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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更加重视乡村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作为乡村振兴关键一环,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很重要,传统村落的水

体研究对村落保护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水体自古就影响村落的选址,然而随着乡村经济及旅游的发展,传统村落水系不断遭到侵蚀。通过研究增

头村选址特征,分析其水系与村落空间格局的关系,基于ArcGIS的数据,得出其村落选址与水文地质的关系：村落选址顺应水势,村内的明沟分布

在每个巷道内,巷道与明沟走势有依附关系。通过对增头村选址、水系与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提出基于水文地质条件下的合理选址与生态规划

建议,以期对传统村落的合理选址与生态规划及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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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村落从选址到村落空间格局、从村落空间格局到建筑、从村落建

筑到村落巷道无不与水系有关系。随着乡村经济及旅游业的发展,传统村

落水系正不断遭到侵蚀,对水系的研究与保护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对传统村落的研究有：特定内容的研究,即侧重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

演变、建筑营建模式等的研究,少有对村落水系与空间格局的研究。结合

地理信息系统,探究村落选址、水系与村落空间格局关系,提出村落选址对

村落建设的意义,为传统村落的合理生态规划与发展提供借鉴参考,同时

也新村建设的选址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增头村位于理县杂谷脑河畔,海拔2300米,分为上寨、中寨和下寨,主

要生活着羌族居民。增头村上中下寨沿等高线布局,依就山势,呈小组团形

式聚集在一起。 

 

图1  增头村下寨鸟瞰图(作者自摄) 

1.2研究方法 

本文由增头村水系入手,研究其与村落选址、村落空间布局的关系,

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收集资料,利用实地调研、实地测绘等方法获取数据,

对数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结合ArcGIS进行相应的用地适宜性评价等处

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资料数据与空间关系结合,得到相应

的结论。 

2 村落选址与水系的关系 

羌族对村落选址的特点有：充足的水源、大量的耕地、防御屏障、适

宜居住的气候及满足信仰。增头村坐落在岷江上游大白山,该地不仅让入

侵者难以侵袭,还有大量的耕地,保障了羌民的生活；增头村坐落在半高山

上,每家每户的正门都对着佳山,这对应了羌族人的选址风水观“门对槽,

坟对包”。 

 

图2  增头村水文分析(作者自绘) 

 

图3  神树台与水的关系图(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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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神树台与水的关系图(作者自摄) 

表1  增头村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表 

评价因子 分级评价值 子因子 分级评价值

地形高程 0.2

高程 1800-2800 米 3

高程 2800-3600 米 2

地形坡度 0.2

坡度 0-7度 5

坡度 7-15度 4

坡度 15-25度 3

坡度 25-40度 2

坡度 40 度以上 1

地形坡向 0.15

南向、东南向 4

东向、西向、西南向 3

东北向、西北向 2

北向 1

村落道路 0.15

距离居民点 0-100m 5

距离居民点 100-300m 4

距离居民点 300-500m 3

距离居民点 500-1000m 2

距离居民点 1000m 以上 1

村落水系 0.3

距离居民点 0-100m 5

距离居民点 100-300m 4

距离居民点 300-500m 3

距离居民点 500-1000m 2

距离居民点 1000m 以上 1
 

增头村的水源来自大白山,水流顺应地形经山谷流至杂谷脑支流。从

arcGIS水文分析中,可以看到增头村所在区域流域较广,且水系长度长流

量大。下、中、上、小寨都分别分布于水网等级较高的支流上,且从支流

分出的次级支流较密,形成村中的明沟暗渠。暗渠是秦代羌人的智慧结晶,

不过暗渠现已弃用,村民现在使用明沟。增头村上寨有神树,水围绕神树一

圈后流向中寨和下寨。村民利用管道将神树台的水引入到各家各户,再通

过明沟将多余的水排入支流。 

经了解,水源的分布对村落的选址有很多的影响。其一,水是生命之源,

水源的分布对村落选址有很大的影响。其二,农村有许多木材,为了防火需

要便捷的水源。其三,耕地需要灌溉,同样需要考虑水源的分布。总之,羌

族人选址时,要考虑水源能否满足生产、生活等基本的功能。 

 

图5  增头村用地适宜性评价图(作者自绘) 

根据现场调研及搜集的基础资料,并通过arcGIS对村落进行用地适宜

性评价。通过建立以地形高程、地形坡度、地形坡向、村落道路、村落水

系为评价因子的用地适宜性指标,来判断增头村的水文地貌对增头村选址

的综合影响。因研究主要分析水系与村落选址适宜性的关系,所以把水系

的评价值权重设的较高。 

根据以上5个评价因子按各因子权重加权叠加分析得到增头村用地评

价分值,并按右表的等级分类,得出增头村用地适应性评价。通过分析可知,

增头村内有部分最适合建设用地,大部分为适合建设用地。 

表2  增头村用地适宜性评价表 

村落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

等级 评价分值 描述

一 4 – 5 最适宜建设用地

二 3 – 4 适宜建设用地

三 2.5 – 3 不适宜建设用地

四 1 – 2.5 特别不适宜建设用地
 

3 村落格局与水系的关系 

古书有云：“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风水之法,得水为上,

故选地安宅,先看水后看山。从大的村落格局来看,增头村坐北朝南,三面

环山,南面面朝佳山,寨子位于半高山地区,虽不在岷江河畔,但是从分析

来看,增头村的水源来自背后的雪山——大白山。水顺应地形特征,沿山汇

聚到增头村寨头,实际上这与我们现场调研的结果一致,增头村下寨的取

水点正靠近水的汇聚点。 

增头村村落布局是与动态的天然水系相结合的。增头村上、中、下三

个寨子的分布都不是正南北向,确切的说应该是坐东北朝西南。增头村村

落布局的原因根据我们目前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水源由东

北的大白山而来,增头村依山傍水,顺势而建；二是根据分析增头村所处的

高半山地区,属于山间谷地地势相对平坦的区域,适合人们生活、生产,适

宜聚居。增头村先民建立村落,繁衍后代,就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物

尽其用。既要考虑水源的问题,又需要考虑地形地貌的因素,所以,增头村

的格局与水系天然结合,其选址是自然与人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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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头村生活用水靠明沟暗渠引入,村内明沟顺着建筑之间的巷道而布

局,巷道与明沟共同形成了巷道空间,由此可见村落与水系同在。村落内建

筑大都一两层,巷道宽度在1.6-2.5m之间,巷道高宽比大都在1.5-2.0之间,

说明巷道空间很舒适。巷道内明沟高度在300mm左右,宽度在230mm左右,

明沟高宽比在0.9-1.5之间。从巷道的高宽比可以看出,增头村巷道空间变

化多样。明沟的高宽比可以看出,明沟的变化不大,但也有一定的变化。通

过调研可知,明沟随着道路一直沿伸,最后明沟中的水通过自然的坡度流

向杂谷脑支流。总之,村落的总体布局遵循自然的规则,村落依山势而建,

靠近水源地,便于日常生活耕种。其选址和整体的布局与自然融为一体,

体现了羌族人民的智慧。 

4 讨论 

 

图6  增头村巷道图(作者自摄) 

 

图7  增头村明沟与巷道关系图(作者自绘) 

本文通过对增头村村落选址与格局分析,结合村落水系与村落的关系,

总结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建议和意义。 

4.1对村落水系的保护与发展 

当前村落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村民通过水管饮水,明沟暗渠逐渐被大

家淡忘。从源头上保护水系资源,减少对水体的污染,维护现有明沟暗渠；

也可对水的走向进行适当引导,与村落公共空间相结合,激发村民对水渠

的回忆；也可对水系走向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提高水的净化率。 

4.2对明沟景观视廊的保护与发展 

传统村落的水系具有实用功能、生态功能和美学功能,现代村落水系

实用功能逐步降低,但生态和美学功能逐步突出。滨水景观视廊是村落重

要空间景观特征之一,对明沟边的环境要素最大限度保留,尽量控制视廊

的建设。对明沟边进行景观整治；对新、改建建筑控制风貌；对村落典型

水体景观,逐步恢复并加以保护和开发旅游和发展利用。 

4.3村落选址对村落建设的意义 

研究增头村选址对水的选择和依附关系,有利于我们了解岷江上游

高山峡谷型村落水系与村落的关系；提出基于水文条件下的生态规划建

议,可以为传统村落改造与发展及新村选址提供科学依据,为乡村振兴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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