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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地区村落生态规划模式探讨 

王锦旗 1,宋玉芝 1,黄 进 1,王国祥 2*1 

（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２．2.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太湖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水环境问题较突出的地区｡ 针对太湖地区农村村落环境存

在的问题,提出“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设计构思,注重传统水乡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

文化体系的融合,提出“整体效应､ 意景相融､ 手法多样､ 以人为本､ 生态效果､ 适地适树､ 降低负担､ 远近结合

､ 良性循环”的生态规划原则,并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提出相应的规划措施,对指导环太湖地区农村生态规划提供一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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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是指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人类为定居而形成的相对集中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住宅建筑及其空间环境
[1]
｡乡村村落是由乡

村房屋构成的集合或乡村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也是乡村居民进行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聚居在以自然村或中心自然村带分

散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乡村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由于乡村经济相对城镇较落后,且村落缺乏建

设规划,受世代居住习惯的影响,农村聚落分散､环境总体质量较差､乡村居民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意识薄弱｡ 

太湖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水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太湖地区很多古村落已有千百年历史,村貌古朴､水系发达､绿

树成荫,带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
[2]
,但由于缺乏规划,尤其是一些自然村落的村容村貌较差,绿化率普遍较低

[2]
｡因此,对太湖地

区村落环境进行生态规划,对美化村容村貌､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江南水乡具有重要意义

｡ 

1 太湖地区村落现状 

1.1 河道淤塞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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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其中水面率高达 17%,河道和湖泊各占 1/2,面积在 0.5km
2
 以上的湖泊有 189个之多;河道总长

度 12万 km,平原地区河道密度达 3.2km/km
2
,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为典型的“江南水网”

[3]
｡太湖地区很多河道形成年代久远,

河道形态变化多端,河道､湖体淤塞现象严重,由于长年疏于管理,得不到有效疏浚,并有向沼泽化发展的趋势
[4]
｡水体中各种垃圾､

塑料制品､枯树落叶､漂浮物随处可见｡近年来,当地居民为了方便通行,在很多河道设有坝头,破坏了河道的自然结构,阻碍了水

体流动｡部分鱼塘､河湾被人为割裂成独立水体,导致水体流动性减弱,自净能力下降,水生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且河道受多年雨水

的冲刷,部分地段河岸陡立､植被覆盖差,水土流失严重
[5]
｡ 

1.2 村落景观格局凌乱 

当前农村社会逐步摆脱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外来文化逐渐融入并整合成为农村文化系的一部分,对乡村传统景观环境构成了

极大的威胁,对包括乡村建筑形式在内的各种人为构成的乡村景观环境元素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乡村景观逐步与既有的乡村自

然环境逐步脱离
[6]
｡太湖地区很多村落自然环境较原始古朴,但村民居住的建筑因缺少整体规划,建筑布局杂乱无序,房屋建筑缺

乏江南水乡风格及特色
[7]
｡村庄绿化状况较差,缺少整体规划与连贯性,植被丰富性､色彩､搭配等较随意,缺乏景观效果,生活与生

产垃圾占用了可绿化的空地
[7]
｡村庄道路已全部实现了水泥硬化,但道路较散乱､沿河道路不通,不便行走｡农户宅院前后空地多为

散乱堆砌的草垛或是种植的自留地,直接影响了环境景观｡ 

1.3 水体污染严重 

太湖地区是我国最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地区之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该地区经济增长迅速,但水环境却日趋恶化
[8]
｡其

中,Ⅱ类水质河段逐渐减少,2000 年占评价河段的比例不足 1%｡20 世纪 80 年代初,太湖水质以Ⅱ类水为主,经过多年治理,截止

2104 年底在 34 个省界河流断面中Ⅴ类和劣Ⅴ类仍占 47.1%｡太湖水质虽然有所好转,但仍处于Ⅴ类,个别水域为劣Ⅴ类
[8]
｡宜兴､

常熟地表水和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农村河道水体中 NH+4 -N､NO-3 -N均超过了Ⅴ类地下水阀值的 10倍以上,地表水污染程度比

农村灌溉水和城市河水严重
[9]
｡此外,太湖流域城市化已超过 51%,而污水处理率不足 20%

[10]
,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

接排放
[11]
｡以无锡市为例,2000 年包括郊县在内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 27.5%,市区仅为 42.9%,不足排放污水的 1/2

[12]
,现有

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有效减轻太湖地区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对地表水环境的污染压力
[13]
｡ 

1.4 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加剧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南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被誉为“苏南模式”,大力推动了当地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14]
｡然而,随

着苏南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
[14]
｡农村乡镇企业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苏南地区农村的城镇化,但工

业污染也成为该地区环境问题最典型的特征｡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壮大,大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搬迁过程中留下的污染企业都转

移到了农村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这些企业缺乏相应的环保措施和环保意识,在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大量工业污染随

之而来
[3]
｡ 

1.5 生产中的废弃物污染严重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绝大部分可在农田耕作或家禽饲养过程中就地消纳,并未成为主要环境问题而引起重视

[15]｡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单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民逐渐减少｡随着小城镇建设的加快,部分

富裕起来的农民逐渐向城镇迁移,生活和消费方式逐渐城市化,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随之进入农村｡由于缺乏有效的回收和处理措

施,致使不可降解的垃圾进入农田､土壤和水体,不仅使传统垃圾循环利用途径日渐萎缩,还日益成为农村环境的一个主要问题
[15]

｡太湖水环境治理的压力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流域内的畜禽养殖,畜禽养殖排放的污水在该地区的面源入湖污染中占据主要部

分｡以 2010年为例,该地区 COD占 38.89%､氨氮占 44.05%､总磷占 38.71%､总氮占 43.63%
[16]
｡国家和地方虽然加大了对太湖水环境

治理力度,但分散和小型养殖场(户)的畜禽废弃物处理水平较低,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致使太湖流域内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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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害化利用水平与管理目标相差甚远
[17]
｡此外,生活废弃物也是该地区重要的污染源｡太湖流域农村生活垃圾的人均产生量占

周边城市的 1/3 左右,生活垃圾的组成以食品废物和包装残余物为主,可堆腐物占主要部分,达 67.70%
[18]
｡太湖地区相对发达的村

人均垃圾产量为每天 0.15kg,其中有机物比重最大,达 64.82%
[6]
,废品类､无机物､有毒有害物也占有很大比重

[19]
,这些对区域环境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6 土壤与农业面源污染危害加剧 

外源氮污染在太湖污染贡献中的占比较大｡面源贡献率超过点源污染,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占比重最大,达 56%
[20]
｡2010 年调

查结果显示,COD 占总量的 53%､氨氮占 46%､总磷占 68%､总氮占 45%,面源污染已成为太湖流域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
[21]
｡在各种面

源污染中,农村生活和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占入河(湖)总磷的大部分,农村生活和农田径流是入河(湖)总氮与氨氮的主要来源
[19]

｡在太湖流域,养殖废水是面源污染中较大的制造者,由于大部分养殖户缺乏基本的环保意识,养殖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附近

水体中｡在一些规模化养殖场的禽畜粪便主要采用水冲式,经简单沉淀后直接将粪水排放到附近沟渠｡此外,部分饲养场依河(湖)

而建,饲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废水直接排放入附近水体,对水体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家庭养殖户多将禽畜排泄物随意露天堆

放,每逢降雨粪水四处流溢,所含氮､磷等营养盐最终进入河道,形成了大量面源污染
[22]
｡ 

1.7 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加剧了生态破坏 

近几十年来,太湖地区湖泊围垦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围垦面积最多的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依次为 20 世纪 60

年代､20世纪 50年代
[23]
｡据统计,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太湖地区共建圩 498座,仅太湖就有 116 座,其中 70 年代围垦面积达

341.01km2,占建国初期湖泊面积的 8.78%;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合计围垦面积占建国初期的 13.59%,围垦湖泊数量占建国初

期原有湖泊的 33.8%
[22]
｡由于大量围垦湖泊滩地,切断了河流与湖泊自然连通,使水系自然格局被破坏,造成部分地段排水不畅,增

大了水系的防洪排涝压力｡此外,由于水系的流动性变差,水质恶化
[24]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开始,太湖地区涉禽资源显

著减少,其中不合理的狩猎方式使涉禽资源数量大幅下降;其次,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用水排入太湖,使水体富营养化,藻华爆发,

水生动物产量降低,影响了涉禽资源的食物来源;第三,食物中的有毒物质通过生物放大作用逐渐累计,对涉禽资源的生存构成了

威胁
[25]
｡ 

1.8 乡村旅游污染逐渐显现 

湖泊地区开发旅游业已对湖泊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表植被,改变了地貌状况,旅

游过程与旅游餐饮业产生的垃圾､污水严重影响到区域环境质量､水体水质和水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26]
｡据资料分析,环太湖旅

游带的国内游客量占国内游客总量的 1/2以上
[27]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乡村旅游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乡村旅游开发破坏了乡

村自然植被
[28]
｡旅游开发产生的废弃物与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污水､废气未能得到有效处理,许多乡村旅游

管理仍处在散乱､不规范的状态
[28]
｡旅游活动产生的噪声等均对该地区自然生态景观产生了破坏

[27]
,使乡村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

[28]

｡此外,太湖船餐是太湖地区旅游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来源,船餐制作过程产生的厨房废水､垃圾直接入湖,严重破坏了太湖优美的

环境,污染了水体
[29]
;环太湖沿岸大量地产项目建设不但破坏了环太湖地区古村落､古文化的韵味,而且破坏了太湖沿岸湿地生态

系统,既不利于环太湖旅游带的发展,也使太湖生态功能受到损害
[29]
｡ 

2 生态规划思路与原则 

2.1 规划思路 

主要是:①引入生态规划理念,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设计构思｡②注重发挥本地植物群落的生态效

益优势和乔､灌､藤､草与周边水岸形态､周围环境的联系,构建“桃红柳绿”水乡特色的主要乔木品种｡根据江南水乡植物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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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季分别点缀,如春季的杨梅,夏季的石榴,秋季的桂花,冬季的蜡梅､玉兰等树种,并结合江南绿竹林等小品,突出体现“四季

花香”的效果｡③注重将生活污染控制､面源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相结合｡④注重经济性和有效性,降低农户使用和维护成本｡⑤

注重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景观效应良好融合,增强新农村示范基地的生命力｡⑥注重节约用水､循环用水的理念,逐步构建自

主循环､自我维持的健康生态系统｡⑦注重传统水乡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文化体系的融合｡ 

2.2 生态模式设计原则 

以新农村示范点建设为载体形式,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实现“江南水乡､生态农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按照新农村

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观,设计上采用水环境生态修复和水生植物的培育､本地物种的

绿地景观建设､农家宅院环境综合整治､节水设施改造､生活废水处理､农业与村落面源污染处理等结合起来,以自然地形､地貌､

天然河道等自然生态要素为景观基质,以绿色水岸､道路为景观廊道,以农宅基地､污水处理建筑､集中式果林､花卉团带､河湾､湿

地等为主要景观斑块,以桥廊､孤岛为标志性的“点睛”景观为节点,以乔木､林带等为边界,借助自然生境,配置以自然陆生(乔木

､灌木､草本)､水生(沉水､挺水､浮水植物)､湿生植物(含花卉)群落,进行人工演化的农村生态系统改造和建设,并联片成团,点､

线､面相结合,使自然景观与人造村落协调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具有江南水乡农村特色和艺术个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景

观｡ 

主要做到:①整体效应｡规划设计从大处着眼,在“协调”中求变化,妥善处理旧居住区与大环境建设的关系,积极推进旧居

住区的改造和整治,合理延续旧住宅区的空间格局,与社会网络､建筑风格､景观生态环境有机协调,并为新建住宅和公共服务区

域预留扩展余地｡设计要力求体现多样性,景观效果重点突出､主次分明､注重特色而又相互和谐､过渡自然､变而不乱､取得上佳

的整体效果｡②意景相融｡规划设计要注重分析重点斑块､关键节点的周边环境,注重概念的创意构思,力求立意新颖且符合农村

的朴实特性,意景统一､突出氛围｡③手法多样｡规划设计追求江南水乡“传统”与新农村的“新､特”相结合,现代技艺与传统手

法相结合,改变现状的单一杂乱形式,创造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绿色新农村景观和生态效果｡④以人为本｡设计注重“以人为本”

的原则,特别注意在宅院前的树木花草种植,既要考虑景观效果,又要充分考虑卫生学的要求,力求自然与整洁相呼应,避免杂草

丛生､蚊虫孳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对人的关注,并注意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创造出具有人情味的新农村生态景观,体现江南水乡

的特色｡⑤生态效果｡保留原有河道水系,曲水流觞､有效沟通､拆坝建桥,并根据河道的自然特点建设生态护岸,根据河岸特征合

理种植和搭配植物组成,近岸带构建 1m 以上自然绿地有效地消减面源污染入河量,将部分自留地置换成果林和植物(屋前果､屋

后林),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污水集中收集､干湿分离｡⑥适地适树｡以乡土植物为主,同时兼顾引种适应性､观赏性､经济性和效益

性,合理搭配,发挥群落效应,并注重形成乡土特色,展示新农村风貌｡⑦降低负担｡在系统维护和运行中适宜低成本或采取零成本

运行方式,降低农户负担,建设适宜广大农村推广的示范典型｡⑧远近结合｡规划设计要考虑远期与近期相结合,既要放眼未来,又

要立足当前,考虑可操作性和经济性,预留一定比例的未来发展空间｡⑨良性循环｡规划设计要考虑建立自主经营､自我消化､集约

高效运营的良性循环经营方式｡ 

3 规划措施 

3.1 总体框架与功能区 

村落总体布局结构主要可由“生态水景区､居住生活区､公共服务区､预留新建住宅区､绿色休闲浜湾”组成｡“生态水景区”

形成了农庄与外界的过渡区域,功能以绿色和水域屏障､水生态景观为主,体现江南水乡特色｡“居住生活区､预留新建住宅区､公

共服务区”功能以居家生活､公共服务､生态景观为主｡在部分城乡衔接村落可适当布局“绿色休闲浜湾”,以村民休闲和市民郊

游为主题,功能主要发展垂钓休闲､果园踏青､农家饮食为主｡此外,还可开发郊区型花果种植区,发掘市民采鲜､踏青功能;在注重

保护环境的同时,开发城市消费群体的农家生态饮食功能｡ 

3.2 景观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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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庄是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相结合的景观结构,斑块(非线性景观区域)､基质(景观背景要素)､廊道(线性和

带状景观)和边界(景观边缘屏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农村景观空间格局｡景观斑块可由集中式果林､花卉团带､河湾､湿地等组

成;景观廊道可修建一些水岸道路､沿道路的林带､绿地等;景观边界可在一些道路两侧布局乔木林､田园等｡采用“借景”手法,

提倡“原生态､原生境,加适度修整管理”的办法,充分借助原古河道两岸自然水景､地貌的现状形态,稍加人工修饰和装点,形成

多个景观斑块和小品,再由道路､水岸等景观廊道将其串接融合,形成一个自然､和谐､亲水的乡村整体景观,体现合理的开发空间

､回归自然的生态理念｡区域外围的边界,采用各种本地绿色乔木将景区与田园分割开来,体现社区外“一片田园风光”;远眺绿

树环抱的社区,碧水､小桥､粉墙黛瓦,依稀朦胧;步入“生态水景视窗”,桃树林､湿地､荷塘､小桥､绿岛､倾水构树､贴水迎春､扶

水杨柳,令人产生“柳暗花明,赏心悦目､豁然开朗”的清晰意境;游览纵深,便进入了恬静､优美､雅致､生态的农庄地域,房前屋后

乔､灌､藤､草高低错落有致,叶､枝､花､果争相斗艳,迎春桃红柳绿､夏荷蛙鸣蝉歌､秋桂花香果硕､腊梅翠竹傲雪季相演替的各种

植物,常年相伴｡ 

3.3 景观节点布局 

景观节点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是社区活动的聚会点,具有特殊的生态环境､美学景观和亲水休闲效应｡将具有农村特色的

石板桥､木桥､踏石桥､钓鱼台等作为景观关键节点,力主体现江南水乡文化气息,提升景观审美价值,起到“点睛”整体景观的效

果｡从外围的“绿树环抱､依稀朦胧”开始,进入“生态水景视窗”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豁然开朗”,到体会恬静､优美､生态的

农庄生活氛围和亮化的主题景观,再步入新农村综合休闲娱乐的“绿色休闲广场”,景观连贯､流畅,使观赏者产生优美､舒畅､特

色鲜明､印象深刻的欢悦感,希望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喜爱｡ 

3.4 主要通道布局 

通道是居民和参观者活动的廊道,既要兼顾景观效果,又要方便居民行走和机动车辆通行｡结合实地条件,规划将主要通道分

为景观通道和机动通道｡景观通道主要便于观赏和沟通核心景观斑块,方便居民通行,景观通道的绿化要与周边景观相协调,机动

车道尽可能设计成林荫道｡ 

3.5 生态融合布局 

借助天然河道生态体现,逐步向景观斑块､陆域空地(含住宅区自留地)和社区边界扩展｡同时,实施拆坝建桥,沟通独立水体,

构建水生､湿生､陆生植物群落,形成水陆生态环境相互和谐的､生物多样性完整的生态系统｡此外,针对生活污染进行收集后集中

处理,经湿地吸附后回归河道或用于灌溉;同时,清理沿河垦种,在水岸布置 1m 以上宽度的植物带对面源污染进行过滤净化,控制

居民生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强度,探求人水和谐的有效途径｡ 

4 结语 

环太湖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改善乡村地区居民居住环境,对“十三五”期间进行新农村建设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对农村村落环境进行适当的生态规划,既要体现江南水乡的特色,又要满足人们切身的需求,强调“以人为本,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设计构思,注重发挥本地植物群落的生态效益优势,突出传统水乡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文

化体系的融合,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实现“江南水乡､生态农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在具体规划过程中,村落总体布局

突出江南水乡特色,景观布局以自然生态和人工生态系统相结合,构建生态农庄,并搭配适当的景观节点,体现江南水乡的文化气

息,提升景观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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