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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干旱地区 气候恶劣 、 水 资源 匮乏
，
生态环境脆弱

，

人类活动稀少 。 中 国干旱地区 面积 占土地总 面积

的 ４２％
，
相关地区发展面 临较大的环境压 力 。 建成于干旱地区的城市 大多 位于绿洲之 中 ， 虽 气候环境不佳

但水源充沛 。 这些城市的滨水 空 间利 用率低下 、 安全隐患较高 ；
如何利 用好干旱地区城市的 滨水 空 间

， 成

为 相关地区重要的城市规划议题 。 本文选取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阿拉尔市 以及城市 南緣的塔里木 河为案例 ，

分析城市 、 水体与 滨水 空 间之 间的联系 ，

从安全 、 生态 、 可持续的 角度提出 干旱地区城市滨水 空 间的生 态

利 用与 布局策略 ，
为 相关规划研究做 出参考 。

关键词 ： 干旱地区
，
滨水 空 间

，
生态可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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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前目

干旱地区 的定义是指在地球陆地范围 中形成气候的干旱 （

一

般是指降水量少 、 年降水量

小于蒸发量 ） 、 不能正常维持一般的作物和植物生长 的地区 。 地球陆地中约有 ３２％的地区属

于干旱地区 。 我国干旱地区主要位于大陆西北部 ， 覆盖甘肃省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 自治 区 、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 西藏 自治区北部以及 内蒙古 自 治区西部等地 ， 占全国陆地面积约４２％ 。

近年来 ， 随着水资源 、 能源紧张 、 环境污染 、 生态破坏等原因 ， 人们对干旱地区的开发整治

开始重点关注 。 我国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 ， 就已把西北地区作为国家战略重

点 ； 近期 ， 随着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提出 ， 西北地区重要程度愈发突出 ， 其社会与经济地位

可见
一

斑 。

本文所选的研究城市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拉尔市 ， 在维语中译为
“

沙漠绿洲
”

。 城市

地处塔里木河上游绿洲之中 ， 北邻天山余脉 ， 南邻塔克拉玛干沙漠 ， 具有温带大陆性气候特

征 ， 属于典型的干旱城市 。 阿拉尔市是塔里木河的发源地 ， 阿克苏河 、 和 田河和叶尔羌河在

城市西侧交汇 ， 形成塔里木河源头 。 塔里木河是最长的 内 陆河 ， 在维语中译为
“

无缰之马
”

，

河流形态正如其名称所示具有不稳定性 。

阿拉尔市作为塔里木河流经的第
一

座城市 ， 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 但因塔里木河的不稳定

性 ， 城市滨水空间进行大规模开发的难度较大 ， 现状堤岸周边利用较为原始 ： 堤岸以 内主要

为零散的农林用地 ， 堤外为塔里木河冲积形成的滩涂 。 如何利用阿拉尔市生态绿洲的优势进

行城市布局建设 ， 成为阿拉尔市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 。 同时 ， 这也是其他位于干旱地区 的绿

洲城市所面临的相 同问题 。



１ 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特征

１ ．１ 气候条件

塔里木河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 全域均在新疆境 内 ，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 具有典型的干旱

气候特征 。 流域多风沙 、 云量少 ， 日照充足且具有持续性 ， 昼夜温差较大 ； 因北部受到天 山

屏障的阻隔 ， 导致流域 内 降水量稀少且具有极端变化性 ； 降水
一

般集中在夏季 ， 但蒸发量远

大于降水量 。 阿拉尔市位于塔里木河上游 ， 受西风环流影响带来的水汽可翻越帕米尔高原进

入本地区 ， 降水量与中下游对比相对较多 。

１ ．２ 水文条件

塔里木河是我 国最长的
一

条 内陆河 ， 全长约２ ２００千米 。 塔里木河流域囊括了阿克苏河 、

叶尔羌河 、 孔雀河等９大水系 １４４条河流流经的地区 ， 总流域面积约 １０６万平方公里 ， 占我国

陆地面积的十分之
一

。 塔里木河干流全长 １ ３２ １米 ， 因其 自 身不产流且受大陆性气候影响 ， 水

文条件不甚稳定 。 夏季 （
５
－

８月 ） 为丰水季 ， 其余时间为枯水季 。 受周边人类活动影响 ， 塔里

木河 曾发生断流３ ０年的恶性生态事件 ， 因此在塔里木河沿岸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 要充分

尊重并保护河流的水文生态 ， 防止其 因人类活动而遭受破坏 。

１ ．３土壤条件

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绿洲的重要分布区 。 解放初期 ， 由于对流域内河水和地下水的过度

开发利用 ， 导致土壤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
且因周边居民开垦荒地的影响 ， 导致胡杨 、 柽

柳等固土性天然植被数量大幅减少 ， 土壤沙化和次生盐碱化问题 日益严重 ， 绿洲面积不断被

沙漠侵蚀 。 近年来 ， 伴随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 明思想的提出 ， 塔里木河流域开始进行生态保

育工作 。 持续的植树造林行动与 防风 固沙措施使绿洲面积得以稳定 ， 土壤条件也 日益改善 ，

逐渐适宜农作物种植和林木生长 。

１ ．４ 建设条件

塔里木河流域的人类活动存迹可追溯至四千多年前 ， 昆 岗遗址 、 古丝绸之路等遗迹见证

了塔里木河文明的璀璨 。 从古至今 ， 塔里木河沿岸始终是边疆人民安居乐业的优 良区域 。 虽

然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差 ， 但塔里木河流域尤其是沿岸绿洲的生态环境相对 良

好 ， 与沙漠地区有本质性的区别 ， 可 以进行城市开发建设 。 在生态文 明思想和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双重指引 下 ， 塔里木河沿岸定会开发出
一

座座绿色生态的宜居城市 。

２ 城市现状条件及环境特点

２ ．１ 现状条件

阿拉尔市位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塔里木盆地 ， 北邻天 山 ， 南缘塔克拉玛干沙漠 ， 塔里木

河从城市南端 自西向东流过 。 全市总面积约 ７０００平方公里 ， 西距阿克苏市约 １ ２０千米 ， 东距

乌鲁木齐市约 １ ００ ０公里 ， 地理区位优良 ， 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 也是当今
“一

带
一

路
”



的重要陆上节点 。

阿拉尔市是
一

座城市特色鲜明的现代军垦城市 ， 城乡
一

体化的特征较为突出 。 市域内拥

有粮 田万顷 ， 但不见传统意义上的村庄 。 因塔里木河河道不稳定性 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沙尘

较多 的影响 ，
阿拉尔市现状城市建设用地大部分位于塔里木河北侧 １公里以外的 区域 。 而城

市建设用地与塔里木河之间 的过渡区域则 以农林用地和其他非建设用地为主 。

２ ．２ 环境特点

阿拉尔市位于温带极干旱荒漠气候区 ， 降水稀少 、 蒸发量巨大 ， 水资源相对稀缺 ； 四季

阳光充足 ， 日照率高 。 城市及周边城镇大多位于沙漠边缘 ， 受风沙影响较大 ； 周边农林用地

分布较为零散 ， 塔河南岸森林被沙漠侵蚀后退现象严重 ， 城市未形成完整的绿地生态格局 ，

生态效益低 ， 连通性较差 。 但塔里木河沿岸没有重型工业 ， 洁净的水源 、 土壤和空气使得城

市农牧业产品质量优 良 ， 孕育了 国 内顶级 的果业 、 乳业和畜牧业 。

图 １ 塔里木河与城市的联系图 ２ 城市边缘林退现象严重

３ 城市沿岸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３ ．１ 塔里木河洪泛隐患

塔里木河的水源主要来 自于天山 山脉和 昆仑山脉的高山冰雪融水 ， 平均每年塔里木河及

其支流会产生４００亿立方米的径流量 ， 对塔里木盆地绿洲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但如

此巨大的径流量几乎全部集中在夏季 ， 这导致每年５
－

８月 间 ， 塔河汛期洪泛隐患十分严重 。

阿拉尔市历史上 曾发生数次河水漫灌事件 ， 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不便 。

３ ．２ 可利用水资源短缺

阿拉尔市虽然邻近宽阔 的塔里木河 ， 但 由于塔里木河水位的不稳定性 ， 导致河水资源未

得到切实的利用 。 夏季汛期水流迅猛 ， 威胁水资源开采设施的正常运行和堤外人员 的切实安

全 ； 春 、 秋 、 冬三季河道枯竭 ， 稀少的水量无法满足城市用水的需求 。 且塔河河道主槽摆动

和分叉较为剧烈 ， 难以控制主槽的路径 ， 无法稳定取水。 目前 ， 城市居 民 日常用水主要从数

十公里以外的水库 引水 ， 但水库蓄水量并不能满足城市 日益扩张的用水需求 ， 不符合可持续

发展理念 。 如何利用塔里木河河水资源 ， 成为城市重要的待解决问题 。



图 ３ 塔里木河 （ 阿拉尔段 ） 枯水期与丰水期对 比 图 （ 上图 为枯水期 ）

３ ．３ 绿地生态格局不完善

阿拉尔市的绿地生态系统 目前尚未形成整体 ， 沿岸地区与城市其他地区的开发程度明显

不同 ， 各个绿地之间的关联程度不高 ； 沿岸地区 由于防洪原 因 ， 现状未有过多的城市建设用

地 ， 以农林用地和其他非建设用地为主 ， 且利用程度较低 。 堤外现状水 网仅仅提供农 田灌溉

用水 ， 并未发挥出水系的生态价值和景观价值 。 阿拉尔市沿岸滨水地区在城市与塔里木河之

间应起到重要 的生态过渡作用 ， 在规划 中既要从城市整体角度利用沿岸滨水地区进行城市绿

地系统的修补 ， 又要针对塔里木河沿岸本体进行精细的生态规划设计 。

４ 城市滨水空间利用原则

我国干旱地区气候条件恶劣 ， 而在干旱条件下兴建的城市几乎均是依水而建 ， 因此千旱

地区 的滨水空间在城市 中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 。 下文 以阿拉尔市塔里木河滨水空间为例 ，

阐述干旱地区城市滨水空间 的利用原则 。

４．１ 安全性

干旱地区降水量稀少 ， 河流水源大多来 自高 山冰川积雪融化而成 ， 季节性变化明显 ， 每

至夏季巨大的径流量对河流沿岸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 。滨水空间既是城市与河流间 的过渡地

带 ， 又是城市边缘的安全屏障 ， 因此滨水空间的建设应满足沿岸缓冲 的需要 ， 从而保障城市

的安全 。

阿拉尔市塔里木河滨水空间沿堤分布 ， 依照安全性的原则形成堤 内亲水堤外观水的空间

效果 。 堤 内 （城市
一

侧 ） 低洼地带存有季节性的湿地区域 ， 易形成堤内湿地景观 ， 有条件建

设怡人的亲水空间 ； 在堤 内 围绕现有的湿地建设安全稳定的绿色空间 ， 从而解决塔里木河亲

水问题 。 塔里木河主河道常年摆动且泥沙含量大 ， 同时径流季节性变化大 ， 河两侧容易淤积

形成滩涂 ； 在游积岸一侧充分利用 自然演替形成的耐碱性植物 ， 形成堤外湿地景观 ， 丰富景

观层次 ， 但不宜安排永久性构筑物或 引导游人进入 。

４．２ 生态性

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新型思想理念 ， 也是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 干旱地区 的



城市虽然大多处于绿洲之中 ， 但总体上仍属于生态脆弱区域 。 干旱地区 的水系水网是保障绿

洲城市经济发展 、 自然生态和人民生活的生命线 。沿岸滨水空间 的利用应体现生态性的原则 ，

稳定河道保留湿地 、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网络 、 创建融入城市的生态景观格局 。

阿拉尔市塔河沿岸滨水空间现状开发程度较低 ， 有利于生态空间的打造 。 通过设计 引导

的方式构筑以塔里木河 、现状农林等 自然要素为基础 的生态安全网络和 以 自然景观为主的城

市空间格局 ， 以综合长远的效益为 目标 ， 实施低强度 的开发利用 ， 保护绿洲 的生态环境 ， 以

便持续发挥滨水空间的生态价值 ， 体现生态性的利用原则 。

４．３ 可持续性

城市的开发建设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 ， 面对有限的资源和用地 ， 滨水空间 的开发利用需

遵循可持续性原则 ， 保障 良好的生态环境 ， 实现持续的健康发展 。

阿拉尔市滨水空间绿化程度较低 ， 但可塑性较强 ； 通过对土地的绿化和对水网 的改造形

成可持续发展的蓝绿空间 。在建设规模上控制建筑数量和体量 ， 在用地功能上强调集约优化 ，

在空间塑造上形成疏朗有机 、 见绿亲河的视线通廊 ， 在布局上使建设用地形成在滨水空间 中

组团簇生的形态效果 。 同时 ， 在规划 中应考虑对塔里木河水资源的利用 ， 在保障生态安全的

前提下实现空间与资源的同步持续发展 。

现状城市生态景观格局

一

河两岸生态景观骨架

图 ４ 打造完整的绿地 系 统和生态格局

５ 城市滨水空间布局策略

５．１ 构筑城市安全屏障

预留底线 ， 打造城市安全格局 。 阿拉尔市滨水空间受干旱地区气候条件和塔里木河旱涝

季的综合影响 ， 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 因此在规划设计中应率先考虑构建河岸生态安全格局网



络 。 在制定城市建设范围时首先划定蓝线和绿线 ， 将塔里木河两侧 １００米和干渠两侧 ５０米的

范围定为禁止建设区 ， 将成片的农 田林地果园定为限制建设区 ， 预留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

筑稳河道 ， 保护湿地生态环境 。 历史上塔里木河的河道主槽不甚稳定 ， 加之堤顼土壤渗

透等原因 ， 导致堤岸内外形成大小不
一

的湿地 。 通过分析滨水空间历史淹没区 、 坡度 、 河流

水渠以及河道变化频率等因子 ， 识别 出防洪堤 内 易积水形成湿地的区域 ， 限制过渡开发建设 ，

保护城市生态空间 。

图 ５ 堤 内 因渗水而形成 的生态湿地

图 ６ 划定蓝绿 空 间底线 ， 打造生态安全屏 障

蓝绿
一体 ， 大河大绿疏朗有机 。 滨水空间是城市与塔里木河联系 的纽带 ， 是城市建设空

间向生态过渡的关键区域 。 将绿地与水网进行
一

体性规划 ， 利用城市滨水空间疏朗的环境特

色 ， 塑造大河大绿的生态面貌 ， 以缓冲不利气候对城市安全的影响 ； 同时 ， 加强对生态空 间

的安全保护 ， 严格把控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 ， 利用带状簇生的组团结构形成健康有机的发展

模式 。



图 ７ 带状簇 生的城市布局形态

５．２ 加强蓝绿空间建设

在打造安全屏障和预留生态本底 的基础上 ， 加强沿岸蓝绿空间建设 ， 使滨水空间与城市

布局 、 城市功能 、 城市建筑 、 基础设施等相互融合 ， 在不 同尺度的生态空间 中融入生态文 明

理念 。

滨水空 间和城市布局 的生态融合主要体现在基于尊重生态本底的基础上构筑生态安全

体系 ， 细化道路 、 水网 、 绿地等城市元素 ， 预 留生态空间 ， 保障生态安全 ， 打造生态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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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滨水空 间 与城市布局融合模式图

滨水空间和城市功能的生态融合主要体现在注重生态空间的游憩休闲功能发挥 ， 融合慢

行交通和功能节点 ， 保障滨水空 间和城市其他功能衔接 。

图 ９ 滨水空 间 与 城市功能融合模式图



滨水空间和建筑布局的生态融合主要体现在增加绿化率 、安排建筑组团间 的绿色生态廊

道 ， 保障建筑与生态空间 的联系 。 传统的建筑布局较为单
一

， 而滨水空 间的建筑布局在保证

绿化率的前提下 ， 疏通绿色生态廊道 ， 延展建筑视线的通透性 ， 使居民足不 出户便可享受蓝

图 １ ０ 滨水空 间与建筑布局融合模式 图

滨水空间和基础设施的生态融合主要体现在道路 、 园林等工程建设中 ， 将生态文 明融入

细节 ， 具体措施包括路缘排水 、 透水铺装 、 处置绿化 、 生物滞留池 、 雨水收集 、 下沉绿地等

等 。

鼸５＾^園■
图 １ １ 滨水空 间与基础设施融合模式 图

５．３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在水资源方面 ， 充分收集塔里木河河水以实现可持续性利用 。 塔里木河周边因土壤渗透

性较高的原因 ， 在汛期来临时河水会通过堤坝渗透到滨水空间 内部 ， 形成大小不
一

的堤 内湿

地 ， 这也提供了针对塔里木河河水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机遇 。 充分利用塔里木河渗水这
一

可持

续性资源 ， 在丰水期 内收集湿地中 的渗水并加以利用 ， 可有效缓解城市用水困难问题 。 若丰

水期水量充沛 ， 可进行用水储备 ， 方便枯水期城市用水 。

在城市扩张方面 ， 遵循现状滨水地区发展趋势 ， 将塔里木河南岸规划为生态涵养空 间 。

塔里木河南岸 目 前整体开发条件还未成熟 ， 其他非建设用地较多 ， 在规划过程中用南岸来应

对城市远景发展的用地储备 ， 同时满足近期城市生态涵养与休闲游憩的需求 ， 实现城市可持

续性发展 。

绿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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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 充分利用水 资源实现 多 功能可持续发展

６ 结语

伴随各项西部开发建设的政策出 台 ， 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已踏上崭新的道路 ；
而影响这

些地区发展的最大 问题即是恶劣 的气候环境 ， 干旱的气候条件与恶劣的 自然环境使得城市发

展进程缓慢 。 干旱地区 的城市均 因水源丰沛而起 ， 因此充分利用好干旱地区城市滨水空 间 ，

可为城市带来生态效益和无限活力 。

干旱地区 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 生态板块零散破碎 ， 而城市规划设计最重要的原则之
一

是以人为本 ， 因此在城市滨水空间规划设计过程中需要将生态因子和人类活动科学综合地分

析考虑 。 本文以阿拉尔市为例 ， 阐述了城市滨水空间 的生态利用与建设布局 ； 利用城市大河

大绿的生态特性 ， 将滨水空间从安全隐患突出的荒地变成了宜人绿色生态的城市绿廊 ， 同时

构筑出城市的安全屏障 ， 加强了城市蓝绿空间建设 ， 促进了生态可持续发展。

目前 ， 干旱地区的生态问题己经引起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 ， 但无论是 自然生态方向还是

城市设计方向 ， 整体研宄进展依 旧缓慢 ； 未来对于干旱地区的研究应更着眼于相关城市和区

域的特殊性质上 。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宄水平的不断提升 ， 城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

将上升到新的台 阶 ， 干旱地区的规划与研究也必将达到全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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