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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耍 麦克哈格是著名的景观建筑师，第一代生态规划师。六十年代，他率先 

把生态学_原理应用于城市麓匡域景现规划，创立7科学的生态规{ill方法 谊方法n 

斟l丘，对后来的环境规则 城市搏剐以及大足度的 区̈域 景观规科产生 7深 远 的 影 

响 本文介绍7丧克哈格的规划设计思想及英生态摁l划方法，结合我国景观规{ill的 

禾足，阐明 7生态规耕旁法在我 回规划中的应 用前帚。 - 

美■{耳 壹克哈格，景观，生态规 l 

1麦克哈格一 生态设计之父 
-u - 

’  

- 

、 · 。 

“当代艺术家要想了解创造性，应该了解光台作用——宇宙间出现的最有意义的创造活 

动，看看当代的科学。那些发明了电子显微镜的人有使米开朗基罗都暗然失色的技巧”。尊 

重科学，热爱自然，反对空谈是他的特质。他，就是美国著名的景观建筑师麦克 哈 格 (Ian 

L． MeHarg) 。 

麦克哈格出生于苏格兰。 家乡一边是拥挤， 肮脏、 死气沉沉的格拉斯哥城， 一边是开 

阔、美丽，生机勃勃的乡村景观。在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强烈对比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形成 

了人既会破坏自然，也能获得自然的爱 环境意识。1 6岁时，他选择了人与自然关系最密切 

的景观建筑学为自己的职业追求。那时，蒹 观建筑师几乎无人想往大自然的爱，无人相信自 

然对 人的重要性，更无人结台自然设计。因l此，-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如果让我来设 

计一个城市，我将建立一个仁道的，不把人束缚在机器上的城市，让人生活在自然中。 

麦克哈格在格那斯哥城接受了艺术、建筑和工程方面的训练，1946年进入啥佛大学， 4 

年后获得景观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的学位，井返回苏格兰，1954年又回到美国，在宾州大 

学开始了他一生的追求。 

麦克哈格是少有的地遭的交叉学科的思想者。在他所创立的宾州大学景观建筑学和区域 

规划系中，他 1入了许多不平常的学科。除了景观建筑师，规划师和建筑l师外，系里还有地 

质学家，人种学家、人类学家、医学人类学家、地球化学家、水文学家、土壤学家、植物生 

奉土 1990年 10凡12日Il5【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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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家、湖诏学家和资源经济学家。他为学生开设了 “人与环境”课，每 年还 邀请著名学 

者，包括自然科学、生物科学、诗人、哲学家、博物学家来系讲学，使学生具有宇宙、生物、 

生物圈进化，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拥有利用科学数据和概念，找出场地是什么，为什么会 

这样 ，它们的发展如何’了鹪人们生存在特定场地的原因 ，对 自然和社会的体验如何 ，⋯的方 

法，目的是造就一批 “应用人类学家”。在他的努力下，景观建筑学的优势从哈佛大学转移 

到了宾州大学，成为美国、甚至西方许多国家景观建筑学和区域规划最受欢迎的师资来源。 

麦克哈特以生态规划师自居，也被誉为是生态设计之 父 (Steiner F．等，1989)。他 

极为欣赏生态学这个整体科学的诊断和对症下药的力量。并认为生态学能建立自然科学与规 

划设计学科间的桥梁，是景观建筑学和区域规划必不可少的基础，也将对城市规划和建筑产 

生重大的影响 (MeHarg，1969)。他创造了一种科学的生态规划方法 (EcoeogieM plan— 

ning_Method)。该方法迎合了新的环境浪潮，【改变T20年前西方景观建筑和区域规划的 

思想观念，使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城市景观， 乡村景观以及太尺度区域性景 观 的 规 

划，把景观建筑学从狭隘领域解放出来，变成了一种多学科的，用于资源管理和土地利用规 

划的有力工具。它的某些原理，如保护肥沃土地，不得在侵蚀的山坡、有价值的沼泽或淹没 

区设建筑 ，不能建对台水层 (aquifer)有污染的设施等已广为环境规划者采用。 著名生态 

学家 E．P．奥德姆也称赞说， 用麦克哈格的 方 法 完成的规划能把土地侵蚀、 灾害降到最 

小，能保护水源、社会价值，如果把难 以定量的人类价值考虑在内，效益会更显著(Holden， 

1977)。 

1969年，麦克哈格出版了著作 《结台自然设计 (((Design W ith Nature)))，总 

结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生态规划理论。该书一出，备受推崇，被誉为是里程碑著作，是北美生 

态规 划最重要的文献，并成为规划领域内外引证最为频繁的著作 (Zev Naveh，1984)， 

也是美国现在许多大学景观建筑系学生必读书之一。 

麦克哈格是著名的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师，更是一位应用景观生态学家。他以协调人类 

与自然的冲突为指导思想，用生态规划方法为手段，与同事一道，在美国做了大量的规划与 

研究，倒如明尼阿波利斯中心区，斯塔腾岛，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内巷，下曼哈顿以及乌 

德兰兹新城等规划。它们已成为生态规划与设计的典范。近年来，他正致力于全球监测系统 

可行性及规划设计和盖娅假说 (Gaia hypothe sis)研究，并与生态学家一道，进行用生态 

原理(如生态演替)管理公园和生态敏感区的研究(Steiner F．and Brink L．A．，1989)． 

他的思想广为北美和西欧规划师，景观建筑师们接受，生态规划方法已成为他们进行大尺度 

区域性规划的有效工具。 

2生态规划方法简解 

2．1 自然墨过程——撬螂设计的生态观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之间，有机体与有机和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而景观建筑 

师关心的是从一种过程来揭示 自然本质形式的有效方法。因此，景观建筑师关心的不是生态 

学的全部内容，而是一部分，那就是研究动态的，相互作用的，有规律的，具有某些限制因 

素，能表现皓_}人类利用的机会和限制，在规划和设计中得 以应用的物质和生物过程。 

九然是一个过程，而这种过程就是一种组成社会价值的资源。任何场地都是历史、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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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过程的综合体。它们通过地质历史、气候、动植物 甚至场地上生存 的人类暗示了人 

类利用的机会祀限制。因此，场地都存在某种土地 用的固有适宜性。 “场地是原因 ，在 

这个场地上的一切活动首先应该去解释场地的原因，也就是通过研究物质和生物的演变去揭 

示场地的自然特性，根据这些特性，拽出土地利用的固有适宜性，达到土地的最佳利用。北 

极与热带不同，沙漠与三角洲不同，喜玛拉雅山与东北平原不向，北京的香山与长江三蛱也 

不同。它们自然特 性的差异是历史地质、气候演变的结果 ，理解 了场地地质气候 的 历 史 演 

变，就理解了大河小溪等地面水和含水层等地下水的分布形式，也就理解了场地自然地理构 

造、形态以及动植物的分布，就能确定可利用的水资源 ，确定农业、森林 、旅游、甚至城市 

化、工业、居住区，运输线等适宜的区域。 ． 

很明显，麦克哈格的自然观就是他的生态观。正是因为规划设计生态观的建立，才使麦 

克啥格的规划方法成为真正的生态规划方法。 

2．2 生态细 目—— 生态园子的调壹 

任何合理的土地利用，不论是剖园，风景区建设，还是新社区开发都是从研究陆地及其 

自然过程开始， 即首先获得规划区内有关土地的各种信息， 也 称 生 态细目 (inventor~') 

或生态决定因素 (eeodefermihates)。麦克哈格认为一个完整的细目会告诉设计者场地将 

有何种压力，建筑应位子何处，应该在何处设置娱乐设施等。因此生态规划特别注重细目的 

准备。细目的准备过程实质上是设计者对场地的认识，理解的过程。目前，生态细 目的准备 

已成为所有规划设计的基础。 

生态细目包括两部分，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物质因素是指景观的结构 (地质和土壤 

植物和动物群落，大气候与微气候)和景观 的功能 (能流、物流和动植物种 的 流 动)， 非 

物质因素是场地内或与场地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 著名景观建筑师西蒙兹(J．0．Simends)在 

麦克哈格的基础上概括了生态规划涉及到的生态决定因素。 主要包括自然地理因素 (地质、 

水文、气候、生物因素)，地形地貌因素 (土地构造、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和文化因素 

(社会，政治祛律和经济因素)三大方面 。 在规戈 中依据规划 目标的不同， 对某些因素有 

所侧重和选择。例如麦克啥格为纽约里查门德 自治村 (Borough of Riehmond)进行公路 

选线时所采用的生态决定因素包括三方面内容t a。一般工程要求的因素，包括坡度，基岩， 

土壤基础、土壤排水和侵蚀敏感性； b．对生命噼产有 胁的区域，主要指飓风袭击时遭水 

淹的区域；c．自然和社会过程评价因素，包括历史、水褥。森林、 野生动物生境、 景观， 

娱乐，居住、风俗祀土地价值田 素。 ： 

2．3 土地适宜度横蛩建立—— 生态园子的分析与综合 

获得的生态细 目常常有大量的资料，由于人无法记住所有资料，且杂乱的资料也不能揭 

示出有用的信息。因此，需要一种方法来组织资料以形成规划。这就是模型化(modeI．ing)。 

对规划而言，最有用的奘过于适宜度模型 (Sll itabil itY models) 它主要解决土地的分 

布局，评价场地支持人类利用的能力。在景观规划中，建立适宜度模型的方法有三种，筛网 

绘图 (Sieve m pping)、景观单元方法 (Landseape unit0 和灰调子方法 (G ray to— 

nes)。其中灰调子方法用得最广，成为现在计算机地图分析 的基础 

灰调子方}击是麦克哈格的创造，是对图层煎叠技术 (orer ay teehniqu e)的发展。他 

·详见《，‘地聚艚 ∞1B1 。酉蒙祀著，翟里莞译，建工出版社1 80年出l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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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矩阵表分析备十因素与人类预期利用的相互作用 解决了因大量信息难以了解生态因素与 

人类利用相互关系的难题；其次，他用一个有逻辑性的秩洋来组织资科。资群氆费的每一步 

都是必要的，步骤一结束，结果也明显了。对麦克哈梧莱说；最小艰度 芊抚自然是王催-J 

步一步进行，最终达到最佳规划的指导方针。 。 

模型建立分三步 ；a．建立关系矩戳：。 办预期剥矸i顼 E1， 列为各生态决定因 素 (v 

r-~able s)的不同属性 (attributes)，中间为相关程度，常用符号表东 (表 I) b．依据 

关系矩阵，用相商色彩不同色调画出各因素翻。为便于识别，一般每因素只有§一5个蓐性Y 

并用深调子代表不剃属性，浅调子代表有利属性 c．把因素图叠加到一起，形成合成图， 

邵适宜度模型 (图。t)．囊克哈格是把革因素尉拍成幻灯片 再用负片重叠，最后再拍成合 

成囤幻灯片。 。 ， 一 。 

图l 灰谓子方法因素堂盎；杀意留’d 

袭：f 生态决定因素与 期目标关系雅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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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调子方法疑点是画图费时，而且不能加权，即不能强调某个因素或属性的重要性。目 

前，这些跃骆因计算机应用而被克服。 

2．● 土地利用分区——生态娩螂的结果 

生态细目调查是理解 自然过程的前提和基础，建立适宜度模型是手段，土地利用的适宜 

性分区才是结果。 完成的适宜度模型已揭示出人类利用的机会和限 制， 调子越深， 机会越 

小，限制越大J调子越浅，机会越大，限制越小。由于色调 由深到浅是一个变化梯度，因此 

土地利用的分区有判断存在。一般划分出三个区 域：保全区 (prese rvation)，生态敏感 

性极高，有很高的景观特质，宜完全保存下来， 保护区 (Conversation)，生态敏感性中 

等，景观较好，宜在指导下作有限的利用}开发区 (development)，生态敏感性低，景观 

极为一般，宜作强度较大的开发利用 (图2)，在此基础上，确定适宜的开发项目及强度， 

所得结果是土地固有适宜性图。它揭示了在那种情况下最佳的土地利用方式。 

襄 2 土地利用相容雇裹 

注， ■相窖 度弼- 口 相窖度 中等口 相窖 度低 或无 

由襄可得t A珏域l A，B刺甩可共存， 且是主要科 

用方式，C科用为衣要的I B区域，A，B为共存的主要利 

甩方式 ，擞 要的有D种利 甩 ，C珏域 -C为主要 利 甩方式 ， 

衣为AI D区蛾-D为主要科用，B为瑰要科用方式。 
囤2 生态决固定素重叠形成的适宜性模 

型 (引 自Simonds，1978) 

然而，这还不够，它们仅仅是单一的土地利用方式。麦克哈格受到森林群落有单优种， 

亚优种的启发，提出了土地利用集合(Land u se communities)的概念(MeHarg，1969)， 

也就是共存的土地利用或多重利用方式。例如森林区除了林木生产外，可用于水资源管理，控 

制土壤侵蚀，也可成为野生动物栖息地 或作为狩猎娱乐的场所。土地的多重利用分析是在一 

个矩阵表上完成的，矩阵的行与列是各种土地利用方式 分析时检验表中两两利用方式的相 

容度 (CompatibtLity)，用符号表示，形成相容度表(表2)．从该表就可确定优势 的、共优和 

亚优的土地利用方式，最后绘在现存和未来的土地利用图上，成为生态规划最终的成果图。 

2．5 乌蕾兰兹与水文——生态规划实饼略述 

伍德兰兹是美 国德克萨州的一个新域 ，由麦克哈格领导规划与设计。该域地处亚热带， 

冬季气候暖和、 夏季湿润。 新城开发的关键问题是有大面积的林地， 且地形平坦， 排水不 

良，雨水季节一到，河流经常洪水泛滥。麦克哈格与同事们一道，在总体规划的最初阶段开 

展了详细的生态因素的调查与分析，揭示出维持水文平衡是规划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要做到 

这点 ，关键的关键是要保护渗透性土壤。很明显，用常规引入管道排水系统的做法会破坏大 

量的林地景观，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雨水的流失，保证地下水的补充。因此，水文因素决定城 

市发展的形式。由此确定了规划目标，设计要最大限度地补充地下水，保护渗透性土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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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河流侵蚀和淤塞，增加流量，保护植被和野生动物生境，在高地 (脊)上布置遣路，在非 

渗透性土壤上安排开发重点，居住区的次级道路与坡度垂直，铺装地建议用多孔铺面材料。 

保留并利用河流、冲沟、池塘等现存的自然排水系统， 同时也利用人工蓄水池 (impound- 

ment s)和居住区水塘以增强自然排水系统。结合排水系统和植被进行开放空间网络 的 设 

计。第一级开放空间是新城的保护带，是维持水分平衡的水源涵养林，也是野生物的生境。 

包括25年、50年和部分100年的河流洪水区。第二级开放空间包括次要的排水系统 ，如 冲沟、 

贮水水库和地下水补充区。第三级开放空间是开发区内的，包括建筑用地砍后剩余的植被 ， 

住宅之间的绿 色小空问，路旁和缓冲植被。 

规划师们提出了 “景观忍受度 (Lalldscape to|e rance)” 作为开发 潜力指示。 它是 

根据两个因素结台形成的。一是分析土壤类型 (技渗透性大小把土壤分为A、B．C和 D类) 

后确定的 “允许覆盖 (pe rmissible cove r)”因素。它是非渗透地面占规划总面积的百分 

数。例如在高渗透性的A类土壤上， “允许覆盖”因素较大，即非渗透地面面积 可 以大 一 

些，而低渗透性的 B类土壤，该值就要小些。该值是 土壤特性为基础的简单而直接的最大 

密度开发的允许指标。二是“可伐程度”因素。它是在不严重破坏环境前提下 ，可砍伐森林面 

积的百分比，是依据植被在维持水文平衢方面的作用，植物种对干扰的忍耐性和作为野生动 

物生境的价值综合得到的。 

总规后，规划师们还制定了场地规划原刚，为详规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们提出了生态规划 

与设计的要求，其目的就是在建立 自然排水系统和保护林地环境的前提 下， 确定居住 区 道 

路、开放空间等特定土地利用的固有适宜区域。 

随着规划各阶段的实施，已证明自然排水系统是有效的。据测定，在三天降雨1 3英寸和 

每小时降雨 4英寸的情况下，雨后 6小时无地表水留存，被充满的池与塘在达段时间内也恢 

复到正常水位。使麦克啥格引以为豪的是他的规划与设计为当地节省 了 六 千 八 百 万 美 金 

(Holde12，1977) ． 

5生态规划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展望 

“生态”"7-境”，在当代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述语，几乎人人都能谈谈 “生态危机” 

“环境恶化”等问题。在学术界，用生态学原理重新解释各领域的某些现象而形成各种生态 

学的衍生学科，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然而，除了与生态学有 “亲缘关系”的农、林、牧 

等学科外，大多谈理论的多，落实到实际的少。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异常 

突出，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从理论上探讨是不够的，必须实实际际做点工作。因此，生态学家 

如何把生态学原理应用于实际，非生态学家如何借生态学原理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应该成为 

当代生态学及其衍生学科的重要任务。 

作为景现建筑师的麦克哈格，认识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力量，把用生态学原理解决景观规 

划 ，环境设计问题，为人类创造健康而舒适的生皤空间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 成为举世嚼目 

的 “生态设计之父”。他的方法是把生态学原理应用于实际工程中最有效的工具。然而，他 

的思想及其规划方法自五十年代产生以来，迄今为止，我国了解的人很少，更说 上在实际 

工 程运用。 

我国的规划仍处于谈生态理论多， 应用到实际少的状 态。 与麦克啥格的生态规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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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土地有关的规划存在几方面的缺陷：(1)妖乏尊重自然的态度。一切 唯 “人 ” 独 

尊，植物、动物，土壤，水文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困素在开发者和规划师的头脑中无应有 

地位， (2)漱乏较完整的生态细目。规划时资料多局限于社会 经济困素，因此对作为一 

个生态系统的规划医士地的鲒构稻功能设有足够的了解； (3)缺乏一种系统的资料分析方 

法。生态规划方法的优点在于分析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不同的人利用相同的资料会有相同或 

相似的结果。而我们的规划经常是因人而异，土地的利用理不服 人，甚至受美学 原 则 的 影 

响，先定形式，后装内容。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规划常无助于解决生态破坏和保护自然资 

源，有的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许多风景区的开发，盲 目修索遭，建公路，盖宾馆，建 

商场。见山砸石、遇水填水，逢术砍树，造成水土流失，水质污染，景点受损，交物被毁。 

因此，权衡经济、生态稻社会价值，权衡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是当今规划师、景观建筑师面临 

的迫切任务，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弄清自然的本质属性 ，台理利用土地，必须用生态规划方 

法进行规划设计。 

我国相继颁布了 《环境保护怯》、 “森林法 、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 、 《城市规 

划法》、 《水土保持条例 等法与条例，为资源与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提供了法律保证， 

成为利用生态规划方法的促动因素，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建设，各级风景区的开发与建 

设，城市公园，城市开发区，乡镇建设等都需要行进详细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研究，为生态 

规划方怯的应用提供了场地； 近年来， 随着环境浪潮的冲击， 对外交流的加强 ，我 国规划 

师，景观建筑师逐渐意识到生态学的重要仕，学校开始在规划设计专业讲授生态与环境科学 

课程，有的学校与规划院也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生态规划：方法的种用与发展提供了条 

件。因此、生态规划方法在我国前景广阔。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我国土地利用规划、景观 

规划、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建设不可缺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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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cHarg． a noted American landseape archit ect， has 

beeom e we11 known aronnd the world as one of fir
．

st grouP of ecologieal 

planne~s since 1960 s， A s a pioneer of applylng subjectire1Y eeologieal 

principle S to u rban nd regional landseape planning， he created a scienti— 

fiea1 ecological ptanning method which has a far—reaching afleet to mo— 

de rn planning and design scienee in the wor1d．This paper introduces 

MeHarg S phi1osophic idea and hi s ecologiea1 planning method， elarifie S 

the pe rspeetive of applYing the method to landscape pl~nning and de Sig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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