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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圩田是在低洼地区通过围筑堤坝进行农业生产的一种土地利用形式，在漫长的农田开垦与水利建设历史中

形成了圩田景观，具备独特的地域特征和生态、文化等多重研究价值。目前，城市化扩张使圩田景观的保护

与发展成为重要问题，需首先在研究层面针对圩田景观进行整合与深入探究。研究回顾了国内圩田景观的

研究发展历程，分为早期萌芽、初步探索和体系化发展三个研究阶段，并运用文献计量和总结法重点对现

阶段圩田景观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结果表明：现阶段圩田景观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研究领域呈现以风景

园林为中心、多学科参与的特点，主要内容包含圩田景观的历史成因、形态特征等理论研究与具体案例的

实践成果两方面，研究对象在时空上分别涵盖了国内不同平原低地的传统与现代圩田景观，研究方法从定

性的文献资料解读向各类定量化技术手段转变。总体而言，国内圩田景观的研究仍在完善和进一步探索中，

存在一定的理论空白和实践规划方面的挑战，基于此对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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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ders are a form of land us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low-lying areas by enclosing dikes and have formed polder land-

scape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farmland reclam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t possesses unique regional charac-

teristics and hold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regarding ecology and culture. With the ongoing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lder landscapes have become crucial issues requiring comprehensive research explor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older landscapes in China,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arly germination,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Employing literature metrology and summarization 

techniques summarizes current research findings on polder landscapes. The results indicate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towards pol-

der landscapes, focusing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The main contents encompas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historical cause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der landscapes and practical outcomes from 

specific cases.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older landscapes across different plain lowlands in China over 

various periods. Research methods have transitioned from qualitativ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o diverse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Overall, Chinese research on polder landscapes is still undergoing improvement and further exploration; theoretical gaps and 

challenges exist within practical planning. Based on these observations,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re pro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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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圩田建设历史造就了独特的圩田

景观，它不仅是一种农耕和水利建设的产

物，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和改造的结

果，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随着

全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重视，圩田景观

因其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和丰厚的历史文化

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与此同时，快速

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土地利用结构和模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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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宋代是圩田建设的鼎盛时期，形成了“夹

路绿杨一千里，望之如画”的壮观景象，较

早地再现了历史时期的圩田景观。傅积平 [11]

对洞庭湖区垸田类型进行了划分，并根据平

面及立面形态进一步区分小类，属于早期的

圩田形态特征研究。至80年代，缪启愉 [12]较

全面地对太湖塘浦圩田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

理，强调了吴越时期圩田规划形成“河网有

纲，港浦深阔，水系完整”的布局所具备的

优势。圩田农业经济、水利灌溉和圩区治理

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例如林承坤 [13]探究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土地所有制的不同对

圩田开发的影响，同期出现了《圩区的规划

和治理》[14]等专著。早期萌芽阶段的圩田景

观研究依托于圩田历史和农田水利研究，形

成的研究成果少且分散。

2.2 初步探索（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圩田研究成果

的数量增加，一方面延续前一阶段的历史研

究，更深层次地解读太湖流域和江淮圩田、

江汉平原垸田、珠三角沙田等圩田的历史形

成、建造与变迁过程，归纳地域分异下的

圩田特征。另一方面，社会史、环境史的研

究发展推动了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社会关

系变迁的相关研究兴起，研究视角逐渐多元

化，开始关注圩田建造的影响并对其可持续

发展提出了早期设想。陈阿江 [15]认为圩田是

由田、地、水域以及人和生物共同构成的生

态系统，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圩田系统的

生态平衡有赖于社会规范和村民自身的道德

约束；张芳 [16]总结了春秋至元明清不同历史

时期圩田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破坏两方

面的影响；庄华峰 [17]则重点强调古代过度围

垦和不当的圩田管理对水系生态环境的不利

影响。这一时期圩田景观研究进入初步探索

化，圩田景观作为农田系统面临被城市侵占

的风险，亟需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其景观风貌

和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当前国内已积累了大

量关于圩田历史、水利等相关的研究成果，

而圩田景观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发展

和完善阶段，相较国外成熟的圩田景观体系

研究仍有较多空缺。文章梳理了国内圩田景

观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阶段的主要研究内

容、热点和方法，提出当前圩田景观研究的

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发展态势，以期为圩田

景观的传承与更新提供一定的借鉴。

1 概念与研究方法 

1.1 基本概念

1.1.1 圩田

“圩”指防洪护田的土堤，“圩田”即在

低地浅滩筑堤将田地围于其内、水挡在堤外

的农田水利开发形式 [1]，遍布于全球沿海地

区以及平原低地。圩田的构成要素包括农田、

鱼塘、聚落以及堤坝、涵闸、沟渠等水利设

施。中国圩田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

角洲平原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较大的湖

泊沿岸，因自然环境和人为改造方式的不同

又形成了地域差异，例如太湖流域、皖江流

域等地的“圩田”[1]，浙东少部分地区称“湖

田”[2]，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垸田”“堤

垸”[3]，珠三角地区以桑基鱼塘为主的“围

田”“基围”[4]。此外，临江、沿海地带围垦

滩涂形成的“沙田”“涂田”[5]在本质上也属

于圩田。本文所涉及的“圩田”一词是对上

述各类向水要田的土地利用形式的统称。

1.1.2 圩田景观

人类在圩田地区历经数个世纪的人水制

约与适应孕育了圩田景观。荷兰的圩田景观

被定义为圩田围垦的历史表达结果，因当地

自然环境、知识技术与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产生 [6]。国内学者对圩田景观有不同的理

解，王建革 [7]认为其是劳动人民在薮泽低地

的环境下进行水稻休耕而形成的农田景观；

郭巍 [8]将圩田景观阐释为三个层次叠加形成的

复合式景观——基础层为地形、气候等环境

因素构成的自然生态层，中间为融入了水利工

程、农田管理等人为干预的农业系统层，最

顶层是由圩区聚落组成并融入文化要素的人

居系统层；王怡雯[9]则提出圩田景观是中国水

遗产的一种表现，将其定义为反映对文化与

社会需求变迁的延续和适应的文化景观。

因此，圩田景观的含义最初是由圩田开

垦形成的兼备生产和审美功能的生产性景

观，因其历史与社会文化价值的日益突显，

目前普遍认同圩田景观是融自然、农业与人

文于一体的地域性文化景观。

1.2 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国内圩田景观的研究进

展，根据研究发展历程着重对现阶段的研究

成果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统计与可视化分

析，结合文献阅读归纳其发文量变化、学科

分布、研究热点、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与成

果以及现存的问题，并指出未来发展趋势。

2 国内圩田景观研究发展历程

国内圩田建设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

国内对圩田景观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

始，至今可分为早期萌芽、初步探索和体系

化发展三个阶段。

2.1 早期萌芽（20世纪50年代–80年代）

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萌芽，以历史

研究作为开端，宁可 [10]的《宋代的圩田》首

次阐述了江南圩田的形成与兴衰历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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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虽尚未出现基本概念的界定，但对历

史演变规律和特征的总结奠定了后续理论体

系研究的基础，同时在圩田效益上多方观点

的争议性推动了解决问题的实证研究发展。

2.3 体系化发展（21世纪初至今）

21世纪初以后，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科率

先认识到圩田景观的多重价值并进行基础理

论的探索，吴必虎 [18]在《中国景观史》一书

中将国内圩田划分为农业景观的一种典型类

型；陆鼎言 [19]肯定了圩田系统在传统文化的

催生与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王建革 [7,20]从

历史文献和古诗词中提取了宋元时期圩田农

作物与圩岸环境共同构成的农田景观风貌；

周晴 [21]提出圩田景观从野生环境到人工化景

观的转变过程对应着水文生态的变化。在国

内乡土景观研究蓬勃发展的背景之下，圩田

景观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4年开

始受到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学科学者与设计

师的关注，刘通 [22]提出乡土景观的研究内容

应包括自然、农业和聚落景观，总结了太湖

流域由圩田水网格局构成的典型乡土景观特

征；侯晓蕾 [23-24]在乡土景观系统研究中以圩

田景观为例运用层状体系模式探究其形态生

成机制，此后又基于风景园林的视角对圩田

景观的形态结构、主要功能以及圩田水利和

聚落分布特征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乡

土景观研究主要关注环境特征，文化景观概

念的引入则使圩田景观逐渐被视为有形和无

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例如张琳等 [25]就从文

化景观的视角探讨圩田景观遗产中空间结构

的现代化再生模式，以延续圩田文化。近年

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战略

等政策背景为圩田景观研究提供了支撑，科

学技术手段的进步与交叉学科的兴起又给予

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研究至今经历了近

20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风景园林学科为

主导、多学科交融的圩田景观研究体系。

3 现阶段研究进展

借助文献计量和归纳整理的方法，对

进入体系化发展时期的圩田景观研究相关

文献进行统计与分析。在中国知网CNKI数

据库进行检索，限定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

2023年以显示现阶段研究成果，检索公式为

“SU%＝（‘圩田’＋‘垸田’＋‘围田’＋‘沙

田’＋‘涂田’＋‘湖田’）*（‘景观’＋‘形

态’＋‘生态’＋‘环境’＋‘规划’）”，可

检索到该时间范围内主题为“圩田”或“垸

田”等词有关“景观”或“形态”等词的文

献，得到结果共864篇。其中，剔除较多以

“沙田”等作为地名的文章和其他与主题不

符合的报纸等文献，得到最终结果256篇，

包含中文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和会议，并利

用中国知网平台和CiteSpace 6.3.R1版本软件进

行可视化分析。

3.1 文献量年际变化

图1显示2015年之前年发文量不超过10

篇，2015年之后呈现波动式上升态势，2018–

2019年间大幅度上升，2021年达到峰值35篇，

近两年来发文量相对减少且趋于稳定。但整

体来看，圩田景观研究的总发文量较少，在

景观领域的关注度仍然较低。

3.2 学科领域与研究机构 

根据中国知网可视化分析中的学科分布

图显示，共有18个研究方向（图2），其中

前5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分别是建筑科学与工

程、中国古代史、农业经济、环境科学与资

源利用、水利水电工程，共占发表文献总量

的78%，其中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文量

最高，表明现阶段圩田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

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领域，同时呈现出

多学科参与的特点。

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的作者共现聚类

图谱可以得到圩田景观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的

共现频次和合作关联，图3表明目前已形成

两类核心团队，即风景园林学科领域的郭巍

团队、冀凤全团队、汪洁琼团队、张莎玮团

队等，以及历史地理学科领域的王建革团

队、庄华峰团队。各个研究团队内部联系紧

密，但跨学科间的合作频率较弱。

圩田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大高校，

图4显示其中发文机构出现频次最高的前5位

分别为北京林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复旦

图1   研究发文量变化（2000–2023年）

Fig. 1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2000–2023）

1

年份

发
文
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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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和广州美

术学院，此外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建

筑大学等也形成了一定成果。其中，北京林

业大学发文成果最为丰富，共61篇，体现出

其因研究开始早且组建了专题研究团队而形

成的主导优势。目前圩田景观研究的发文机

构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态势，以高校的园林学

院、建筑规划学院为主流，且各发文机构之

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

3.3 研究热点

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的关键词聚类时

间线图谱（图5）和关键词突现图（图6），分

别可以得到现阶段研究的热点趋势。图5中

共有有效聚类10项，除去“圩田”和“圩田

景观”两项主题词聚类，其余8项可归纳为

三类，一是研究视角，“地域景观”和“文化

景观”；二是社会背景，“乡村振兴”“圩田开

发”“农旅结合”；三是研究对象，“塘浦圩

田”“水网平原”“皖东南”。图6显示聚类中

突现强度高的前15个关键词，其中“生态环

境”的突现强度最高、起始时间最早且突现

时间最长，表明学者较早意识到了圩田景观

的对生态的优劣影响并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近年来，“地域景观”“乡土景观”等关键词

开始突现，“文化景观”自2020年开始获关注

热度且持续至今。因此可以得出当前研究在乡

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之下展开，聚

焦于江南水网平原和江淮地区的圩田景观，

研究热点主要为运用乡土景观、文化景观体

系中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圩田景观的内涵，并

反映其在自然与人文等方面的价值。

3.4 研究内容与结果 

通过进一步梳理检索所得的文献，将国

内圩田景观研究内容总结为理论性认知、地

图2   不同学科领域发文量统计图
Fig. 2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图3   作者共现聚类图谱                                   
Fig. 3   The authors co-present                    

4

3

2

图4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Fig. 4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occurrence

文
献
量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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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实证和实践研究三部分。

理论性认知包括对国外经验的总结、国

内概念的提出与研究体系的构建。国外经

验主要是借鉴荷兰的圩田景观营造，从虞

中尧 [26]、陈斐 [27]等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荷兰圩

田景观开发中建造技术与文化、景观之间的

密切相关性，在设计中强调场所记忆的体

现。郭巍 [28-29]首次将关注点从分析荷兰圩田

景观特征转向荷兰学者对圩田景观的学术性

研究，整合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D）提出

的“圩田语法”系统研究框架和全国圩田地

图集等成果，并学习其研究思路，此后针对

国内圩田景观提出了基本概念和多层叠加的

研究方法 [30]。历史和地理学领域则对圩田景

观理论体系进行了时空变迁视角的扩充，与

风景园林视角的研究相结合形成了以下框架：

追溯传统圩田景观的成因及历史演变过程，

而后将圩田景观分解为水利、农耕、聚落等

多个子系统并探索相互间的关联性，剖析传

统营建智慧。

地域性实证研究是在理论认知的基础上

选取特定的样本区域，该部分占整体的比重

较大。其中以中观尺度下圩田地区的综合性

实证研究成果为主，研究样本已基本覆盖具

有圩田开垦历史的各地区[31-33]，其研究共性

为通过叠加方法归纳出“水—田—居”复合

布局模式下的传统圩田景观营建智慧，即以

灵活的水利格局、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和适

应环境的聚落形态和选址来创造和谐的人居

环境。同时各地也存在景观特征上的地域特

色，例如珠三角的规则几何式桑园围 [34]和苏

州地区破碎化的湖荡圩田[35]在景观面貌上呈

现非常大的差异。此外，从微观尺度提取圩

田景观体系下乡村聚落的空间特征，得出圩

田和逐水而居的聚落相互依托的景观格局 [36]，

或对圩村和水利景观空间构建评价模型进行

分析以精准定位现存的问题 [37]。实证研究还

包含以生态视角剖析圩田空间的生态系统服

务，构建生态、生产、生活融合的人文生态

系统，以及从遗产保护出发提出以现代科技

搭建文化展示平台等文化遗产的现代化传承

路径 [38-39]。

实践研究分为圩田景观的保护与修复

和适应性转型设计。应对过度圩田开垦破坏

生态环境、城市扩张导致现存的圩田水系

淤塞的现状，学者尝试提出在维持原有的

水系自然布局的基础上重新规划水网级别，

适当让地于水以恢复水域环境等生态修复

策略 [31]，或进行生态空间敏感性评价以减少

干扰措施，保护圩田生境 [40]。现有规划实践

涵盖城市 [41]、圩区[42]、圩区乡村 [36]、城市湿

地公园 [43]和风景区[44]等不同尺度，较典型的

属台州鉴洋湖圩田湿地公园更新设计，项目

保护了现有圩堤并将湿地净化系统嵌入原肌

理之中，在实现生态修复的同时展示了尊重

历史与自然的态度 [43]，卢斯腾 [45]提出了基于

圩田肌理结构营造生产性景观的策略，以提

高城市居民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认知。在当前

圩田景观的设计实践中，以传统景观特征的

保留与适应现代化的改造相结合为首要目标，

提出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措施以发挥圩田景观

遗产在现代城市发展建设中的作用。

国内圩田景观研究综述      温佳宁    等.  

图5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Fig. 5   Keywords clustering timeline mapping

图6   关键词突现图谱
Fig. 6   Keywords emergence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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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方法

圩田景观的研究方法因学科领域而异，

人文社会学科倾向于使用文献解读和社会调

查方法，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获取圩田的历史

沿革和发展变迁等方面的资料或对古诗词、

古画中的历史圩田场景进行提取和再现，并

通过问卷和访谈收集关于当地人民对圩田认

知和使用的信息；农业、水利和环境科学领

域则偏向于实地调查，通过观察、测绘等方

式获取圩田景观的现状信息，并评估对生态

的影响，随着技术的迭代也逐渐出现数学模

型或仿真模型的运用，模拟圩田景观的水文

循环、生态过程，并预测未来的动态发展趋

势 [46]；地理学领域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处理空间数据，以研究圩田景观分布、形态

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从风景园林学科视角对圩田景观的研

究通常融合多种研究方法，可分为静态层面

的景观特征研究方法和动态层面对圩田景观

历史演变的图解分析法。已有文献中依据景

观生态学方法、千层饼模式以及多尺度的基

础理论方法对圩田景观的构成要素进行剖

析，或借助类型学方法 [47]、景观特征评估方

法 [48]等对圩田景观的平面形态进行识别与

特征提取，动态的圩田景观历史演变研究则

基于多个时间节点的静态数据，进行相同尺

度下的对比研究，且多与地理学领域的技术

方法相结合，通过制图的方式呈现成果。其

中，圩田景观类型的识别前期通过图文资料

对历史时期的圩田景观类型进行主观地区分

类，目前多根据卫星遥感和无人机航拍图像

资料进行切片提取，将圩田景观识别为多种

形态，运用ArcGIS、CAD、Photoshop等软件进

行图示化转译 [49-50]。随着数字景观技术利用

及学科交叉发展，开始出现借助机器学习[51]、

深度学习 [52]工具的量化研究，通过神经网络

搭建圩田景观肌理识别模型，以区分圩田形

态和实现圩田分布区域的划分，标志着研究

方法从过去的主观识别朝向更加精准和高效

的量化与自动化方向转变。

3.6 现存问题 

纵观目前圩田景观的研究内容与结果，

发现研究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跨学科间的合作薄弱。圩田景观研

究涵盖了人居环境学科、历史与人文地理学

科、农学、生态学和水利水电工程学科等多

个领域，呈现多学科参与的特点。但各个学

科的研究通常独立进行，以自然科学为主的

研究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关注自然要素和空间

形态，而社会科学则重在理解和解释人类社

会行为和文化意义，两大类的研究缺乏连接，

未能充分发挥跨学科间的互补和交叉优势。

（2）研究体系中景观评估与价值实现等

环节的缺失。圩田景观具备产业经济发展、

生态服务、文化传承等多重效益，尽管已有

文献充分肯定了其功能作用，但仍未形成科

学的量化评估景观功能性的体系机制，未能

充分揭示圩田景观的综合价值，也暴露出当

前研究体系的不成熟。现有的景观评估尝试

在以往的乡土景观体系下进行，但由于各地

环境差异导致评估标准不一致，且往往忽视

当地居民对景观的情感认同和实际需求而使

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3）圩田景观发展与转型的困境。在圩

田景观发展过程中，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是一个难点，过度的文旅开发可能会破坏景

观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而过于保守的保护态

度也可能限制圩田地区社会和经济价值实现。

已有研究中提出了较多的方法指导和策略，

但也缺乏创新性以及设计与研究共同推进的

落地性。

4 发展趋势及展望

4.1 理论层面的多元融合趋势

4.1.1 系统性的研究完善

目前国内学者对圩田景观研究常局限特

定区域，尚未有全国范围内圩区数据统计和

整合。相比荷兰全国性圩田景观分类地图集

成果，中国面临地域广、调研难、地方数据

分散等现实问题，未来研究重点完善圩田

景观研究的系统性框架，规范研究中采用的

技术和方法，并增加科学的景观量化评估环

节，结合数字化技术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整

合保存，从而形成全国范围的圩田景观研究

成果。

4.1.2 跨学科的多元化整合

研究发展将更加强调跨学科整合，推动

风景园林与地理信息、水利工程、计算机科

学等领域技术交叉，吸纳研究人员形成合作

体系，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充分利用大数

据分析、建模等数字化手段实现圩田景观的

量化研究，为圩田景观保护发展提供科学支

撑。同时，促进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生态学

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相结合，共同分析圩田景

观在建设实践中的问题，从而找到更为优化

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4.1.3 国际及国内的比较与交流

荷兰悠久的圩田景观营建使其成为低地

景观的典范 [53]，近年来荷兰学者应对气候变

化、人口增长等带来的挑战率先尝试进行圩

田景观的转型研究 [54]，其他西欧国家也具备

圩田建设经验，对中国寻求圩田景观的可持

续发展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从国内自身来看，

梯田景观与圩田景观具有类似的构成要素和

农耕文化价值，但其研究开始早、成果丰，

且现已具备了保护条例和多方联合的保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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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是当前国内文化景观研究的典范，能够

为圩田景观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4.2 规划实践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4.2.1 圩田生态保护与修复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之下研究将更加

关注圩田景观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看待

圩田景观的生态影响，权衡其在增强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方面的作用与可能对生态系统的

破坏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合理的管护措施

保护和修复圩田景观的生态系统健康，减轻

负面影响。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洪水、城市

内涝等诸多水环境的挑战，也可以借鉴传统

圩田景观中水资源管理的经验，以寻找新环

境条件下的适应途径。

4.2.2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太湖溇港圩田、苏州塘浦圩田已分别被

列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省级农业文化遗产

的保护范畴，圩田景观作为圩区文化延续的

载体，研究将更加关注保护圩田景观所蕴

含的农耕、水利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创新

文化传承的途径和形式。在保护的基础上

打造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点，于游览系统中增

加对圩田景观的文化展示和互动体验，同时

通过促进生态农业、文化产业等多种功能的

融合发展，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结

合。此外，积极探索促进圩区本地居民的参

与方法，让他们成为文化传承的参与者和受

益者。

4.2.3 现代圩田景观适应性转型

圩田景观具有强烈的动态变化特征，

在城市加速扩张下圩田景观容易遭受均质化

的冲击，导致其个性特色消逝并向标准统一

的模式发展。因此，规划设计需因地制宜

地制定保护与更新策略，在受现代化冲击较

大的圩区积极探索适应现代化转变的途径

例如圩田湿地公园的建设，促进圩田景观的

生态转型，以满足城市扩容的新需求。在

圩田景观的管护上推动多方合作，建立有效

的长期监测和管护体系，以实现持续的生

态系统管理。

5 结语

国内的圩田景观研究历经了一个逐步深

化的过程，从最初关注农田、水利灌溉制

度，发展到如今对生态、文化和历史价值进

行系统化的综合研究，不同学科领域的多元

研究视角也为圩田景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有利的理论支撑和参考。通过对国内圩田景

观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现阶段研究进展的梳

理，发现现阶段圩田景观研究总体呈上升

的趋势，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处于稳定增长阶

段，但仍有研究体系不完善、缺乏跨学科交

流等问题尚未解决，在圩田景观保护与利用

实践中也存在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保护与现

代化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合理的规划

和科学的管理手段来妥善解决，以确保其

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乡村振兴、新型城镇

化战略的不断推进，乡土景观特色风貌的传

承、发展与创新已成为人居环境学科领域的

重要课题，在中国南方广大的乡村地区，圩

田景观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

景观双重属性的重要资源拥有广阔的研究前

景，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的兴起也使圩田景

观展现出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巨大

的旅游开发潜力。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项

挑战，圩田景观的未来研究需不断地寻求平

衡与突破。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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