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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某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改造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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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徽省某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于 1981年 9月，为安徽省 4个水土保持试验站之一。近年来随着水土保持事业的

不断发展，园区现状已满足不了新形势下水土保持工作与水土保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社会需求，拟通过改造建成以科普教

育为主，兼顾示范推广、科研、观光为一体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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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Design Scheme of 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Park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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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park in Anhu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81 and is one of the fou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st stations in Anhu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ark can not mee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work and the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dustr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planned to 

build a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park focusing on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and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demonstration, promo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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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安徽省某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于1981年9月，

为安徽省 4 个水土保持试验站之一，亦为全国水土保持监

测基准站点，建站初期设立的人工气象观测站、农地坡面

径流观测场、闭合侵蚀沟径流观测站等测试场所，经过

40 多年对水土流失基本数据的观测，取得了较好的科研

成果和社会效益。目前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已成为展示

当地水土流失防治水平的窗口、水土保持科研基地和面向

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园区虽然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但总体上略显单薄，不

管从规模、功能，还是园区基础设施与技术成果，与国家

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还有很大差距。根据新形势下水

土保持工作的特点，规划新建科普教育设施，科研设施、

技术示范推广措施及配套基础设施，结合生态休闲、休闲

农业采摘，以提高园区的科研、示范、推广、科普及接待

能力。 

1 建设目标与设计原则 

1.1 建设目标 

现有设施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园区的景观生态效果，将

科普教育、水土流失治理、生态体验、休闲观光等有机结

合，建立以科普教育为主，兼顾示范推广、科研、观光为

一体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1.2 设计原则 

1.2.1 总体规划、分期实施 

在对该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进行分区设计的过程

中，规划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期间，需要确保规划

工作可以做到与时俱进，紧跟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步伐，

体现出明显的前瞻性特征。为此，在规划工作实际开展时，

需要遵循总体规划的原则，确保园区现存资源和可利用资

源的效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进而实现水土保持科

普普及、示范推广、科研试验、宣传教育等多项工作实现

统筹兼顾。在落实规划时，还要按照相应的流程，做到分

期实施、分区建设，确保工作的有序性。 

1.2.2 因地制宜、景观协调 

为了能够切实提升分区设计水平，同时保证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实际开展工

作期间，应当与园区所在区域的水土保持特点进行深入且

紧密的融合，对功能分区进行更加恰当的划分，即遵循因

地制宜的设计原则，做到布局的合理化。除此之外，在进

行分区设计时，还需要落实景观协调原则，对安徽省存在

的本土特色水土保持植物进行科学引进，将这些植物所具

备的多种功能进行有效突出，例如防治污染、生态修复、

改善环境、保持水土以及涵养水源等等，从而实现园区植

物物种的多样性和景观的多样性。应当注意的是，在丰富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S15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水电科技·2022 第5卷 第6期 

Hydroelectric Science & Technology.2022,5(6) 

90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园区景观的过程中，还要注重与周边生态环境和景观的协

调性，提升整体美感。 

1.2.3 合理利用、以人为本 

对于分区设计而言，其不仅要促使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区的功能分区更加合理，同时还需要确保园区中植物景

观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得以保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设

计人员应当遵循合理利用的原则，将园区中存在的植物景

观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更加充分地利用。例如，对

园区中存在的竹林、茶园、林地以及山地等作为供人们游

览和休闲的场所，并在合理利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前

提下进行科普或科研活动。另外，在开展分区设计的过程

中，还要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贯彻落实下去，一方面，需要

对规划区域的管理做到充分考虑，另一方面，还需要为进

入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中的游客提供便利，尽可能满足

这一群体的需求，使游客能够在舒适且安全的园区环境中

开展休闲、游览和娱乐活动。 

1.2.4 生态优先、效益扩大 

当相关主体具体进行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的设计、

规划与建设工作时，对于园区中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应

当对园区内原本存在的资源和条件进行尽可能地利用，保

证在对园区中现存植物物种进行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开展

园区景观规划设计与分区设计。在此期间，设计人员所开

展的设计工作应当以景观学原理和植物学原理作为依据，

这不仅可以实现建设工程量的大幅缩减，同时还能够体现

出良好的环保性和经济性。不仅如此，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区的设计与建设应当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在建设时要

确保对园区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最低，将园区周

边和内部存在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深入融合，做到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同时结合产业发

展、生态保护、水土流失防治等多项内容，促使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的整体效益不断扩大。 

2 功能分区 

根据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目前的水土保持措施布

置情况以及试验、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结合该区典

型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条件，依托现有的生态文

明体验区与生态修复区，形成五大功能区，包括水土保持

科研试验区、水土保持技术示范区、水土保持科普教育 区、

生态文明体验区和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区等，与四合的“康

养小镇”融为一体。总体上，整个园区以汭河及其支流水

生态廊道为脉络，将园区的功能区融会贯通 形成水土保

持生态景观布局。 

2.1 科普教育区 

科普教育区总体布局：入口大门位于园区东南角，大

门采用“徽派”特色， 入口处配置生态停车场，游览路

线从入口由南向北，入口左侧边坡布设植物造型 LOGO，

LOGO 前布设景观小品，并设置整个园 区的宣传牌，介绍

功能分区、建设内容与导视图。由南向北通过游步道可

直达科 普体验馆，车行道左侧设置植物科普区，并布设

小广场，布设科普区宣传牌，介绍科普区内容与导视图。

科普体验馆通过游步道与西侧衔接，培训大厅、办公楼、

住宿与餐厅可通过入口机动车道直达，西侧不同类型边

坡防护展示由北向南布设游步道，将整个科普园区各功

能设施串联起来，各设施前布设小标牌，介绍其功能、

内容等。室外模拟设施位于边坡防护东侧，在南侧靠近

河道卡口侧，设置观景平台，供游人休憩。西南角布设

小型气象观测站。 

 

图 1  科普区平面布置 

2.2 技术示范区 

园区水土保持技术示范区位于园区主干道南侧，现

状为板栗经济林与毛竹林，现状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经的

河道。经济林林下水土流失较严重，方案拟将部分坡 度

小于 25°毛竹林改造成梯地，主要位于坡脚与坡中缓坡

地带，田面种植白茶， 打造生态茶园梯田集中示范区；

原有板栗林下布设坡面蓄排水工程，打造经济林 坡面水

系调控工程示范区，结合休闲采摘，打造休闲观光旅游

景点；园区河道下 游两侧护岸布设不同类型护岸，展示

护岸工程措施；园区有一小山塘，方案予以 整治，提高

园区水生态景观。 

以经济林 坡面水系调控工程示范区作为案例，在这

一部分中，由于原有板栗林下方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因此，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设计人员对现有材料进行了充分

利用，在充分考虑生态性的前提下，进行了生态需排水工

程的布设，包括生态截排水沟、沉沙池、蓄水池等，不仅

实现了成本的节约和景观效果的提升，同时又将调蓄功能

进行了充分发挥。例如，在进行生态截水沟的设计时，呈

现出与相应区域内坡面等高线平行的的状态，在坡面中进

行了一道或多道平行截水沟的规划设计，并按照茶园自然

条件及以往治理经验，完成了截水沟的修建，截水沟的主

要作用是将径流进行有效汇集并有序排导，避免地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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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坡面造成冲刷作用，切实做到高效化的水土保持。 

2.3 科研实验区 

科研实验区的整体占地面积为 0.3hm
2
，是水土保持径

流观测小区，这一功能区的设计内容包含径流场维护和卡

口站设计两部分。 

第一，径流场维护是对原有径流场地破损设施的修复，

包括对原有道路、台阶破损的修复，对原有内部设施的完

善包括增设内部排水沟、场区绿化等。其中场外道 路宽

度 2m，采用青石台阶；场内道路采用 C20  混凝土现浇

（12cmC20 混凝土+10cm 碎石垫层），宽度 1.2m；排水沟

采用矩形 C20 混凝土排水沟，底宽 40cm，深 40cm；乔

灌草绿化，铺设草皮，栽植桂花、红叶石楠等乔灌树种。 

第二，卡口站按无人值守且可自动监测径流泥沙进行

设计。自动化监测设备可以采全自动径流泥沙监测设备，

包括雷达水位计、泥沙自动监测仪等等新型监测设备， 便

于设备维护和操作等优点。 

2.4 生态文明体验区 

生态文明体验区包含汭河生态文明体验区、耿村河小

流域生态文明体验区和灵山大峡谷风景区三部分。 

汭 河生态文明体验区包括四季滨水景观带，生态观

光廊，区港汇芳区、花田拾光区、印象“时节”区、芦花

飞雪区等景观节点，功能结构呈现“一带、一廊、 四区、

多点”布局。 

耿村河小流域生态文明体验区以耿村河及支流为骨

架，以耿村和宏霞村为重点，以径流调控为核心，通过山

顶及上游水源涵养林保护、沟道治理与生态护岸 美化净

化、面源污染植物降解等工程建设，构建由坡面水系、山

塘、堰坝、小型 湿地等构成的清水廊道和生态景观为一

体的小流域总体布局。 

灵山大峡谷山文化体验区位于广德市四合乡和卢村

乡境内，分二期建设，其中一期占地面积 500 亩，主要为

自然山水风光观区，区域内负氧离子含量常年在 4500 个

/cm3 以上，属天然森林氧吧。谷内涧水悠长，险峰竞秀，

瀑群高悬，设置大峡谷漂流、竹海大瀑布、响水潭等自然

景观节点，并配套民宿、游客接待中 心、游步道等旅游

基础设施。 

 

图 2  灵山大峡谷一期导览图 

 

图 3  灵山大峡谷二期平面图 

2.5 生态修复区 

毛竹林择伐面积约 2.0hm
2
，择伐后的栽植密度在

8-10m 左右，可以进行微地形改造，将该区域打造得更有

层次感和美感，林间可设置木栈道，供游人休闲 观光。 

 

图 4  林下植草抚育效果 

2.6 配套基础设施设计 

当实际开展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的分区设计工作

时，为了能够将各个不同的功能分区进行有效连接，同时

使得游客对园区内部的功能分区更加了解，在短时间内明

晰路线，园区道路设计与导视系统设计必不可少，同时，

为了使得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可以获取到休息的设置，还

需要在园区中进行休闲设施的设计，这也是园区中不可或

缺的配套基础设施。 

（1）园区道路设计 

在进行园区道路设计时，以园区中实际的地形地势特

征、特质情况以及坡度分布等作为基础，进行了宽度为

2m的游步道的修建，道路内侧分布有 0.4m的花草种植带，

进行了金棘菊、波斯菊和沿阶草的交替种植，道路外侧则

为宽度为 1.6m 的卵石贴面道路。游步道在整个园区中的

各个功能区域中贯穿，起到了良好的连接作用。新建的游

步道长度共计 200m。 

（2）导视系统设计 

除游步道的建设之外，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内部的

导视系统同样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本园区中，导视系统

共分为了四个级别：第一，园区入口形象与园区导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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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区的入口位置，进行 1 组景观小品、1 组导览牌以及

园区简介牌的布置；第二，园区内部各个功能分区简介牌，

分别包含1组科普区山水文化长廊和5块功能分区简介导

览牌；第三，在园区内部布设若干块水土保持措施牌；第

四，在园区内部布设各种形式的警示牌、道路指示牌以及

科普指示牌等等。每一级的导视牌中和标志牌均为亚克力

材质，并配有中英文对照说明以及二维码图案，方便游客

游览。除上述内容之外，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还需要在

经济茶园之中进行稻草人标志的安装，从而有效防止一些

能够对茶园造成危害的鸟类或小兽进入茶园，此外，在卡

口站所安设的标志牌需要通过全息投影面板展示。 

（3）休闲设施与垃圾收集设施设计 

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周边和内部种植有大量的

竹子，基于此，在进行园区休闲设施的设计时，即可以将

竹林的租用充分发挥出来，进行竹亭和竹椅的修建，一方

面，这种就地取材的形式有效减少了成本投入，另一方面，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的休闲环境也可以充满大自然的

气息。在本次设计中，共进行了两座竹亭的设计，分别位

于科普区与科研实验区，为游客提供了良好的观景、休憩、

乘凉场所。同时，园区中还进行了若干个竹椅的布设，每

间隔 100m 即进行一座竹椅的布置。同时，为了避免游客

在参观和游览的过程中随地乱扔垃圾与杂物，园区中还进

行了若干个垃圾桶与提示牌的设计，引导游客正确处理产

生的垃圾，有效维护园区生态环境。 

3 结束语 

科技示范园提升改造后，将建立较为完善的水土保

持综合防护体系，同时进一步推动建设水土保持技术培

训和人才教育基地、青少年水土保持科普教育和生态安

全宣传基地、休闲旅游观赏于一体的生态水土保持基地，

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后续应不断提升管理人员

技术能，积极推广先进技术和成果，在水土流失治理和

水土保持科研方面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因地制宜，

跟踪市场，发挥优势，发展水保产业，逐步实现以园养

园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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