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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山地公园山麓区域营造风景建筑,
 

景观效果和使用功能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是避免生态问题的发生.
 

该文

从水土保持的角度出发,
 

引入细沟侵蚀和土壤侵蚀的模拟计算方法及路径,
 

结合实例,
 

分别计算得出不同坡度和不

同汇水面积建筑的坡面长度与坡面流速、
 

建筑占地面积与土壤侵蚀模数的对应数据.
 

对应坡面临界流速与土壤侵

蚀模数分级标准,
 

确定与判断建筑坡面长度与占地面积的合理性,
 

为山地公园中坡面建筑的水平尺度提供科学的

计算方法与控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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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vital
 

to
 

take
 

the
 

landscape
 

effect
 

and
 

func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build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the
 

foothills
 

of
 

hilly
 

park,
 

but
 

more
 

important
 

is
 

to
 

avoid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e
 

corresponding
 

data
 

of
 

constructions
 

slope
 

length
 

and
 

slope
 

velocity,
 

total
 

area
 

and
 

soil
 

erosion
 

modulus
 

of
 

different
 

gradients
 

and
 

catchment
 

areas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calculation
 

method
 

of
 

rill
 

erosion
 

and
 

soil
 

erosion
 

together
 

with
 

specific
 

exampl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stimates
 

and
 

judges
 

the
 

rationality
 

of
 

constructions
 

slope
 

length
 

and
 

cover
 

area
 

according
 

to
 

the
 

critical
 

slope
 

velocity
 

and
 

the
 

grading
 

standard
 

of
 

soil
 

erosion
 

modulus,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computing
 

and
 

control
 

approach
 

for
 

the
 

horizontal
 

scale
 

of
 

slope
 

constructions
 

in
 

hill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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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公园具有地质不稳定、
 

地形复杂、
 

水土易于侵蚀和原生植被丰富等特征,
 

而建筑作为山地公园中

容易引发生态问题的人工要素之一,
 

其选址、
 

尺度、
 

形态及布局等均会对山地自然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因

此,
 

在对建筑进行规划设计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生态问题的发生[1].
 

传统的山地公园建筑规划设计主要建立

在行为、
 

心理和美学分析之上[2],
 

缺乏定量的、
 

可操作的生态学方法,
 

难以将生态功能与使用功能、
 

美学价

值相互协调[3-4],
 

从而导致山地公园生态系统不断退化,
 

生态问题频频发生[5].
 

在山地公园中,
 

建筑尺度既

影响视觉感受,
 

也影响生态环境.
 

因此,
 

本研究基于生态学的角度,
 

主要聚焦建筑的水平尺度,
 

引入水土保

持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通过模拟与计算,
 

提出山地公园建筑水平尺度的控制途径和计算方法.

1 山地公园建筑尺度控制研究

1.1 传统山地公园建筑尺度控制理念

建筑尺度可分为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
 

竖向尺度指的是建筑高度,
 

主要影响视觉感受,
 

而水平尺度指

的是建筑占地面积.
 

传统山地公园建筑的尺度控制多以感性描述为主.
 

在自然山水背景下,
 

秦汉宫苑是将

人工建筑散布于自然山水之中,
 

追求弥山跨谷的气势;
 

在写意山水理念中,
 

则强调“东南移入户庭间”(白居

易《累土山》).
 

二者尺度跨度巨大,
 

却又在天人合一的自然山水观中完美融合[6].
 

吴亮[7]在《止园集》中写

道:
 

“园亩五十而赢,
 

水得十之四,
 

土石三之,
 

庐舍二之,
 

竹树一支”.
 

陈从周[8]在《说园》中提出:
 

“风景区之

建筑宜隐不宜显,
 

宜散不宜聚,
 

宜低不宜高,
 

宜麓不宜顶”.
 

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
 

传统山地公园建筑的

尺度控制理念体现了朴素的生态观,
 

强调的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融合.

1.2 基于水土保持的山地公园建筑尺度研究思路

目前针对山地公园建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少,
 

而其中针对山地公园建筑水平尺度与生态环

境关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且多为定性研究.
 

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形态、
 

空间、
 

景观、
 

交通和技术等方面对

山地建筑如何适应山地地形环境作了探索和研究.
 

卢济威等[9]和张玉虎等[10]从视觉、
 

生态、
 

情感和空间等

方面探讨了山地建筑的设计要点.
 

夏晨曦[11]则从建筑布局、
 

形态表现及适宜性技术等方面提出适应自然山

地地貌的山地公园建筑设计策略.
 

李保峰等[12]则认为设计师若能从地形中发现自然力场的存在,
 

将其作为

设计的前文本,
 

则“自然”就会成为建筑形态布局的秩序之源,
 

建筑应充分融合于自然景观中,
 

展现山地公

园的生态特色,
 

减少对山地环境的干扰[13-14].
 

陈烨等[15]从参数化的角度对山地环境中的竖向因素进行建筑

范围、
 

坡形限高和体量轮廓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建筑边界度、
 

地段包容度、
 

建筑密度、
 

坡形限高

比、
 

视觉高度比和视觉面积比等6个参数指标体系.
 

总体而言,
 

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视觉景观及使用功能

与山地地形的融合角度出发的.
在山地条件下营造风景建筑,

 

除了关注其视觉效果和使用功能,
 

更重要是要防止山地生态灾害的发

生.
 

水和土是山地环境中最敏感的生态要素,
 

山地建筑的水平尺度与山地水土流失密切相关.
 

而细沟侵蚀

与土壤侵蚀是判断水土流失的两个重要指标.
 

本研究选择影响山地生态环境较大的两个因子———坡度与汇

水面积,
 

分别模拟计算得出不同坡度和不同汇水面积条件下建筑坡面长度与坡面流速、
 

建筑占地面积与土

壤侵蚀模数的对应数据.
 

再与坡面临界流速与土壤侵蚀模数分级标准相比较,
 

来确定与判断建筑占坡面长

度与占地面积的合理性,
 

为山地公园中坡面建筑的水平尺度提供科学的计算方法与控制途径.

2 理论研究

2.1 坡面建筑水平尺度与细沟侵蚀

细沟侵蚀是指坡面地表径流不断增加,
 

流速加快,
 

产生强烈的坡面冲刷,
 

在地表逐渐形成细小而密集

的沟[16],
 

是水土流失的重要表现[17].
 

建筑水平尺度对坡面流速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建筑坡面长度导

致地表径流流经建筑场地时流速发生不同的变化,
 

当坡面流速超过一定的临界流速后,
 

对坡下地表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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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细沟侵蚀.
 

在不同的建筑坡面长度条件下,
 

对坡面流速与临界流速进行计算与比较,
 

可以有效

地确定不同环境条件下,
 

合理的建筑坡面长度.

图1 坡面建筑平面示意图

2.1.1 坡面流速的估算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08),
 

坡面洪峰流量公式为:

Q洪 =0.278×K×i×A (1)

式中:
 

Q洪 为相应洪水频率的最

大洪水洪峰流量(m3/s);
 

K 为

径流系数;
 

i为相应暴雨频率平

均1
 

h降雨强度(mm/h);
 

A 为

集水面积(km2),
 

A=(L×B+

F)(图1);
 

通过计算坡面洪峰流

量可以得到建筑单宽流量,
 

其计算公式为:

q=Q/B=[0.278K(L×B+F)I]/B (2)

式中:
 

q为单宽流量(m2/s);
 

Q 为坡面流量(m3/s);
 

K 为径流系数;
 

B 为场地坡面宽度(m);
 

L 为场地坡

面长度(m);
 

F 为上方汇水面积(m2);
 

I为相应暴雨频率平均1
 

h降雨强度(mm/h).
根据江忠善等[18]的研究结果,

 

坡面径流流速公式为:

V=K ×qn ×Jm (3)

式中:
 

V 为平均流速(m/s);
 

K 为坡面阻力系数;
 

J 为坡比;
 

m,n 为流量与坡度的指数.
 

(3)式为坡面平均

流速通用形式,
 

式中参数根据不同学者研究方法及地域条件而确定.
 

本研究采用张光辉[19]的结果,
 

K 取

23.66,
 

m 和n 分别取0.246,0.542.
通过(3)式计算可得出:

 

汇水面积相同、
 

不同坡度和坡度相同、
 

不同汇水面积的建筑坡面长度及坡

面流速.

2.1.2 细沟侵蚀临界速度估算

根据邵学军等[20]的研究结果,
 

坡面上细沟侵蚀发生临界速度为:

V= gRJ (4)

式中,
 

v 为临界速度,
 

R 为水力半径,
 

J 为坡比,
 

g 为重力加速度.
 

其中:

R=(n×k×cosα×I30×L)3/5/J3/10 (5)

式中:
 

n 为曼宁糙率;
 

k 为超渗比率,
 

可视为同等条件下裸地的径流系数;
 

α为坡度;
 

I30 为最大30
 

min雨

强;
 

L 为坡长;
 

J 为坡比.
通过此公式计算可得出其他条件一致、

 

不同坡度的细沟侵蚀临界速度.
 

坡度越大,
 

临界流速越大,
 

当

坡面流速超过这些临界速度后,
 

就会对下坡产生不同程度的细沟侵蚀.

2.2 坡面建筑尺度与土壤侵蚀

土壤侵蚀是指土壤因地表径流、
 

风力等外部作用下,
 

被破坏、
 

剥蚀、
 

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土壤侵蚀量的

大小是反应坡面生态稳定性的重要指标[21].
 

计算不同水平尺度的坡面建筑引起坡下土壤侵蚀量的大小与

国家土壤侵蚀模数分级进行对比,
 

从而确定对山地生态环境干扰合理的坡面建筑水平尺度.

2.2.1 土壤侵蚀模数估算

基于RUSLE模型的重庆市土壤流失方程基本形式为:

A=R×K ×L×S×C×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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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为坡面侵蚀量(t/hm2);
 

R 为降雨侵蚀力(MJ·mm·hm-2·h-1·a-1);
 

K 为土壤可蚀性

(t·
 

hm2
 

·h
 

·hm-2·MJ-1
 

·mm-1);
 

L 和S 为地形,
 

其中L 为坡长,
 

S 为坡度;
 

C 为植被覆盖度;
 

P 为水土保持措施.
 

各参数的计算方式如下.
(1)

 

降雨侵蚀力R.
 

本模型采用史东梅等[22-23]等基于人工模拟降雨的手段建立的重庆地区降雨侵蚀力

计算的年雨量模型:

R年 =
 

0.011
 

3P年1.734 (7)

式中:
 

R年 为年降雨侵蚀力(MJ·mm·hm-2·h-1);
 

P年 为年降雨量(mm).
 

重庆市多年平均降雨量

1
 

208
 

mm,
 

多年平均径流深620.7
 

mm,
 

多年平均径流总量511.4亿m3,
 

由此计算,
 

R 取值为2
 

496.8.
(2)

 

土壤可蚀性K.
 

基于陈正发[24]对于重庆市不同水土保持模式下的土壤可蚀性研究采用诺漠法估算

重庆地区土壤可蚀性,
 

其计算公式为:

K诺漠 =(2.1(N1×N2)1.14×(12-
 

OM
 )

 

×(10-4)
 

+3,
 

25(S-2)+2.5(P-3)/100 (8)

式中:
 

K诺漠 为土壤可蚀性;
 

N1=粉砂(0.05~0.1
 

mm)%+极细砂(0.002~0.05
 

mm)%;
 

N2=100-黏

粒(<0.002
 

mm)%或者为 N1+砂粒(0.1~2.0
 

mm)%;
 

OM 为有机质的百分含量;
 

S 为土壤的结构参

数;
 

P 为土壤的渗透级别.
 

根据本文的研究方向,
 

选取陈正发[24]对于重庆市不同水土保持模式下土壤理

化性质及可蚀性K 值研究,
 

将场地按照梯平地模式取可蚀性K 值为0.028,
 

积累径流对下坡造成冲刷,
 

原地貌按照水土保持林顺坡耕作模式取可蚀性K 值为0.036.
(3)

 

地形LS.
 

本研究选用刘宝元等[16]根据早期RUSLE中给出的地形因子LS 进行的改进,
 

建立了中

国土壤流失方程CLSE.

L=(λ/
 

22.13)
 

m (9)

S=

10.80sin
 

a
 

+0.003 a<5°

16.80sin
 

a
 

-0.50 5°≤a<10°

21.91sin
 

a
 

-0.96 a≥10°








 (10)

式中:
 

L 为坡长;
 

S 为坡度;
 

λ为坡长值;
 

m 为坡长指数;
 

a 为坡度,
 

分别取10%,15%,20%,25%.
 

10%以

下区域的坡度计算采用 McCool[25]等的公式,
 

10%以上采用Liu等[26]根据黄土高原陡坡情况改进的公式.
(4)

 

植被覆盖度C.
 

在USLE模型中,
 

植被覆盖度C 指在相同条件下的一定时间内,
 

长有作物的标准

小区与连续撂荒的标准小区上的土壤流失量之比.
 

在无实测C 值时,
 

可通过实测地表植被覆盖度,
 

进而利

用C 值与植被覆盖度相关关系计算出C 值来,
 

采用蔡崇法等[27]研究得到的公式:

C=1 c=0

C=0.650
 

8-0.343
 

6logc 0<c<78.3%

C=0 c>78.3%








 (11)

式中,
 

c为植被覆盖度,
 

根据地块现状植被覆盖度进行取值,
 

不同植被覆盖度对应不同取值,
 

本研究根据现

场调研经验取值50%.
(5)

 

水土保持措施P.
 

P 的取值根据陈正发[24]对重庆及相似地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采用上述方法经转

化、
 

标准化后得到的水土保持措施P 值表(表1)取值,
 

原地貌为林地取为0.037,
 

场地径流积累冲刷下坡条

件下设P 值为1.
表1 重庆地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P 值

土地

利用类型

裸地

坡耕地

作物覆盖

顺坡耕地

作物覆盖

横坡耕地

植物

篱坡耕地

作物覆盖

水平梯地
林地 荒草地

P 值 1 1 0.572 0.5 0.032 0.037 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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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式(1)-公式(11)可模拟计算出土壤类型、
 

降雨强度与植被覆盖度相同时,
 

不同坡度下不同建

筑占地面积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再与土壤侵蚀模数分级对比,
 

可得出建筑占地面积大小与土壤侵蚀强度

的对应关系,
 

从而科学确定不同坡度下合理的建筑占地面积.

2.2.2 土壤侵蚀模数分级

根据土壤侵蚀模数,
 

采用土壤水力侵蚀强度分级标准(SL
 

190-2007)(表2),
 

对坡地土壤侵蚀程度进行

分级.
 

其中,
 

重庆紫色丘陵区土壤侵蚀模数临界值为1
 

000
 

t/(km2·a)[28],
 

超过此值将容易引起不同程度

的土壤侵蚀,
 

诱发生态问题.
表2 土壤水力侵蚀强度分级标准(SL

 

190-2007)

土壤水力蚀强度分级标准(SL
 

190-2007) 土壤水力蚀强度分级标准(SL
 

190-2007)

微度 <500
 

t/(km2·a) 强烈 5
 

000~8
 

000
 

t/(km2·a)

轻度 500~2
 

500
 

t/(km2·a) 极强烈 8
 

000~15
 

000
 

t/(km2·a)

中度 2
 

500~5
 

000
 

t/(km2·a) 剧烈 >15
 

000
 

t/(km2·a)

3 实例验证与模拟

选取重庆市渝北区照母山公园—照母山庄为模拟验证实例.
 

山庄位于公园北侧坡地,
 

建筑占地面积

6
 

500
 

m2,
 

坡面总面积45
 

000
 

m2,
 

上坡汇水面积8
 

000
 

m2,
 

坡面总坡长231
 

m,
 

建筑坡面长度约35
 

m,
 

坡度约为20%;
 

周边植被类型为林地,
 

长势较好,
 

覆盖度约50%;
 

土壤类型为紫色土;
 

基地多年平均降

雨量1
 

208
 

mm,
 

多年平均径流深620.7
 

mm.

3.1 建筑坡面长度与细沟侵蚀

3.1.1 坡面流速模拟计算

选择原基地坡度20%,
 

模拟10%,15%的坡度与基地8
 

000
 

m2,
 

模拟10
 

000,15
 

000,20
 

000
 

m2 的汇水

面积分析建筑水平尺度对坡面流速的影响.
 

为了方便计算,
 

根据照母山庄基地现状平面布局,
 

将其模拟成

长方形的规整场地(图2).
 

根据坡面流速计算公式,
 

模拟计算出照母山庄汇水面积不变,
 

坡度分别为10%,

15%和20%时的建筑坡面长度与坡面流速(表3);
 

以及坡度不变,
 

汇水面积分别为8
 

000,10
 

000,15
 

000,

20
 

000
 

m2 时的建筑坡面长度及坡面流速(表4).

图2 照母山庄基地平面与基地模拟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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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坡度下建筑坡面长度与坡面流速

汇水面积/m2 坡度/% 建筑坡面长度/m 坡面流速/(cm·s-1)
0 8.02
10 9
20 9.9

10 30 10.73
40 11.51
50 12.25
60 12.96

0 8.86
8

 

000 10 9.94
20 10.93

15 30 11.85
40 12.72
50 13.54
60 14.31

0 9.51
10 10.67
20 11.73

20 30 12.72
40 13.65
50 14.53
60 15.36

表4 不同汇水面积下建筑坡面长度与坡面流速

坡度/% 汇水面积/m2 场地长度/m 流速/(cm·s-1)
0 9.51
10 10.67
20 11.73

8
 

000 30 12.72
40 13.65
50 14.53
60 15.36

0 10.73
10 11.79
20 12.77

20 10
 

000 30 13.7
40 14.57
50 15.41
60 16.2

0 13.36
10 14.26
20 15.1

15
 

000 30 15.91
40 16.69
50 17.44
60 18.16

0 15.62
10 16.41
20 17.16

20
 

000 30 17.89
40 18.6
50 19.28
6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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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细沟侵蚀临界速度模拟计算

通过临界速度公式计算可得:
 

坡度为10%,
 

V 值为12.38
 

cm/s;
 

坡度为15%,
 

V 值为12.93
 

cm/s;
 

坡

度为20%,
 

V 值为13.45
 

cm/s.
 

坡度越大,
 

临界流速越大,
 

当坡面流速超过这些临界速度后,
 

就会对下坡

产生不同程度的细沟侵蚀.

3.1.3 模拟结果

根据坡面流速模拟计算结果(表3和表4),
 

使之与得到的细沟侵蚀临界速度进行对比,
 

得出不同坡度、
 

汇水面积下合理的建筑坡面长度(表5).
 

从表5可判断:
 

照母山庄合理的建筑坡面长度应为30
 

m以内,
 

这

与照母山庄现状坡面长度一致,
 

能满足生态要求.
表5 不同坡度、

 

不同汇水面积条件下合理建筑坡面长度

汇水面积/

m2

坡度/

%

临界流速/

(cm·s-1)

合理的建筑坡

面长度/m

坡度/

%

汇水面积/

m2

临界流速/

(cm·s-1)

合理的建筑坡

面长度/m

10 12.38 50 8
 

000 30

8
 

000 15 12.93 40 20 10
 

000 13.45 20

20 13.45 30 15
 

000 0

20
 

000 0

3.2 建筑占地面积与土壤侵蚀

钟壬琳等[29]在紫色土坡面径流与侵蚀特征模拟试验研究中表明:
 

在紫色土坡面径流总量有随坡度

和雨强增加而增大的趋势,
 

因此,
 

坡度和降雨量是引起山地土壤侵蚀最重要的因子.
 

在本验证过程中,
 

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
 

将坡度作为变量.
 

选择原基地坡度20%和模拟10%,15%,25%等4个坡度,
 

分

析建筑水平尺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通过土壤侵蚀模数的模拟计算,
 

对照土壤侵蚀模数分级标准,
 

可得

出照母山庄在土壤类型、
 

降雨强度与植被覆盖度相同、
 

不同坡度下不同建筑占地面积对坡地土壤侵蚀强

度(表6).
表6 不同坡度条件下建筑占地面积大小对坡地的土壤侵蚀程度

坡度/% 建筑占地面积/m2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t·km-2·a-1) 土壤侵蚀强度

0 277.79 微度

2
 

000 377.04 微度

4
 

000 537.79 轻度

6
 

000 732.85 轻度

10 8
 

000 953.87 中轻度

10
 

000 1
 

196.31 中轻度

12
 

000 1
 

457.24 中轻度

0 448.96 微度

2
 

000 609.37 轻度

4
 

000 869.177 轻度

6
 

000 1
 

184.427 中轻度

15 8
 

000 1
 

541.63 中轻度

10
 

000 1
 

933.45 中轻度

12
 

000 2
 

355.17 中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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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6

坡度/% 建筑占地面积/m2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t·km-2·a-1) 土壤侵蚀强度

0 589.01 轻度

2
 

000 799.45 轻度

4
 

000 1
 

140.3 中轻度

20 6
 

000 1
 

553.89 中轻度

8
 

000 2
 

022.52 中轻度

10
 

000 2
 

536.57 中度

12
 

000 3
 

089.84 中度

0 697.93 轻度

2
 

000 947.3 轻度

4
 

000 1
 

351.18 中轻度

25 6
 

000 1
 

841.25 中轻度

8
 

000 2
 

396.55 中轻度

10
 

000 3
 

005.66 中度

12
 

000 3
 

661.24 中度

  参照重庆紫色丘陵区土壤侵蚀模数临界值,
 

对比表6与表2可知:

坡度为10%时,
 

建筑占地面积控制在
 

2
 

000
 

m2 以内,
 

土壤侵蚀程度为微度,
 

在土壤流失量的容许范围

之内,
 

面积在2
 

000~8
 

000
 

m2 以内,
 

会对坡地产生一定的生态干扰,
 

但在适度干扰范围以内,
 

面积大于

8
 

000
 

m2 后,
 

会造成土壤侵蚀程度过大,
 

破坏生态环境.

坡度为15%时,
 

建筑占地面积
 

4
 

000
 

m2 以内,
 

对坡地产生干扰在适度范围以内,
 

面积大于4
 

000
 

m2

后,
 

对坡面土壤侵蚀模数超过可控范围,
 

易造成水土流失;

坡度为20%和25%时,
 

为了保证对生态干扰在适度范围以内,
 

建筑及场地面积需要控制在2
 

000
 

m2

以内,
 

>2
 

000
 

m2 后,
 

会造成坡下发生轻度、
 

中度甚至强烈的侵蚀.

照母山庄基地现状坡度为20%,
 

建筑及场地的面积为6
 

500
 

m2,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约为1
 

500
 

t/(km2·a),
 

依据模拟计算结果,
 

山庄将对坡下的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但在实际调研过程中,
 

照母山庄坡下生态

环境比较良好,
 

未发现水土流失现象.
 

究其原因是:
 

一方面,
 

因其不是纯粹的建筑硬质场地,
 

由很多有

机分散的林地、
 

水体、
 

花池和花坛等自然斑块有机嵌合形成,
 

环境较为生态(图3).
 

另一方面,
 

照母山庄

下坡种植很宽且密集的人工林带,
 

减少雨水对坡面的冲刷,
 

同时减少人为活动的干扰,
 

起到了生态防护

的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建筑水平尺度大小与坡地的生态环境好坏呈正相关.
 

当建筑水平尺度适中,
 

对山地干扰适度,
 

将有

益于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模式;
 

当尺度过大,
 

势必引起山地生态环境的变化,
 

甚至发生土壤侵蚀、
 

滑坡、
 

崩塌等生态灾害,
 

影响山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因此,
 

在山地公园建筑水平尺度控制时应首先考虑对山

地生态问题的避免,
 

再根据视觉美观、
 

功能需求以及人的行为特征、
 

心理特征等方面确定合理的建筑水

平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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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照母山庄整体环境

坡度、
 

汇水面积、
 

植被覆盖度和土壤类型是影响山地公园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在对山地公园坡面建

筑水平尺度控制时,
 

应充分考虑各区域坡度、
 

汇水面积、
 

植被覆盖度和土壤类型等因子条件,
 

进行坡面流

速与土壤侵蚀方面的科学计算,
 

以确定合理的建筑水平尺度.
 

坡面流速分别与坡度、
 

汇水面积、
 

建筑坡面

长度呈正相关,
 

任何一个变量的增加都会引起坡面流速的加快;
 

坡度、
 

建筑占地面积与坡面平均土壤侵蚀

模数呈正相关,
 

坡度与建筑场地面积的增加都会引起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增大.

在山地环境中,
 

建筑如果需要承载特殊的使用功能或视觉美观需求,
 

尺度需要适度扩大时,
 

应充分考

虑场地本身的生态性,
 

可以通过采用覆土式建筑或在场地内部增加小型自然林地、
 

花池和水体等自然斑块

的形式增加斑块之间的连接度以及改变场地透水性,
 

对雨水进行合理组织,
 

以减少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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