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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环境资源意义的苏北辐射沙洲位于南黄海西南隅 其不断并岸成陆产生大片开发潜力

巨大的农用土地资源 但目前存在诸如岸线冲淤 !生态脆弱 !过度与无序开发等环境资源问题 在实地综合调研

的基础上 运用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 对区域农业景观空间格局进行调整与优化设计 提出促进区域农业生态

2经济2美学多重价值同步提高 实现持续农业的有效途径 并以具典型特征的如东县作为个案分析 提出了调整

与优化设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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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土地利用 !管理 !

恢复等≈实际问题密切联系的 自 年代以来 随着

景观生态学概念 !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完善 其应用也越

来越广泛 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 对农业景观规划设计

已成为当今生态学研究热点之一 由于此类研究具有

明显的区域适用性 针对区域特点提出相应对策和合

理设计的研究是解决区域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 

位于南黄海西岸的苏北辐射沙洲海岸带地区是人

多地少的江苏省的土地资源宝库 当前正是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 !建设/海上苏东0的热土 辐射沙洲是世界罕

见 !我国独特的巨型海洋沉积地貌体系 具有独特而典

型的景观生态学和农业景观生态意义而亟待开展研

究 !填补空白 本文在大量野外调查工作的基础上 分

析了该地区自然生态优势和存在问题 运用景观生态

学原理对该区域农业空间格局进行优化设计 试图构

建一个空间结构合理 !生态效益稳定 !经济效益持久 !

美学价值提升的区域农业景观系统 

1  辐射沙洲及其沿岸自然环境概况

辐射沙洲图 是位于苏北岸外 !南黄海内陆架呈

指状辐射形的特殊巨型沉积地貌体系≈
由 多条沙

脊水深  ∗ 与潮流通道水深  ∗ 组成 面

积达 1万 

具有极其丰富的土地 !生物 !航运等资

源 辐射沙洲沿岸是指邻接辐射沙洲的苏北海岸带 在

成因演变上是和辐射沙洲同源 !一致的≈
辐射沙洲的

不断并岸成陆 成为大片开发潜力巨大的新生土地资

源≈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其水文 !气候和土壤特征 
潮汐作用对于辐射沙洲及其沿岸图 的冲淤变化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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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北辐射沙洲及其沿岸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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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物的运动 !土壤乃至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 辐射沙洲

及其沿岸海区的海流属于受黄海环流控制的沿岸流 

江苏沿岸流具有低温低盐的特征 这是因为一方面它

来自北方高纬度海区 另一方面受大陆径流的不断冲

淡 江苏沿岸流的这一特征对该海区的海洋生物的生

态分布起重要控制作用 

本次实地调查显示 辐射沙洲及其沿岸地势低平 

雨量充沛 潮汐作用强 地下水位较高 夏季为 1 ∗

1 春秋季为 左右 而冬季为 1 ∗ 1 该地区

的气候具有显著的季风气候特征 夏季盛行偏南风 

冬季盛行偏北风 

辐射沙洲及其沿岸的土壤发育于滩涂沉积物 这

是海洋潮汐 !波浪搬运作用的产物 笔者在潮滩及堤内

农田的 余个表层沉积物和土壤样品的粒度分析结

果表明沉积物以粉砂粒级1 ∗ 1为主 这种

沉积物特征导致土壤蓄水保肥性降低 易于发生水土

流失 故该地区土壤类型属高盐低肥的草甸海滨盐土

和潮滩盐土 

辐射沙洲及其沿岸可分为盐土生态系统 !沼泽生

态系统 !沙丘生态系统和水体生态系统 类≈


辐射沙洲及其沿岸的上述潮流与沉积作用活跃 !

生态脆弱等自然环境特点 决定了其资源开发须依据

其环境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才能实现环境资源和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进行

农业的景观生态分析与优化设计 

2  景观生态学原理及设计原则

目前 美国学者 ƒ和 提出景观生态学

的 条基本原理≈
肖笃宁则提出了景观生态学 个

方面的核心概念框架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与观点对

解决实际环境和生态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景观生态设计是景观尺度上的生态设计 以景观

单元空间结构的调整和重建为基本手段 目的是改善

受胁迫或受损失生态系统的功能 将人类活动对景观

演化的影响导入良性循环 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提高

能量与物质投入的效率 提高总体生产力如土地 !水

体生产潜力和稳定性 优化和美化景观 发挥景观作

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综合价值经济 !生态与美学价值 

形成新的高效 !和谐的人工2自然景观 实现区域农业

的持续发展 本研究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指导 结合农

业生态问题实际 提出农业景观设计的 条基本原则 

空间异质性和整体高效性  景观的空间异质

性≈ ∗ 通常表现为在一定地理尺度上组成景观各单元

生态系统呈斑块状镶嵌的格局 农业景观是一个由

异质的斑块2廊道2基质组成的镶嵌体 如在农田林网景

观中 农田为基质 林带为廊道 两者相间并重复出现

呈网状结构 斑块的空间格局的变化构成了斑块动态 

斑块动态影响着系统的整体功能 镶嵌的景观斑块通

常由干扰 !生物过程 !环境胁迫等≈ 因素作用下产生 

沿海区域农业景观空间格局主要受控于人类对土地单

元的不同利用方式 这种利用方式通常随着不同农时

及种养渔牧工等农业结构调整而改变 导致斑块发生

阶段性或长期的变化 最终影响农业景观的整体效益 

本区域系统整体效益主要与空间异质性 !廊道连接度

关系密切 空间异质性 !景观连接度增加 对提高系统

整体稳定性和持续性有利如在海岸带景观各要素中

尤以防护林带的景观连接度对农业景观稳定性影响最

为重要 而景观破碎化程度的加剧 则对系统产生负

面的影响 据此 景观设计原则之一就是通过提高研究

区的空间异质性 !廊道连接度等以实现整体高效益 

生态流的循环再生性  构成空间镶嵌体的不

同景观单元之间具有相互作用 即生态流 它包括物

流 !能流和信息流 生态流随着斑块动态变化 空间异

质性是影响景观单元之间生态流的决定因素 农业景

观设计 依据生态工程的优化利用 !循环再生原理 通

过增加循环层的补缺利用≈等途径优化设计最佳空间

结构 一是控制生态流的良性循环 获得更多的总体生

产力 二可防止生态流向不利方向发展 以保护环境 

景观演进的人类主导性  一般而言 景观演进

的成因包括自然干扰和人类活动 个方面 人类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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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开发利用是农业景观演进的主要原因 这种影响

有利与弊之分 景观设计应从景观生态学原理出发 充

分发挥人类主导性 改善受胁迫或受损失生态系统的

功能 使得景观定向演进并导入良性循环 

景观价值多重性  不同景观单元起着不同的

景观功能 理想的农村景观设计应能体现出农村景观

资源提供农业总体生产力 !保护及维持生态环境平衡

及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观光资源 个层次的功能≈


即设计出既具有经济价值 又具有生态价值和美学价

值的景观空间格局 经济价值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 

而可持续发展观念要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

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危害 据此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应当以资源的增殖为前提≈
相应地 经济系统反馈投

入≈又可改善生态并提高价值 鉴于人们崇尚自然的

旅游需求的日益提高 充分利用海岸带环境资源独特

性 !提高农业景观优美度≈并开发系列旅游产品已成

为区域发展旅游实现持续发展的新生长点 据此 景观

空间格局的优化设计应以景观生态价值得到维持 经

济价值得到增值 !美学价值得到提升为目标 

3  个案分析与设计 :以如东县为例

311  研究区地理与资源背景

如东县位于南通市的东北郊 辐射沙洲沿岸的中

南部 地质地貌上是古长江三角洲与现代海岸沉积的

产物≈
这种地质地貌形成背景决定了如东地势平坦 

河道纵横 水资源丰富 全境海拔在 1 ∗ 1之间 

自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 综合自然区划属亚热带海洋

性湿润气候区 四季分明 光照充足 雨热同季 季风明

显 夏秋季节易受强热带风暴与台风影响 

全县面积  

总人口 1万人 土

地利用类型有耕地 !园地 !林地 !水域 !城镇村 !牧草地 !

交通用地 !滩涂等 土壤类型以潮土类 !盐土类为主 潮

土肥沃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 水利设施完善 农业技术

推广快 是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表 和现代化农业

示范区 经济以农业种植 !淡水及滩涂养殖与加工业 !

林果业和生态旅游业等为其发展方向 本区滩涂广阔

且海岸带向海淤进  ∗ Π滩涂已成为重要的土地

后备资源 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盛产文蛤 !紫菜

等 多种海鲜产品 

表 1  1978 ∗ 1997 年间农业产量发展状况 ≅ 10
7Π

×  ∏∏∏ ∗ 

年度 粮食 棉花 油料
畜牧业

肉类
禽蛋类 水产品类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12  景观生态设计总体目标

稳定农业种植业 开发沿海滩涂 重点发展水产养

殖 !畜牧业和园艺林果业 从提高农副渔业产品附加值

出发 发展加工工业 基于沿海景观优势 发展生态旅

游带动三产开发 通过景观生态设计提高景观生态系

统的第一性生产力 包括土地生产潜力 !水体生产潜力

淡水与海水 !滩涂生产潜力 提高物质与能量的投入

) 产出效率 保护和促进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景观

多样性 发挥景观的综合价值经济 !生态与美学价

值 以构建江苏沿海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景观模式 景

观生态设计包括 ≠ 通过调整与补充景观要素 增加景

观异质性和廊道连接度 降低景观破碎化程度≈ 
促

进生态流的良性循环 优化农业景观格局 实现系统整

体的高效持续发展 根据不同生境和市场动态 选择

适生性强 !经济价值高的生物品种 提高系统总体生产

力 ≈控制人类活动的方式与强度 补偿和恢复景观的

生态功能 …依托自然环境优势 进行人工构景组合 

提升景观的美学价值 以支撑区域旅游产业 

313  区域农业景观的功能分区

区域农业景观其空间结构表现为自东向西呈环带

状的景观格局 主要因人口分布密度的差异 其空间异

质性依次提高而景观破碎化程度也相应加大 区域内

有农业耕地 !城镇村宅 !沟渠河网 !道路 !闸区花果园 !

潮上带滩涂 !新老海堤林带 !潮间带裸滩 !海面等景观

类型 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分析 本区农业景观具有一定

区位优势但景观效益还没有充分体现 一些景观区甚

至还存在明显生态问题 如农业耕作景观异质性相对

较高 但景观破碎化程度也很显著 种植结构多样性不

够 导致种植风险相对较高 又如滩涂区和海堤防风林

带的景观异质性低 尤其是河堤 !海堤林带空间结构单

一 !景观连接度低 存在水土流失的严重隐患而危及区

域整体效益 

农业耕作区  景观类型是以农田为基质 道

路 !河渠 !林带为廊道 以城镇村落 !灌溉田 !蟹田 !局部

园地等为斑的斑 !廊 !基空间镶嵌格局 控制面积为

1≈
林带的景观布局符合有效防护距离的设

计要求≈
具备抗风防台的合理空间布局 形成了田间

林带 !道路林带 !沿河林带等综合体系 防护农田面积

已达   水利建设大部分能灌排分开 典型的复合生

态系统有农2林模式 !稻田蟹虾养殖模式等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地区秸秆资源丰富 应

当提倡利用滩涂草地资源和稻麦秸秆 扩大以牛羊为

主的畜牧业生产规模 通过产工贸相结合途径以提高

效益 利用秸杆过腹还田相应控制秸秆直接焚烧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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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有机肥相应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以减少环境污染

和改善地力 低产田区通过开挖排水沟渠或建立林2菇

型 !林2鸡型复合生态系统 在生态流的循环再生功能

持续作用下 逐步得到改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环境意识的增强 无公害蔬菜 !花卉 !果品的需求量

将逐年提高 主干公路的拓宽和洋口港的建设 交通条

件将大大改善 外运能力进一步提高 适时增加蔬菜 !

花卉 !林果种植面积 使种植结构多样性 化解种植风

险 提高经济效益 结合现有农业综合示范基地如东凌

对虾养殖场 !山羊繁育基地等资源优势 开发参与性强

的观光农业生态旅游产品 随着调整到滩涂区人口的

增加和城镇化进程 现有耕作区景观破碎化程度会降

低 而景观稳定性会提高 农业景观区的整体效益将明

显提高 

建筑 !河网景观区  该功能区主要包括城镇

村 !工厂区 !道路与桥梁 !河渠网 !大小涵洞 !闸管区 本

区居民住宅风格各异 颇具特色 具一定的美学价值 

但村落分散程度高 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景观破碎化

程度的加剧 廊道连续性的降低 河网起着生境廊道的

作用 本区河流总长度  河网密度大 达 1Π



水面面积 


占全县总面积比例高达 1  

洋口闸河段 !东安闸河段等处水色秀丽 !绿树相映 各

闸管所实施花园式管理 种植花草树木 形成了花园 !

药材园 !树木苗圃等景观 目前 上述河网景观区的功

能尚未被充分利用 

景观分析可知 本功能区中 河网作为廊道景观 

起着良好的生态流作用 而民居建筑和闸管河段具有

良好的美学基础 针对民居分散的现状 景观设计中应

特别注意加强土地利用的规划 引导传统的自然村落

向城镇化方向发展 杜绝耕地的不合理侵占 选择适宜

区域统一规划 使不同风格的住宅相对集中形成建筑

景观区 并配以绿色廊道 开辟绿化广场优化景观空间

格局 提升景观美学价值 水体通常具有多种功能 可

作为生活 !工农业水源 对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具有纳

污 !排污 !稀释净化作用 还有渔业 !分洪 !调蓄 !航运及

观赏和构景等功能 为充分利用河堤桑地与水面资源 

在不影响水面廊道的生态流功能情况下 可适当开发

水面淡水养殖 以完善/桑基鱼塘0式的复合生态系统 

促进生态流的循环再生 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 另外 

择闸管区水色秀丽的景观区段 修建相宜的观光亭台

以构筑供垂钓 !观赏渔港风情等休闲活动的独特景观 

滩涂景观区  如东县海岸线总长度为  

拥有潮上带面积 

已围垦 


 潮间带



潮上带景观类型为农业半人工景观与自然景

观的镶嵌体 潮间带为裸滩 栖居多种贝类 现以紫菜 !

文哈养殖为主 本功能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新围

垦滩涂设施不配套 移民少 劳均耕地多 单纯发展种

植业 常因水稻插秧劳力紧张而延误农时 造成土地利

用率低 经济效益不高 北渔乡滩涂生态旅游区 位于

海 ) 陆交界的潮间带 生态脆弱 强度的旅游超过环境

容纳量 致使现有贝类的自然增长量减少 文蛤等主要

踩游资源现存量明显不足 

滩涂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既可获得经济效益又

可促进土壤脱盐培肥 是发挥区域优势的重要举措 根

据不同岸段的景观特点 本功能区可开发种植业 !林果

业 !水产养殖业 !畜牧业 !盐业等 建议对已围滩涂可采

用农牧渔工多种模式进行综合开发 利用荒滩植草发

展牛羊为主的牧业生产 选择地势较低区域囤蓄雨水 

养鱼改土 田箐鱼混养 !麦鱼套作 油葵与养蜂相结合 

油葵水稻轮作≈等途径提高资源利用效益 !投入与产

出比率 在土壤已脱盐的地区实行水改旱 以减少淡水

消耗 保存地下水贮量 若挖塘养鱼 在养殖经济价值

高的鳗鱼 !甲鱼 !螯蟹和对虾同时 注意多鱼种立体放

养 提高水体生态效益 鉴于市场对木材需求量的逐年

递增 可利用滩涂造林 在大面积营林区要开沟淋盐 

抬高地面 种植绿肥 以保证造林成活 在北渔滩涂生

态旅游区划分出活动区和养护区 以人工种苗繁育中

心为基础 在养护区人工投苗和禁踩养滩 通过养护区

与踩游活动区交替轮番开放的管理措施 实现滩涂景

观的良性演进和滩涂资源的永续利用 随着迁入人口

的增加 经济系统反馈投入的提高 本区景观异质性将

会提高 生态流的持续作用下 土地肥力逐渐增加 从

而使景观格局趋于完善 系统稳定性提高 

此外 依托位于南渔镇的东北环海的海生集团现

有 1 广阔滩涂资源和海堤风光 在发展海洋生物

养殖业 !加工业提高水产品附加值的同时 实施 / 南黄

海度假村0旅游规划 开发/海上观日0 !/海子牛车0/狩

猎0/垂钓0 !/拾泥螺0等系列旅游产品 提高区域景观

美学价值 丰富生态旅游景观和项目 

海提防护林区  如东沿海潮汐为正规半日潮 

一年中以秋潮为最大 常伴随台风暴雨 形成特大高

潮 对海岸造成一定损害 遇灾年 农作物收成锐减 所

以 防护林建设 对抗御强热带风暴和台风作用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 对防止水土流失 保护农作物丰产稳

收 取得稳定而长效的经济收益提供保障 防护林的建

设还可加速土壤脱盐熟化 增加生物多样性 改善小气

候 !净化环境 促进生态良性循环 具有明显的生态效

益和美学价值 为开发海岸带森林风光旅游创造良好

期 环   境   科   学



的景观生态条件 目前 防护林景观空间异质性及廊道

连接度均较低 具体表现为层次较少 !树种单一 !林带

窄且有间断 因而其防护作用不强 因此 对防护林进

行改造势在必行 根据本地土壤生态流特点结合市场

需求 应选择耐盐物种 造林树种以良种刺槐 !意杨 !榉

树 !火炬树 !中山杉 !水杉 柽柳为主 灌木以紫穗槐为

主 草以芦竹为主 建立豆科与非豆科树种相搭配 !乔

灌草相结合的多功能 !多层次防护林体系 必要时 可

采用/挖穴改土0和种草预防返盐等生态工程措施以提

高幼树的成活率 在河堤 !海堤林带廊道隔断处一定要

落实退耕还林 在优化林带景观结构同时应尽量扩大

营林面积 在区域防护林建设项目表 完成后 林带

景观的层次结构与廊道连接度将大为提高 林带防浪

抗台功能和廊道的生态流功能得到加强 从而为提高

区域农业景观整体效益 实现持续农业提供有力保障 

表 2  防护林建设项目规划(2000 ∗ 2004)Π

×  °

年度
老海堤林

带加宽

新海堤

林带
河堤林带

堤外防

浪林带

 ∗  1 1 1 1

4  结语

加强土地利用的规划 引导城镇化方向发展以

调整人口分布密度 从而降低农业景观区破碎化程度 

改善景观廊道的连续度 同时借以构建体现民居风情

的建筑群景观区 改善区域景观格局 提升景观感美学

价值 提高整体效益 以市场为导向 适时调整种植结

构 增加蔬菜 !花卉 !林果种植 提高景观结构多样性 

化解种植风险 稳定区域经济 从因地制宜 适时适种

的原则出发 加快滩涂土地熟化 增加宜农面积 缓解

土地使用矛盾 

以生态流循环再生原理为指导 利用滩涂草地

资源和稻麦秸秆 扩大以牛羊为主的畜牧业规模经营 

通过开挖排水沟渠 !完善排灌系统或改农为林 发展立

体林业复合生态系统等途径改造低产田 利用水网廊

道优势 在不影响水面发挥廊道作用的前提下 选择河

堤有成片桑田的适宜河段实施水面淡水养殖 增加食

物链环 完善基塘循环再生过程 既保护环境又获得经

济效益 

 利用丰富的滩涂资源 优化产业结构 在不同

岸段开发种植业 !林果业 !水产养殖和加工业 !畜牧业 !

盐业和旅游业等提高空间异质性和景观美学价值 形

成各业协调发展的优化景观格局 建议在北渔滩涂生

态旅游区划分活动区和养护区 通过养护区与踩游活

动区交替轮番开放的管理措施 防止强度开发导致景

观演化的不可逆性 

 防护林 !农田林网的建设和完善对水土保持 

抗御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危害 稳定区域农业经济至

关重要 根据防护林带空间结构异质性与景观连接度

低的现状 选择经济价值较高的耐盐物种 建立乔灌草

相结合的多树种 !分层次的防护林体系 河堤 !海堤林

带的隔断处实施退耕还林 提高林带廊道连接度 完善

林带的防护作用 在提高农业景观生态 !经济效益的同

时 注意提升景观美学价值 为生态旅游营造出更优美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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