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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福建厦门莲花山佛心寺扩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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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G IS 技术正深刻影响规划设计的发展, 尤其是实施操作层面的方法拓展和完善。本文通过对 G IS 技术应用方法的介绍,

结合福建省厦门莲花山佛心寺扩建规划这一案例, 建立区域规划的数字高程模型,从而使规划分析建立在全面直观的空间分析模

型之上,增进了对于该地块总体规划决策的理解,为进行深入扩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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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S techno lo gy is pro foundly affect ing the dev elo pment o f planning and desig n, especially the met ho ds for implementing

the o per atio nal level to ex pand and impro ve1 T hro ug h the intro ductio n of G IS techno log y applications, co mbined w ith the ex pan-

sio n plans o f F ox in T emple, and made the r egional planning dig ita l elevat ion mo del, in or der to established the planning and analy-

sis o n spatial analysis model w hich is comprehensive and visual, enhanced the comprehension o f decision- making fo r the over all

planning , and pro vide a scient ific basis fo r in- dept h ex tension plann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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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1  项目背景

佛心寺位于福建厦门国家森林公园莲花山脚下, 倚山临水

而建,风景绝佳。始建于民国十年间( 20 世纪 20 年代 ) , 距今

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佛心寺原为当地望族叶氏家庙, 后叶氏

将家庙施舍捐赠为寺庙,以祈求福报、表其宗教感情,取名佛心

寺而使用至今。

佛心寺为闽南传统建筑, 规模甚小, 仅两厅四房一护厝。

近年来,随着寺内人员增加、佛教信徒增多,以及由于法会定期

举行所带来的大量车流人流等原因, 使用空间愈显局促, 甚至

僧寮、厨房等都因不敷使用而临时搭建。上述问题已严重制约

了佛心寺进一步的发展,扩建成为当前佛心寺的迫切愿望。

如何做到扩建规划与总体环境相融合,如何处理新建部分

与原有佛心寺的关系,是需要我们着重解决的问题。

该项目是一个位于风景保护区内的小型规划, 在对于此

类问题的研究上,目前以人文、社会学等专业研究较为深入, 从

规划、建筑学角度出发的理性认识较为欠缺。

11 2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 Geog raphic Info rmation Sy stem) , 简称

GIS,由计算机系统、地理数据和用户组成, 是通过采集、储存、

管理、检索表达地理空间资料, 进而分析和处理海量地理信息

的通用技术。它是信息系统的一种,以表征地球表层空间地理

现象和事物的地理空间数据和信息为特定的运作对象[ 1]。在

建筑学的研究领域中,空间环境从特定的角度也可以表述为地

表信息,能够用 G IS 系统来描述。GIS 的优势在于空间分析、

管理能力和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本文选取福建省厦门市莲花山佛心寺扩建规划这一案例,

试图以 GIS 为辅助工具,同时与传统设计方法相结合。

2  研究方法
GIS 在国外环境和景观规划及城市规划中运用广泛,主要

用于视觉分析评价、动态发展等方面。在本设计中, G IS 模型

建立的平台采用 A rcV iew GI S 31 2 软件。主要操作分为 4 个

部分:基础数据采集、模型建立、分析图生成和图形输出。

基础数据主要通过 CAD 图、规划图、土地现状图等数据

的格式转换和手工入录,生成 A rcV iew G IS 31 2能够直接利用

的数据格式。

数字高程模型( DEM )是地形表面数字化表达, 是进行景

观图制作和三维分析显示的基础。在对 CA D 格式高程点数

据转换的基础上,对该数据进行粗差剔除、高程特征生成等处

理生成佛心寺规划用地 DEM 模型。

最后,利用高程模型生成高程分析图、对用地加以评价, 输

出图纸。

3  佛心寺扩建规划 GIS空间分析

31 1  地形地势分析
佛心寺扩建规划初步决定在总体规划布局上采用小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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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园林化布局的特点。对于风景区园林规划来说, / 相地0是第
一个步骤。

园林地形地势条件的是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

规划设计的过程中,首先对地形进行研究, 掌握其结构和方位,

从而对用地空间及其它因素与地形的内在结构保持一致。

我们用 A rcv iew 软件导入 CAD 数据, 建立数字高程模型

三维透视图,直观地以图示方式分析地形(图 1、2)。

图 1  三维模型       图 2  高程分析

从三维鸟瞰模型(图 1)和高程分析(图 2)知, 在基地中莲

花山山势较为平缓,北高南低。

31 2  坡度、坡向分析

坡度分析图是表达和了解某一特殊地形结构的手段, 以斜

坡坡度为基准,用不同色调表示不同的坡度, 其价值在于能为

规划区不同坡度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依据。

坡向分析图则是将坡面的朝向用不同的色调表示, 坡向影

响建筑的通风、采光和植物生长。

利用高程模型为基础, 可以生成规划区域的坡度(图 3)坡

向(图 4)分析图, 根据坡度坡向及高程特点, 方便查询到符合

要求的地块直观便利的图形化输出方式,同时为游憩活动选址

及道路路线提供直接参考。

图 3  坡度分析 图 4  坡向分析

31 3  适宜规划范围分析

佛心寺为景区保护建筑,作为敏感环境构成的一个重要部

分,需要在环境中加以确认, 并重点保护,同时用以指导未来规

划。对于环境中优先、适宜规划区域, 在 G IS 平台下可以用

/ 距离分析0 (图 5)来获得。它可以帮助判断新老建筑之间的

可达性,包含了时间、空间两个层面的因素,进而促进整个规划

区域的平衡发展。

如图 5 所示,建筑规划适宜范围分析, 为黄- 蓝变化,黄色

表示核心区适宜建造范围,蓝色表示逐渐不适宜范围。该分析

图经过简单抽象化之后, 以原有保护建筑佛心寺为中心, 向四

周进行同心圆距离扩散。从图中的黄- 红区域结合距离、用地

范围、地形坡度等方面经评价判断是最适宜进行扩建的范围。

31 4  树种选择与配置

图 5  距离分析

作为园林式布局

的建筑, 景观也成为扩

建规划的重要部分。

在景观中需要大量的

植物,适地适树是树种

选择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构建景观植物配置

时,根据不同的植物对强光的要求不同这种差异性把园林植物

分为阳性植物和阴性植物两大类。

图 6  斜度分析 图 7  阴影分析

在 GIS 平台下,可以结合坡向斜度分析(图 6)和光照阴影

分析(图 7)为植物的选择提供一定的依据。结合实际状况, 综

合分析出需要的结果。

4  GIS空间分析结论的运用

佛心寺扩建规划的设计要点是:扩建规划要与总体环境相

融合,新建部分与原有佛心寺的关系需处理恰当。

通过 GIS 对基地进行空间分析, 为扩建规划设计的深入

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特别是在总体布局及建设选址、

空间景观效果构建、细部地形应用上,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41 1  总体规划布局: 园林化设计

基于 GIS 地形地势分析可知, 原佛心寺因地制宜, 背倚莲

花山,正对莲花溪, 呈负阴抱阳之势, 主入口向西南方向敞开。

莲花山山势平缓,北高南低。

图 8  扩建规划平面

佛心寺正处于此山林佳胜之地,在总体规划布局上宜采用

小型寺庙园林化布局的特点 ,密切结合自然景色和地形起伏。

同时,结合 G IS 适宜规划范围的距离分析,在黄色核心区内进

行扩建规划。总体布局(图 8)以原有佛心寺为中心, 新增建筑

位于东西两侧,东侧讲堂, 西侧禅堂及僧寮,其轴线与佛心寺中

轴形成相同偏转角度, 但位置上有所偏移, 呈不对称布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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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位于东侧,原佛心寺与东侧讲堂对外开放, 西侧僧寮区供

寺内人员使用,分区明确。

这一总体规划布局既突出了原有佛心寺的首要地位, 又符

合园林布局自由化的特征。

41 2  空间形态与景观效果

依据 GIS 地形地势的三维模型可知, 莲花山基地环境多

变,水景、缓坡、山体和天际形成其丰富的空间景观层次, 这一

外部环境成为扩建规划整体形态的背景。在设计中,基于对环

境的尊重,从平面布局到空间构成,都遵循尽可能适应原有环

境形态的原则,使二者互相协调, 形成统一的整体(图 9)。

图 9  扩建规划鸟瞰

同时,在总体布局中, 结合 GIS 地形地势与坡度坡向分析

及斜度及阴影分析,对外部空间场地、绿地及广场等游憩活动

的选址和树种的选择进行调整配置, 以强化整体空间的流动

性、不确定性及变化性, 形成多层次的景观界面。

41 3  细部地形应用: 富有特色的入口流线

佛心寺主入口位于场地东侧, 整个入口流线由入口广场、

停车场、山门及山路组成(图 10)。

图 10  主入口透视图

主入口设计的最大特色是与莲花山的山地地形的充分结

合。在设计中,根据 G IS 地形地势分析高差布局, 根据 GIS 坡

度坡向分析细部地形,得出高程特点, 为道路路线提供了直接

参考。

入口广场由两片照壁围合而成,形成一个正方形的场。照

壁的形式取自闽南传统建筑的镜面。进入广场后的入口流线

极富特色,近两百米的山路, 是进入佛心寺广场前区的一段重

要路线。从主入口处停车场开始,徒步而上, 经寺院山门,登佛

心亭,至佛心寺药师佛广场。整个入口流线, 结合地形高差设

计,为进入佛心寺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体验, 强化了/ 初极狭, 后

豁然开朗0的中国园林式的空间意象, 成为进入佛心寺主建筑

的标志。

佛心寺扩建规划设计最终采用 G IS 与 Sketch- up 相结合

的方式,在基于 GI S 分析的基础之上, 进行扩建规划, 将 G IS

三维模型转换为 Sketch 地形, 并建立 Sketch 规划模型, 更加直

观的把握整体效果。经过规划可能性评价、方案分析确立规划

形态。

两种技术的交叉融合,更大的拓展了规划设计的研究方法

和分析手段。

5  结语
从上文可以看出, 在总体环境关系的处理上, GIS 作为辅

助分析工具,为场地规划提供了依据,体现了 G IS 的综合分析

能力。

现在 GIS 已用于城市、建筑领域, 具有很大的潜能。采

用 GIS 技术, 以建立在 G IS 模型基础上的分析结论作为重要

参数进行规划分析, 并确立方案, 不仅可以增加方案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 而且可以提供更加直观的决策依据, 增加方案

的非专业理解和促进规划共识的达成。同时, 多学科的互相

交融更加为其创造了互补的可能性, 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不断

改进或者附以其他相关软件, G IS 在规划设计中的应用前进

将更加广阔。

设计单位:厦门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研究所

项目负责:罗林

设计人员:吴一凡、黄丹丹、赵晶晶、辜克威

图片来源

图 1~ 7:由作者制作

图 8~ 10: 厦门大学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研究所

参考文献

[ 1]刘南, 刘仁义1 地理信息系统[ M ]1 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21

[ 2]江斌, 黄波,陆锋1 GIS 环境下的空间分析和地学视觉

化[ M ]1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1

[ 3] 彭梅1 城中村居住形态分析- G IS 在城市问题中的

运用[ J]1 建筑学报, 2009( 2) : 42- 441

[ 4]王建国, 蔡凯臻1 数字技术方法在现代城市设计中的

应用[ J]1 南方建筑, 2008( 2) : 28- 321

[ 5]耿宜顺1 基于 GI S 的城市规划空间分析 [ J]1 规划师,

2006( 6) : 12- 151

[ 6]俞孔坚1 敏感地段的景观安全格局设计及地理信息系

统应用- 以北京香山滑雪场为例 [ J]1 中国园林, 2001( 1) : 11

- 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