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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和大渡河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中

森林景观设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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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乐山市在岷江大渡河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中的森林景观设计进行探讨，为实现美丽乐山、绿色发
展奠定生态基础。通过项目实施努力构建成扩展绿化率，创立城乡生态园林，逐步向城市园林化、乡村道路林荫

化、农民庭院花果化、郊区森林化的目的前进。让园林绿化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有机会联合，将乐山建

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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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乐山林业生态建设和林业产业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诸多压力与挑战。突出表现为：

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效益低下、功能脆弱。特别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我市大力发展短周期工业原料
林，现大部分为２、３代巨桉纯林，地力严重退化，病
虫危害日趋严重，水资源过度消耗。市内基于巨桉

商品林建立的林板家具产业链条的市场空间越来越

窄，林农收入持续下降，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改造巨桉

林的愿望非常强烈。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

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日益广泛，对于环

境的要求日益提高。该工程是乐山市建设国际旅游

目的地，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为精准扶贫

提供生态物质保障，是实施绿秀嘉州行动的重要载

体；是提升乐山市域生态建设水平，推动林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实现美丽乐山的重要抓手。本文主旨

通过岷江大渡河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提升森林

景观质量，实现生态旅游、林业产业发展、生态文化

的多元化发展，为乐山市岷江大渡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进一步发展与提升提供参考。

１　项目区基本概况

１．１　项目概述
四川乐山岷江大渡河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项目被

列入全国１８个、四川唯一的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
融资项目，经规划设计项目总规模６６６６６６７ｈｍ２、
项目概算总投资１６６９亿元，项目建设期５年，项目
覆盖乐山市全境。本项目主重点在退化人工商品林

纯林更替修复、重点景观示范林基地建设、多功能生

态廊道景观林提升修复、低效景观林多功能经营等。

推动多彩通道、干线节点、森林小镇等生态景观林和

珍稀珍贵用材林建设，展现乐山全域旅游城市特点，

扩大生态乐山绿色本底。项目实施中体现绿化、美

化、香化、彩化“四化”特点。

１．２　存在的问题
１．２．１　以旅游景点系统性不强

一是景点多但宣传力度不足。乐山有８０多处
美丽景点，但是为国内外游客所熟知的仅乐山大佛、

峨眉山景点，其余景点的知名度较低。此外，乐山在

国内外的宣传力度不够［１］。二是民俗村镇建设的

布局规划工作不适应小城镇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由

于某些小城镇领导规划意识不强，盲目开发旅游资

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未形成特

色，导致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三是旅游景点

之间缺乏区域合作。由于部分景点所辖区域狭小，

且旅游口岸优势不明显，单独发展旅游业无法形成

气候，孤掌难鸣。［２］

１．２．２　河流道路质量参差不齐
随着生产和生活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的频繁，

以河流、道路为主的廊道景观表现效果单一、人与自

然亲和性较弱、景观连续性不强［３］。详见表１。
１．２．３　森林景观质量不高

一是乐山市森林主要以常绿阔叶林或常绿针叶

林为主，缺少季相变化景观，不能在不同时节观赏到

不同的特色景观，同时大量的纯林树种单一，阔叶树

质量不佳，景观效果差。二是林层不明显，林层结构

不合理，部分林区森林群落中乔木层、灌木层、草本

层、地被物层四个基本层次不明显。林相中以巨桉

表１ 河流道路景观存在的问题

问题类型 详细描述

河流生态环境
遭到破坏

受人类自身活动的影响，使得河流水域的生态特
征渐渐消失，即自然景观被人工化。随着城市生
产和生活的不断发展，用、排水量大幅度增加，导
致河道水量减少，大江大河的堤防多采用人工材
料、河道两岸用混凝土包裹成为人工渠道，使两
岸湿地消失，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被无情地
毁坏，沿河修筑游览大道、观景平台等一系列的
硬质景观，自然植被被严重破坏。

河岸亲水性差、
特色不明显

一些河岸驳岸设计呆板，以直立式为主，既弱化
了亲水性，也破坏了河道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不
能彰显河道景观的地域特色。

景观连续性、
系统性不强

传统的水域和道路是由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专业
来进行的，对沿河沿路分段、分地块开发，使沿河
和道路两边景观整治实施各自为政，缺乏延续性
同时造成整体流域空间的割裂，导致整体城市景
观体系的系统性、景观的整体性、多样性被破坏，
美学与生态价值不能兼顾。

造景形式简单，
景观不理想

河道、道路边缘裸露地面、边坡、堡坎、道路内外
绿化带结节处理较粗糙，景观化实施形式单一，
色彩单一、维护管理比较粗放，与乐山市建高来
川“首选地”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为主的单层林面积７０６６６６７ｈｍ２，占全市森林面积
的９８％；林分中仍然存在种植密度较高的柳杉纯
林面积达８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占全市森林面积的 １１．
３％，其郁闭度高达０９，因林下光照极少，无其它植
物生长。总体景观效果不佳，主要表现林分树种结

构较单一，绿化美化档次低、品味不高，林相有待进

一步改造。

２　主要建设思路

２．１　设计思路
坚持区域自然特点和资源现状科学布局。坚持

点、线、面相结合，既注重“面”上整体推进，又突出

点、线有机结合和合理配置。重点推动多彩通道、干

线节点、森林小镇等生态景观林和珍稀珍贵用材林

建设，展现乐山全域旅游城市特点，扩大生态乐山绿

色本底，达到山扩绿、水增清、林提质、道多彩的效

果，为森林王国、层林尽染、鸟语花香、绿秀嘉州的美

丽乐山奠定基础。

２．２　主要布局
主重点在以市中区、峨眉、夹江等为主的退化人

工商品林纯林更替修复，以市中区、五通桥、犍为等

为主的重点景观示范林基地建设，以五通桥、沙湾、

犍为、沐川等为主的多功能生态廊道景观林提升修

复，以沐川、马边、峨边、金口河等为主的低效景观林

多功能经营等。主要分布在全市１１个县１８６个乡
（镇）２５６２个村，建设规模６６６６６６７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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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主要措施

３．１　以旅游景点、村落、厂区等构成“点”
一是利用乐山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其景点之

多，重点抓好城市、工厂、社区、民俗村落、特色小镇

等绿化美化，建设森林城市、森林工厂和森林社区、

民族民俗景观资源［４］。二是加强旅游宣传，利用各

种渠道、活动等大力宣传乐山旅游，进一步完善优化

交通和旅游产品［５］。三是系统规划设计，将乐山的

旅游资源进行总体设计，以点与线，点与面，线与面

的构建乐山“全域旅游”［６］。详见表２。

表２ 森林景观系统布局结构下的点、线、面

形态 分类标准 意象元素 常用称谓 备注

点

厂区、风景名
胜区、公园、
小区、特色小
镇、民俗村落

节点、地标
园、块、花园、
景区、园区、
古镇等

线

交通道路、河
流水系等，有
一定游憩设
施的狭长形
绿地

边界、路径
带、环、廊、轴
等

面 森林 区域 片等

论 述 中
“面”的定
义主要是
指以森林
以主的区
域

３．２　以河流、道路等廊道穿针引“线”
通过对河流、道路等廊道景观打造，将乐山各旅

游景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特色旅游线路。一是打

造多彩交通走廊。建设多彩交通走廊，通过植物的

品种、色彩、高矮、整形与自然形，连续与间断的变化

构图创造出美丽的自然景观，表现运动中立体的美

感，给司乘人员以新鲜感和情趣，较好地调节视觉与

缓解精神疲劳，保证行车安全；同时注重公路的窗口

作用，绿化美化结合，展现良好环境风貌［７］。二是

在河流的生态廊道建设中，按照河流的地貌特征按

照大尺度复层式的生态景观林带和生态防护隔离林

带的标准进行。在不影响行洪安全的前提下，采用

近自然的水岸绿化模式，形成特有的滨水风光带。

植物配置采用复层群落配置，充分发挥林带的生态

隔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８］。树种选择耐水湿，

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防土壤流失、巩固堤岸等

功能，以及疏导洪水、抵御台风等自然灾害作用的植

物。

３．３　以森林景观建设着重“面”上打造
一是充分利用各类森林景观资源进行景观设

计。确保有利于森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瀑布、泉等水文景观，森林、草原、草甸、古树名木、奇

花异草等植物景观，野生或人工培育的动物及其他

生物资源及景观，通过以人与自然和谐设计，融合互

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情感感悟、多元娱乐等形成综

合游憩空间，并将每一个景观音符串联，在合理把控

空间尺度的前提下，构建富有节奏感的全时空多维

度景观廊道，最终形成纯自然的森林游憩节奏。二

是通过多维度构建森林景观。全时空即全天候、全

季节的游憩，表现在景观廊道中便是一步一景、季相

分明、四季有花、分段布景。全维度即林上、林中、林

下，林内、林边，通过视、听、闻、触、味来体验游憩。

三是通过挖掘彩叶植物、季相鲜明的植物、花卉植物

丰富森林色彩，通过植物培育、植物艺术造型设计等

丰富森林中植物景观的形态。四是与生态文化相结

合。，以“生态造景、文化点题”的理念融入森林景观

建设中，以地域文化凸显生态景观的人文底蕴，以园

林绿化凝聚历史传承，巧妙地把园林绿化、人居环境

和历史文化深度融合，精心雕琢园林式城市，把乐山

建成省外游客来川“首选地”［９］。

４　结语

乐山市作为全国１８个项目建设市之一，应充分
利用我国全面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的机遇，

在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和提高森林质量的同时，加大

森林景观的构建，统一规划布局，点线面结合，突出

地方特色鲜明，切实为人为生产、生活提供一个优美

的环境空间，为实现美丽乐山、绿色发展奠定生态景

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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