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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丘陵岗地地貌特征为基础，研究其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及其质量、城市道路系统建设、城市特色

风貌塑造的影响。并以湖南省衡阳市、浙江省金华市、江苏省南京市为例，探寻其城市发展建设在上述

三方面响应丘陵岗地地貌所采取的策略，为其他地理条件相似的城市提供规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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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llock landform, this paper studies its influence on the expansion 
and qual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oad system and the shaping of 
urban characteristics. Taking Hengyang City of Hunan Province, Jinhua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Nanji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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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response to the hilly topography in the above three as-
pects, and provides planning ideas for other cities with similar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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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貌是城市的下垫面和基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地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发展过程中地貌

环境对城市的地域结构、形态、景观、功能等均有深刻的影响[1]。因此，地貌与城市发展建设的研究广

受学者所重视。早期，我国对丘陵岗地地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学与土壤学方面，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逐年激增，2010 年后，土地学会首次提出将丘陵岗地作为建设规划用地新理

念，但是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丘陵岗地地区的地形地貌和脉状水系等造成巨大破坏，

城市空间形态面临“量溢质低”的困境[2]。由此，本文针对地形坡度较平缓，丘陵–平原–湿地复合，

地貌较为复杂的低丘岗地地区的城市发展建设中，建设用地质量条件不足、城市建设用地扩受限问题、

道路系统以及绿地系统建设布局问题，以现有城市建成区为基础，利用 GIS 可视化分析等手段，探寻丘

陵岗地城市发展与风貌塑造的新思路。 

2. 研究区范围 

丘陵岗地地貌在我国全国各地都有布局，尤其是在长江以南较为集中[3]。湖南省衡阳市、江苏省南

京市、浙江省金华市较为典型。丘陵岗地地貌区泛指地形海拔高度在 500 m 以下，相对高度不超过 200 m，

由走向明显或不明显的高地与平原或洼地相间排列的地貌组合形成，地形起伏相对不大，坡度在 2˚~25˚
之间的地形区。以此地貌为下垫面的城市往往兼具山地与平原的特质，城市内丘陵–平原–湿地景观交

融，极富多样性与变化性，城市特色风貌显著。本文以上述三市的开发利用现状为基础，分析丘陵岗地

地貌对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尤其是对城市建设用地质量、道路系统及绿地系统建设以及城市景观塑造

等方面的影响，为丘陵岗地地区城市建设与人地关系的协调提供思路。 

3. 国内研究进展 

孙小舟等认为岗地土地利用结构稳定性较差，土地利用发展变化大，多开发利用为建设用地，并且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4]。 
湖南省第三测绘院提出了丘岗地作为建设用地开发评价研究的课题，目采用了 3S 技术对丘岗地作为

建设用地进行评价研究，提出了丘岗地资源作为建设用地规划利用的新理念[5]。 
陈丹阳等认为，在丘陵城市整体格局控制上有结构式控制、边界式控制、分区式控制、路径式控制

和通廊式控制五种控制手段，营建山–水–城的基本空间骨架[6] 
李汶良认为丘陵城市山水格局方面，应尊重山与水的自然资源，打造和谐、可持续性的城市生态环

境；并且能考虑山水的整体动态格局，创新性地结合旧山水格同，发展新山水格局；通过视觉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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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多维度的山水格局。[7] 
就目前而言，国内对丘陵岗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研究较少，但是存在对丘陵岗地地貌适应较好的

城市建设成功案例，如南京等。 

4. 丘陵岗地地貌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及质量的影响 

城市的建设用地的扩张，城市用地的类型以及质量受地貌条件的直接制约，它影响着城市的轮廓形

态、城市总体规划、交通网络、功能区划分、各种工程建设、居民点形态甚至影响城市的功能发挥等。

由于以丘陵–平原–湿地地貌复合的低丘岗地地区地形的复杂变化性，使城市下垫面的环境条件形成很

大的差异。 
以衡阳市为例，衡阳市主城区包括珠晖、雁峰、石鼓、蒸湘 4 个区。衡阳市区的海拔在 300 m 以下，

区域内的相对高差多在 200 m 以内，最高海拔为 255 m，最低为 44 m。确定衡阳市区坡度在 2˚到 25˚之
间的区域作为丘岗地范围，坡度小于 2˚的平原地区和大于 25˚的高山地区除外。市区内 2˚~25˚的丘岗地资

源占 62.85%，0˚~2˚的平原地区约占 35.87%，坡度大于 25˚的区域仅占 1.28% (如图 1)。 
 

 
Figure 1. Slope analysis map of Hengyang study area 
图 1. 衡阳市研究区坡度分析图 

 
研究发现，城市建成区内的坡度平缓，但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衡阳市城市建设用地形态团块状分

布非常典型，城市建设用地在坡度较缓处集中发展，在岗地地貌上零星布局(如图 2)。根据 2010 年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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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协会对衡阳市丘岗地作为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评价的结果[8]，主城区建成区周边的适宜性高，往外呈

递减趋势；衡阳市区外围地区的区位条件和建设用地条件都不佳，分值偏低。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条件下，

评价结果与地形因素呈正比，坡度升高，评分结果迅速下降。因此丘陵岗地的坡度因素，可被看作限制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一大主因。 
 

 
Figure 2. Layout map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study area of Hengyang City in 2017 
图 2. 2017 年衡阳市研究区内建设用地布局图 

 
同时，丘陵岗地地貌的坡度因素也严重影响了其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用地质量，进而限制该地貌范

围上城市建设用地的功能以及开发潜力。坡度是土地资源开发的重要限制因素，根据国家《城市各类用

地开发建设标准》规定，25˚以上的坡地不能开发，小于 25˚的范围内[9]，坡度越小，越适宜开发。建设

用地虽然对坡向没有具体的要求，但是在水平坡和向阳坡面进行开发建设是各种建设用地的首选，尤其

是居住建筑。坡度也直接影响着建设用地开发的种类和成本。 
但是，通过查阅资料发现，丘陵岗地地貌虽导致衡阳市城市用地扩张受限，但也促使衡阳市集约利

用程度提高[10]。衡阳市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较，单位建设用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二、三产业产值较低，

但其投入产出比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可推测出其建设用地具有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如表 1)。因此，丘陵

岗地城市在城市建设用地资源遇到瓶颈时，控制城区粗放发展以及提高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规划手

段可作为一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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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struction l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Hunan Province [11] 
表 1. 湖南省各市建设用地投产关系表[11] 

地区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 
资额(万元/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二、三产业 
产值(万元/平方公里) 

建设用地投入 
产出比 

长沙市 490 86065.11 129222.11 1.50 

株洲市 140 103649.22 82166.51 0.79 

湘潭市 80 202482.76 151974.05 0.75 

衡阳市 146 65470.24 60975.94 0.93 

邵阳市 71 40153.10 46449.10 1.16 

岳阳市 94 77836.29 135129.26 1.74 

常德市 100 92090.74 154943.64 1.68 

张家界市 32 63440.84 81282.59 1.28 

益阳市 71 104666.35 88539.61 0.85 

郴州市 74 82540.28 90036.99 1.09 

永州市 66 79669.47 61834.27 0.78 

怀化市 54 33767.80 62322.91 1.85 

娄底市 50 105377.68 88482.44 0.84 

湘西州 31 49919.26 47256.58 0.95 

5. 丘陵岗地地貌对城市道路系统建设的影响 

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子系统，若其建设质量和功能发挥良好，就

系统本身而言，可缓解交通压力、保证交通畅通；作为一景观廊道可加强城市与外界物质流、能量流和

信息流的交换，形成足够的负熵流，城市生态系统结构才稳定有序同时还能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和社会经

济的发展[12]，及城市生态景观构建有积极作用。 
金华市市区整体处金衢盆地东段，为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地势南北高、中部低。“三面环山夹一川，

盆地错落涵三江”是金华地貌的基本特征，是浙江境内少有的岗地地貌，并伴有喀斯特地貌发育，极富

旅游开发价值。依靠环绕岗地边坡而建成的道路，虽然与平原地区相比单位建造成本上升，但是对于建

成景观廊道与旅游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地形条件不仅影响着交通轴线的形成，同时作为城市形态的基础骨架影响城市的景观营造[13]。金华

市的城市交通网络建设与其地貌紧密结合，金华市区现有交通路网呈不规则长方形形分布。城市道路网

主框架采用环状和方格网相结合的布局形成，由三纵三横三环组成。三纵：双龙街、八一街、东市街；

三横：人民路、李渔路、现 330 国道(规划改为城市道路)；三环：内环(现有环城路)、二环(规划中城市快

速路)、外环(高速公路外环)。市区主要道路按照地势起伏而建，例如在市区北郊，交通道路依山而建，

多建于两山间的谷地，减少坡度因素对建设工程的阻碍，造成成本上升。此外，在北部旅游区之间建设

了盘山公路，直接串联景点，既增加了旅游点之间的的通达性，也不破坏岗地构造体系，压缩时间成本。

中部沿河地区道路交通依河流走向而建；南部地势平坦，交通道路网格状分布。就驾驶观光体验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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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能在穿行金华市区的过程中领略到现代城市景观、江水景观、丘陵岗地景观三种异质性景观(见图

3)，市域交通系统除日常运输功能外，也可重点开发成为景观廊道，支撑境内旅游业发展，从而带动城

市生态结构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Figure 3. Analysis of hypothetical landscape corridor in Jinhua City 
图 3. 金华市研究区假想景观廊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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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丘陵岗地地貌区内的城市交通系统建设中，丘陵岗地地貌所带来的坡度、可达性等因素不

单单为交通建设的限制性因素，综合考量合理利用，以重点道路为骨架，以沿线景观为依托，开发城市

旅游大走廊也是对丘陵岗地城市交通建设的一个思考方向。 

6. 丘陵岗地地貌对城市特色风貌塑造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有 7 大古都，对于中国历史文明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它们的形成与地理环境

有密切的联系[14]。研究发现，南京作为 7 大古都之一，其城市风貌受到宁镇扬地区丘陵岗地地貌的强烈

影响，勾勒出一幅山峦跳跃，古今交融，人与自然和而不同的独特秀美图景。 
南京，昔有“金陵四十八景”，近乎三分之二的古景点与南京境内的丘陵岗地相关，其余或水景或

文化地标，或多元素融合。庙堂之上诸葛武侯曾云：“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江湖

之远尝有“春牛首、秋栖霞”习俗(见图 4、图 5)。从军事到民俗，从艺术到生活，丘陵岗地塑造了南京。 
 

 
Figure 4. Qing·Gao Yu “Niushou Yanluan” 
图 4. 清·高遇《牛首烟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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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Ming·Zhang Hong “Qixia Mountain Map” 
图 5. 明·张宏《栖霞山图》 

 
通过对“南京四十八景”的进一步分析，笔者认为丘陵岗地可谓是形成南京独特城市风貌景观的首

要因素。南京境内山水叠映，平原穿插其中，在有限的市域范围内，城市下垫面颇具多样性和变化性，

这在城市的发展中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特色风貌与特色文化的形成。在城市规划的具体操作环节，这种整

体和谐的关系则需要通过对历史建成环境中人工一自然的对景关系、两者相互交织的肌理关系以及建筑

与周边环境关系的梳理和组织着手[15]。 
加之丘陵岗地地貌不同于山地地貌，其低缓温和的特质使得南京在城市化进程中并未与自然割裂，

而是融山于城，人地和谐，意趣盎然。通过对《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下称“规划”)的解

读，研究发现，无论身居南京何处，只要视野开阔，目之所及，必定有山，尤其是紫金山及其余脉一线，

六朝风流尚存。规划指出：“富贵山、九华山、鸡笼山都是重要的绿地，不得安排与风景区无关的单位。

山南建筑不可超越山体轮廓线”。通过规划手段，南京市内既有零次栉比的现代化都市天际线，也有自

然秀美的湖光山色天际线，构成了田园流水景观、城市工业景观、远景山体景观三个层次的城市景观格

局(如图 6)，使得南京市在江苏省乃至长三角的城市竞争中，谋取了别具一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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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nalysis of Nanjing skyline 
图 6. 南京市天际线分析图 

 
因此，丘陵岗地地貌是其区别于城市以及其他地区风貌的主要因素，应该得以珍视和利用。其他位

于丘陵岗地地貌之上的城市的建设不妨以南京为例，以天人合一为最终目标，充分利用地貌平面上的多

样性及空间上的变化性，构建立体化城市，塑造人地关系和谐的城市空间结构。 

7. 结论 

综上所述，丘陵岗地地貌区对城市发展建设的限制集中表现在地形因素对城市扩张、用地质量、建

设成本以及道路系统通达性方面，但本文重点着眼于该类型地区丘陵、湿地、平原交错布局、相辅相成

的整体自然地貌特征，强调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原始地貌的保护以及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地创造地域

景观特色，通过土地集约利用、依托自然景观格局创造景观廊道等手段，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化解城市

建设用地与丘陵岗地地形不利因素间的矛盾。望以本文为丘陵岗地地貌区城市规划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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