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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农业模式下关中平原乡村景观要素研究

——以龙池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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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发展是全球的发展共识，中国要求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建立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但是当前乡村地区传统农业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乡村景现建设未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

需求。生态型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是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基本国策密不可分的，也是在乡村地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内外循环农业模式的研究，总结适宜关中平原的循环农业模式，在此基础

上以龙池镇为例，从基质、斑块、廊道三方面分析现状景现构成要素，并与循环农业模式下该镇景观构成要素进行

对比，从宜居、宜乐、宜业三方面时循环农业模式下乡村景砚要素进行分析与完善，得出该模式下的乡村景观几要

素体系．为乡村景观归划提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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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要求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

体系的建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传统的农业模式未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难以满足农村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的需求。且乡村地区由于缺乏生态景观理论指导，土地调整和整治的滞后性，使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出现了种种

不协调的现象
[1]
，乡村景观建设未能与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相协调．绿色、低碳、循环农业产业模式是现代乡村景观发

展的重要前提．

循环农业的相关理论表明，发展循环农业是缓解国民经济发展资源压力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抓手，

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战略举措
[2]
。循环农业为人们提供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发展模

式，能够更好的适应我国绿色发展的发展策略。研究循环农业模式下乡村景观构成要素展的发展策略。研究循环农业模式下乡

村景观构成要素,为使乡村成为人们宜居、宜乐、宜业的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乡村规划提供参考。

1 基金项目：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耦合于生态单元的秦巴山区乡村聚落结构形态研究” ( 51378067 ) : 2016 年

陕西省社会发展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后乡土时代陕南地区村镇聚落空间整合创新研究” ( 2016S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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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20 世纪初以来，为克服常规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许多国家发展了多种农业方式来竹代常规农业．日本挨冻盯地区

循环农业、德国时‘绿色能源”农业、减最化模式、资源化模式、生态产业园模式都是国外循环农业的典型模式
[3]
。这些农业生

产方式都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的"3R”减讯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资源化（rcsource)原则，可以被看作循环农业
[2]
，

其农业发展模式对我国循环农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白金明
[2]
指出，循环农业是以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为核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是以减少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友好型农

业，是以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升级为目标的高效农业，是以科技进步与管理优化为支撑的现代农业。并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

提出了农户庭院循环农业模式、乡村烩次循环农业模式、园区系统循环农业模式、区域层次循环农业模式。

3 适宜关中平原的循环农业模式

3.1 关中平原自然环境条件

关中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包括西安、咸阳、宝鸡铜川和渭南 5个地市级行政区，面积约 3.6*10
4
km

2
。关中平原地处局部断

层陷落地带，土地肥沃，蓄水保墒性较好，种植面积大，具有高产土壤的基本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关中农业的区

位优势，这为循环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该地区属于半湿润、半干早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

年均降水量 650mm，干早对农业威胁较大。关中地区冬季较干燥，制约养农业的发展。分散的小农经济．土地分布不合理．水资

源有限：耕地减少、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不充分，环境污染，产业链单一等因素也制约着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

3.2 适宜关中平原的循环农业模式

3.2.1 农户庭院循环农业模式

农户庭院循环农业一般是指以庭院为单元，在农村居住区与其周边零星土地范围内进行的，以保护、改造、建设农户庭院

生态系统的环境质晕，开发农户庭院资源，提高农户庭院生态系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的，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一种农业生态循

环模式模式
[2、4]

。关中地区农户庄基地普遍宽敞，且多和责任田临近，适宜发展庭院循环农业模式．该模式可将居住环境与生产

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以沼气池为中心，以“一池三改”为任务，改菩家庭能源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由农业和畜牧业有机联合，

探索发展“生产生活垃圾、禽畜舍、卫生厕所一沼气池一家庭用能、庭院栽培”为一体的模式，建立经济可行的庭院生产模式。

3.2.2 乡村层次循环农业模式

这一层面是以一个自然村、科技园区为系统边界，以人类活动为中心、自然与人工复合的系统。此系统中，农户层面的物

质循环转移到整个乡村区域内，形成从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生产过程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循环利用链条，

达到系统内蔡个产业链完成之后，污染物和废弃物的零排放，资板的多级多层次利用的目标
[2、5]

.

关中地以各村镇基本形成具地方特色农产品的农业生产优势，各村农业废弃物总量大，通过结合当地养殖户以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畜禽粪便能源化利用，作为动物饲料、生活能源或工业原料等转化途径，建立“种、养、加、销”各产业协调发

展的网络体系，延伸农业生态产业链
[6]
。

3.2.3 园区层次循环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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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层次循环农业模式是在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地理单元或者行政区域单元内，通过种植业、养硝业、加工业、流通业和

生产过程废弃物的资源化、再循环利用产业的链条的建设和完善，在这一地理单元或者行政单元内形成一个高效的物质流、信

息流和价值流．最终达到系统内部全部消纳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对外实现零排放
[5]
.

关中地区宜充分利用有地区特色的农业部门的产品品质和生产规模优势，有组织和成规模市场化的发展。走种养加、产供

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路子，形成畜禽粪便／秸杆——沼气——肥料的内部循环路径和生产——加工——销售的外循环路径，

两条循环路径实现区域内不同产业结构的联系和物质的共生祸合，最大程度的延伸产业链，形成较完整的生态循环经济架构，

促进园区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资源就地转化，劳动力就地就业。

4 循环农业模式下乡村景观要素构成形式

刘黎明
[7]
提出乡村景观规划必须合理解决并安排乡村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质和空间，为人们创建高效、安全、健康、舒适、优

美的环境，为社会创造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生态系统。通过乡村景观要素的不同组织形式体现风貌独特的乡村景观风貌。

通过对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中提到的“中心地和它们的吸引范困排列的三种可能模型”中交通最优原则

的借鉴，在满足居民能够快速从居民区到达各产业区的前提下．并根据各产业结构之间资源愉送与最大化利用和物质交换最便

捷的要求，安排循环农业模式下各产业结构之间的组织关系。种植区与加工区宜靠近销售区布置，确保种植区新鲜农产品及经

过加工后农副产品及时供应。沼气池与养殖区、垃圾处理站相邻，方便原料投入，同时可以以最短路径供给居民区用能。产生

的沼渣、沼液为种植区提供肥料，也可加工成商品肥料销售。从而选择居民区作为中心地，其他产业及附属设施作为较低级的

中心地围绕布置，形成以居住为核心，其他产业设施围绕居民区相互依存布局的组织关系（图 1）。

5 循环农业产业模式下龙池镇址观要素分析

5.1 龙池镇概况

龙池镇位于关中平原腹地渭南市辖区内（图 2)，西安市东北 140km，东有洛河水绕境，面积 64km,，辖 17个行政村，7456

户，总人口 3.5 万人。龙池镇基本形成了以大棚西瓜和温室大棚菜等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耕地面积 72 万亩（l 亩

=1/15 公顷），境内土地平坦肥沃，水利灌溉条件优越，渠、井双保险，是国家农业部命名打一乡一业”示范乡镇。2014 年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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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纯收入达到 18000 元/人。

5.2 龙池镇产业现状

龙池镇主导产业为西瓜、甜瓜等高效水果业、棉花、玉米等传统农业和养殖业．其特色农产品西甜瓜品质优良，形成了 30000

余亩的大棚西瓜，18000 余亩甜瓜的种植规模，并有 20000 亩的蔬菜种植面积，是省级“一乡一业”示范乡镇，此外各村有不同

规模的养鸡场、养猪场等养殖专业户。农副产品加工业是龙池镇企业的主导产业，并逐渐形成以果品存储、运输为辅的乡镇工

业体系。

5.3 龙池镇现状景现要素分析

Lipsky
[8]
，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乡村景观变化研究之后，认为土地利用数据仅能提供景观大尺度的变化，不能够清晰地阐述

乡村景观演变，反而是微观结构的空间排列、形状、质量和连通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细微作用才是乡村景观演变中的重要因

素·因此，本文从乡村景观要素的基质、斑块、廊道气方而进行分类（图 3)，进而将龙池镇现状景观要素（图 4）与循环农业

模式下的景观要素进行对比分析。斑块一廊道一基质的景观空间镶嵌模型典定了乡村景观区域组合模式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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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l 农田景观

广义上讲，农田景观是指在用来进行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并涵盖该空间区域里的文化、习

俗、生活气息等．本文是从狭义上讲以耕地为中心的自然景色
[9]
。作为乡村景观中的基质，农田的布局方式是地域性特色的电要

体现方式。龙池镇域瓜果、冬麦、玉米等主要农田相间布局共同形成了乡村基质，春天以大棚果蔬为主和秋天以棉花为主的轮

作耕种使农田在不同季竹呈现出不同的景观特征和色彩，同时还有酥梨、核桃、冬枣、红提葡萄、桃等破碎性较高的作物斑块，

且存在完整的农业用地被居住用地强占分隔的现象。

5.3.2 道路景观

龙池镇镇域基本实现了村村通路，路面以水泥为主。村内道路等级不明显，乡村主千路红线宽度多为 6m（图 5),其他支路

多为 4m 或更窄，基本能够满足农民们口常出行和交通所需，但镇域内瓜果种植区域路段会有季节性交通压力。悬铃木为主要行

道树，中层下层幕本无绿化，两侧附属设施缺乏系统规划。各村道路两侧建筑形式、体量风格和色彩缺乏本地特色和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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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水系景观

龙池镇镇域内水系景观主要是水渠及其周围环境所形成的线性景观廊道。镇内日常饮用水来自洒河水库，农业用水主要通

过钻井抽取地下水源，镇域内舟 1000m 设有一条南北向水泥砌面的水集，两岸多种植花椒树，从而形成了浇灌农田的水渠景观

（图 6）。

5.3.4 居民点景现

乡村居民点，是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要形式的聚落，是指乡村地区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极其周边环境。乡村居民点景

观主要包括农居建筑、生产建筑、乡村庭院、公共绿地、文化活动场所及相关附属设施
[10]
。

龙池镇下辖 17个行政村，辖区内居民点主要为点状分散式布局．居民点内民居建筑以低层农宅为主（图 7).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村容村貌，需采取相应的整治和整改措施进行完善。村民在庭院中种植果树、蔬菜形成庭院绿化景观。镇域内缺乏可供公

共活动的广场或公共绿地，村民口常交流场所主要为农宅院落出入口。同时，90％的家庭都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但整体布局混

乱无序。



7

5.3.5 公共服务设施

龙池镇设有幼儿园 3 所，小学 10 所，初中 2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均达 100%，各村有公共活动中心、

医疗室、商店等公共服务设施，但镇域内缺乏休闲广场和绿地等室外公共活动空间。道路缺乏排水设施，无统一的垃圾收集点，

两侧垃圾随意堆放，垃圾主要以填埋方式为主。

5.4 循环农业模式下龙池镇宜居、宜业、宜乐性景观构成要素

通过对龙池镇产业特征和现状景观要素的分析，可见该地区具有特色农产品，产业形式较为多样，但产业结构较单一，未

能形成规模化的经营方式和产业化的生产布局。景观要素布局过于分散，缺乏整体性、地域性特色。

在保证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设置沼气池（图 8),构建以庭院循环农业为单位，以居住区为核心，以瓜果种植为依托，以

采摘园、观光农业为导向，以沼气池为纽带产业的低能耗、低排放、高收益的农业发展模式，有机地在龙池镇域内将种植业、

养殖业和加工业结合为一体，实现物质流、能量流的多层次循环利用，将龙池镇域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乐的新型循环农业

产业园区。

5.4.1 宜居性景观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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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居民点景观。龙池镇域内村庄迁村并点进行整合，使分散的点状聚落布局改变成面状布局，提升居民聚居度，居民点

布置在龙池镇产业园区中心位置，使其成为农业园区的中心地。以青砖为主要建筑材料，建筑风格为具有代表性的关中半边楼

农宅形式。庭院绿化景观除种植果树蔬菜以外，配合种植观赏性植物以提高庭院的观赏功能．

(2）道路景观。乡村道路分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将镇域内主干路和对外交通道路的红线宽度控制在 8~10m 以满足双

向车辆顺利通行，道路两侧设置不小于 l.5m 的绿化带，行道树以悬铃木、泡桐等当地树种为主，结合种植中层下层植被，提高

道路绿化（图 9）。次千路为园区内部道路，红线宽度控制在 4m 左右，满足单车安全通过，并每隔 1O00m 设置会车带。支路主要

为园区内生产路，道路红线宽度控制在 3m左右，路面采用更具装饰特色的材质，就地取材，两侧可配合种植当地果树。通过对

各级道路的改造形成多条景观绿道，提高各景观要素的可达性，形成网格化的景观廊道。完善街道两侧附属设施．统一设计体

现龙池镇特色的街道门头牌喊样式。

5.4.2 宜业性景现构成要素

(1）农业景观。农业景观规划主要是进行农业的区位选择，最优农田景观是由几个大型农作物斑块组成，并与分散在基质

中的一些其他小斑块共同形成的景观整体
[11]

．集中保护优质农田，使当地不同农作物按照一定比例集中布局，形成多样的景观

效果，有利于土地的高效利用，也为农业现代化打下基础。农业观光大拥蔬菜和瓜梁、葡萄园、樱挑园等种植区划分部分区域

作为采摘园区域，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提升龙池镇知名度，促进当地农业发展的市要手段。

(2）养殖区景观。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园区内物质循环从而带动养殖业的发展。以龙池镇目前的养鸡厂和养猪厂为依托，建

设养殖园区，将养殖区布置在与种植区相毗邻位置方便向种植区运送绿肥。采用降噪吸味的约地树种，形成周边绿化及气味、

噪音隔离带，营造具几何美感的景观斑块。

(3）沼气池景观。镇域区内依然采用低效老旧的采暖方式，据统计北方冬季取暖能耗占到生活能耗的 80%，造成极大的能源

浪费。因此，积极推进农村建筑节能工作意义重大。建议促进沼气池建设，通过太阳能集热系统来为沼气池加热，使沼气池不

受外界气温影响，保持长期产气状态．统一设计太阳能集热系统和沼气池周边环境，并使其承担观赏、游乐及知识普及的功能。

5.4.3 宜乐性景观构成要素

(1）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也是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支撑
[12]
。居民区内配备中小学，在原有的中小学珑础上进一步提高师资力量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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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境，鼓励当地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建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培养出高素质农业生产者，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完善园区内给水、排水等基础设施，提高居民区的环境质俄和舒适度。

(2）绿地景观。建设文化广场或公共绿地，促进人们户外休闲交流与活动．同时通过文化广场来展现龙池镑‘瓜果之乡”

的地域特色，还可在广场上举行当地传统的文化活动，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保护和发展。

5.5 循环农业模式下龙池镇景观构成要素

循环农业模式下，将龙池镇建设成一处以居住区为核心，以瓜果种植为依托，以采摘园、观光农业、农产品销将为导向，

以沼气池为纽带产业的低能耗、低排放、高收益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园区。以居民点景观和道路景观形成的宜居性景

观，以绿道景观和绿地景观形成的宜乐性景观，以及水渠景观、农田景观、养梢景观通过两方面景观的营造，提高龙池镇产业

园区的适宜居住性和人们交流场所的可观性和舒适性（图 10)．通过绿道将各个景观要素连接起来，使景观要素体系更加完善，

形成循环农业模式的现代乡村景观体系。

6 结语

论文通过调查研究和对龙池镇产业与景观现状的分析，结合生态学并借鉴国内外循环农业模式理论，在概括循环农业内涵

的基础上，围绕循环农业模式下龙池镇乡村景观的基质、斑块、廊道的构成要素类型的变化进行研究和分析，总结出循环农业

模式下乡村景观宜居、宜乐、宜业”三方面具体构成要素，循环农业在龙池镇的应用将延伸产业链，同时使原本单一的景观要

素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从而为乡村景观的进一步规划设计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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