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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成库前后沿江山水景观空间视觉特征比较

汤晓敏1 , 2 , 　王祥荣1

(1.复旦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 上海 200433;2.上海交通大学 农业与生物学院 , 上海 201101)

摘　要:以景观空间尺度规律与人的视觉规律为指导 ,基于 RS 、GIS 以及 AutoCAD技术 ,从江面

视点出发 ,通过测定山水景观视觉空间断面的宽高比 ,辨识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沿江山水景观视

觉空间的类型. 从空间视域 、视距与观景者视觉接收后所产生的心理体验等几个方面 ,比较分析了

长江在三峡成库前的常年洪水位 、成库后的 145与 175 m 水位下沿江景观视觉特征的变化.结果表

明:①沿江山水构建出夹景 、敞景 、框景 3种视觉空间类型;②长江水位的抬升对沿江山水景观视

觉空间的总体特征影响不大 ,整体山水景观空间格局不变 ,夹景空间峡感犹存 ,雄 、奇 、幽的三峡风

貌基本不变 ,但高峡平湖景观取代滩多水急的风光 ,两岸支流可达性增强 ,消落带由夏水冬陆型转

为冬水夏陆型. 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景观规划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以期对三峡工程的景观视觉质量影

响评价及景观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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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ills and Water Landscape

Visual Features along the River Before and After the

Reservoir Construction in Three G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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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 f a guidance of the landscape spatial scales principles and visual pat te rns , based on

RS /GIS /AU TOCAD techno logy , this paper identified the type of landscape visual space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Chongqing) by 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D∶H o f the big gest natural landscape space f lood.

In the aspects of view shed , and the view distance as well as psycholo gical experience of the viewe r , the

paper analyzed comparatively the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visual features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ural

landscape space under the different w ater levels(145 m , 175 m)of Yang tze Riv er befo re and af ter the reser-

voir const ruct ion in Three Gorges. The resul ts show that ① There a re three types of landscape visual

space:vista line r landscape , open landscape and framed landscape;② The w ater level o f Yang tze River

w ould have li t tle impact on the comprehensive natural visual space:the overall landscape visual pat tern wi ll

no t changed , the overall features of canyon space w ould be sti ll pro tected there. The features of Three Go r-

ges , such as majesty , oddity and quie t , will basically not change. T he fo rmer more beaches and speeding



flow w ill be replaced by alpine valley and fla t lake landscape , it w ill be easy to go to the small branches , the

w ater-level-fluctuating zone wi ll be changed from a type of summer w ater and w inter land to a type o f w in-

ter w ater and summer land. Some st rategies we re presented fo r th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const 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 r Three Go rges Pro ject.

Key words:Three G orges reservoi r area;landscape visual space;view distance;view shed;visual angle

　　空间是根据视觉确定的一种相互关系 ,产生于

一个物体同感觉它的人之间. 空间感是指由地平面 、

垂直面以及顶平面单独或共同组合成的具有实在的

或暗示性的范围围合[ 1] . 沿江山水景观空间是指以

长江江面为地平面 、以两岸的山体为垂直面而形成

的线形 、垂直面封闭 、顶平面开敞的垂直空间. 影响

垂直空间视觉特征的客观可变因素有 3 个:江面的

宽度(D)、两岸山体的相对高度(H)及两岸山体的

坡度(S)
[ 1]

. 景观视觉空间特征主要体现影响因素

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构架.对于景观

评价而言 ,人与实体景物间产生的关系造就了空间

的开放与封闭的感受 ,评价中必须针对观景者与景

观间的距离 、相对位置以及观景者的视角等进行客

观的分析与度量[ 2] ,以便了解景观空间的视觉特征.

国内外学者针对景观视觉空间特征的分析与度量在

技术与方法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献[ 3 ,4]依据不

同地理环境特征提出了相应的观景者距离带划分

法 ,通过测定观景距离 、观景位置以及视觉可见的角

度(视角)来判定空间的开闭程度;刘滨谊[ 5] 将风景

旷奥度作为风景空间感受评价的标准 ,提出了风景

感受的 3种空间 ,并利用一系列知觉 、感受测度来定

性或定量表示风景的旷奥 ,即进行风景空间的感受

评价;Matthew 等
[ 6]
基于 RS /GIS 对 Rocky M oun-

tain景观的平面及全景进行的模拟来对适当的视觉

参数定量化 , 以此测定景观的视觉特征;Damian

S chofield等[ 7] 利用计算机虚拟环境分析视域的百

分比;Kyushik Oh
[ 8]
以韩国首都为例 ,从景观资源

的可视性与街道的尺度建立了视觉承载力阈值

(VTCC),以此来管理视域障碍和沿街开发项目的

尺度 ,维持和提高景观空间的视觉质量.

三峡工程的建设受到了国内外各个领域的广泛

关注 ,有学者对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 、人居环境建

设 、旅游开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9-12] ,同时对三峡工

程的生态与环境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 13-15] .但对于三峡库区景观空间的视觉问

题以及三峡工程对库区景观视觉的影响却没有引起

重视 ,目前尚未对景观视觉空间的特征评价与影响

评价进行系统研究 ,而景观视觉空间问题对世界级

的峡谷景观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以沿江山水景

观空间为研究对象 , 基于 RS 、GIS 以及 AutoCAD

技术 ,以景观空间尺度规律与人的视觉规律为指导 ,

采用简便直接的方法对沿江山水景观空间的视觉特

征进行量化的测度 ,希望对此领域研究有所裨益;同

时对三峡大坝建设前后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山水

景观视觉空间特征的变化进行比较 ,以期给予三峡

工程对景观视觉的影响一个客观公正 、科学理性的

评价 ,并为沿江景观规划 、建设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自西向东横切大巴山与巫山山脉 ,两岸山

峰耸立 、山高坡陡 、河谷深切 ,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

三峡.三峡工程位于长江西陵峡三斗坪 ,全称为“长

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见图 1).三峡工程的全部工

期为 17 a.施工期间长江水位的变化分 4个阶段:①

利用中堡岛修建导流明渠 ,以 1997年 11月的大江

截流为标志 ,长江水位提高了 10 m;②2002 年 10

月 ～ 2003年6月 ,大坝逐步蓄水至135 m ,尾水至重

庆万州区境内;③2006年 9月 ,库区水位将抬升至

156 m 左右;④2009年最终蓄水达 175 m(吴淞海

拔),防洪限制水位为 145 m ,每年将有近 30 m 落差

变化 ,形成冬水夏陆的消弱带
[ 14]

. 三峡工程未建之

前 ,长江天然水位涨落也较大 ,一般在 45 m 左右.

图 1　三峡库区重庆段的区位及景观单元分区

Fig. 1 　 The location and subzone of landscape unit o f

Chongqing secto r in Th ree Go rges re ser voi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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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库区是指三峡大坝建成后受回水影响的水

库淹没区和移民搬迁安置所涉及的区域 ,位于东经

106°14′～ 111°50′,北纬 29°16′～ 31°25′.东起湖北宜

昌市 ,西至重庆江津市[ 9] .本文主要涉及长江三峡库

区重庆段 ,西起江津市羊石镇 ,东至巫山县 ,涉及重

庆境内长江干流约 600 km 的沿江可视区域 ,地势

东高西低 ,并由南北向长江河谷渐低(见图 1). 以该

区域内的沿江山水景观视觉空间为对象 ,比较研究

三峡水库建设前后沿江山水景观视觉空间特征及游

赏效果的变化 ,分析三峡工程对沿江山水景观视觉

质量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 1　同质单元划分与研究样点的确定

以 2002 年覆盖重庆全市域的 Landsat ETM +

遥感影像解译资料 、1∶5×10
4
的数字化地形图及

其衍生的数字高程模型(DEM)为基础 ,在 GIS 中 ,

利用重分组(reclassify)空间分析模块[ 8] ,从一个视

点(即江面的轮船上)出发 ,依据沿江山水关系以及

地貌景观特征 ,将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划分为 4 个

景观单元:①江津 -重庆都市区(中梁山猫儿峡),

川东褶皱带低山缓丘区 ,两岸地势相对平缓 ,周边低

山海拔高度在 400 m 左右 ,景观起伏相对平缓;②

重庆都市区-涪陵(黄草山黄草峡),川东褶皱带低

山缓丘峡谷区 ,长江垂直几条低山山脉而行 ,形成素

有长江小三峡之称的明月峡 、铜锣峡 、黄草峡景观;

③涪陵 -万州 ,川江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 ,低山海

拔在 400 ～ 1 200 m ;④万州 -巫山 ,中山峡谷陡岩

区 ,长江穿越大巴山与巫山山脉 ,形成了壮丽的峡谷

景观 ———瞿塘峡和巫峡(见图 1).

依据以上景观单元的划分结果 ,从现场拍摄的

2 000多张照片中 ,选取能代表每个景观单元特征

的研究样点:景观单元①取 1个样点;景观单元②取

3个样点;景观单元③取 3个样点;景观单元④取 4

个样点.共计 11个样点 ,如图 2所示.

图 2　研究样点位置分布图

F ig . 2　The location of the samples in study area

2. 2　景观空间类型辨识

根据图 2给出的位置 ,在 AutoCA D中绘出每

个样点的横断面图 ,测出在三峡大坝蓄水前常年洪

水位标高下各个样点的 D 、H 、S 值. 计算出各个样

点的 D ∶H 值.当山水景观空间的 D ∶H <1(一般

为 1∶2 ～ 1∶3)时 ,判定为夹景空间(峡谷空间);当

D∶H>1(一般为 3∶1 ～ 5∶1)时 ,判定为敞景空间

(宽谷空间)
[ 8 , 16]

.

根据长江干流在重庆境内的分布走向及沿江山

体在江面上的凹凸变化(即岸线形态),在沿江山体

的峰回路转处 ,以沿江的第一重山体 、岩壁作取景

框 ,摄取层峦叠嶂的延绵群峰 ,形成的一系列立体风

景画框即为框景空间.

2. 3　景观视觉空间特征评价

长江水位的抬高将导致江面变宽 、两岸山体相

对于水面的高度降低 ,两者叠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

观景者在江面上的视域开阔 、视距变大 ,从而使两岸

群峰 、崖体的观赏视角大幅度变小.景观空间的视觉

效果也将有一定的改变 ,改变的程度可从 3个方面

进行评价:①通过测定三峡成库前的正常洪水位 、

三峡成库后正常蓄水水位 175 m 及防洪限制水位

145 m 时的 D∶H 值 ,判断沿江山水景观空间开闭

程度的客观变化;②以江面为视点 、两侧山体为目

标 ,进行视觉分析 ,测定观赏视角 、视距的变化;③

依据以上两个分析结果 ,对观景者视觉接收后的心

理感受进一步剖析 ,测定心理视野高程的变化.

2. 3. 1　D ∶H 值的测定 　在 AutoCAD中分别绘

出每个样点在三峡成库前的正常洪水位 、三峡成库

后 175以及 145 m 水位下的横断面图 ,测出各个样

点在不同水位下的 D 、H 、S 值 ,计算出各个样点的

D∶H 值并进行比较 ,以此评价各个样点段空间关

系的客观变化[ 1 , 2] .

2. 3. 2　视觉分析　根据人的视觉规律
[ 3 , 16]

,以江心

或江边为视域中心 ,以两岸的山体为观赏目标 ,比较

分析三峡成库前常年洪水位 、三峡成库后 145 与

175 m 3个不同水位段沿江两岸山体的观赏视距 、

视角变化 ,以此来分析长江水位的抬升对山水景观

空间视觉效果的影响.

(1)视距测定与分析. 在 A utoCAD 中 ,利用各

个样点的横断面图 ,分别测定 3个不同水位下 ,江面

中心线与沿江两岸第一重山脊线可视边界的距离 ,

得出从江面中心视点出发的左岸视距和右岸视距.

对垂直空间而言 ,观赏的最佳视距主要考虑视距与

景物高度的倍数关系.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距离带划

分法[ 3 , 6] ,根据三峡的地理环境特征 ,本文划分为 3

个距离带:近景 0 ～ 500 m ,中景 500 ～ 1 200 m ,远景

1 200 m 以上.根据人的视觉规律
[ 16]
,当视距是山体

相对高度的 1倍时 ,视景仰角为 45°,能看到崖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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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和细部 ,产生高大感;当视距是山体相对高度的

2倍时 ,视景仰角为 27°,能看到山体的整体 ,空间的

高大感减弱;当视距是第一重山体相对高度的 3 倍

时 ,视景仰角为 18°,能看到第一重山体的整体与背

景 ,空间的封闭感消失.评价中以此为标准判定各个

样点的景观视觉效果.

(2)视角测定与分析. 在 AutoCAD 中 ,利用各

个样点的横断面图 ,分别测定 3个不同水位下 ,江面

中心视点与江岸侧边视点观赏沿江两岸第一重山体

的视角.依据人的视觉规律与心理感受[ 3 , 7 , 16] ,视景

仰角大于 45°产生高大感;视景仰角大于 60°产生宏

伟感;视景仰角大于 80°产生崇高感;视景仰角大于

90°产生危岩感.当视景仰角小于 18°时 ,空间的封闭

感消失 ,可以平视远方 ,给人以广阔宁静的感受. 评

价中以此为标准测定样点的空间感受.

2. 3. 3　心理视野高程的测定　从观景者的心理来

看 ,江面变宽 ,视域比以前开阔得多 ,而视觉范围并

没有扩大.根据尺度与环境的相对关系原理 ,观景者

在开阔地比在非开阔地看同一物体心理高度要低得

多.因此 ,观景者对沿江山体的视觉感受应加上心理

视差 ,从而使近景视觉高度的变化比实际高度的变

化要大得多 ,更加降低了近景的视觉高度 ,宏伟的气

势因此受到影响
[ 16]

.

3　结果与分析

3. 1　沿江山水景观视觉空间类型

3. 1. 1　夹景空间与敞景空间　由表 1可见 ,沿江约

600 km长的可视山水空间中样点 2 、3 、8 、11所在的

铜锣峡 、黄草峡 、瞿塘峡 、巫峡等处的 D ∶H 值在

0. 23 ～ 0. 85 ,属于典型夹景空间(见图 3). 在样点 1 、

5 、6所在的江津 、忠县和万州段的 D∶H 值在 3. 44

～ 5. 60之间 ,属于典型敞景空间(见图 4).
表 1　山水景观视觉空间的 D∶H值

Tab. 1　The value of D∶H of visual landscape

典型样点 D∶H 空间类型

1(江津段) 5. 60 敞景

2(铜锣峡) 0. 59 夹景

3(黄草峡) 0. 85 夹景

5(忠县段) 3. 54 敞景

6(万州段) 3. 44 敞景

8(瞿塘峡) 0. 34 夹景

11(巫峡) 0. 23 夹景

3. 1. 2　框景空间　由图 5(灰色填充是作为取景框

的第一重山 ,数值表示框景的视域范围)可见 ,在样

图 3　夹景空间

Fig . 3　Vista line landscape(r avine space)

图 4　敞景空间

Fig. 4　Open landscape

图 5　框景空间

Fig . 5　F rame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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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4 、7 、9 、10所在的第②、③、④景观单元中 ,以沿江

的第一重山体 、岩壁作取景框 ,摄取远处层峦叠嶂的

延绵群峰 ,形成了一系列立体的风景画框.沿江 600

km 长的山水空间因为不同特色景观空间的存在 ,

给观景者展示出开闭有序 、旷奥有度的序列空间.

3. 2　不同水位视觉空间特征的比较

长江水位的抬高导致近景变化比较明显 ,如夔

门及附近峡谷的悬崖峭壁景观的峡感会减弱. 中远

景观则因地势海拔甚高 ,不会因水位涨落而受明显

影响.

3. 2. 1　视觉空间开闭程度比较　由表 2可见 ,随着

水位的不断上升 ,江面不断加宽 、相对高度不断减

小 ,三峡成库前后山水空间的宽高比有所增大.夹景

空间除样点 8(黄草峡)外 ,其余各点的 D ∶H 值仍

在标准值的范围内 ,特别是瞿塘峡与巫峡 ,175 m 水

位时 D∶H 值分别是 0. 49与 0. 37 ,峡感依旧强烈.

敞景空间的宽高比则有较大的增长 ,空间更为开阔 ,

视域广大 ,两岸景观以中 、远视为主 ,具有平坦旷远

的空间美.总之 ,水位的变化对沿江山水空间的开闭

程度影响不大.

3. 2. 2　视距比较　由表 3可见 ,以江面中心线为视

点 ,不同水位时夹景空间与敞景空间的视距不变 ,但

视距与山体相对高度的比值(R)变大. 对于夹景空

间 ,峡感依旧较强 ,以样点 11(巫峡)左岸(面对长江

(下游 ,左手侧为左岸)为例 ,水位上升到 145 m 时 ,

视距为山体高度的 0. 93倍 ,仅仅比常年洪水位时加

大了 0. 04倍;水位上升到 175 m 时 ,视距为山体高

度的 0. 95倍 ,仅仅比常年洪水位时加大了 0. 06倍 ,

空间依旧具有强高大感 ,能看到崖体的局部和细部

(见图 6(a)).对于敞景空间 ,水位抬升到 175 m 后 ,

空间更为开阔 ,可见第一重山体的整体与远山的背

表 2　不同水位山水景观视觉空间的 D∶H值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D∶H value changes of landscape

visual space at dif ferent water-level

空间类型 典型样点
D ∶H

常年洪水位 145 m 水位 175 m 水位

夹景 2 0. 59 0. 57 0. 72

3 0. 85 1. 11 1. 48

8 0. 34 0. 42 0. 49

11 0. 23 0. 31 0. 37

敞景 1 5. 60 3. 63 5. 34

5 3. 54 4. 76 6. 92

6 3. 44 4. 35 6. 63

景 ,以样点 6(万州段)左岸为例 ,水位上升到 145 m

时 ,视距为山体的高度的 5. 31 倍 ,比常年洪水位增

大了 0. 59 倍;水位上升到 175 m 时 ,视距为山体高

度 6. 53倍 ,比常年洪水位时增大了 1. 81倍 ,空间更

为开阔 ,无围合感(见图 6(b)).

3. 2. 3　视角比较　由表 4可见 , 145 m 水位的视角

比常年洪水位减小了 1°～ 2°, 175 m 水位的视角比

常年洪水位减小了 2°～ 3°,对总体效果影响不大(见

图 7).以样点 11(巫峡)为例 ,水位抬升到 175 m 时

江心的视角为 46°、江边的视角为 54°,观景者仍能

产生高大感与宏伟感.

3. 2. 4　游赏心理的比较　三峡水库建成后 ,库区将

形成一个长 600 km , 面积约 1 084 km
2
的高峡平

湖
[ 1 8]

.届时水深增加 ,流速减缓 ,流态稳定 ,彻底改

变被视为畏途的川江航道;水质清澈 、水体感观性状

改善 , 呈现一个烟波浩淼 , 两岸奇峰屹立的平湖

风光.

表 3　不同水位下山水景观视觉空间的视距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the view distance changes in landscape visual space under different water-level of Yangtze River

空间类型 典型样点

常年洪水位

视距 /m

左岸 右岸

R

左岸 右岸

防洪限制水位 145 m

视距 /m

左岸 右岸

R

左岸 右岸

正常蓄水水位 175 m

视距 /m

左岸 右岸

R

左岸 右岸

夹景 2 341 611 1. 50 1. 90 341 511 1. 50 1. 80 341 511 1. 70 2. 00

3 939 1 041 2. 20 2. 80 939 1 041 2. 40 3. 00 939 1 041 2. 60 3. 30

8 1 524 1 210 1. 27 1. 31 1 524 1 210 1. 32 1. 37 1 524 1 210 1. 35 1. 41

11 982 826 0. 89 1. 26 982 826 0. 93 1. 36 982 826 0. 95 1. 43

敞景 1 1 249 436 17. 34 7. 78 1 249 436 11. 82 4. 85 1 249 436 16. 64 7. 36

5 1 084 1 454 10. 22 5. 70 1 084 1 454 14. 32 6. 49 1 084 1 454 23. 67 7. 50

6 849 1 289 4. 72 7. 14 849 1 289 5. 31 8. 03 849 1 289 6. 53 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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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水位山水景观视觉空间的视角比较

Tab. 4　Comparison of the visual angle changes in landscape visual space under different water-level of Yangtze River

(°)

空间类型 典型样点

常年洪水位

江心视点

左岸 右岸

江边视点

左岸 右岸

防洪限制水位 145 m

江心视点

左岸 右岸

江边视点

左岸 右岸

正常蓄水水位 175 m

江心视点

左岸 右岸

江边视点

左岸 右岸

夹景 2 33 28 44 36 34 29 44 36 30 26 42 35

3 25 20 29 24 23 18 28 22 21 17 28 22

8 38 37 45 40 37 36 45 40 36 35 45 40

11 48 38 54 43 47 36 54 43 46 34 54 43

敞景 1 3 7 5 24 5 12 7 28 3 8 5 24

5 6 10 9 15 4 9 7 14 2 8 6 15

6 12 8 20 10 11 7 20 9 9 6 20 8

图 6　不同水位景观空间的视距比较

Fig . 6 　Comparison o f the view distance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space under diffewrent w ater-level of

Yang tze River

图 7　不同水位景观空间的视角比较

Fig. 7 　Compa rison of the visual ang le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space unde r diffew rent w ater-level o f

Yang tze Riv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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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观景者的心理来看 ,长江水位的抬升使近景的

视觉高度变化比实际高度变化要大得多 ,更加降低了

近景的视觉高度 ,宏伟的气势因此受到影响. 但沿江

两岸高耸的远山及茂密的森林可以弥补观景者对近

景的视觉落差.沿江游赏上 、下行的速度差别不大;观

景者在江面上的游赏由原来的动观变成了相对静观 ,

视觉感知到的景观由动态连续的“风景立体电影”转

变为空间构图关系相对稳定的“立体的风景画”.

4　景观规划与建设对策

(1)绝对保护沿江山水景观空间格局. 在沿江

可视区域内应保护山体 、植被和建筑群的整体轮廓 ,

保护山脊线和山体轮廓的完整 ,禁止破坏景观视觉

空间完整性的人工设施的建设;在瞿塘峡 、巫峡区域

内 ,要绝对保护区内的各种景源 、植物种质资源及峭

壁等自然环境 ,禁止建设任何人工建筑及永久性设

施(包括旅游设施 、高压走廊 、道路工程等),以确保

景观空间的自然完整性.

(2)加强沿江两岸的生态公益林的建设 ,加大

沿江原有植被的保育 ,提倡沿江风景林的建设 ,通过

山体上茂密的森林来增强由于水位抬高而引起的近

景峡感的减弱;沿江可视区域内皆应划为绿线控制

范围.瞿塘峡 、巫峡沿江可视区域内规划以绿地 、林

地为主.

(3)为减弱夏季型消落带产生的景观视觉问

题 ,消落带要分层 、分带利用 ,在 175 ～ 185 m 水位

的区域布置生态防护林 ,在 185 m 以上区段 ,因地

制宜地布局生态经济果林或风景林. 对于消落带

175 m 以下区段 ,采用免耕型的季节性利用.但对于

瞿塘峡 、巫峡区域内出现的消落带不宜进行过多的

人为干扰 ,应顺其自然 ,但需及时清除岩壁上的可见

污染物.

　　(4)加快对沿江山水景观的合理规划与整体建

设 ,着力整合沿江山水景观视觉资源 ,将三峡的山水

景观以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推向世界.

5　结　语

本文对三峡库区沿江山水景观空间视觉特征的

评价采用了一种较为直接简便的方法 ,可以适用于

各种景观空间. 评价的结果有利于沿江景观规划与

建设的决策过程.与成库前的正常的洪水位相比 ,不

管是 145 m 的低水位还是 175 m 的高水位 ,对沿江

山水景观视觉空间的特征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总

体的山水格局不会改变:①雄 、奇 、幽的三峡风貌基

本不变 , “峰与天相接 、舟从地窖行”的意境犹存;②

沿江山水景观依旧展示出“开闭有序 、旷奥有度”的

空间序列;③滩多水急的风光虽已消失 ,但呈现出

一个烟波浩淼 、两岸奇峰屹立的高峡平湖风光 ,观赏

状态由动态变为相对静态;④近景峡感略有减弱 ,

但夹景空间依旧存在 ,而中远景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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