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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景区的度假村建设对策研究

——以金寨县南河度假村为例
1

左光之，洪海峰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合肥 230022）

【摘 要】：度假村是指依托和利用良好的自然景观条件，创造具有人性化特征的休憩环境和服务设施为度假并

为度假者提供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休闲活动的综合性场所。文章通过现场调研以及实际参与工作实践，对依托天

堂寨景区自然优质资源而建的金寨县南河度假村旅游产品规划策略、总体规划策略、建筑设计策略三个角度进行剖

析，相应地提出了产品支撑、统筹规划、生态设计的对策，并结合建成后效果分析，希望为该类地区的度假村建设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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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休闲时代的来临，人们的出行旅游逐渐从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适应新市场、新需

求的新型旅游业态——旅游度假村
[1]
。最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节假日的增多，旅游度假人数的不断增加刺激了度

假村的快速发展。

旅游度假村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依托的资源及村落形态的不同，建造模式也各不相同，由于其多处于环境优美的地带，

人们对其设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关于旅游度假村的建筑研究很少，度假村设计对生态环境缺乏重视，有些还造成

了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从而也影响了度假村自身的吸引力，形成造成了恶性循环，因此对度假村的设计进行研究非常迫切
[2]
。

金寨地处安徽西部，大别山腹地,全县森林覆盖率 75%，是六安瓜片原产地，素有名茶之乡、板栗产地，也是中国人民军队

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金寨山青水绿旅游资源丰富，有 5A景区 1处、4A景区 6处。挂牌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的天堂寨是国家 AAAAA级旅游景区，其山石泉水云松瀑雾巧夺天工，四季景象无穷变幻；

森林资源珍稀古朴，造型奇特，既有珍稀的连香木、香果树，又有天堂寨独有的白马鼠尾草；黄山松苍劲挺拔，造型奇特，杜

鹃花、红枫树、针阔叶混交林、天然次生林等，更衬托出天堂寨的色彩绚丽多姿，真可谓是植物生长的天堂，人间的天堂。

本文以金寨县为例，通过对金寨县自然条件的特征及现状系统地梳理该地区的特有问题，从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对依托自然风景区的度假村空间和功能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策略，以期为该类地区的度假村建设提供参考。

一、南河度假村规划区现状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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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区域概况

规划基地所处的南河村是天堂寨镇钱畈村的一个下辖村，与天堂寨风景区主景区相邻，周边有燕子河大峡谷、西庄温泉旅

游景区等景点，地理位置优越。规划目标是依托天堂寨风景区自然生态格局，利用现有梯田、山林、溪水、梯田、林地等元素，

建设一个集山水资源于一体的生态度假区。

2.规划区沿线优势与不足

（1）规划区沿线的优势  第一，自然景观风貌完整。依托天堂寨风景区，生态资源优势突出，沿线的山体、树林形成了完

整的生态界面，同时水资源丰富，度假发展潜力显著。第二，丰富的乡村特色元素。沿线村庄呈带状分布，山林、溪水、农田

形成了丰富的田园格局，人居单元镶嵌其中，形成丰富的乡村肌理。第三，产业资源优势明显。沿线村庄产业特色突出，初步

形成了许多精品农业，如生态有机农业以及以茶叶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同时第三产业已初具规模，特别是农家乐及相关的民

宿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2）规划区沿线的不足  第一，缺乏公共设施，沿线没有统一的标识系统道路,指示不明确。沿线的公共服务设施滞后，

节点空间识别性差，分布点分散，同时设施陈旧，无法满足旅游度假村发展的需求。第二，道路系统组织不善，沿线道路等级

参差不齐，影响度假村整体感知，而度假村基地内部利用村通村道路连通达不到度假村交通等级需求，内部山地道路主要以登

山步道、林间小径、坡地台阶为主，需要对场地交通进行进一步梳理。第三，景观绿化系统不完善，沿线绿化建设缺乏统一规

划，对自然景观的利用不充分，缺乏空间节点的景观打造。虽然溪流贯穿整个场地内部，但基地内部有较多的小型水塘，部分

溪流水道由于长期未梳理，导致堵塞或淤积，需对水系进行改造和梳理，河道水塘原有驳岸也过于简单。第四，沿线建筑品质

不高。农房部分由于年代久远，居住品质差，部分房屋采用高彩度的涂料或瓷砖饰面，与度假村整体建筑风貌及自然环境不协

调。

二、南河度假村建设对策

1.规划对策

（1）充分利用自然条件  在场地的总体规划上，设计从功能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将场地分为五大区，构成了度假村的主题

景观框架：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体的风景游赏区；通过多样交通手段与周边游赏项目有机结合起来，承担综合服务的入口服务

区；利用水系和地形变化组织规划的房车露营区；以生态餐厅、风情酒吧等娱乐设施为主题的田园山居区；利用丰富的地形地

貌为游客提供户外生活的自然溪居区。

场地的规划设计结构为一轴五区五主题园。一轴是指场地的生态休闲轴，即以场地主要湿地景观的轴线带，体现山水结合

的生态景观；五区是指场地的总体的五个分区；五主题园是指以石斛养生园、育种育苗园、太空蔬菜种植园、芦苇垂钓园为主

题的五个休闲农业园。

在景观规划上，场地临近天堂寨风景区，山林资源较好，以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为主，并有菜地、茶园等田园景

观，基础条件好，山林地与农田特征突出，因而主要绿化景观与场地功能结合进行梳理，充分利用场地资源，以大片花海为主

题，结合有机农田强调空间整体的节奏感和序列感。

在建筑规划上，整体结合现状空间进行设计，延续历史景观空间风貌。建筑的布局顺应山体走势，结合场地现状进行设计，

与现状山地空间保持较高的融合度。场地内的建筑采用朴实亲民的石材、木材等材质，体现保护自然生态却也不失时尚的整体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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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考虑配套设施  度假村的配套设施主要分为服务配套设施与市政基础配套设施。服务配套设施可分为交通服务设

施、商业餐饮娱乐服务设施、综合管理设施以及其他设施。交通服务设施主要为停车场，所以应于入口服务区设置公共停车场；

商业休闲服务设施位于各功能组团的公共服务区块，主要设置为餐饮、茶饮、DIY体验和小卖部等；住宿接待设施分布于各功能

组团，集中于场地东端，设计为不同大小的户型，服务于多种人口的家庭；综合管理设施内设置管理办公室，合理配备管理人

员保证休闲度假质量、安全以及交通保卫、医疗、卫生环保等各项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

市政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等方面。本案场地基础设施规划中首先解决的是道路交通。南河度假村内

道路主要分为以游览机动车通行为主的公路，以及以电瓶车为主的连接各个景点的游赏道路和只能步行通过的山林小径。水的

问题也是度假村基础设施中最关键的问题。由于该场地地理位置距镇区较远，给水市政管网还未接入，基地内部原有村民多取

水用与利用山泉水，因此规划结合场地地形地貌和水系分布的特点，在地势较高处选择合适的取水点，经过消毒处理达到饮用

水的标准后供场地内的生活、生产用水。

2.旅游产品对策

旅游产品旨在为旅游者提供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放松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旅游者来说，来度假村最根本的目的就是

度假。风景区度假村的旅游产品应利用环境优势，对风景区及周边村庄资源的整合，从衣、食、住、行、休憩娱乐、社会交往

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营造优美的度假环境，为游客提供有资源特色的旅游产品，为度假村增加鲜明的个性，使得度假

村拥有自己的灵魂，彰显自身的魅力，从而让游客能够达到旅游心理的满足。南河度假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应结合风景区优质的

环境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来进行，主要分为度假产品开发、文化产品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开发；其中应以度假产品为核心带

动其他产品的开发。

（1）度假产品  该项目中度假产品是利用自然资源为旅游者提供一系列康体疗养的产品，主要包括生态养生品、健康疗养

产品、休闲娱乐产品。生态养生品是利用当地生态与环境资源，结合当地多样的地形地貌，打造泰生特色的石斛养生园、茶叶

园；健康疗养产品是指能够满足旅游者健体需求的产品和设施，利用当地特色的气候环境开发特色餐饮、生态美食；休闲娱乐

产品指为旅游者增添外出旅游的乐趣，主要形式有房车露营、芦苇垂钓、越野骑行、山谷徒步等。

（2）文化产品  在度假产品的开发中需要尽可能地彰显出地方文化特色，从而形成品牌吸引力。因此在度假村开发中需要

保护传统文化，使度假产品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南河度假村的文化产品是对当地传统古民居进行保护，开展古民居体验

活动。

（3）特色旅游项目  特色旅游项目的开发要以度假村的特色及市场需求为切人点。旅游者的度假目的是以游憩为主，“游

憩需求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活动需求、环境需求、体验需求、收获需求和满意需求五个方面，满意是终极目标。”
[3]
因此，游

客在参与游憩活动中是通过旅游体验来检验游憩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所以，需要考虑全方位的旅游体验项目。南河度假村开发

出多种体验项目如：生态观光体验，设置四季花海、茶叶采摘等农家生活体验项目；冒险体验：利用地形变化营造野外探险和

刺激的氛围，如攀登、冒险等；自然娱乐体验：参与体验，让旅游者参与到度假村地方特色传统产业的生产中，满足旅游者的

好奇心。参与农事体验，还能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性，丰富旅游活动。

3.建筑设计对策

风景区度假村的建筑设计的前提条件是要维持生态体系平衡，增进固有环境保护。因此，度假村的建筑与其所依托的风景

资源应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应优化自然环境。度假村的建筑设计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因而需要将建筑及其所依托的自然

资源看做是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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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度假村地形高差变化较大，如果各功能建筑集中设置，不仅需要改造地形，增加造价，而且会破坏自然生态，为此，

在立面造型设计上，结合度假建筑和基地的自身特点，将建筑的体量尽量分散弱化，将度假村中的服务区、餐饮、住宿建筑分

开设置，各单元按照功能、空间需求进行组织。这样，既便于彼此的相互联系，又使得各部分能自成一体，动静分开，互不干

扰。

入口服务区建筑平面（图 1）以酒店为中心，两翼布置商铺，沿街的商铺为一层，建筑最高为三层，使得人口广场显得更为

开阔，同时也避免了对原有山体轮廓线的破坏，同时也为商铺后面的酒店争取了开阔的视野。在建筑造型上，吸取中国传统建

筑的精髓，将传统元素（如梁、柱、斗拱等符号）加以提炼变形；建筑色彩采用中国古山水画的韵味，运用白、灰两种主色调，

使建筑与环境能更好地融合，大小不一的文化石外墙面能起到活跃建筑的作用，灰色双坡顶可强调建筑的乡土气息和人文特点，

设计可充分体现中国传统建筑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

图 1 入口服务区效果图

阳光餐厅（图 2）是在改造原有居民房屋的基础上，利用台地高差局部下沉为负一层，供服务人员住宿，在居民房屋同一标

高利用台地建造阳光餐厅，对居民房屋进行改造再利用，改变原有用房属性，一层为餐厅，二、三层为客房，新建建筑与原有

建筑为合成四合院模式，建筑外立面采用复古木质结构，融入整体环境。

图 2 阳光餐厅效果图

度假村内的别墅区建筑主要沿山体和溪流布置，考虑到不同的消费人群的需要，将别墅分为三种类型：以情侣度假为主的

单层小别墅，面积约 50m
2
左右；以家庭游玩为主的中型二层别墅，面积约为 160m

2
左右；以商务会谈为主的大型别墅，面积约

200m
2
左右，立面造型引入传统元素，采用双坡屋顶，营造融入大自然，提供给游客游憩、娱乐、养生的木屋体验，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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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别墅效果图

三、度假村部分建成后的效果评价

本案中度假村入口服务区部分正在建设之中,游客服务中心也正在建设，已有 3栋木屋别墅投入使用。现就已建成的区域从

其总体规划及产品策略及建筑设计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总体规划评价

现建成的别墅的布局受传统风水观念“背山面水”的影响，牺牲了一定的朝向，建筑的布置顺应地形地貌，围绕水塘略成

环抱之势。景观节点的打造摒弃了大规模的广场、绿地系统，尽量利用了基地原有树木，保持了乡土风貌。基础设施不完善,缺

乏提示标志和景观节点。投入使用的别墅内的给水前期规划设计考虑采用山上的自流水，依山架构管网，造成了使用时水压不

稳定，难以满足曰常用水需求的情况，而应统一构架自流水的管网，稳定水压，保证游客的日常用水。水塘驳岸目前只用石块

堆砌，应加固驳岸，防止塘水流失；加固时还兼顾水塘景观节点的作用。没有专门的垃圾收集点，垃圾常常堆放在门口，污染

环境，后期维护需统一设置垃圾收集点，并定时清运。

2.旅游产品策略评价

就目前投入使用的度假村旅游产品规划上看，产品开发仍停留在观光层面上，客源层面不广，忽视了游客参与、休闲的需

求；产品特色还未成熟，原有山场资源如茶叶、毛竹等还缺乏品牌经营；开发商资金投入不足也制约了度假村后期开发，主要

观光游览仍依托附近的天堂寨风景区。因此，需要当地政府在资金与政策上对南河度假村进行扶持，同时在社会上招商引资，

确保后续开发能跟上；同时还应加大对旅游产品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

3.建筑设计评价

（1）外部空间评价  就目前已完成的服务区块建成后的木屋别墅从整体体量上看，采用中轴对称与化整为零的形体设计手

法，使其融合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之中，不显突兀（见下页图 4）；外部材质如瓦屋面、仿木外墙面的使用与周边既有民居取得了

较好的协调；建筑周边的小径采用木质铺装与石材铺装相结合，同时选用外形质朴的建筑小品，为整体环境增添了浓厚的乡土

意蕴。

（2）建筑内部空间评价  内部空间尺度上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总体精致宜人，客房面积富余，采用大面积开窗，不仅最大

限度地拓展了室内视野，还具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效果；内部装饰以木材作为主要的设计元素（见下页图 5），天花板、墙面、地

板等都采用木材质且颜色相近，给人们一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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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建成后的木屋别墅

图 5 木屋别墅内景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金寨县南河度假村规划设计及建设进行剖析，在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的基础上，从度假村规划旅游产品策划、建

筑设计三个角度，提出了度假村设计的统筹规划、产品支撑、生态设计的对策。具体来说，在旅游产品策划上，应深入了解各

类游客对度假村空间的需求，切合度假村的整体形象，传达度假村的主题特色；在规划上，应依托自然条件，合理规划各个空

间节点和配套设施；在建筑设计上，应充分应用传统工艺和创新技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求建筑形象与自然景观的和谐

共生，避免建筑成为旅游区中的视觉污染，使建筑成为自然中的风景。在实际设计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彰显特

色”的原则，制定高标准的度假村建设详规。文章后半部分通过对南河度假村已建成的部分，从总体规划、产品策划、建筑设

计三个角度进行建成后的优点与不足进行分析，并且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本文希望通过对南河度假村设计及建设而得

到的一些共识，为其他相类似的度假村的建设提供一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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