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长城防御体系整体性研究

•	长城防御体系认知深化与
秩序带解析：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作
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包
括了长城本体（墙体）及城
堡、驿站、烽堠、关隘等军
事聚落和防御工事。课题基
于对明长城的整体性、系统
性、层次性的认识，结合史
料与现存遗迹，运用聚落考
古学空间分析方法及现代空
间分析技术，开展明长城防
御体系整体性研究。

						长城是一个集军事防御
和 民 族 交 融 一 体 的“ 秩 序
带”，一个反映我国历朝历
代军事、政治、经济、民族、
文化的多层次、立体化、系
统性的“综合体”，一个具
有物质和非物质双重性质、
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和伟大
的“建筑奇迹”。

•	长城防御体系系统性研究：

						明朝政府为了防止蒙古
骑兵入侵，保障中原地区的
安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以保障北疆的军力布置。在
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
长城防线周边，建立都司卫
所，设立九边重镇，置重兵
防守，形成了多层次、多纵
深的防御体系。

						都司卫所制度，是明代
长城军事聚落体系在防御外
敌入侵时采用的基本管理和
运转制度。	 九边总兵镇守
制度，是负责统帅作战的军
事体系，军镇的兵力一般集
中在长城沿线，以满足军事
防御的实际需要，形成层层
相制的严密的防御体系。	
	

•	长城防御体系原真性与整
体性研究：

						长城文化遗产的保护要
从防御体系概念出发，不仅
要保护长城墙体，更要保护
数量众多的军事聚落和密布
交织的驿传（烽传）系统。
不仅要保护长城物质文化遗
产，更要保护长城依托的自
然环境、人文环境、军事文
化等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

						运用 GIS	技术和空间分
析方法研究明长城军事防御
体系的整体结构、构成要素
（或子系统）与外部环境的
系统关系，获得系统性、整
体性和原真性认识，建立价
值评估指标体系，提出层次
性研究与保护方法及整体性
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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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带——长城防御体系概念图解 明代都司卫所制度层级关系示意图 都司卫所制度层级、驻地及其辖区关系表 基于原真性程度的居庸关保护的参考规划划界居庸关关城空间控制力分布图

明辽东镇军事防御体系层级结构示意图

河北迁安长城航拍照片 遵化长城敌台航拍照片 宁夏红山堡航拍照片 黄崖关长城航拍照片 黄崖关长城航拍照片 黄崖关关城航拍照片 山海关长城航拍照片

明代九边总兵镇守制度层级关系示意图 九边总兵镇守制度层级、驻地及其辖区关系表 嘉靖、隆庆年间 长城沿线驿路、驿站分布图（底图来源：杨正泰《明代驿站考》）

明长城沿线军事防御聚落分布图（共标注明长城军事防御聚落 900 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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