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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背景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要求，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综合治理，推动三亚呵护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统筹藤桥河流域范围内土地综合整治、乡村

振兴、生态修复、水利建设等各项工作，进一步优化国土空

间格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传承乡土

文化，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编制本规划。 

二、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一）规划范围 

本项目以三亚市域界内藤桥河流域范围为研究区域，面

积约 119 平方公里，其中东河流域面积 61 平方公里、划界

河长 18.18 公里，西河流域面积 58平方公里、划界河长 5.18

公里。 

藤桥河三亚段中上游低山丘陵至下游沿海平原，沿途串

联诸多城镇节点及人文自然资源，是山海联通、陆海统筹、

城乡一体的重要生态廊道。 

（二）规划期限 

本次流域整治规划以流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础，以试点

单元奖励建设用地指标招商为目标。规划内容可以为后续相

当长一段时期的土地整治工作依据，以寻求到适合的招商契

机。考虑到招商工作的不确定性，本规划期限与《三亚市国

土空间规划（2020-2035 年）》时效一致，即近期到 2025 年，

远期到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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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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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理念 

（一）从“海绵城市”到“海绵国土” 

从生态系统服务出发，构建多尺度水生态基础设施，是 

“海绵国土”的核心。海绵国土建设的三大策略：源头消纳

滞蓄、过程减速消能、末端弹性适应。宏观——建立区域水

安全格局；中观——水功能分区的旱涝调节系统和水生态净

化系统的建设；微观——海绵体，包括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

的最小干预技术、与洪水为友的生态防洪水技术、加强型人

工湿地净化技术、生态系统服务仿生修复技术。 

（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以生态修复为抓手进行土地整治和建设用地整理，以政

策奖励为底线打包整合招商。选取资源本底好、群众呼声高、

投资条件优越的子流域单元，进行重点方案设计和策划，实

现试点的带方案招商。以成功试点为标杆，引导流域内其他

试点开展工作，实现流域内的产业发展致富。 

四、规划目标与定位 

（一）规划目标 

1.流域生态安全 

通过对山、水、林、田、草等自然资源的系统治理，构

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化生态修

复和保护，保证流域生态安全。 

2.土地综合整治 

通过划分综合整治单元全面梳理流域自然、文化、村庄

等资源，全面统筹生态、生产、生活用地布局，盘活存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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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激发乡村活力，整体连接各级生态板块、整合城乡服务

功能、加强城乡统筹融合。 

3.产业协调发展 

在流域生态安全和土地自理的基础上，把建设开发和环

境有机结合，通过产业项目的经济效益反哺生态修复，形成

良性循环，同时促进区域旅游发展、展现城乡风情、满足游

憩需求。 

4.重塑河流廊道 

藤桥东西河整体打造山海休闲游憩廊道，以河流生态保

护和修复为前提，摒弃“遇洪建堤”的工程思维，在保障防

洪安全前提下，与洪水为友，重塑河流景观，消除面源污染，

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态河道。 

5.统筹规划实施 

全面统筹生态保护和修复、土地治理、乡村振兴、全域

旅游、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活动。同时规划设计强调

落地性和可操作性，规划成果可转化为项目清单和任务清单，

方便政府各部门实际操作。 

（二）规划定位：藤桥河山海生态廊——水田村共融、

山海城联动 

规划以藤桥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和土地综合治理为基

础，以藤桥东河和西河为两大绿轴、以三亚超级绿道（藤桥

河段）为游憩体验环、以椰子洲岛为重心、以沿岸各类生态

修复、乡村振兴、休闲游憩项目为节点，打造“城乡一体、

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资源融通”的藤桥河山海生态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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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一）水源安全格局 

规划筛选流域内具有雨洪调蓄功能的水库、河流、坑塘、

湿地等水系，再纳入河道蓝线、治导线、水库保护线等基础

上，识别生态过程所需的缓冲范围，严格保护现有河流水库

坑塘水源，构建地表水源格局。根据径流分流部位和等级不

同，在交汇处的各景观战略点可形成多层次的等级体系。通

过径流模拟，并结合现状径流廊道位置，划分 1 级、2 级、3

级径流廊道，并分级划定保护范围。 

将地表水源与地表径流叠加形成藤桥河流域水源安全格

局。 

附图 2：水源安全格局规划图 

（二）雨洪安全格局 

规划结合雨洪水文过程模拟，根据不同区域的防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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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地形和暴雨强度等数据进行淹没区分析，识别易被洪水

淹没的区域以及具有重要调蓄功能的现状坑塘、低洼地和湿

地。结合水系径流廊道、用地兼容性等分析，在湿地高适宜

区中筛选潜在调蓄湿地区域，按照 1.5m深度计算调蓄水量。

识别湿地适宜区 139.66 公顷。 

将雨洪淹没范围与关键调蓄湿地叠加形成藤桥河流域

雨洪安全格局。 

附图 3：雨洪安全格局规划图 

（三）水质安全格局 

流域内部分园地、农田由于过度施用农药、化肥导致周

边空气质量极其恶劣、水系面源污染。通过计算各子流域耕

地、园地等污染源面积，结合径流计算公式，明确污水产流

体积。结合生态净化理念，拟采用规划生态净化坑塘的方式

净化各流域内的污水。计算最终需新增净化坑塘，并明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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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坑塘的位置和面积。 

规划将关键净化坑塘与汇前植被缓冲带叠加形成藤桥

河流域水质安全格局。 

附图 4：水质安全格局规划图 

（四）生物安全格局 

规划严格保护现状林地覆盖良好区域。规划识别一二级

林地中现状植被覆盖较差的区域，需严格保护防止用于其他

用途，逐步恢复自然植被生境。规划选取大白鹭作为指示物

种，构建流域内生物安全格局，明确动物栖息的重要山林基

质、迁徙廊道及小型跳板，构建连续完整的生物栖息网络。

最终识别出核心栖息地斑块 33.4 平方千米、核心迁徙廊道

四条。 

规划将林地保护与动物栖息地廊道保护范围叠加形成

藤桥河流域生物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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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生物安全格局规划图 

（五）综合生态安全格局 

将水源安全格局、雨洪安全格局、水质安全格局、生物

安全格局、生态保护红线等叠加，得到藤桥河流域综合生态

安全格局，总体呈现“两翼、两轴、多廊、多点” 的网状生

态空间结构。其中“两翼”主要是西南部甘什岭生态山林范

围及东北侧生物栖息地大型斑块；“两轴”为藤桥东河和西河、

“多廊”为多条径流生态廊道组成的河网布局；“多点”为净

化坑塘、生物跳板、雨洪淹没区等点状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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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生态空间结构规划图 

规划选取综合生态安全格局中的“低安全水平”，并将流

域内生态保护红线、河道三线等应保尽保的硬性管控空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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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划定总计约 54 平方千米的生态安全格局用地。 

附图 7：底线生态安全格局规划图 

在底线安全格局中生态保护红线约占 45%、底线水源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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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约占 30%、底线生物格局约占 13%、底线雨洪格局约占 10%、

水质格局约占 2%。 

附图 8：底线生态安全格局构成规划图 



 

12 
 

六、全域土地综合治理 

（一）土地整治单元划分 

规划将流域内各类整治用地划分为生产、生活、生态用

地范畴内，其中生产类用地包括耕地、园地，主要是进行农

用地整理；生活类用地主要包含城镇、村庄，主要是建设用

地整理；生态类用地即生态安全格局主要用地，由水体和各

类林地组成，主要是乡村生态保护修复。 

检核边界，拟合调整子流域边界和行政边界，形成 13 个

土地整治子单元。 

（二）农用地整理 

分析研究子流域内各类用地的类型和规模，规划通过旱

改水、高标准农田、耕地恢复与开垦等方式，确保耕地数量

增加、质量提升、集中连片、现代化耕种。其中恢复耕地

1336.1 亩，垦造耕地 1194.6 亩，共计 2530.7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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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农用地整理规划图 

（三）建设用地整理 

规划研究分析流域内城乡建设用地分布与使用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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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低效建设空间腾退、布局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等。共

计腾退建设用地 1678.1 亩。 

附图 10：建设用地整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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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保护修复 

规划以跨尺度水生态系统为骨架，统筹各类生态修复项

目，从源头-中途-末段全面提升水生态环境和森林生态环境，

具体包括径流廊道修复、森林生态修复、净化坑塘构建以及

调蓄湿地修复等项目。总计生态修复 16661 亩。 

根据《三亚市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方案》激

励奖补机制：社会资本投资生态保护修复达到 500亩以上的，

允许在依法依规、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可在项目区

安排不超过 3%的治理面积从事旅游、康养、体育、农产品加

工等产业开发。按照政策，经生态修复后可新增 32.43 公顷

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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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1：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图 

（五）产业布局 

规划结合现状区域产业发展，统筹流域中生境位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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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用地条件、周边资源打造五大类重点项目。项目主要包括

生态修复类、乡村振兴类、基础设施类、旅游康养类以及和

美田园类。 

附图 12：产业项目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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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藤桥河廊道规划设计 

（一）整体设计 

规划以藤桥东河和西河为两大绿轴、以三亚超级绿道

（藤桥河段）为游憩体验环、以椰子洲岛为重心、以沿岸各

类生态修复、乡村振兴、休闲游憩项目为节点，整体打造海

棠国际滨河生态走廊。形成“两河、一环、多节点”的规划

布局。 

两河：依托藤桥东河和西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整体

打造滨河生态休闲游憩廊道。通过对河流沿线现状生态资源

的综合整理，把山体林地、生态田园、美丽乡村等要素相连

接，进行整体生态保护修复和发展利用，同时增加休闲游憩

功能，引导旅游发展由滨海向内部腹地延伸，实现城乡共荣

发展。 

一环：规划结合两河沿线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和独特民

俗风貌，并充分利用现状已经存在的乡村道路系统，整体构

建藤桥河超级绿道。绿道实现独立的慢行交通，自行车道和

慢行步道根据场地的具体情况分合设置，形成串联整个区域

以及各个功能节点的联络环线，实现慢行休闲游憩的独特体

验。结合绿道和服务需求，沿线设置服务驿站和休闲游憩场

地，共建一条景观优美、服务完善、舒适宜人的综合廊道。 

多节点：藤桥河沿线依托周边场地特质和未来产业发展，

在重要节点植入相关产业功能，设置旅游康养和和美田园等

项目，包括大健康理疗康养中心、水上运动游乐中心、研学

基地、田间民宿、乡村民宿、共享农庄、田园综合体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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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沿线乡村进行乡村振兴，整体改造美丽乡村，结合特色

民族风情植入休闲旅游功能，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减小城乡

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附图 13：藤桥河生态廊道规划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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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策略 

1.保留河道自然形态，不砍树，不填水 

现状藤桥河河道两岸自然驳岸较多，占全线的 80%以上。

硬质驳岸主要存在于藤桥西河以及城镇区域。现有河道治理

防洪堤较为工程化，且局部占用河道与河漫滩，阻隔人水、

田水、林水关系，安全有余而生态不足，建议优化。通过“退

堤”方式，在满足防洪标高的同时，对现状滩地及树木最大

程度保留，减少工程量并保障了建设用地的安全。局部将堤

线后退至现状已经满足防洪标高的位置，既满足防洪安全的

同时，对现状滩地及树木最大程度保留。 

附图 14：河漫滩效果图 

2.尊重自然的驳岸改造，更生态，更宜人 

对自然郊野区域的驳岸适当改造，规划在现状树较好的

郊野区段增设步道及游憩设施，最大限度保留现状植被。对

植被较差的区域进行生态修复和植被改善。靠近农田区域保

留现状农田肌理，增加河边亲水空间。在城镇已经驳岸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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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进行综合改造，软化驳岸形态，在空间较为狭窄的位

置打造台地水岸，生态化改造缓坡入水，增加亲水游憩空间。 

滨河植被的提升和改造遵循自然生态的设计理念，低干

扰的工程策略，以较低的工程量实现最大的生态效益。打造

自然调蓄、自然净化、自然渗透的海绵河道。运用乡土植被

恢复理念，在植物种植设计时参考当地乡土自然植被群落组

成和植物种类。 

附图 15：自然郊野段驳岸改造效果图 

附图 16：城市段驳岸改造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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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丰富多样的净化湿地，处理面源污染 

规划梳理流域地表径流，通过联通整合最终汇入沿藤桥

东西河，径流通道串联现状坑塘，形成净化面源污染的设施，

在主要径流末端汇入藤桥河区域设置生态湿地，进一步调蓄

水量、净化水质。 

湿地的建设遵循自然生态的设计理念，低干扰的工程策

略，以较低的工程量实现最大的生态效益。打造自然调蓄、

自然净化、自然渗透的湿地效果。河口湿地建设分为五大片

区包括赤田湿地、新民湿地、东溪湿地、田湾湿地和田车湿

地。湿地建设因地制宜，打造树岛、台地、和内河三种湿地

模式，提升藤桥河沿线调蓄净化能力，打造生态弹性的海绵

水岸。 

附图 17：调蓄湿地效果图 

4.沿河串联丰富的产业项目，更活力，更有趣 

规划根据藤桥河沿线自然和产业资源，植入新的城市产

业功能，形成都市田园、椰岛休闲、河口湿地、田园游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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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岛农庄和自然修复六大分段，打造丰富多样的项目类型。

结合各个片区的功能定位和河流沿线的自然、人文资源，统

一整体风貌，区域协调开发。廊道沿线的景观环境和建筑设

计要充分结合三亚热带风情特色，采用统一协调的色彩搭配。 

附图 18：共享农庄效果图 

附图 19：椰子洲岛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