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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自然生态化规划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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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森林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开发方式上应十分慎重。 以自然生态化规划设计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进行了武功

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规划和设计，进行了森林公园可持续规划设计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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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s, so it should be veηcautious to exploit it with ecology idea as 

guideline . National Forest Park of Wugong Mountain is layed out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lso prob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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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江西省安福县西部，

范围涉及武功山林场、增上林场、钱山乡、章庄乡 、泰

山乡和武功湖，总面积为 24 190 hm2 ，中心景区面积

为 16 500 hm2 。 是著名吉泰盆地的西北边缘，主峰

金顶（又名白鹤峰）海拔 1 918 m，为江西省境内的

最高峰。 武功山脉是幕阜山脉的南端支脉，山地沟

谷深切，重峦叠障，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该项目从 2001 年 7 月开始正式启动，由多学科

的多位专家组成调查和规划小组进行了为期 3 个月

的外业调查，同期进行内业调查，期间反复十多次进

行补充调查，于 2001 年 12 月完成调查评价工作。

进入规划设计工作后，利用 ERMAPPER6. 0 、 VIEW

GIS3. 0 、AUTOCAD2000 以及其他制图和数据分析、

统计软件详细进行了该公园的总体规划以及详细规

划的设计工作，并于 2003 年 7 月通过专家评审，评

收稿日期：2004--03-15 ；修回日期：2004-04-21

审结果为优秀。

2 自然生态规划设计

马来西亚著名建筑师杨经文认为 ： “生态设计

是通过设计获得的一种整体全面的考虑，它包括在

一个被设计系统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中，对系统中的

能源和材料的审慎使用，以及通过设计减少这些使

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门对于自然与生态的研究

其目的不在于研究自然与生态本身，因为景观设计

师所研究的生态和生态学家研究的生态侧重点不

同，是景观设计师通过加深对场地的深刻理解后而

做出的规划和设计方式［2］。

自然生态化设计就是建立在景观设计师在规划

设计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场地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以自

然风景保存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的规划设计

思想和方法，是一个深刻的观察自然、理解自然的过

程。 通过深入研究自然的演替，自然的做功，找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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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规律，模仿自然，学习自然。 人们一直提倡“生

态设计”，真正的生态设计即是结合自然生态因子

找出满足人类及其他生物合理需要的形式。

目前如何达到理想的生态并无定论，采用自

然一生态化营建的概念而非自然一生态营建是因为

生态学与森林公园营建的结合尚存在较大差距，人

工所建立的自然和生态是相对的，因为人们关心的

是有一个更加舒适、宜人、优美、符合发展规律的环

境，而不是最好或者最优，生态规划设计是一种景观

规划的生态学途径［ 3 ）。 自然生态规划设计不是一

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研究的不断进步，自然生态规划设计理念和方

式也会被注以新的内容。

2. 1 景观资源类型调查

在规划前进行生态调查与评价是进行下一步生

态规划的基础。 在多学科专家包括生态学、植物学、

动物学、景观规划学及建筑学专家的共同参与下，对

武功山的现有景观资源状况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详

细调研，根据《风景质量评定标准》通过专家打分法

共评出一级景观 6 个，二级景观 23 个和三级景观

26 个。 现仅总结景观类型及特色见表 1 。

表 I 武功山景观类型及特色

景观类型

瀑布

湖泊水库

河流、溪流

河滩

蜿蜒的山脊

森林

高山革甸

竹海

古树名木

温泉

日出

云海

地貌

平原

风水格局

动物栖息地

历史文化景观

景观典型特征

数量众多，落差大，形式多变，景观优美，分布广泛。

腾龙湖水库，汇水面积42 700 hm2 ，水面面积达 1 150 hm2 ，蓄水量达 I. 74 亿 m3 。 7.）＜.质澄清，可直接饮用o 构成典型的湖
光山色景观。

泸水河，境内最大的河流，天然落差 594 m。 拥有众多的溪流、河流。

河流岸边形成极具风景价值的河滩和风景优美的湿地。

山体较为密集，坡度较大一般20 ～ 40。，最高峰金顶海拔 I 918. 3 m，武功山群峰海拔都在 I 000 m 以上。

有部分原始林，林木类型多样，垂直分布明显 ，植被状况良好。

武功山海拔 l 600 m 以上是以自茅为主的草甸带，面积达 6 666. 7 hm2 0 

茂密的竹林，分布面积广泛。

古树名木众多，槐树、杉木、黄山松等树种为主。

泰山乡文家村温泉，水温 70° ，恒定，水量大。

海拔高，视野开阔，是观赏日出的极佳位置。

夏，秋季雨后常见，时间长，变化多端。

奇峰怪石林立，地质、地貌类型丰富。

肝陌连绵，垂柳依依，构成“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乡土景观保全。

多处沟谷且具大面积平原的地带形成良好的风水格局，风景极佳。

植物 I 603 种，特有种 4 种。 动物 249 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36 种。

拥有众多的古建庙宇、墓葬、革命遗迹以及乡村和民族习俗。

2.2 明确的自然生态目标 2.3 生态规划与设计

提出生态目标是所有营建工作的开端，森林公

园的目标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目标，并追求三

大目标都能实现“三赢” 。 但具体操作中总会出现

各种问题使这 3 个目标很难同时达到最优，这就出

现了如何辨证看待的问题。 “生态优先”、“环境第

一”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经济发展重要，但

是生态效益更重要，我国以前的风景区建设追求

“经济第一”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一系列问题已

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在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合理地取得经济收益。

根据调查资料经多次认真讨论形成了生态规划

方案，该论文仅列举了生态规划与设计相关内容，其

他规划由于篇幅原因省略。 根据森林公园内自然景

观资源极其丰富的特点，在规划及设计中，以自然生

态化营建作为贯穿始终的规划设计思想脉络，一切

营建均围绕“自然生态”的主题展开。

2.3. 1 对自然现状的利用 通过对自然现状的利用

不仅可以减少经济投入，而且通过这种更新的方式避

免了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利用方式详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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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项目

自然景观

道路

建筑

当地的材料

当地的村落

现有矿址

表 2 对自然现状的利用

利用方式

对自然景观资源的利用求质不求量，严重冲突时
放弃景观开发。

尽量利用和改造原有道路，关闭局部游道恢复生
态环境。

直接利用或更新原有建筑，拆除的“建筑废物”进
行再加工使用。

开采矿藏时留下的碎石块及伐木和必要的道路修建
留下的倒渣可用做铺装、座凳、房屋建设等。

地处泸水河冲积平原横龙镇盆形村，是典型的乡
土景观；利用其进行旅游开发，增加当地居民收
入。

利用现有废弃矿址，结合景观和生态恢复建设废
弃地生态园。

2.3.2 景区的自然生态化设计详细方案 该方案

包括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保护一确定开发和保护的

区域及强度（见表 3 ）、景观与旅游规划一为公众提

供游葱、场所（见表 4）、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一建立生

态基础设施提供园区的生态保障（见表 5 ）、景观单

体规划与设计控制一对单体景观要素进行控制（见

表的 。
表 3 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保护

保护内容

划定自然生态保护区

水库生态环境保护

河道、溪流等水域保护

高质量风景价值保护

其他生态敏感地区保
护

采取方式

划定的区域严禁游客进入，科学考察需
经过批准。

水库除改造现有开发区域外，严格保护，
禁止建设宾馆和游想项目 。

河道除固定的游线外，严禁任何水上游
乐项目 。

靠近景点处严禁修建大型道路和其他非
保护性人工设施。

对单项生态因子极其敏感区域例如动物
植物等做专项保护。

表 4 景观与旅游规划（景区及景点位置见图 1 ) 

景区 旅游项目 旅游项目特征

地貌观赏 观赏奇峰怪石的景点。

千丈岩处等具高山特色的景点，限制
羊狮幕景区 峡谷探险

参与人群数量。

沿溪步行 可利用现有小路观赏溪边森林风光。

利用现有的温泉设施进行休闲娱乐活
温泉洗浴 动

温泉景区 度假休闲 有限制地满足游客吃、住、玩的需求。

三天门景区

提供当地的土特产及具有当地民风、
购物中心

民俗特点的工艺品。

金顶、图坪道教丛林，采用保留遗迹的
道教丛林 方式，不再进行重建等“复古”行为。 和

历史遗迹共同形成“乡土森林”景观。

瀑布群
以龙潭瀑布群、四十八弯为主的自然
温草草区A

景区 旅游项目 旅游项目特征

金顶景区

腾龙湖景区

香炉峰 建立了望塔，作景观观赏之用途。

日出现赏

草原钱道

白鹤峰寺

生态湿地

科学研究

水上活动

战桥钱台

建立木质山顶观赏平台，平台采用踵
跌的方式，减少建设面积和增加观赏
效果。
在高山革甸区建立木质钱道，限制游
人对草甸的破坏。

对遗址采用修缮和修景的方法，“修旧
如｜日” 。

恢复并建立生态湿地，体验“湿地”生
物和景观多样性。

对库区的环境特点，生物多样性等项
目开展科学研究。
水上活动采用限制固定游线，采用清
洁或人力交通工具；开展垂钓等休闲
活动。

建立木质找台和校桥，增加亲水性及
满足观赏需要。

在库区的局部地段建立自行车及电瓶水岸环游
车环游线。

进行观赏活动，除水上线路外，不再增
九曲十八湾

加其他人工设施。

九龙潭景区 瀑布观赏 以天心瀑布为主的观赏景区。

图 l 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景观分区及景点位置

类型

三废处理

表 5 生态基础设施规划

具体措施

建立完善的污水、废气及固体废物收集、
处理系统。 处理后质量要求达到或者高
于国家污水排放标准。

建立林业管理必备的设施，并将了望台和
防火林带、林道、了望台 景观建设相结合。

环境监测站 建立环境监测站，长期对各测点进行观测。

公共厕所
建立“生态化”厕所，对废物实施就地“生
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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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

类型

当地居民的生态教育

生态恢复

自然能源利用

具体措施

实行监测，对超出尾气排放标准和噪声污
染超标的车辆严祭进入，改乘园内环保型
公共交通工具。

加强生态和环保意识宣传。

对开矿、伐木 、竹等造成的生态破坏地区
进行生态恢复

充分利用电能；使用高效率电工制品，鼓
励利用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

表 6 景观单体规划与设计控制

单体类型 子项

功能

建筑控制

规划与设计控制

住宿、林中野营用木屋，观景功能皆采用木
质平台。

选址 不得位于山顶和山脊等处，隐藏于树林中。

高度 高度控制在6m 以下，宾馆不许超过2 层。

布局 低密度，相对集中

结构 干栏式或者悬挑式，风格简洁朴素、原始。

型
向
彩

类
朝
色

充分利用自然光照、通风等节能型生态建筑。

有利于利用自然能源和朝向景观优美方向。

木质建筑保持原木色泽。 宾馆等建筑采用
灰色坡屋顶，索色的仔色墙身。

材料 木质、竹质、石质或以玻璃为主要材料。

更新
拆除原有城市化建筑；改造现有接待区建
筑形式。

道路控制

标识控制

游想设施

建筑小品

停车场

历史遗迹

类型 主干道、游道、钱道、步道、自行车道。

主干道修建成商标准黑色沥青或水泥路
面。 游道以石材、木材为主。

适当增加原抬或自然艺术表现题材的艺术品。

粗朴、自然和原始以及以乡土文化为题材
的创意造型。

以绿色等易融合于具体环境的色彩，因地
适宜。

以木 、竹、石材为主要材料，辅以环保塑料
等可再生材料。

以木材为主要材料，辅以石材，必要时采用
钢材进行加固。

以木 、竹、石材为主要材料，辅以环保塑料
等可再生材料。

采用嵌尊铺装减少视觉干扰和避免夏季形
成热下垫面。

加强停车场的绿化种植。

针对不同历史及文化遗迹分别采取修缮、
修景、控制方法。

色彩

材料

材料

材料

料
化
一
理

材
绿
一
处

杜绝盲目引进“外来文化”，使公园的乡土
文化资源严格控制性遭受冲击；合理设置符合本地民风的文

化活动类型。

3 生态管理

Stiles 认为景观管理是为了使当代和后代均受

益而进行的景观资源保护与促进，通常是在一个或

多个场地或场所进行的可持续管理过程（如表 7 ） 。
良好的管理是森林公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

措

表 7 生态管理措施

具体办法施

建立珍稀动植物研究和繁育园；对生物
建立科学考察研究基地 多样性进行监测；合理利用动植物资源 ；

考虑人工放养进行当地物种恢复。

控制活动范围，禁止游客进入划定的范
围以外的区域；禁止游客对公园的任何
破坏行为。

对公园内的“三废”进行严格管理，推广
使用消洁高效能源。 接待区营建人工湿
地形成“中水循环”系统。

产禁在规划后对规划用途进行改变；严
禁设置任何规划以外的建筑、旅游项目
和开避新的道路等行为。

游人活动范围

‘三废”管理

规划布局控制

对当地居民的生态引导 加强生态保护宣传；辅助进行生态建设。

交通工具控制
在公园内使用电力车辆，在水域使用电
力摩托或手动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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