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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风景旅游价值及其

环 境 保 护 对 策 研 究

汪 嘉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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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苏州是一座我国著名风景旅游城市
,

每

年接待 万国内外游人
,

因此其环境质量

和旅游价值如何已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苏州园林历史悠久
,

集中了历代劳动人

民的智慧
,

具 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

科学价值
、

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

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

的珍贵文化遗产

近年来由于工业污染和各种人为因素的

影响
,

苏州园林风景区的环境质量和旅游价

值有所下降 为了更好地保护苏州这个古老

而美丽的城市
,

提高其环境质量和旅游价值
,

我们开展了较深人的调查和研究

自 年开始
,

我们进行了苏州园林风

景区游人容量调查
、

环境现状监测与评价
、

新

风景资源调查
、

绿化规划等工作
,

并对经济建

设与保护园林风景名胜古迹的关系
、

园林风

景旅游效益
、

环境保护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和探讨 现将研究结果作一综合汇报

一
、

苏州园林风景区的

环境现状及其对策

苏州园林近年来环境质量和旅游价值有

所下降
,

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大气污染 根据拙政园
、

网师园
、

怡园
、

沧浪亭
、

东园
、

寒山寺
、

虎丘
、

留园
、

灵岩

山等地大气 中的二氧化硫
、

氟化物及其中三

个园林降尘量的监测结果表明
,

各园林大气

中硫
、

氟的 日积累量及降尘量均超过了对照

点灵岩山
,

说明建城区园林大气 已不 同程度

地受到了二氧化硫
、

氟化物和尘的污染
,

其中

氟化物污染较轻 所测各园中
,

以拙政园受

二氧化硫和尘污染最重
,

属重污染级 网师

园
、

寒山寺属较重污染级 其余各园分别处于

中度和轻污染级

尘污染不仅使空气混浊
,

水面肮脏
,

并且

使绿化植物叶面蒙尘量达 一 耐

清洁区为
,

一
,

使叶片黯然

失色
,

影响观赏价值

二氧化硫污染更使游人感到不快
,

且影

响植物生长 例如
,

拙政园中的香樟和枫香

二种植物的光合作用
、

叶绿素含量
、

生长量

新梢长度及叶片大小 等均低于郊区天平山

相对清洁区 的 同种植物 见表

总的说来
,

目前苏州园林的大气质量距

国家要求的风景游览区应达到的一级标准还

比较远

二 水质污染 在建城区内选 择 了 拙

政园
、

狮子林
、

网师园
、

东园
、

留园
、

沧浪亭等

个园林作为监测点
,

分别在枯水
、

丰水
、

平

水期监测水温
、

水色
、

嗅味
、

透明度
、

底泥厚

度
、 、

氨氮
、 、  , 、

溶解氧
、

总铬
、

酚
、

酮
、

铅
、

锌等项 目 监测结果表明
,

各园林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有 江苏省植物 研究所的 汪 嘉

熙
、

潘如圭
、

张宇和
、

唐述虞 苏州市园林管理局的陈

英华
、

周荷娣
、

李震初 苏州市环境监测 中心站的王

玉玺
、

柳福妹
、

周志益 苏州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

心的孙普峻
、

殷步和
、

李荣泉和苏州市环境保护局的

朱光农等同志 本文执笔人汪嘉熙
, 课题技术顾间

张宇和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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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和重金属污染不明显
,

而有机污染比较明

显
,

就
, 、

 来说
,

大多数园林不能达

到地面水二级标准
,

有的甚至低于三级标准
,

其中沧浪亭
、

拙政园
、

东园污染最为严重

卷 期

表 拙政园与天平山植物生长情

况比较  ! 年 月测定

香香香 樟樟 枫 香香

拙拙拙政园园 歹刃平山山 拙政 园园 天平一上

光光 合 作 用用
。

亏
。 。

,。
· 。

叶叶 绿 素 含 量量
。

 
、, 。

 
。

新新 梢 长 度度
。 。

、

叶叶片
·

菜瑟二
注 大气

,
日平均浓度

、

为 拙政 园 ,

天平山  

根据园林风景对水的要求及目前园林中

水的污染现状
,

选用水色
、

透明 度
、 、

 , 、

氨氮
、

溶解氧和 作为评价指标
,

并

给水色
、

透明度和
,

以较大的权重 评

价结果表明 苏州各园林水质均不能达到良

好的水质标准
,

大多数园林只能达到尚可水

质 拙政园和沧浪亭的水质最差
,

只能属于

较差水质

水质差的原因主要是工厂
、

企事业单位

生产性和生活性污染物的排放
,

加上游客废

弃物的抛投所引起 同时苏州园林水体多数

为封闭式内塘
,

与外界水系互不相通
,

或处于

水系盲端
,

所以水体基本上无交换
,

不流动
,

各种悬浮物长年累月沉积池底
,

构成次生污

染源

三 噪声污染 对苏州 个园林测量

了本底噪声
,

并抽样性测量了游人高峰时的

等效连续噪声级 同时分别于节 日
、

假 日和

平 日
,

对拙政园
、

沧浪亭和虎丘等三个主要园

林风景区进行了噪声测量 测量结果表明
,

苏州各园林的本底噪声不大 基本上在 分

贝以下 因此可以认为
,

苏州园林基本上不

受外界噪声源的影响
,

开园后测得的噪声主

要是游人产生的声响 目前我国尚无风景区

噪声的国家标准
,

暂按苏州市环保局关于
“

苏

州市区执行国家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

的规定
,

确定环境噪声标准为昼间
,

夜间 以此评价的结 果 为 只有

沧浪亭平 日是 必 的时间超 标
,

假 日是

界 的时间超标 其他园林及其他时间均

多地大于
,

并且最大超标值达到
,

节 日超标情况尤为严重
,

平均超标

数均超过  
,

可见园林噪声污染是十分

严重的

四 景观美学的综合评价 除 了 环 境

污染以外
,

有不少园林风景区因为各种人为

因素的影响
,

使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主

要原因有 土地房屋被占
,

破坏了整体布

局
,

降低了艺术价值 园内外一些不协调

的建筑物造成遮景
、

败景
、

煞风景 开山取

石破坏了自然景观 建坟立碑影响景观

围湖造田使水面缩小
,

失去风景价值

植被破坏
,

使景观大为减色 游人过多
,

破

坏了宁静的环境气氛和诗情画意

为了用定量的概念来反映 这 方 面 的 问

题
,

我们采用评定扣分的方法
,

对主要园林风

景区作 出评价 评价的方法和步骤为

确定要素 根据苏州园林
,

特别是古

典园林的特点
,

确定整体布局
、

山水风景
、

建

筑艺术
,

植物配置
、

园外借景
、

园内透视
、

环境

气氛
、

诗情画意
、

人文历史
、

生态平衡等 项

作为评定扣分的要素

确定各要素的权重值和权 系数 各

要素对不同园林来说
,

其重要性不同
,

所以用

加权的办法来体现 例如园外借景对沧浪亭

来说十分重要
,

权重值为
,

权系数为
,

而对网师园来说相对不重要
,

所以权重值为
,

权系数为

根据十项要素对各主要 园林 风 景 区

的景观破坏程度进行评定扣分 专家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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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测验相结合

将所扣分数乘以权 系数
,

得 出扣分百

分率

评价的结果表明 拙政园和沧 浪 亭 的

景观破 坏 比 较 严 重 分 别 扣 分 夕多 及

外
,

其次为留园 一 外
、

狮 子林

一 多
、

怡园 一 多 而灵岩 一
、

天平 一 务 等地因开山
、

立坟等影响也使

景观美学价值有所下降

〔五 提高环境质皿和旅游价值 的 一 些

对策

防止园林风景区的环境污 染 应 调

整工业布局
,

使工业区和风景区严格分开
,

划

定园林保护区 在风景区 内或周围不准兴办

有污染的工厂企业
,

不准增加工业锅炉
,

已有

的污染源应逐步停产或迁 出 拙政园周围排

放废气和粉尘的工厂和沧浪亭附近排放污水

的单位应优先解决 古典 园林中的水体可用

人工循环的方法加强流动和通气
,

并经常清

挖底泥

控制游人数量
,

减轻游人的噪声
、

扬

尘及废弃物 可采用限额售票
、

定期关闭修

整等方法
,

保护古典园林和名胜古迹 大力

开发新 风景资源以扩大旅游容量
,

疏散游人扩

发展现代公园和游乐场
,

解决当地人民文化

休息和娱乐活动的需要

严禁在风景区进行开山
,

围湖
,

建坟

等破坏景观的活动
,

已经开过山的坑洼遗迹

可用垂直绿化或用化学物质喷布坑面等方法

加速景观的恢复 已围的湖面要尽快退田还

湖 已有的坟地公墓要加强绿化以 改 善 外

观

保护风景区的森林植被
,

严禁乱砍滥

伐
,

乱采滥挖 同时应多搞绿化建设
,

努力恢

复和繁荣植被
,

保护古树名木
,

在风景区内建筑物比重不宜太大
,

同

时要注意形式和风格的协调
,

古典园林周围

更要避 免高楼
、

烟囱
、

水塔等影响景观的建筑

物
。

二
、

苏州园林风景区

游人容量的研究

除了环境污染和景观破坏以外
,

游人过

多
,

超过园林的容量
,

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

题 苏州一些古典园林本属私家花园
,

面积

不大
,

可容面积 可供游人游览活动的面积

更小 而自 年以来
,

国内外游客骤增
,

每逢旅游 旺季
,

特别是节假 日
,

每天进园人数

竟达三万以上 实际只能容纳数千人 由于

游人超负荷
,

造成了一系列不 良后果

一 游览效果下降 游览效果 一 般 由

视觉 优美的风景
、

建筑艺术
、

山水洞石
、

文物

古迹
、

森林草坪
、

树木花草等
、

听觉 幽静的

环境
、

悦耳的潺潺流水声
、

动听的鸟鸣等
、

嗅

觉 清新的空气
、

沁人的花香
、

无臭味异味

等
、

感觉 安宁
、

舒适
、

优雅的环境等 及活动

照相
、

锻炼
、

娱乐等 等要素所组成 游人过

多可因拥挤而感不适
,

因视线被互相遮挡而

影响观赏风景或照相效果
,

因人声嘈杂而丧

失清静安闲
,

因人群呼吸和扬尘而使空气污

浊
,

凡此等等都使游人丧失舒适感

二 环境受到破坏 由于游人 超 负 荷

的冲击
,

桥梁
、

楼台
、

水廊等因负载过重而产

生裂缝
、

倒塌
,

建筑物因人涂刻
、

抚摸
、

撞击而

损坏 假山驳石 因游人任意攀登
、

践踏
、

磨擦

而造成崩裂
、

损坏 森林植被
、

树木花草被任

意砍伐
、

采摘
、

践踏
,

使植物生长不良
,

地被植

物被踩死
,

地面踩光 卫生状况差等等

旅游容量应该根据经济效益 较高的经

济收人
、

旅游效益 较好的旅游效果 和环境

效益 最小的环境破坏 三方面来进行综合考

虑
,

确定各园林风景区的最适游人密度和数

里旦

经过典型调查
,

确定以每 人 占有 一
,

最为适当 以游人密度表示
,

则最适为

一 人八
,

人 时 为饱和游人密

度 由此可以计算出各园林风景区 的 容 量

每天最适游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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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园林风景区在旅游旺季的最高游

人数都大大超过饱和容量 如拙政园
、

狮子

林
、

留园
、

沧浪亭
、

怡园等古典园林
,

游人都超

过饱和容量 倍以上 特别是狮子林竟超过

倍

通过典型调查
,

还了解了下列情况

全年游人负荷情况
,

根据近两年实际

游人数统计
,

可知全年真正超饱和的天数约

占 左右 月
、

月
、

月 所以今后

应注意旅游旺淡季节的调节
,

重点解决 天

的超负荷问题

游人结构 按地区分可知
,

本地人占

务
,

上海人占 斗肠
,

江苏省 占
,

华东占 沁
,

华南 占 外
,

西北占 斗 肠
,

华北占 界
,

西南 占
。

务
,

东北 占 肠
,

其

他占 0
.
7多
.
可见本地人占游人总数的 l/3

,

上海游人占 1/5
,

今后疏导游人应着眼于这

两类游人
.
。按年龄分可知

: 老年 占 11
.
6 多

,

中年 占 27
.
1务

,

青年占 53
.
8多

,

少年占 7
.
5务

,

以青年 占比例最大
.
根据我国人 口的年龄结

构
,

青年的数量仍将继续上升
,

会对旅游产生

更大的压力
.
如何满足青年的旅游生活是值

得研究的
.

3
.
游人增长趋势

: 最近 10 年平均递增

率为 10
.
1外

,

近年递增率为 7一8外
,

估计今

后仍将以这样的速率增长
.

解决游人超负荷的一些对策
:

1
.
对重点古典园林应实行保护政策

,

实

行浮动票价
、

限额售票和定期修整等措施
.
在

旅游旺季和节假 日票价上浮 幅 度 要 稍 大 一

些
.

2
.
尽力扩大现有园林的容量

.
收 回被

占面积
,

可以使现有游人容量增加二倍;加强

园林风景区内部景点建设
,

使游人不致过份

集中
,

估计能扩大容量 18 多
.

3
.
将古典园林接连成片

,

设立步行游览

区
,

搞好绿化美化
,

设立有特色的商业网点
,

使游人在入园前和出园后仍有景可游
,

实际

大大扩大了容量
.
可先在拙政园一狮子林一

科 学 7 卷 4 期

东园
,

及留园一西园一虎丘 两 条街 试行起

来
.

4
.
开发新风景资源

,

引导游人走向更户

阔的天地
.

5
.
大力发展现代公园和游乐 场

.
苏州

的现代公园和游乐场所十分不足
,

是一个薄

弱环节
,

必须大力发展
,

才能解决本地游人
,

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娱乐场所
.

三
、

新风景资源开发的研究

(一 ) 苏州市区 (包括虎丘 ) 重点建设

盘门景区及北寺塔院
,

可将盘门景区建设成
“

春秋姑苏城
” ,

旅游价值极高
,

容量也较大
,

大力扩大虎丘的容量
,

积极开发后山
.

(二) 苏州郊区

1
.
天灵景区

: 包括灵岩
、

天平和天池华

山等景点
.
目前天池华山交通比较不便

,

但

旅游价值很高
,

应该多加投资
,

解决交通游览

道路问题
,

同时逐步恢复
,

建设被破坏的文物

古迹
.

2
.
石湖景区

: 苏州历来有农历八月十八

夜泛石湖看
“

串月
”

的传统盛会
,

旅游价值可

与杭州西湖比美
.
但目前被围垦达 84 务

,

景

视受到严重破坏
.
当前首要的任务是退 田还

湖
,

早 日恢复石湖景观
.

(三 ) 吴县

1
.
光福景区

: 是太湖风景的精华地区之

一
,

有著名的
“
香雪海

”

和千年古汉柏
“

清
” 、

“

奇
” 、 “

古” 、 “怪”等名胜
.
四株古柏价值极

高
,

目前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应提高级别
.

2
.
东山景区 : 闻名中外的紫金庵应扩大

旅游容量
.
整个景区内应控制工厂的建立以

防止景观的破坏
.
花果种类 日益趋向单一的

柑桔
,

对旅游不利
,

可建立专门旅游性果园
,

局部恢复原来花果山面貌
.

3
.
西山景区

: 可建成世界公园
.
但因面

积大
,

景点多
,

交通不便
,

投资较多
,

应逐步开

发
.

4
.
角直

: 是著名的文化水乡古镇
。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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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河纵横
,

有分座古桥
,

是一处很好的文化

遗产
.
应打通到上海淀山湖的旅游路线

.

(四 ) 吴江县同里镇 古镇风貌 保 存 较

好
,

可建成旅游镇
,

吸引广大的中外游客
.

四
、

绿化改善环境的规划研究

苏州市作为风景旅游城市
,

除了应大力

开发旅游资源外
,

发展绿化以改善环境
,

保持

生态平衡
,

美化城市
,

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

方面
,

而这恰恰是苏州的一个十分薄弱的环

节
.

(一 ) 目前苏州市的绿 化 状 况 绿地总

面积达到 371
.
lh
: ,

占城市总面积的 9
.
7务

,

可分为几个类型
:

1
.
点
—

园 林 风 景 区
.
包括 古 典 园

林
、

名胜古迹
、

现代公园和风景区
,

总面积

67
.
24ha

.

2
.
线—

沿河沿街绿化
.

已绿化街 道

10 9 条
,

总长 13 0. 嘴 公里
,

占道路 总 长 的

37多
.
另有 425 块街道绿地

,

总面积 10
.
6ha
.

3
.
面
—

工厂
、

机关
、

学校
、

居民区绿

化
,

总的来说
,

水平还很低
.

每人有树 1
.
3 株

,

占地 6
.
6 平方米

,

人均

公共绿地 1
.
5澎

,

绿化总覆盖面积 49 1
.
29 ha

,

覆盖率 15
.
3多

,

离国家要求还很远
,

环境保

护的效益也很不足
.

(二 ) 苏州市城市绿化规划意见

1
.
在旧城和新市区周围

,

建立宽 度 30

米以上的防护林带
,

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骨

干工程
.

2
.
在旧城区

、

沿城河种植护岸树
,

维护

原城址残余的绿化地段
.

3
.
维护

、

提高市内街道绿化
,

组成乔灌

草多层混交的绿地
.

4
.
建设现代公园及其他公共绿地

,

扩大

环境绿地
,

发展家庭盆栽花木
.

到 199 0 年绿化覆盖率扩大至 24 外
,

公

共绿地扩大至人均 3时
.
到 2000 年覆盖率

达到 45 沁
,

人均公共绿地 6m
, .

按此要求
,

苏

州古城区 14
.
2km ,

和新区规划面积 20
.
95 km

,

中
,

总绿地面积应达到 78 oh
a.

现代公园新市区内至 20 00 年新建 , 处
,

共 19 lh a
.
在工业区和居民区之间留出 30 m

隔离绿带
,

面积 sha
,

并沿高压线走廊划 出

65ha 作为苗圃绿地
,

同时起防护绿带作用
.

工厂
、

机关
、

学校
、

部队等单位新区绿地

应 占总面积的 40 多
,

旧城区逐步将绿地扩大

到 30 %
.

新建住宅区绿地应占总面积的 40 多
.

苗圃用地 2000 年达到 112ha
.

绿化树种要选择具有多种优良特性的 乡

土树种作为骨干树 ; 注意常绿树与落叶树的

搭配 ;并选择抗污染
、

净化能力强且有观赏价

值的树种
.

上述规划的实现
,

将使苏州绿化水平明

显提高
,

环境将得到较大的改善
,

成为名符其

实的园林城市
.

五
、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保护

园林风景名胜古迹的关系

作为风景旅游城市
,

如何处理好工业发

展
,

城 市建设和保护园林风景的关系
,

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问题
.

(一 ) 经济繁荣是保护和发展园 林 的物

质基础 纵观苏州园林发展的历史
,

充分说

明
,

经济繁荣昌盛
,

园林就兴旺发达 ; 经济衰

落
,

园林就败废
.
所以要保护发展园林

,

必须

加快发展经济
,

打好物质基础
.
但绝不能不

顾风景城市特点
,

盲目发展不适宜的工业而

破坏园林
.

(二) 经济建设和园林风景建设 应协调

发展 国内外经验表明
,

应当把苏州建成开

放型的
、

多功能的
、

社会化的
、

现代化的风景

游览城市
,

同时成为以强大工业经济为后盾
,

以旅游业为先导
,

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现代

化旅游中心
.
为此

,

应采取下列措施
:

1
.
全面保护古城风貌

,

加速开发新区
.

要保护原来合理的城市格局
,

传统的建筑风



环 境

貌和以水乡为特色的环境空间
.
当前急待解

决的问题是
: ( l) 疏散人口 ,

减少城市压力 ;

(2 )搬迁工厂
,

向远郊区和 乡镇发展 ;(3) 逐步

改造居民住房
.
大量老房子急需改建或拆除

重建
,

新建房屋要与古城风貌相协调 ; (斗) 加

快开发新区
.

2
.
根据城市性质

,

合理调整工业结构
.

( l) 要工业
、

农业
、

第三产业并重 ; (2 ) 从劳

动密集型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结构转变 ;(3 )产

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 (4 ) 由内 向型 向

外向型转变
.

3
.
健全立法

,

严格实行依法管理
.
坚决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试行 ) 和风景名胜区

保护的管理条例和规定
,

实行法治
.

7 卷 4 期

六
、

苏州园林风景旅游效益探讨

(一 ) 园林风景旅游效益的现状和特点

1
.
苏州园林风景的旅游效益

: 近年来

由于游览人员大幅度增加
,

经济收益大幅度

提高
,

近 四年来
,

总收人平均每年增长 27 %
,

纯收人平均每年递增 44 务
.

2
.
园林风景的社会经济效益

: 除了园

林本身的经济效益以外
,

还产生了较大的社

会经济效益
.
主要有

: (l) 促进了国际旅游

业的发展
,

增加了外汇收人
. 19 84 年苏州旅

游外汇收人占非贸易外汇收人的 72 多
,

成为

苏州非贸易外汇收人最主要的来源
.
(2 )带

动了旅游商品的销售与生产
.
苏州的国际旅

游业收人中
,

51 务 为商品销售收人
,

其中以

工艺美术品为主
,

也有一部份文物
、

字画
、

丝

绸织品和饮食销售收人
.
(3 )带动了以交通

、

商业
、

服务等为重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

(均 促进了市政建设的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改

盖

(二 ) 提高园林风景旅游效益的 一 些途

径

1
.
挖掘旅游淡季的潜力

. 2
.
增加服务

设施
,

延长国外游人的逗留天数
. 3

.
研究消

费者心理
,

生产适合不同爱好
,

不同档次的旅

游商品
,

扩大销售
. 4
.
一些比较完整的小型

园林和庭院
,

可建立中国古典园林式旅游宾

吸引国外游人
. 5

.
发展水 上 游 览

.
总

通过各种途径以提高园林 风 景 旅 游 效

馆之益

书 讯

《日汉环境科学词 汇》即将 出版

为适应我国环境科学人员与 日本环境界进行技

术交流和借鉴国外经验的需要
,

海洋出版社将于近

期出版
《 日汉环境科学词汇>>( 李视岐

、

吴景学
、

李相

武合编)
.
该

“
词 汇

》

自日本
《
最新公害辞典

》 、 《
环境

科学大事典
》
等环境科学词典

、

书籍及文献中; 自

国内有关环境科学词典和期刊中精选词汇 25 000 余

条
,

约 100 万字 ;包括环境化学
、

环境物理
、

环境监

测
、

环境生态
、

地质
、

气象
、

环境工程
、

环境医学
、

环境

管理
、

环境经济和环境法学等各方面常用词汇
.
此

外并根据我国环保人员阅读和翻译日文文献的实际

需要
,

编写 了一系列附件
,

其中有环境科学方面的
《
常用西文缩写词

》 、

与环境地理有关的
《
汉 日英对

照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一览表
》 、 《

汉日对照中国地名

表
》、 《 日本各地区人 口及面积表

》 、《 日本公 害法规和

标准
》 、《 日本重要环保团体一览表

》
等
.
该

《
词汇

》

附

有
《
汉字音训读法

》

(即汉字索引) 和
《

外来语索引》

等
.
本书定价约 15 元

,

欲订者可直接和
“
北京科海

环保新技术开发公司”
(北京黄庄)联系

.

(李视咬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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