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７，Ｎｏ．６
Ｍａｒ．，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４１３０１１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５； 　 　 修订日期：２０１６⁃０８⁃２５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ｄｏｎｇｒｅｎｃａｉ＠ ｒｃｅｅｓ．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６０５２５１００９

石龙宇，赵会兵，郑拴宁，于天舒，董仁才．城乡交错带景感生态规划的基本思路与实现．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６）：２１２６⁃２１３３．
Ｓｈｉ Ｌ Ｙ， Ｚｈａｏ Ｈ Ｂ， Ｚｈｅｎｇ Ｓ Ｎ， Ｙｕ Ｔ Ｓ，Ｄｏｎｇ Ｒ Ｃ．“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６）：
２１２６⁃２１３３．

城乡交错带景感生态规划的基本思路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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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城市规划方法多集中在城市用地、人口规模和交通优先等方面，而较少关注城市环境质量和环境福利。 要构筑一个

与未来居民生活品质相适应的城市形态，城市生态规划就必须考虑更多样化的数据基础和可获得性的技术，尤其是居民对这些

规划的实际感受，合理和科学的规划需要综合分析城市生态系统，包括自然和人为因素。 一个新的概念和理论“景感生态学”
能够将城市规划蓝图与人类感知相耦合。 景感生态规划理应包括人类对规划的各种感知需求，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

觉等。 本文秉承景感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以西集镇为执行案例，探索性地针对城乡交错带开展景感生态规划，以阐明将居民感

觉信息融入生态规划过程的挑战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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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年， 首次实现了超过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意味着

人类从此进入“城市型社会” ［１］。 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土地利用演化过程、景观格局的变化和相关规划的方

法和形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已被许多研究者广泛地研究［２⁃４］。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自然和社会科

学家都将必须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界定人在生态系统，尤其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角色［５］。 城市

规划者和管理者也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在支撑一定城市人口并改善他们福祉的同时，如何保持生态

系统功能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的城市规划技术体系和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巨大错位，如城市规划过

程中多样化数据的采集和处理，因缺失生态信息而最终导致规划蓝图和人们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
规划师及城市管理者都必须积极应对未来人口的生活方式变化和人口流动性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多样

化问题［６］。 规划师、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在面对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环境变化这一共同挑战，而城市生

态规划又更加强调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和环境等的“和谐发展”，这将意味着需要海量的多样化数据资源收

集方法和创新性的规划理论与方法支撑规划师的规划思路与方法。 城市可持续发展始终应该以人为核心，因
此可持续性城市规划必须追求创造一个环境、经济和公平的未来，并能为下一代创造美好的生存空间。

目前的生态规划信息包括了精确的科学知识，例如物种组成、多样性指数、栖息地条件和特征，以及种群

大小等［７］。 然而，生态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在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动态过程中，将人类融入生态过程来研究人

类和生态过程的关系更为重要。 学者赵景柱在首次提出景感生态学概念、迷码数据和趋善化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明了景感生态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框架。 景感生态学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

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相关方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

科学［８］。
“景感”是一种包含了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模型库和专家系统等的技术体系，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规

划或设计师更明确的遵循自然法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信息感知与融合已无处不在，人们不仅能够

通过个体感知获得生态信息，也能通过公众参与式的社会尺度传感器网络获得所处环境的环境质量信息及其

发育演化过程［９，１０］。
本文以位于京津冀生态关键区域的典型城乡交错带—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为研究对象，以城乡交错带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为最终目标，以景感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与框架作为基本指导，提出了城乡交错带景感

生态规划的基本思路，并结合西集镇的生态发育现状提出了西集镇景感生态规划的基本实施过程。 研究内容

强调将生态信息融入城市规划过程的重要性，并揭示驱动生态感知信息应用的挑战性，为典型城乡交错带生

态文明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辅助决策依据。

１　 规划区及项目背景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位于北京市东南部，距通州区卫星城约 ２１ｋｍ，距北京市区东四环约 ２５ｋｍ，镇域面积

９５．２９ｋｍ２，下辖 ５７ 个行政村。 西集镇地处潮白河现代冲击平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并有京杭大运河环绕镇

域，是一个拥有 ２０００ 年历史，挟京津冀咽喉要道的古老乡镇。 因处于中国大运河及京津冀大都市地区的关键

节点，使该研究区域更加呈现出独特的生态背景及文化底蕴，但随着北京市行政中心的外迁等城镇化进程加

快，西集镇如何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保持其生态品味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居民可享受的生态

福利可持续则显得尤为重要。 通州是北京参与京津冀、环渤海区域合作的重要枢纽，西集镇地理位置紧邻津、
冀。 镇域境内有京沈高速公路，自西向北穿过西集中央，镇西部是 １０３ 国道，规划七环路从镇域的东南部穿

过。 西集镇林木覆盖率高于通州区其他乡镇，居于首位，且三面环水拥有湿地资源，北运河和潮白河的风光优

美宜人，为西集打造生态宜居城镇提供了良好的生态保障。 通州区 ２０１２ 年乡镇功能定位的专项研究中西集

镇属区域经济发展支撑区，倡导发展生态休闲小镇。 另外第一产业丰富的果品种植采摘已初具规模，尤其樱

桃果园质量较高，为旅游业结合农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１１］。
通过分析现有资源，明确西集最主要的特色是生态资源、运河资源、运河文化、大面积果园，在运河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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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开发中，要注意与通州新城的差异性，不要建设与新城

类似项目。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且现代城市

居民对养生旅游越来越感兴趣，故将西集镇产业发展定

位为“运河养生，悠享西集”。 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和

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依托便捷的交通，以生态环境为

本底、运河文化为底蕴、运河景观带为联接，打造西集

“运河文化、生态养生、养老度假、农旅体验”等特色，建
设集观光旅游、创意体验、休闲度假功能为一体的生态

休闲小镇，形成生态宜居的悠享度假胜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市

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宣布将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迁往通

州，并强调要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２０１７ 年取

得明显成效，这给西集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

挑战。 机遇在于随着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外迁，通州区

政府行政中心也将进一步外迁至潞城镇，而现在的潞城

镇政府将进一步迁移至西集镇，西集镇将无疑成为整个

过程中的受益者，但这也对西集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福祉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当地政府期望

依托紧邻北京和天津两城的优势，努力打造一个美丽的、生态的、 宜居的、就业理想且和谐的区域。 各级政府

承诺将整合运河遗产保护以及运河的功能延续、城市建设、历史和文化的展览以及环境保护等工作。 运河两

岸的地方政府想要促进环境保护，并使遗产型景区从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为周边居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

生态及社会福利，并同时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品质和生存质量。

２　 基于景感生态学的规划原则

２．１　 我国城市需要新的生态规划理念

我国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保育期，这对生态规划和生态系统管理都提供了机会和挑战。 目前生

态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指导方针着重强调能源、水、大气、声音、光和热环境、绿地、废物管理和处置，以及使用绿

色建材等。 但是很难将这些原则付诸于实践，而且规划者难以依靠现有制度有效获得如此综合的信息，就更

难以规划一个智慧的未来。 例如，那些体现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及偏好、社会公平和社会满意度等的相关信息

不容易收集到。 这恰恰又是规划者们所需要并应该融入规划过程的人类感觉信息。
在中国，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需要从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得到更多的“混合型数据”或称之为“迷码数据”。

这些数据应该包括实验、观测、监测、推演、遥感解译、统计、经验、替代、问卷调查和心理数据等。 景感生态学

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 在充分应用生态学基本原理基础上， 综合分析自然

要素、物理感知、心理感知、社会经济、过程与风险等［８］。
２．２　 充实规划过程中的生态信息量

景观规划倡导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与环境的规划理念。 这使得生态规划更加注重于人与自然间

的协调性，也需要更多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１３］。 城市规划方面的数据形式逐步延伸，从早期的模拟数据到

精确科学的观测数据，乃至“大数据”。 城市生态和环境规划数据有很多类型和来源，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

数据。 近年来，城市规划领域强调采用 ４Ｖ 数据，即：Ｖｏｌｕｍｅ（大量）、Ｖｅｌｏｃｉｔｙ（高速）、Ｖａｒｉｅｔｙ（多样性）和 Ｖａｌｕｅ
（价值） ［９］。 这需要更多的努力去测量或甄别每个生态因子，也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对同一目标进行观察和监

测，实现长周期监测统计数据，从而对同一对象或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耦合分析。 并且开展深入的数据

挖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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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景感的城市生态规划数据模式

Ｆｉｇ．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城市景感生态规划的详细数据模型如图 ２ 所示。
传统景观生态规划方法包括基于景观生态学方法的景

观生态适宜性和生态敏感性分析等，而景感生态规划则

是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环境信息采集的便捷化，以
及人们对环境体验的要求的提升，将人融入环境本身，
在传统景观规划的基础上更多的关注人与环境的多元

化互动关系，需要更多关于环境及人类行为的实时信息

作为规划及决策基础。
２．３　 充分利用居民的感觉数据

人是城市生态系统中最复杂的对象，而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又是极其广泛的，导致城市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的数据规模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对于数据的输入和

处理速度的要求也非常高。 城市区域人口极其稠密，每
天都有大量个体在城市内部活动和工作，这些动态数据表征着大量城市综合体的生态系统状态信息，也隐喻

着城市生态系统中的成分以及关系的复杂性，进一步反映了人的活动和环境问题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１４］。
与此同时，这些数据在结构、组织、维度和粒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些数据可以蕴含城市生活信息，一些

数据蕴含生活质量信息，更有一些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和解决“城市病”。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需要进一步

提高和丰富关于城市生态系统的数据类型。 未来新的城市形态发展将在关注传统而简单的人与自然关系，提
升到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关注人类的情感（快乐、满足），活动（偶然性活动和基本活动）和
人类本身（个人和群体）。

研究表明，在有利益相关者知识的参与基础上，通过共同思考与合作学习的规划方式更有助于战略综合

规划［１５］。 换句话说，参与规划过程的利益相关者能将他们共同感知目标融入规划。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意愿

源于他们的情感，例如到绿色空间的距离与安全感。 规划者可以很容易从利益相关者的感官数据中来获得新

的想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城市居民的感官数据，因为这些人才是在生态规划中的真正利益相关者。
２．４　 充分利用环境物联网

物联网提供了一种通过数字化研究和分析城市生态问题的机遇，特别是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城市可持

续发展问题［１６］。 例如，智能手机和可佩戴式电子计算设备用来跟踪人类的行为、位置，甚至身体的生理状况

的改变，并能用于记录和分析的数据，这些新的数据形式奠定了面向人群开展可持续性数据分析与规划的重

要基础。
在数字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在提供信息服务基础上也积累了大量的城市

动态数据。 城市环境数据对城市规划而言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数据包括大气、 土壤、声音、风和其他环境元

素。 因此环境物联网通过在线、实时、远程监测信息的方法实现了采集、传递、管理、模拟和预测，从而为可持

续发展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的收集和处理方法的提高，以及观测和传感装

置的发展，现代科技已经逐渐演变成可从各种来源获取多源数据，多种目标和多种功能地充分支持城市规划。

３　 城乡交错带景感生态规划的基本思路与实现

基于景感生态学思想和以上的分析，我们探索性地开展了城乡交错带的典型区域———北京市通州区西集

镇景感生态规划，从前期的多源化感知数据的处理，生态、经济等权益主体的全面制衡等过程明确了城乡交错

带景感生态规划的基本思路，并在西集镇进行了落地实施。
３．１　 城乡交错带的感知数据处理

城乡交错带是兼具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利用性质的城市与乡村地区的过渡地带，又称城市边缘地区。 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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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带尤其是指接近城市并具有某些城市化特征的乡村地带， 主要依靠交通干线联结，构成城乡联系密切的

区域。 城乡交错带的景感生态规划以增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度为目标，因此，规划者更需要充分理解自然和

人之间的感应。 景感生态规划中的环境感知信息首先必须包括传统规划方面的资料，例如对水环境质量、噪
声频率、物种组成和种群规模等。 其次，也应包括个人感觉和心理反应，如皮肤感觉、文化差异、视觉效果和人

际关系。 感觉是具有感知能力器官的一种生理能力。 一般来说，优秀的生态规划应该要满足视觉、听觉、味
觉、嗅觉和触觉这五个基本方面。 在本研究景感生态规划的方法中，源于人的感觉数据将被视为第一手资料。
基于景感生态学概念的规划内容和方法已分类在表 １ 中列出。

表 １　 景感生态学规划内容与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感觉类型
Ｓｅｎｓｅ ｔｙｐｅ

感官
Ｓｅｎｓｅ ｏｒｇａｎ

规划类别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规划内容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视觉美感 眼睛 景观格局 景观格局优化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ｙ 建筑风格 建筑色彩规划

植物造景 植物配置设计

文化遗产 古建古宅保护

教育宣传 物联科技展示

环卫环保 水体表面清洁、垃圾与固废处理

光环境 玻璃幕墙与夜景照明设计

声感 耳朵 噪声控制 绿化隔离带设计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ｉｎｇ 自然声营造 泉、瀑、蛙等自然声景观构筑

味感 嘴巴 游憩娱乐 农家餐饮娱乐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ａｓｔｅ 农业景观 采摘农业、现代农业

景点配置 生态系统供给服务设计

嗅感 鼻子 植物配置 亲泥土气息设计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ｍｅｌｌ 异味 亲花香配置

臭水处理 可亲水设计

触感 皮肤 建筑材质 现场体验设计、亲水设计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ｏｕｃｈ 四肢 步道设计 慢行系统

风感 皮肤 小气候 通风廊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ｗｉｎｄ 温湿度 可视性

心理感应 心 可达性 绿色廊道格局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透视性 场景觉察

传统文化 文化认同

神圣感 皇城文化

安全感 景观色彩

方位感 大脑 地标建筑 符号系统、景观雕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ｅ 视觉轴线 视觉轴线设计

在这一景感规划中有八个类型的感觉，包括美感、听觉、味觉、嗅觉、触觉、风感、方向感和心理反应。 规划

者研究制定了一套适宜的方案将其进行有效组合。 例如，修建一条生态走廊意味着可以让人产生生理和心理

上两种满足感，即可降低热岛感觉，又提高了绿地的可达性。 通过建筑物色彩和自然声音营造使人有贴近自

然过程和贴近生活的感觉。 建筑物周边的绿化带规划既可以减少噪音污染，又可以增加氧气供给、固氮和其

他生态功能。
景感规划师要依据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做出判定，但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因此，本

研究将每种感知形式的数据集以地图专题图层的形式进行表达，并用 ＧＩ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来
进行空间分析。 例如，ＧＩＳ 可以帮助分析声景观格局、生物物理环境和人类感觉之间的相互作用。 微气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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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西集镇景感生态规划数据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Ｘｉｊｉ ｔｏｗｎ

间格局设计和规划的目标应让人感觉到舒适的风、温
度、湿度、降水、自然通风和周围环境的可见性。 这些对

于创造一个宜居环境、城市形态和建筑设计是非常重要

的［１７］，具体与景感规划专项对应的 ＧＩＳ 图层如图 ３
所示。
３．２　 综合权衡利益相关者的感受

在生态规划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被视为是掌

握本土知识的基本条件。 西集镇作为城乡交错带的典

型区域，其景感生态规划需要考虑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

感受。 尤其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１）京津冀一体化整

体战略；（２）连通京津冀的关键生态节点；（３）统筹生

产⁃生活⁃生态和谐的“三生空间”；（４）保护历史文脉携

同产业创新发展。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也要考虑平衡

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公平，并全面平衡土地资源和环境效

益的关系。 规划还应顾及当地政府和企业在生态建设

过程中的经济利益。 在贯彻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愿景的

前提下，与当地政府和开发企业充分沟通，尤其是分析

潜在生态收益需求，确定其对规划方案的感受，如风险性、敏感度、性能、 可达性、脆弱性及其他指标，最终综

合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感觉形成景感生态规划方案。
３．３　 基于景感生态学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

在生态规划的过程中， ＧＩＳ 制图和情景设计工具能有助于规划团队将利益相关者视角和专家知识有机

结合起来。 规划方案选择项和草案源自并服从于公众参与者对美的感知， 因为其中蕴含着很重要的对规划

区当地的生态知识或经验。 如对该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尊重原有建筑风格，将维持被列入大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清单中重要景点的原貌。 规划建设河流生态廊道来加强城市和农村生态系统的美感，实现控制水流、为
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并为公民提供休闲空间［１８］。

通过将延芳淀湿地规划为具备地下及地表径流湿地和生态池塘的景观来提升水环境功能。 通过全区域

贯通的生态水系网络建设，保障研究区域居民的水生态观感及触感等的生态福利不收影响，同时还可以提高

水质，消除水体中的异味。
营造绿色缓冲区以减少来自交通干道的噪音污染［１９］。 如在居民点附近营造 １５ 米宽曲线绿化带和 ２００

米环形绿化带，并通过交通沿线绿化带进一步形成的林网，使村庄进一步被森林所包围。 构筑这样林网能有

效保护居住区和农田，减少夏季和冬季大风的损害。
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中，对各种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同时使森林、草地和湿地能营造出哺乳动物、

鸟类、两栖动物和昆虫等发出的不同级别声音的环境［２０］。
３．４　 西集镇—城乡交错带典型区域的景感生态规划

通过对西集镇目前土地利用类型的全面分析，本研究认为西集镇作为行政副中心外迁的直接受益者，作
为未来城乡交错带受城市化扰动较大的关键性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景感生态功能尚存在明显的缺陷，突出

表现在：规划区受道路、堤岸切割，由于道路等级较高，占规划区面积比例较大，造成全局性生态空间的分隔；
生态用地所占比大，但景观类型单一，生态系统服务种类少，综合生态效益不高；以公益林和果园为主的种植

模式下，树种较为单一，生物多样化程度较低，生态脆弱性高；北运河、潮白河、滨河岸带及规划区内水网作为

重要的生态空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景感生态服务功能几近丧失。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景感生态学基

本理论框架为基础， 以积极应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外迁所带来的生态扰动为方向，以构建 ＥＣＯ⁃ＴＯＷＮ 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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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西集景感生态规划图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ｓｅｎ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 ｍａｐ ｏｆ Ｘｉｊｉ ｔｏｗｎ

目标（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生态文明小镇；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协
同共融小镇；Ｏ—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创业创新小镇；ＴＯＷ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Ｎｏｄｅ：生态—未来福利新节点），编
制了西集镇—城乡交错带典型区域的景感生态规划实

施方案，由于北运河和潮白河在规划区的特殊地位和作

用，结合规划区已有生态系统现状，将湿地、防护林地和

河流作为规划区的生态保护核心，重点保护和建设。 规

划方案形成了 ６ 大生态功能区块，即包括：（Ｉ）中部生态

产业与人居发展区；（ＩＩ）北部现代农业与高端服务业发

展区；（ＩＩＩ）南部森林保育与现代农业发展区；（ＩＶ）北运

河文化景观保护发展区；（Ｖ）延芳淀湿地保育与创意休

闲发展区；（ＶＩ）潮白河滨河岸线保育与休闲农业发展

区（图 ４）。

４　 结论

在所有学科之中，生态学是尤其适合链接科学、艺术与人文，并把人和土地连接起来［２１］。 为了保护中国

大运河及历史古镇，把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水文学以及环境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全面集成到生态

规划过程中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那些源于人类感知的多样化数据对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具有巨大

潜力。
景感生态学方法可以帮助生态规划师理解原住民和他们的感受、想法和意见。 将感知数据融入规划过

程，既不会降低设计的艺术性，也不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为了能够为城市区域提供更全面的感知信息，需
要付出更多努力来生产那些规划师真正需要的信息［２２］。 此外，ＧＩＳ 制图和情景规划工具的有效组合也使规划

团队能将专家知识和利益相关者的感知融入到城乡交错带典型区域的景感生态规划过程中。 景感生态规划

的落地实施是一个逐级细化和逐步落实的过程，“景感”的理念应该贯穿于最初的概念规划，中期的控制规

划，以及后期的详细规划和实施方案等环节。 本文主要针对城乡交错带的景感生态规划的概念规划和控制性

规划提出了具体的落地方案，在后续相关理念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将“景感”的理念融入具体方

案的实施落地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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