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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位于河南省灵宝市车堂峪矿山示范区,长期以来我们对风景旅游地发展的规律性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难以有效把握旅游景

点建设的时序和客观效果。且矿区具有鲜明独特的景观空间特征,对矿山棕地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再生规划研究,使矿山开采、修复、开

发同步进行,实现矿山的科学开采和转型升级,达到资源开采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为此,本研究综合多因子评价与分析,运用GIS在资源调查期

间建成的数据库,实现预期所希望达到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然后对不同时段场地的发展驱动力进行与时序设计相关的方法与评价。按照近

期开发、中期开发和远期开发3个大阶段,探索景观设计视角下的矿区棕地修复与再利用规划理论,为实现矿山的科学开采和转型升级做出新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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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S 与 DRS 分析 

本节论述的是根据GIS技术具体方面的功能分析,环境廊道、生态景观

格局、用地适宜性、用地敏感性和景观视线等分析评价,应用多种因子来

达到GIS多因子叠加分析,从而得到最佳选址布局。 

1.1坡度分析 

通过坡度分析我们得出步行流线入口所在的山顶为较为平缓的坡地,

适宜在此处建造景观节点,且步行入口所在的北坡较为平缓,坡度大部分

为32到37度,沟壑处更为低,考虑到此处无汇水,建议在a点区域定位为步

行登山用地。(如图1.1所示) 

b点两侧均高于50度,不适于进行大面积的景观设施规划,建议作为前

期的采矿作业入口,后期作为客用车行入口的此点,景观设施向平原处转

移,停车场建议设置在车行入口西北侧。 

景观主轴两侧用地两侧坡度相当,但靠近第二矿区,地势较为陡峭,可

见其开采难度也将大于地势较为平缓的第一矿区。 

为了营造一个远距离较好观测老子像的观测点,预计老子像正面

将朝向东北,且在景观主轴末尾的东侧地势普遍较为陡峭,故将此点设

于c点。 

1.2生态敏感度分析 

 

图1.1  坡度分析图 

根据基础设施自身的选址要求,确定具体的影响因子。如图1.2所示,

土地利用分析与植被覆盖度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西车行入口、景观轴线的

北半边均大面积处于不敏感与低敏感区域,在观景平台区域为高敏感,故

在做这个区域的景观廊道因注意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如利用钢构架将

栈道抬升远离地面,减少人类活动对生境的干扰。 

 

图1.2  土地利用与植被覆盖度分析 

 

图1.3  生态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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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结论与分析 

经过GIS的高程分析、坡度分析、视域分析、流向分析、流量分析、

用地适用性分析、园路分析、生态敏感性分析等,对整个矿山公园的地理

信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得在对景观节点的选择时有了数据支撑,与多

种方案的比较,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如图1.4所示) 

图 1.4 矿山公园节点图

(作者自绘)  

2 DSR 时序分析 

矿山开采开发时序的评价指标体系从驱动力、状态和响应3个层面来构

建,具体包括公路覆盖情况、距区中心距离、公共交通覆盖情况、文化旅游

集聚度、生态农业聚集度、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土壤地质条件、损毁程

度、地形坡度、生态敏感性、用地适应性、建筑保存完整性、市政基础设

施情况、规划发展等级等7个指标,进而构建了基于该指标体系的评价模型。 

如表2.1所示,经过对矿山公园的GIS空间分析的情况,矿山公园内有8

处关键节点,其中,建议近期进行开发的有2处,包括西入口、东步行登山入

口；建议中期进行再开发的有4处,包括交汇处、矿山主题公园、中继处(大)

和观景平台；建议远期进行再开发的有2处：中继处(小)和道文化矿山公园。 

表2.1  矿山公园开采开发时序划分 

时 序 节 点 名 称 属 性

近 期 开 发 西 入 口 高 驱 动 力 高 状 态

东 步 行 登 山 入 口 高 驱 动 力 高 状 态

中 期 开 发 交 汇 处 高 驱 动 力 低 状 态

矿 山 主 题 公 园 低 驱 动 力 高 状 态

中 继 处 (大 ) 低 驱 动 力 高 状 态

观 景 平 台 低 驱 动 力 高 状 态

远 期 开 发 中 继 处 (小 ) 低 驱 动 力 低 状 态

道 文 化 矿 山 公 园 低 驱 动 力 低 状 态  

注：因篇幅限制此处省略评价指标的选取、评价指标量化及指标权重

确定与计算方法。 

3 时序性景观规划方案 

3.1整体空间布局时序策略 

公园开发与矿区采矿采取平行且互不干扰原则。既保证了游园的安全

性,也保证了矿石开采不受非采矿作业的干扰,最大化实现开采与开发的

同步发展。 

场地共有两个矿区(如图3.1所示),分为第一矿区(靠近山麓,距离平

原近,坡度小,开采难度小,面积大)第二矿区(深入山区,距离平原远,坡度

大,开采难度大,面积小)。因为矿山开采将是时间跨度非常长的过程,故用

集约或低效来区分对矿山开采的强度。 

将整体空间发展时序分为四个阶段(如图3.2所示) 

矿山公园重要的景观节点为15个如图3.3所示。 

图 3.1 矿山坡度区位图

(作者自绘)  

图 3.2 空间发展时序策略  

3.1.1第一时序建立增长轴—集约式开发 

策略：完成采矿作业的基础设施,集约开采第一矿区,集约开发东步行

登山流线。 

原因：景观系统中后期需要发展空间与时间,故集中开发第一矿区,

且第一矿区靠近山麓,距离平原近开采难度小效率高。 

矿业：开发西车行流线(采矿作业),集中开采第一矿区,开山所形成的

土方按等量在道路的靠沟边进行堆放,为之后的景观作为建造原材料。 

 

图 3.3 景观节点

(作者自绘)  

景观：建设景观轴线主线,完成登山入口至中继点的相关景观节点。 

(1)完善矿山公园主要步行交通干道建设,促成步行交通增长轴的建

立；完成登山入口停车场、登山入口游客接待处等设施开发；提高景区知

名度,成为带动整个景区发展的轴线；完成旅游度假区中标识系统的开发

扩大宣传。(2)景观开发流线：绿石临流(释义：覆土建筑,职能：游客入

口平台)——花谷——一镜镶天(释义：山石铺装局部下沉的静水面)。(3)

对于中继点(大)等其他景点采取保护涵养式开发。将第一矿区的矿业废渣

部分均匀排放,并进行覆土复垦,将其余废渣作为后期填埋营造第一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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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点的原料来源。 

3.1.2第二时序由轴发散到点 

策略：集约开采第一矿区,第二矿区进行低效开采,丰富登山步行流线。 

原因：整个体系渐成熟,开展作为矿山公园主景观老子像的雕刻工作。 

矿业：第二矿区西北部为老子石像区域,矿业低效开采的同时, 

景观：对景观轴线主线进行延伸与支线的建立。 

(1)完善矿山公园主要步行交通干道建设,完成景区停车场、西入口游

客接待处等设施开发；增加矿山公园主景观轴的步行交通节点的建立；完

善中继点(大),完善景观轴线的基础设施成为带动整个景区发展的轴线,(2)

完善登山步行流线,游客可在远离矿区的第二矿区东北侧观景平台观测老

子像雕刻进度。沿线景点为：——淘金之旅(释义：矿区主题体验园。职能：

游乐场所)——老子像——中继点(大)。(3)以前一阶段的基础完成各个游

线的开发,使规划的旅游动线在本阶段实现轴到点。对景区的景观以及植被

破坏区进行整治,完善各个视觉廊道以及景观保护区的视觉景观质量。 

3.1.3第三时序链状结构形成闭环 

策略：第二矿区进行低效开采,对采空区进行矿渣回填,完登山登山步

行流线的第三阶段。 

原因：采矿重心转移,采空区受采矿作业干扰较少,可进行回填。 

矿业：第二矿区西北部为老子石像区域,低效开采同时进行老子像的

雕刻任务。 

景观：丰富景观轴线主线与支线间的交通,形成由景观道路围合而成

的闭环。 

(1)延伸步行交通干道建设,完成中继点(大)、中继点(小)、观景平台

等设施的建设开发；完成矿山公园主景观轴的步行交通系统闭环的建立；

完善景观轴主线的基础设施,成为带动整个景区发展的轴线,(2)完善登山

步行流线,游客可在远离矿区的第二矿区东北侧观景平台观测老子像雕刻

进度。沿线景点为：花溪叠瀑(释义：景观花圃梯田。职能：景观美化)

——时空隧道(释义：覆土建筑。职能：矿山历史科普博物馆)——中继点

(大)——中继点(小)——洞天日环(释义：环状结构的景观平台,职能：瞭

望观景)。(3)以前一阶段的基础完成各个游线的开发,使规划的旅游动线

在本阶段实现景观道路系统的闭环。 

3.1.4第四时序闭环斑块修复 

策略：完成对采矿作业的基础设施职能的景观化转变,如道路、遗留

建筑等。西车行流线沿线景观修复与提升。低效进行老子像的雕刻任务。 

原因：采矿作业完毕,景观修复与矿业基础设施职能景观化介入。 

景观：对采空区进行矿渣回填,对已回填的区域进行复垦。对矿业基

础设施进行景观修改与生态修复。 

(1)这个时期对景点开发进入高潮期,随着旅游景点的进一步开发和

建设,区内旅游资源潜力被充分认识,提升模式下旅游开发投入加大,产业

规模也随之扩大。区域建设景点为：东入口——叠石(释义：矿坑植物造

景。职能：区域景观美化)——无隅园(道德经：大方无隅)——言宗亭(道

德经：言有宗,事有君)——柱廊叠水——清泉石涧。(2)沿车步行流线所

分割围成的斑块进行对应的职能分类,并按照职能做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手

段。(3)提高旅游度假区内旅游服务、管理水平,形成整体效益。不断充实、

调整、完善公园的游览、接待、服务、管理设施,形成完整系统。 

3.2旅游交通系统时序规划 

以既有道路为基础,建设初步完善的景区交通体系,以及先期开发完

成景点间的游线。建设配合主要交通干道建设,完成景区内停车场等设施

开发,为未来景区开发完成后的停车问题作好准备。 

将道路整体分为三个阶段(如图3.4所示)： 

 

图3.4   登山道路时序   (作者自绘) 

将登山道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车行流线全线为矿区采矿作业车辆专用,登山步行流线

主干道建成。 

第二阶段：第一矿区开采完毕,西车行流线通往第一矿区供游览车辆

通行,通往第二矿区仅为采矿作业车辆专用。登山步行流线通往景观节点

分支建成。 

第三阶段：矿区开采作业完毕,西车行流线全线变为游览车辆用道。

登山步行流鱼骨状结构形成闭环。 

3.3旅游服务设施时序规划 

单中心——多中心——链状结构 

矿山公园旅游服务中心是东游客接待中心,服务于整个矿山公园。 

第一时序：建设景主轴线,仅接待步行观光游客,将建成东游客接待中

心,接待登山游客,同时还要具配合主要交通干道的连接道路建设,西登山

入口停车场等设施备。 

第二时序：将逐步开发矿山主题公园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完善景观主

次轴线多节点的搭建如中继点(大、小),逐步转向多中心的结构模式。 

第三时序：进一步优化结构,形成以老子文化公园、矿山主题公园完

善矿山公园的服务体系。 

4 总结 

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友好型产业引发了社会的诸多思考。工业棕地为

快速的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环境治理压力与冲击。实现矿区及所在城市的产

业升级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探索景观设计视角下的矿区棕地修复与再利用

规划理论是当今社会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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