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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融合下的西南地区道路景观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都匀市道路景观建设为例

 

□ 艾   乔    魏勇军    张俊杰

[摘   要] 西南地区道路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同时区域内民族众多，气候条件独特，自然文化资源优越，因而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导
向应区别于中东部大城市。本文以贵州省都匀市道路景观建设为例，通过对西南地区城市道路景观建设的特征分析，提出“多元融
合”的景观建设方法，建议景观要与土建、自然生态、文化旅游、附属设施以及地域文化建设条件等方面进行融合，以打造实用、
安全、生态的景观大道为目的，达到“最美道路”的城市道路建设效果，以期提升城市品质，对西南后发展地区城市道路的景观建
设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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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景观建设是体现绿色交通的重要内容，也是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道路景观不仅
是形式上的审美空间，而且是兼顾生活场所与生态系统
的有意义的物质与精神空间[1]，它将街道与城市生活、
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生态环境串联在一起[2]。且道路景观
早已突破两排行道树的传统模式，功能上也从原有绿化
遮阴的基本要求拓展至具有改善道路沿线环境、构建城市
生态廊道、展示城市形象、提升沿线用地价值等诸多功能
作用，是与周边建筑和自然环境相融合的景观综合体[3]。

近年来，“海绵城市”理念下生态道路建设模式研
究成为热点[4]，国内外涌现运用低影响开发（LID）理
念进行设计施工的道路景观[5]，如为了配合上海崇明岛
这一世界级生态岛的建设，从筑路材料、雨水收集等方
面对道路进行生态化建设[6]。有的道路景观结合土建设
计，采用生态工法，以石笼、植生袋和植生砌块，以及
各种砖、木、石、土、竹等乡土材料与工艺来营建[7]。
此外，道路景观作为宣扬与展示地域文化的良好空间载
体，可积极引入地域文化元素，展现沿线地区的精神与
文化内涵，发挥道路文化传播的纽带作用，如广东连山
广德大道的道路景观融入了壮、瑶等民族特色及民俗文
化[8]；芒瑞大道沿线景观将民族宗教文化、歌舞文化、
地方花果文化及宝石文化进行了巧妙融合[9]。

以上案例主要分别从生态绿化、景观土建、附属设
施和地域文化等角度进行设计与建设。近期，有学者运

用“多元融合”的理念进行道路景观设计或街道风貌控
制，如刘敏等利用生态、游乐、休闲和文化的多元复
合设计模式，对重庆巴滨路滨水岸线景观进行规划设
计[10]；黄艳将客家文化风貌、创智产业风貌和生态廊道
控制风貌3个特色区段进行“多元融合”，对深圳坪山
区老坑社区沿街风貌进行整治[11]。

西南地区由于其地域特征，城市道路景观建设也
有自身特质。本文从西南地区城市特征、道路建设及景
观特征的角度分析建设区域特征，以贵州都匀大龙大道
景观建设为例，根据建设区域的特征分析，从土建、生
态、文化、建设条件和设计边界的延伸等方面入手，采
取“多元融合”的方法理念进行道路景观建设，以打造
实用、安全、生态的景观大道，旨在为西南后发展地区
城市道路打造一种有效的道路景观营造模式。 

1  西南地区城市特征
西南地区主要包含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

等区域。在西南地区分布有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这
些区域地形及地质条件复杂，主要以高原、山地为主，
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经济体量较小，属于后发展地区。
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条件形成了城市的风貌特征，主要体
现为以下几点。

（1）区域自然资源优越，地质地貌复杂、独特，路
侧可用作景观绿化的区域除了带状平地以外，还可能有
陡岩、山崖等形成的边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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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属于后发展地区，城市规模较小，处于快速城
镇化阶段，区域连通性不足，呈现出以道路交通建设带
动城市发展与区域一体化的趋势。

（3）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特色明显[13]。
（4）全域旅游的迅速兴起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

及道路交通建设的导向。
2  西南地区道路建设及景观特征
2.1  道路建设特征

（1）建设条件：区域地形复杂，挖填方量大，桥隧
比较高，工程建设成本高。

（2）建设定位：道路建设对构建区域一体化，完善
城市内部道路系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对景观品质要求较高。

（3）工程影响：由于地形复杂，大量施工开挖可能
导致自然植被及原有自然水系破坏较严重，影响地方村民
生产生活，导致施工进度受阻，甚至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建设模式：该地区基础工程建设多为贷款，以
PPP等模式为主，参与主体从现有项目来看，以国有企
业为主，民营企业偏少。

2.2  道路景观特征
（1）自然地理条件的独特性为道路景观营造提供了

天然优势。西南地区属于高原地带，光照条件好，昼夜
温差大，降雨量充沛，植被条件优越，色叶植物资源丰
富，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天然石材资源丰富，独特的
自然条件为景观设计提供了良好的自然优势。

（2）土建形象的独特性影响了该地区道路景观的
内容构成。由于地形复杂，桥隧较高，道路土建开挖
量大，桥梁景观、隧道洞门装饰景观、边坡景观等成为该
地区道路景观设计独具特色的内容。同时，桥隧等结合地
形设置的构造物又成为道路景观段落划分的天然依据。

（3）精准扶贫及全域旅游背景下道路景观设计定
位具有多目标性。随着国家“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
的确定、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以及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的迅速推广，后发展地区普遍将旅游作为扶贫与促进地
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西南地区旅游资源丰
富，城市大多希望结合旅游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将城区
打造为休闲旅游度假的目的地，因此城市道路景观建设
需结合全域旅游、城市休闲旅游统筹考虑，慢行系统的
营造成为道路土建与景观设计需要考虑的内容。

（4）景观设计对象的文化性。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
居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道路景观设计需结合道路沿线民
族分布及其民俗文化特征进行统筹考虑，做到有效表达。

3  多元融合的道路景观设计
多元融合的道路景观设计理念是力求将道路景观

与其所在区域的政策导向、自然环境、人文底蕴、建设
条件等相互融合，构建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和谐共生体
系”。基于此理念对贵州黔南都匀道路景观建设进行了
实践探讨。

3.1  城市概况及规划
都匀是贵州省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南地

区出海重要交通枢纽，黔中经济区五大主要城市中心之
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世居布依、苗、水、
瑶等33个少数民族。都匀市都匀城区位于“九溪归一”
的剑江河畔，具备山水交融、山清水秀的天然生态环
境，2012年获得“全球绿色城市”称号，同时享有“高
原桥城”之美誉，被誉为“桥梁博物馆”，入选“2015
年度中国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榜单，成
为贵州省唯一入选城市。

《都匀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区域协作
战略中提出：与黔中经济区协作，都匀市重点“培育功
能，落实设施”；与黔南州各县市区协作中，都匀市实
施“中心带动、差异发展”；与贵阳市协作中，都匀市
实施“接受辐射、互补发展”；与凯里市协作中，都匀
市实施“拉近距离、一体发展”。

《都匀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城市发
展策略中提出：空间发展模式要从道路沿线发展到围绕
交通通道组团式发展，将快速交通建设融入区域发展格
局；实施城乡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坚持生态
优先策略，坚持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加强“全球绿色城
市”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3.2  景观设计策略
《都匀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中提出打

造大都匀，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打造多条城市主
要干道。在景观项目设计中，主要设计策略如下。

（1）依据都匀市总体规划，并依据各道路的特征，
从宏观层面对几条主要快速通道进行景观主题定位。
设计主题分别为“民族风情”“绿色都匀”“开放新
城”“高原桥城”“生态茶乡”“山水画卷”等，形
成“一路一风景”的快速通道特色景观。如都匀大龙
大道景观设计主题为“民族风情——多彩廊道”；红牛快
速干道景观设计主题为“绿色都匀——山尖上的飘带”；
黔南大道景观设计主题为“开放新城——城市门户”等。

（2）根据道路周边地形条件、用地及道路土建构造
物设置情况，进行道路景观段落划分，并进行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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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
（3）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将地域及场地文化纳

入景观建设，打造特色文化景观。
3.3  多元融合的景观设计
3.3.1  景观与自然生态的融合

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土建施工过程中会破坏原有山
体、植被，形成桥梁、隧道、边坡、弃土场、设备站场
等构造物及附属设施。因此，景观设计需依据各区域的
破坏情况、土壤特征、周边山体自然植被分布情况等，
对这些区域进行生态恢复设计，使之融入自然。根据道
路周边城市规划及车行视角特征，统筹利用景观设计，
如利用周边树林茂密的山体作为道路天然的绿色背景。

3.3.2  景观与文化、旅游的融合

城市道路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带
动沿线城镇经济发展。尤其是沿线旅游资源集中区域，
道路景观设计应对旅游景点有所呼应，加强引导。景观
设计还需结合地方工程材料的生产情况进行统筹考虑，
施工材料使用尽量本地化。同时，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
聚居区，民族构成多元，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景观设计
结合道路沿线民族分布及其民俗文化特征进行统筹考
虑，选取民族元素符号作为景观装饰的表现手法。如都
匀大龙大道项目通过提取场地“龙”文化及本地少数民
族的色彩、服饰、文化、生产工艺等元素并抽象化与符
号化，通过植物景观以及桥梁隧道装饰、路灯、公交站、
和广告宣传等道路附属设施进行充分表达，并采用节点
主题景观石的应用，提升道路整体景观气质与文化品位。

道路绿化则通过选择观赏效果好以及与地域文化、
段落主题、背景植被有所呼应的植物进行灵活搭配，营
造丰富的季相景观。

3.3.3  设计边界的动态延伸及与参建单位的融合

第一，道路景观设计范畴的延伸性。道路景观设计
不再局限于绿化，而是与土建设计相互结合。景观设计
应争取提前介入，在道路断面形式与管网布置、边坡防
护、慢行道与人行道铺装、桥隧装饰、路灯造型、公交
站台、人行道栏杆等多方面与土建设计单位充分协调。
在大龙大道、红牛大道等多个项目中，设计师通过与业
主、土建设计单位有效沟通，优化了土建设计，为景观
效果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景观设计角色的多样性。以经验来看，各参
建单位的有效沟通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工程施工的反复
与浪费，设计人员往往身兼数职，既是设计者，又承担了
业主、监理的部分工作，甚至有时充当了施工单位的“技

术员”，帮助其提高施工质量，以力争达到设计效果。
第三，景观设计工作的动态性。由于景观工程往往

在整个项目的后期，工期紧，经常性反季节施工，加之项
目建设程序不够规范，存在大量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设
计的动态调整不可避免。同时，景观设计尤其是植物设计
要考虑动态效果的部分，包括设计的季相变化效果、植物
生长的动态变化，而且需要注意植物生长不得侵占道路空
间，不得遮挡交通标示标牌，避免影响交通安全[14]。

4   结语
西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景观设计应有宏观层面的

“交旅融合”思维，项目层面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道路
定位，充分结合土建设计，从景观土建、生态绿化、附
属设施、旅游、地域文化和设计边界的延伸等多角度进行
融合设计，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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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道德治理构建和谐美丽壮乡 
——基于马山县生态道德治理的调研 

□ 杨红秀    秦初生

[摘   要] 为探求壮族地区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现状及成效，笔者多次深入广西南宁市马山县进行实地走访调查。本文结合当地生态
文明及美丽乡村建设文件纲领，介绍马山县在生产、生活、环境、文化等方面开展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种种举措，总结这些举措产
生的成效，以期为人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道德治理等方面工作提供实践性的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 壮族；农民；生态道德；马山县

马山县位于南宁市北部。土地面积2340.76km2；
2020年末，户籍总人口57.44万人，壮族占总人口
73.12%；森林覆盖率67.27%；拥有金伦洞、弄拉等20
多个生态旅游景区；连续四届蝉联“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称号，曾被评为广西特色民族体育之乡、广西
特色旅游名县等。近年来，马山县着力打造“美丽马
山·生态乡村”名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民福祉及
生态道德素养明显提升。

1  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举措和成效 
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主要是指在新农村建设中运用生

态学和伦理学等相关理论，有计划地向农民施加一定的
生态道德影响，促使他们提高生态道德认知、强化生态
道德情感、锻炼生态道德意志、培养生态道德行为[1]。
通过治理，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
生，从而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与生态经济、
生态环境、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紧密相关，下面将从几
个方面阐述马山县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举措和成效。

1.1  发展绿色产业
1.1.1  推行生态农业

马山县重视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大力发展绿色生态
农业，全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努力实
现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1）推广生态种养模式，按照养殖饲料微生物

化、养殖环境清洁化、养殖粪污资源化、病死畜禽及废
弃物处理无害化等目标体系发展生态养殖模式。通过建
立农业清洁技术推广示范点，推广绿色植保技术、秸秆
还田技术等培育绿色种植模式。抓住创建“产业富民”
示范县的契机，建立一批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基地，着重
抓产业转型提质，培植生态高效特色新型农业。如建立
了乔利果蔬产业示范区、乔老河休闲农业（核心）示范
区等示范点，辐射和带动全县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同
时，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建立了县、乡
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检测蔬菜、水果等农产
品农药残留样品[2]。

（2）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充分利用农业和地理优
势，践行绿色生态持续发展理念。马山县是“中国黑山
羊之乡”，为了平衡黑山羊养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
系，马山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通过采用半舍饲圈养
半运动的饲养方式，解决黑山羊破坏灌木生态的问题；
尝试在石山地区养殖黑山羊的新模式，在羊的食物中加
入微生物制剂，减少粪便排放和环境污染，达到人畜和
谐共处。旱藕粉是马山“三宝”之一，堪称长寿绿色食
品。旱藕栽培于高寒石山地区，无污染源，基本上没有
病虫害。马山县大面积地推广旱藕种植既不会污染环
境，还能为农民创收。里当鸡是马山县的特产，主要以
放养为主，早晚喂食少量农民自产的玉米、豆类、蔬菜
等作物。里当鸡白天在山间觅食草籽虫类，扒食土中蚯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生理论视域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编号：17XMZ025）研
                 究成果；广西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广西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补偿机制研究”（编号：KY2016YB593）阶
                       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杨红秀，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科长，副教授，硕士。

秦初生，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编，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