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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景观管理是基于可持续土地管理（ＳＬＭ）、可持续林业管理（ＳＦＭ）和水资源综合管理（ ＩＷＲＭ）提出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方法，强调区域整体性、系统性和多功能性。 《河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方案》还在规划设计

阶段，概括分析了《河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区域生态环境条件、问题、总体思

路和目标、总体布局和生态功能分区、主要任务和工程等，并提出管控、修山、治水、护渠、复绿、整地、扩湿等综合性生态修复策

略，实施矿山环境治理、流域水环境生态修复、生态系统保护、土地整治与污染生态修复、重要生态系统保育与生物多样性维护、

科技创新工程，体现系统性和整体性。 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应加强综合景观管理，主要包括开展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规

划设计，加强“生命共同体”景观特征和生态过程研究，提升实施项目的多功能性，加强工程技术集成应用和研发，加强公众参

与与合作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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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科学谋划全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的基础上，国家在河南省启动的首个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试点，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通过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财政

部等相关组织的评审，列入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程项目。 南太行地区位于我国地

貌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分水岭，是中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构筑国

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提出的太行山区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

重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京津冀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具有至关重要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水环境维护、生物

多样性维护、防洪调蓄等生态系统服务。
过去的十几年，粮食安全、面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等问题成为国际研究热点。 这些问题彼

此关联，无法通过传统的部门分割的土地管理方式得到解决，近年来逐渐发展出景观方法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１］。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ＩＰＢＥＳ）》颁布的《全球土地退化现状与恢

复评估》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景观方法的应用，即在景观尺度上，不同利益相关者开展综合景观管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综合景观管理是指按照目标尺度下景观镶嵌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功能整体性，土地经营者、管理者以及利益相关者为从景观镶嵌体获得多目标而采取长期合作、统一行动的过

程。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整体性和系统性思想与景观方法所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强调各景观要素

的相互作用及功能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论文首先对《河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行简要介绍，并按照景观方法及其综合景观管理概念和原则，对《实施

方案》进行了解读和评述。

１　 区域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

１．１　 区域基本情况

南太行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区域范围包括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及济源市等 ５ 市、２５ 个县

（市、区）（图 １），国土面积约 １４０１８．４０ ｋｍ２，总人口 １６６６ 万人，占河南全省总人口的 １６．７％，常住人口 １５３１ 万

人。 南太行山地区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跨黄河和海河两大流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

征，生物资源、矿产资源丰富，是河南省重要的能源基地、粮食生产基地、食品加工基地和新型先导产业基地。
２０１７ 年，南太行地区五市 ２５ 县（市区）合计完成生产总值 ５８６１．２５ 亿元，占河南省生产总值 １３．０２％。
１．２　 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成效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自 ２０１２ 年开展生态省建设以来，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法规，开展了一系列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主要体现在：
一是推进小流域综合整治。 先后实施南太行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３０ 多项，通过大面积封山育林、退

耕还林、造林种草等措施增加林草植被面积；积极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力推进碧水工程，搬迁或整治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保护区内畜禽养殖场，初步遏制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水源涵养与水质维护能力有所增强。
二是加快“三区两线”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及恢复治理工程进程，积极推进水土流失防治。 完成废弃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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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南太行地区项目实施区域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治理约 ３２６６ｈｍ２，恢复、新增耕地约 ５００ｈｍ２，新增林地约 ５１２ｈｍ２，建成凤凰山和缝山针等国家级矿山公园、综
合性游乐园等旅游休闲景区 ８ 处；“十二五”以来，实施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２０ 多个，总规模 １．４ 万 ｈｍ２，新增耕

地 ０．８ 万 ｈｍ２，建成高标准良田 １４．７ 万 ｈｍ２。
三是启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生态带、山区生态体系、生态廊道网络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生态环境

保护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 多次开展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对自然保护区内生物物种资源进行全面普查统

计，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图 ２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布局

　 Ｆｉｇ．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ｇｒａ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１．３　 分区及其主要问题

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虽然开展了大量的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南太行地区仍然存在较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主
要包括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破坏问题突出、流域水生态环

境问题严重、重要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土壤污染治

理任重道远及部分地区水土流失隐患较大等五个方面。
此外，南太行地区五个地市发现存在空气污染、水污染、
固废污染以及非法出卖土地资源、非法占用农田、破坏

天然植被和土地抽沙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南太行地区

主体可以分为“一山脉、两流域”（图 ２）。
（１）“一山脉”，即太行山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主要集中在新乡市、鹤壁市和安阳市的西部地区、
济源市、焦作市的北部地区，面积约 ７１００ ｋｍ２，占南太

行区域面积的 ４９．７６％。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有：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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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严重，裸露山体多，矿山生态环境差且次生地质灾害多，滑坡、泥石流隐患大，森林结构较为单一，天然林中

次生林较多，森林质量不高。 （２）“两流域”，即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区及海河流域水源涵养区。 黄河流域水土

保持区主要集中在焦作市的孟州市、温县、武陟县等南部地区，面积 ２６２４．９ ｋｍ２，占南太行区域面积的 １８．４％。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有：河道淤积严重，水生态系统脆弱，湿地功能萎缩，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农
业生产中农药、化肥使用不合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 海河流域水源涵养区主要集中在新乡市的凤泉区、
卫辉市以及鹤壁市和安阳市的东部地区，面积约 ４５４４ ｋｍ２，占南太行区域面积的 ３１．０６％。 主要生态问题有：
海河流域水污染问题严重，水土流失侵蚀严重；矿产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加剧水土流失，废渣和废矿石堆积占

用土地，甚至引发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破坏修复任务重；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使用不合理，农业面源污染问题

严重。

２　 实施方案

２．１　 总体思路和目标

“实施方案”以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为统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整体性、
连通性、互补性和示范性四大原则，以实现“格局优化、系统稳定、功能提升”为目标，以太行山为生态屏障，以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为生态廊道，以海河、黄河流域为骨架，紧紧围绕管控、修山、治水、护渠、复绿、整地、扩湿等

综合性治理措施，聚焦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分区分阶段修复，重点突出、统筹兼顾，坚持自然修复

为主、人工干预为辅的方式，系统推进南太行地区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土地

整治与土壤修复、重要生态系统保育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等 ４ 项工作，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探索形成具有较

强示范性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模式，为太行山区乃至全国树立生态系统修复的典范。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三年试点期间争取全面完成重点建设任务；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巩固提升试点建设效果。 到

２０２０ 年底，南太行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稳中有升，生态保护红线得到有效执行，生态系统服务有效提升，生态安

全屏障基本形成，生态保护修复体制机制全面建立，生态扶贫初见成效。 具体指标：分为 ４ 大类、１７ 项

（表 １）。

表 １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ｇｒａ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指标名称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ｎａｍｅ

目标
Ａｉｍｓ

指标属性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流域水环境 治理河道长度 ２４４．４６ ｋｍ 约束性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的比例 ６０％ 约束性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 约束性

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２１７．２ ｋｍ２ 约束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森林覆盖率面积 ３２．１％ 约束性

新增林地面积 １５．３ ｋｍ２ 约束性

低质低效林地改造面积 １１７０ ｈｍ２ 约束性

恢复新增草地面积 ３００ ｈｍ２ 约束性

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５４０ ｈｍ２ 约束性

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面积 １５０ ｈｍ２ 约束性

恢复新增湿地面积 ６．７５ ｋｍ２ 约束性

矿山治理及土地整治 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数量 １１６ 处 约束性

Ｍｉ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面积 ２７９．８ ｋｍ２ 约束性

新增土地整治面积 ３６．９２ ｋｍ２ 约束性

人居环境改善与治理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９３％ 约束性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乡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８５％ 约束性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率 ９７％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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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总面积约 ５７８ ｋｍ２，河道治理长度约 ２４４ ｋｍ。 其中，矿山环

境治理面积 ２７９．８ ｋｍ２、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２１７．２ ｋｍ２、新增林地面积 １５．３ ｋｍ２、低效林地改造面积 １１．７
ｋｍ２、恢复新增草地面积 ３ ｋｍ２、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５．４ ｋｍ２、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面积 １．５ ｋｍ２、恢复新增湿

地面积 ６．８ ｋｍ２、新增土地整治面积 ３６．９ ｋｍ２。
２．２　 总体布局和生态功能分区

基于“一山脉、两流域”的三大片区总体布局，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原则，结合片区内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南太行地区生态保护修复空间进一步细化为 ５ 个功能分区，确定了各功能分区主要

问题和重点任务（表 ２）。

表 ２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功能分区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ｇｒａｓ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区名称
Ａｒｅａ ｎａｍｅ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主要问题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重点任务
Ｋｅｙ ｔａｓｋｓ

１ 太行山中低山水源涵养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功能区

２８６８．６６

森林结构不合理、生物多样性受
损、水源涵养及野生动植物维护
功能不足，山体裸露及水土保持
能力下降、水土流失等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修复生态
系统；保护动植物生境，维护生物
多样性

２ 太行山丘陵及倾斜平原矿山环
境与水土保持修复功能区

４３５２．２６

矿山生态环境差且次生地质灾
害多，土壤污染严重，林草破坏
严重，水源涵养及水土保持能力
下降

强化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强矿山
环境保护修复；实施土地整治与污
染修复

３ 太行山山前冲洪积平原水环境
生态修复功能区

６４２７．６６
河流水系连通性差、水资源短
缺、水污染、水土流失、农业面源
污染等

实施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治理水
土流失，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构
建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

４ 黄河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功
能区

４５９．２８ 湿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

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及水环境治理，
增强水源涵养能力，保护动植物生
境；严格水域岸线管理保护，加强
水生态修复

５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生态廊道
保护功能区

２４３．７７
沿线人口稠密，生态绿化保护带
不完善，居住地紧邻总干渠，存
在大气粉尘污染现象等

生态廊道修补建设，监测、维护生
态廊道生态系统。 严格饮用水源
地执法监管及环境状况评估

２．３　 主要任务和工程

２．３．１　 保护修复分区与措施

按照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理念，将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涉及的范围，
部署 １ 个整体保护区（图 ３），７ 个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工程区（表 ３）。
２．３．２　 综合治理工程部署

南太行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管控、修山、治水、护渠、整地、复绿及扩湿为主线，重点实施管控、修山、
治水工程，分为矿山环境治理、水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保护、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科技创新工程五大类十

二亚类。 其中，矿山环境治理工程 ２７ 项、水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１０ 项、生态系统保护工程 １０ 项、土地整治与污

染修复工程 ５ 项、科技创新工程 １ 项。
２．４　 投资估算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概算费用 ６３０１４５ 万元。 其中：中央生态保

护修复奖补资金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省级生态保护修复资金 ９７０００ 万元，市、县财政资金 ２９６９３７ 万元，社会资金

３６２０８ 万元。 矿山环境治理工程 ２７ 项，概算费用 １９０８３５ 万元；水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１０ 项，概算费用 １６３９０４
万元；生态系统保护工程 １０ 项，概算费用 ２５３９４８ 万元；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工程 ５ 项，概算费用 ２０６４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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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南太行地区生物保护与修复重点区域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科技创新工程 １ 项，概算费用 ８１７ 万元。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计划实施项目共计 ６０ 个，总投资金额为 ６２９９４５ 万元，在有

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资金筹措以政府财政和社会融资为主要投入方式，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广泛吸

收社会资金，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体，引导社会筹措资金参与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３　 实施方案提升

３．１　 开展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规划设计

景观是由自然因素、自然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片被人感知的特征区域，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

改造生态系统镶嵌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 综合景观管理是按照目标尺度下景观镶嵌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的功能整体性，土地经营者、管理者以及利益相关者为从景观镶嵌体获得多目标而采取长期合作、统一行动的

过程［３］，整合可持续土地管理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ＬＭ）、可持续林业管理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ＦＭ）和水资源综合管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ＷＲＭ）方法，大力推进景观（生
命共同体）尺度上生态修复和保护，强调系统性和整体性。 景观的大小视我们观察、研究和规划设计的尺度

而定，从几十亩的沟路林渠田，到几平方公里的山水林田村，再到几百平方公里的山水林田湖，都是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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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更是一个景观综合体（图 ４）。 荷兰土地评价和景观生态学家 Ｚｏｎｖｖｅｅｌｄ（１９９５）将景观定义为 ３ 个方

面，包括景观的可视性和感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以及景观的格局和尺度效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并将景观作为土

地生态系统［４］。 景观可以理解为在土地综合体上叠加土地利用格局，形成人类获得感知的特征区域，表现了

整体性和系统性（图 ４）。 山水林田湖草第一层次是景观的可视性和感知，或是景观特征，它们记载人类长期

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足迹和生态文化，形成具有唯一感知的景观特征、特定的生物组成以及生物与环境相互作

用的生态过程。 如果失去了这些特征会导致生命共同体千遍一律，或是“千村一面”，乡土文化也就随之

消失。

表 ３　 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主要任务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ｉｎ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ｒｉｖｅｒ⁃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ｇｒａｓｓ ｉｎ Ｎａｎｔａｉ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区名称
Ａｒｅａ ｎａｍｅ

工程区范围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

保护修复措施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１ 南太行中低山生态涵养
保护修复工程区

主要包括南太行地区的中低山区及淇

河流域上游，面积 ２８６８．６６ ｋｍ２

强化管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强生态建设，实施生
态保护红线保护与修复；强化监测，建设生态保护
红线综合监测网络体系

２ 南太行东麓丘陵矿山环
境治理工程区

位于南太行东麓低山丘陵与冲洪积平

原交接带面积 ２４４３．７８ ｋｍ２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修复和矿产资源开发全过
程的环境保护与监督；强化生产矿山监督管理，建
设绿色矿山；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３ 太行山南麓丘陵矿山环
境治理工程区

位于南太行东麓低山丘陵与冲洪积平

原交接带面积 ２４４３．７８ ｋｍ２

加强矿山环境保护修复和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保
护与监督；强化生产矿山监督管理，建设绿色矿山；
实施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４
海河流域冲洪积平原水
生态 环 境 保 护 修 复 工
程区

位于南太行东部安阳河、汤河、淇河及
东南部大沙河流域冲洪积平原区，面积

４５２２．９８ ｋｍ２

加强管控，严守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强化水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污染修复；强化城
市建设环境保护防控

５
黄河流域冲洪积平原水
生态 环 境 保 护 修 复 工
程区

位于太行山南部、东南部沁河、蟒河流

域冲洪积平原区内，面积 １７００．３１ ｋｍ２
强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污染
修复；部署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防控工作

６ 黄河湿地水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区

位于南太行地区黄河北岸沿线，总面积

４５９．２８ ｋｍ２ 加强管控；强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７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沿
线生态廊道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自南向北贯穿南太
行东部平原区，区内干渠长度约 ２４３．
７７ ｋｍ２

强化底线约束，严格用途管制；完善南水北调中线
总干渠两侧绿化带

“实施方案”提出“一山两流域”、“五大功能区”、“七大重大生态修复区域”，综合考虑不同尺度景观生态

环境问题和特征，这些都是生命共同体的体现。 因此，不同尺度的“生命共同体”和“景观综合体”的规划、保
护和整治，要充分认识其系统性，开展统一规划设计，可以分部门开展规划设计，但必须按照景观和生命体相

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整合为一个系统的规划设计，整体推进；二是要重视不同区域景观特征，充分认识客观的

景观特征及其变化是景观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维护、顺应和延续地域景观特征，保护和恢复原生生物群落和

生态系统，维系地域自然和文化景观特征，实现山水格局、绿脉、文脉的传承，深入挖掘乡村景观的美学和文化

价值，充分利用乡土植物、乡土材料和乡土技术和工艺，修复地域文化景观特征，提升地域乡村景观风貌，构建

具有年代美的大地景观；三是在规划设计和建设中，需要至少考虑 ３ 个相邻层次，即规划设计层次和对象、其
上一层次和其下一层景观综合，上一层次的规划提供了背景、制约条件、边界条件、发展战略和定位；下一层次

规划提供了具体的内容、机制等，要做好上下层次各类规划分析、整合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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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土地综合体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３．２　 加强“生命共同体”景观特征和生态过程研究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诠释了“生命共同体”理念

科学内涵，道出了景观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关系以及景观综合体的相互联系和整体性，与国际上在退

化土地生态修复方面倡导的景观方法及其综合景观管理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土地（景观）综合体的系统性和

尺度性。 系统性和尺度性表现为不同景观大小的综合体，具有不同的生态过程，如农田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
需要考虑水分运动过程、地表水流、土壤水流，合理规划设计排灌系统；在流域尺度上，需要考虑流域水文过

程，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水土涵养功能；对生物迁移来讲，农田尺度上需要考虑节肢动物、传粉昆虫和害虫

天敌的保护，在流域尺度上需要考虑迁移和活动尺度不同的鸟类或是传粉昆虫栖息地生态修复［５］。 就南太

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要系统研究“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土地利用 ／景观格局与水土气流动、污
染物迁移、生物迁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退化和损毁等各类生态⁃经济⁃社会过程的相互关系，从而有效建

立“源头保护和控制⁃过程阻控⁃受体保护和净化”的系统整治体系，开展污染、损毁、退化土地生态修复，加强

不同类型景观要素重建、修复和提升，提升乡村景观特征，制定适应性管护措施，加速、延缓、阻断、过滤和调控

水土气生物及其污染物迁移等生态过程，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弹性，提升“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修复

和保护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具体来说，一是要对山高坡陡植被覆盖低、水土涵养功能差，水流流失严重，２５ 度

以上的区域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强化植物多样性，防止退耕还林单一化现象，加强河道、水体周围缓冲带建设、
等高梯田建设，防治水土流失、面源污染，提高氮磷阻控能力；二是以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生态廊道建设为核心，
开展河流水系和防护林带生态廊道建设，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网络，促进集土地整治、生态修复、景观特

征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污染控制、洪涝灾害控制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建设；三是在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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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治过程中，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面源污染控制、生物多样性多样性保护等目标相结合，充分考虑水土过

程、污染物迁移过程、传粉昆虫和天敌迁移过程，大力推动生态型土地整治［６］。 通过恢复和提升农田生态系

统半自然生境质量、缓冲带、过滤带、湿地修复等生态景观化建设，重建农田生态系统生物关系，恢复和提升景

观控制氮磷流失、净化水体、提高授粉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７⁃８］，促进由“疾病防治”到“健康

管理”的绿色生产和生态管护方式转变，建设田园生态系统。
３．３　 提升实施项目的多功能性

综合景观管理强调多目标。 ２１ 世纪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共识是“为了满足人口增加对生产和生活的需求，
必须用较少投入获得更多的农林产品，确保生态环境健康；同时，还必须提高生物多样性、授粉、害虫控制、水
质净化、土壤保持和养分循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生态服务功能，确保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修复要在传统上强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六大理念，积
极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理论、绿色基础设施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乡村景观特征理论、生
态管护理论，开展修复污染和退化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能，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 在南太行

生态修复中，开展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项目空间安排，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途

径。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复垦、城乡建设用地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生态

保护和修复，提高土地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促进大地景观建设。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从田块和景观尺度上，提
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面源污染，增强防灾避险能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生态景观服务功能。 农村

建设用地整治将通过农村居民点“空心化”治理、空间布局优化和人居环境建设，提升乡村生态景观特征和风

貌［９］。 城镇工矿用地整治可以有效增加生态用地数量和绿色空间，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区域生

态格局优化，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土地生态景观服务功能。 土地复垦和土地生态环境建设通过对损毁、污染和

退化土地的生态修复，提高森林、草地和湿地等生态用地数量和质量，增加生态产品，促进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提高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土地生态服务功能［１０⁃１１］。
３．４　 加强工程技术集成应用和研发

工程技术不仅要提高工程技术的直接效用，还应考虑工程技术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间接影响，
降低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工程技术按照对生态景观服务的考虑程度，大致分为非生态景观化工程技

术和生态景观化工程技术。 例如前者在进行河道与沟渠整治过程中，通常采用过度硬化的方法，而后者往往

保护自然驳岸，建设能够控制氮磷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缓冲带。 生态景观化工程设计充分考虑工程对

“生命共同体”的影响，按照“生态性、乡土性、美学性、人性化”原则，运用生态设计及乡村景观设计理念和可

持续性景观设计手法，尽量采用乡土材料和乡土技法，加强生物生境的修复，维持“二次自然、驯化的自然”，
增强透水性、生态循环性、生物共存性（群落），大力提高生态景观服务功能，建立富含生物的工程系统［１２］。
当前国土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提升和创新的主要工作：一是要在原有水利、土地整理、生态环境整治工程

技术的基础上，增加生物生境修复、水源涵养、缓冲带建设、景观提升、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退化生态系统

修复、植物景观营造、乡土景观建设等工程技术上的新内容，并构建体现不同区域特征的土地生态环境建设工

程技术体系；二是要加大生态景观化工程技术的研发，重视绿色基础设施修复，大力提升工程技术的生态景观

服务功能。
３．５　 加强公众参与与合作

景观途径强调具有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特征区域的整体生态修复和管理，而综合景观管理高度重视区

域不同景观要素、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增加了社会对于权衡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度，并可以相对有

效地解决用地协调及环境保护的问题（图 ４）。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统一建设和管护应加强综合景观

管理方法的应用，一是要进一步明确主体，保持权属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以“土地使用者”为主体的“山水林

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统一整治和管护；二是要积极探索以村集体、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化生产大户等为主体提

升土地整治和耕地质量的资金补贴制度［１３］；三是加强部门合作，创立一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多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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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及多学科参与的整体推进机制，或是将土地生态管护交给一个部门负责，逐步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

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全过程控制制度体系［１４］。
我国目前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重视项目实施和建设而轻视项目管护，影响项目持续运行。 土地生态管护

是公众参与和综合景观管理的重要方面。 综合景观管理要求修改市场和公共政策，以实现多样化的耕地保护

目标，也需要相应机构支持协同效应和解决矛盾冲突。 除保持当地机构和个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控制资源利用

外，要制定激励政策，使利益相关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费，持续不断开展土地日常生态管护，特别是几年后

才能获得益处的生态系统服务更需要持续支持。 我国以“项目式”的耕地质量提升方式重视建设，对后期管

护重视不够，而各类公司实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对后期管护的安排。 耕地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生态管护，除投资建设外，更强调从行为主体的日常活动着手，把管护的任务尽可能落实到最直接的

利益相关者。 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主要针对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自然保护区、流域水资源保护来制

定，基本上是通过资金补贴和转移支付，对原来土地用途的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对村和农户直接补偿的项目

建设不多，更缺乏对每项工程技术实施的补偿标准。 因此，需要借鉴欧美等国家以农户为主体的农场生态环

境管护制度，制定每项工程技术的实施标准、资金补贴额度，加强以农户为主体的耕地生态管护制度建设［１５］，
研发日常维护技术规程，让“家庭主妇”积极参与“装修队”实施“家园的装修”，管护好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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