。廊道数目除考虑相邻斑块的利用类

型, 还要考虑经济的可行性和社会的可接受性[ 1 ]。农田廊

道数目由景观尺度、生产的便利性、规模、利用方向决定,

一般为 3～ 4 条, 即斑块的边缘通道。随着景观尺度缩小、

斑块的分割, 数目增加。

2) 廊道的构成。相邻斑块利用类型不同, 廊道构成

也不同。农田廊道构成因规划设计景观尺度与廊道的功

能而异。大尺度景观规划的廊道由河流、高级别公路、铁

路等构成, 其中自然廊道基本不变, 遵循自然选择规律;

小尺度景观规划的廊道构成, 除大尺度景观规划涉及的

廊道以外, 还有沟渠、低级别公路、生产路、防护林等。

3) 廊道的宽度。根据规划目的和区域的具体情况,

确定适宜的廊道宽度。农田廊道的宽度由廊道功能与性

质决定, 影响范围越广, 廊道宽度越宽。一般道路宽度 4.

5～ 26. 0 m , 与其等级呈正相关; 主要田间道路面宽度 4

～ 6 m , 辅助田间道路面宽度 2 m 左右; 沟渠宽度0. 5～

20. 0 m , 与其功能、流量呈正相关; 乔木防护林带行距为

2～ 4 m , 株距 1～ 2 m , 林带宽度取决于树木行数, 一般为

2～ 20 m。

4) 廊道的形状。农田景观廊道形状多为直线型。对

地形坡度起伏大、景观基质差异大、斑块形状不规则、斑

块分布凌乱的, 且难以整理的区域, 为了充分利用各斑块

的资源, 廊道的形状需要采用多种形式, 满足物质与能量

流通需要。

5) 廊道朝向。自然廊道的朝向由地形、地球重力和

人为干扰决定; 人工廊道朝向受物质与能量流动方向、廊

道功能影响。道路以产品输出方向为主; 主林带与主风向

垂直为宜。

6) 廊道的基质。影响农田廊道基质的因素主要有经

济条件、廊道功能和生态要求。在满足道路基本功能要求

下, 道路基质尽量以砂石、土石为主, 利于野生动物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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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渠道采用节水基质, 排水采用土石基质, 地质边坡需

加固处理的采用水泥等, 在满足降低地下水位与泻洪功

能基础上, 沟底可按凸凹方式建设, 适当保存少量水分,

利于水生动植物生存; 防护林基质尽量选用与农作物共

生或互惠树种、草种。

4　3S 技术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发展, 环境、资源、人口等问

题日益突出,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至关重要, 对传统农田规

划设计提出新的挑战。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过程中涉及

大量空间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查询和决策。常规的数

据采集方法和处理方式已不适应海量数据的分析、管理,

甚至规划设计结果难以满足持续农业发展的需要。3S 的

出现为合理决策、辅助农田景观规划设计和管理提供了

先进的技术工具。

3S 技术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中应用的主要内容如

下。

1) 全球定位系统 (GPS) 用于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工

程空间定位

GPS 能够准确把握农田景观变化区域的位置。同

时, GPS 数据对遥感信息也是一个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可为 G IS 及时采集数据、更新和修正数据。

2) 遥感 (R S)为规划设计获取景观平面位置

遥感数据提供了多波段、多时相反映地表自然资源

的数据, 为农田景观规划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通过遥感图

像, 可分析农田景观的斑块特征、空间格局、动态变化等。

基于遥感图像还可制作农田景观现状图, 其工艺流程如

图 1 所示。

图 1　农田景观现状图制作工艺流程

F ig. 1　P rocedu re of m ak ing an up 2to2date

farm landscape m ap

3) 地理信息系统 (G IS) 为景观规划设计存储、分析

数据、方案决策和模拟

基于 G IS 建立农田景观空间信息系统, 为农田景观

规划设计提供翔实的资料, 借助 G IS 强大的空间分析能

力, 可以进行景观的适宜性评价, 辅助农田景观规划设

计。结合景观设计中的各种应用模型, 利用 G IS 的可视

化功能, 对景观规划的结果进行模拟显示和分析, 对进一

步完善规划设计提供信息。

图 2 描述了 G IS 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框

架。

图 2　G IS 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框架

F ig. 2　A pp licat ion fram ew o rk of G IS in the

farm landscape design and p lann ing

目前 G IS 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趋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专题分析。现在 G IS

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已成功运用来做大量的专题分析,

如: 农田景观适应性评价、斑块规划平衡分析、规划技术

指标分析、规划廊道网分析、规划方案评价等。加大了分

析的深度和广度, 提供规划区域的实时信息。

2) 辅助农田景观规划设计。运用遥感数据和 G IS 对

农田地理空间信息强大的管理和分析功能, 能准确计算

农田规模和环境容量, 进行有关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各

项技术经济指标和生态指标分析, 完成农田景观规划设

计、廊道建设、基质改良过程中工程量等指标计算, 从而

有效确定各斑块利用方向, 辅助农田景观布局和景观结

构合理选择。运用 G IS 技术可以极大提高规划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工作效率, 指导规划的编制和具体规划方案

设计, 辅助生产单位作出种植发展决策。

3) 规划设计方案虚拟。虚拟 G IS 具有观察立体细节

的能力, 景观规划设计者通过虚拟 G IS 能观察斑块、廊

道各层实际景观, 估算可以容纳的生物量、光透射率情况

等, 结合 G IS 数据库实时对斑块与廊道定位, 获得规划

设计区域的三维图像。利用V R 技术建立相应电脑模型,

增强了三维 G IS 的功能, 提高农田景观仿真与模拟精

度。规划设计者可对农田景观规划设计进行身临其境的

感受, 由此作出正确评价和筛选, 辅助进行形象思维和空

间造型。

4) 3S 集成技术应用。目前 3S 的研究和应用正在向

集成化发展。三种技术相互作用, 取长补短, 可以为农田

景观规划、设计提供直接的数据服务, 可以快速地追踪、

观测、分析和模拟被观测对象的动态变化, 并可高精度地

定量描述这种变化。

5　结　语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 可用于协调农

田生产与农田持续利用的关系。随着全球生态农业的发

展、精确农业与生态农业的发展以及景观生态学研究的

深入,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将进入合理协调农田的社会、经

济、生态效益, 满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新的研究阶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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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3S 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本文简要

阐述了农田景观规划设计层次、原则和步骤, 详细分析了

农田景观规划设计的内容与方法, 并提出了 3S 技术在农

田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模式, 研究了利用 R S 制作农

田景观现状图的工艺流程, 提出了基于 G IS 建立农田景

观信息系统应具有的功能模块, 总结了目前 G IS 在农田

景观规划设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趋势。随着 3S 技术的集

成化, 将推动其在农田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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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 landscape design and plann ing and appl ica tion of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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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rm landscape design and p lann ing is a system at ic p ro ject, w h ich can harm on ize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farm land p roduct ivity and the su sta inab le u t iliza t ion of farm land. It is a lso im po rtan t in o rder to m ain ta in a d iversity

of species on the farm land. T here is a develop ing trend in g loba l eco2agricu ltu re tha t requ ires farm land eco system s

no t on ly to sa t isfy p roduct ion funct ion s bu t a lso to harm on ize socia l, econom ic and eco log ica l benefits in a

reasonab le m anner. T h is t rend recogn ises the need fo r harm ony betw een hum an beings and the na tu ra l

environm en t. T he paper d iscu ssed the arrangem en t, the p rincip les, the step s, the con ten ts and the m ethods of farm

landscape design and p lann ing. It a lso in troduced the app lica t ion of 3S in farm landscape design and p lann ing, in

o rder fo r it to be p rom o ted and u sed in reference to farm landscape design and p lann ing in Ch ina.

Key words: fa rm land landscape; design and p lann ing; 3S; ec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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