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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遵化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特色塑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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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城市特色的内涵 ;系统梳理了遵化市城市绿地系统特色要素构成 ,即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 ;指出

遵化市城市绿地系统特色应通过以下 6 点来塑造 ,即顺应良好的城市地理环境条件 ,与城市布局结构形成共

轭关系 ,布局上尊重城市自然肌理 ,城市蓝脉水系的营构 ,尊重地方文化 ,延续城市文脉 ,塑造城市绿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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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is paper , the connotation of city characteristic is analyzed ,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essential factors , namely

human element and nature features , for urban green system in Zunhua city is also analyze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characteristic for Zunhua city should mold with the following six items , namely compiling with the good

cit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 forming a conjugate relation with the urban plan structure , respecting the city’s natural tex2
ture , constructing the city’s blue arteries river system , respecting the native culture , and constructing the city’s characteris2
tic of green arteries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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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趋同”现象的出现 ,造

成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趋同。城市作为

文化的载体和人类生活的方式 ,千篇一律 ,缺乏特

色 ,正是这种“趋同”现象的客观反映。绿地是形成

城市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城市总体形象的整

合、塑造和强化、建设有深厚文化底蕴、有鲜明形象

特征的城市 ,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城市绿色空间

特色的塑造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

整体把握、离不开微观层面的绿地详细规划阶段的

拓展和绿地景观设计阶段的完善。本文主要从城市

绿地系统规划宏观层面对城市特色进行塑造 ,营造

具有北方特色的山水生态园林城市。

1 　城市绿地系统强化城市特色

111 　城市特色

所谓“城市特色”,就是指一座城市在内容与形

式上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对于城市特

色的认知 ,从系统的角度可以将其属性归纳为城市

特色的整体性、层次性、可变性。城市特色有两层含

义 : ①城市的性质、产业结构、经济特点、传统文化、

民俗风情等 ; ②反映一系列文化特色的城市物质载

体的外在表现 ,诸如城市布局结构是否顺应城市的

自然地理形态和环境相协调 ,是否对历史文化和文

物古迹予以尊重保护 ,是否构成自身的空间特征 ,形

成独具一格的城市色调 ,有无尺度适宜、功能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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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广场、公共建筑等等。

112 　城市绿地系统强化城市特色

城市绿地在城市土地中占有巨大的份额 ,这个

比例使它必然成为影响城市风貌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1 ] 。绿地系统所包容的自然地理结构和地貌特征

是城市所独有的 ;绿地系统中的地带性植物及其构

成的生态系统必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 ;历史文化遗

存及其所处环境的优化 ,连同传统文化形成的景观

骨架 ,必将充分反映地方文脉和特点 ,这些因素在绿

地系统中溶合交汇 ,并且贯穿于市域 ,成为城市独有

的风貌特色。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为改善城市社会、经济与

自然的关系 ,对于城市特色的塑造在宏观上给予了

控制把握 ,良好的绿地系统可以引导城市绿色规划 ,

限制城市的粗放式发展。在规划时就已经尽可能地

把历史遗迹、历史文物和古树名木等具有无法估量

价值的历史记忆完整地、系统地、保护性地融入了城

市绿地之中 ,并且从宏观上确定绿地的保护性质 ,更

加保证了保护的科学性和实施的可行性[2 ] 。通过规

划手段提高绿地配置在城市风貌中的贡献率 ,增强

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势 ,应成为城市绿地系统的

重要使命[3 ] 。

2 　遵化市城市绿地系统特色要素构成

城市绿地系统表现为各要素的交织演化 ,城市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带来绿地系统

资源要素的多方面性。绿地系统是社会因素与自然

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构成要素主要为自然与人文两

大类 ,涵盖了一切有特色的资源。自然因素是一个

城市绿地系统发展的本底要素 ,决定着它的基本地

域特征。具体来讲 ,包括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地形地

貌、地质条件、日照条件、河湖水系、气候条件、水文

条件等方面。人文因素蕴含着不同的历史阶段、社

会制度及其发展状态等社会形态因素 ,反映人口因

素、融会社会需求因素、显示教科文化因素等等。因

素的影响有利有弊 ,要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层面体

现其对城市特色塑造的贡献性 ,首要的前提就是对

城市资源 (即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提炼、挖掘出体现

城市特色的资源要素 ,即进行特色资源的整合。

211 　自然要素

遵化市拥有丰富的山水资源和人文资源 ,虽没

有大江大河 ,但城市河流众多 ,特色鲜明 ,在自然生

态环境上具有北国生态风韵 ,建设自然生态园林城

市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

21111 　无形要素 　遵化市地处温暖带边缘 ,属于暖

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大陆性气候显著 ,主导

风向以东南风为主 (夏季) ,东北风次之 (冬季) 。年

平均降水量为 77415 mm ,降水季节分配不均 ,夏季

降水量多 (占全年降水量的 77 %) 。年平均气温为

1014 ℃,历史极端最高气温为 4013 ℃,极端最低气温

为 - 2517 ℃。

21112 　有形要素

2111211 　地域特色 　遵化市位于河北省东北部 ,

唐山市西北部的长城脚下 ,北与兴隆县以古长城为

界 ,东接迁西县 ,南与丰润县、玉田县相邻 ,西与蓟县

接壤。

2111212 　植被状况 　市内野生植物起源古老 ,种属

繁多 ,主要是第三纪植物区系的遗存。在市内众多

野生植物科属中 ,以菊科、禾本科、豆科、蔷薇科为最

多 ;壳斗科、桦木科、松科次之 ,它们是构成市内植被

的重要成分。

2111213 　地形地貌 境内三山两川 ,平原、丘陵、山

地各占三分之一。遵化市北依古长城 ,是燕山南麓

的一块山间盆地 ,境内横卧三条山脉 ,其间夹有两条

平川 ,为蓟运河水系的沙河、黎河冲积而成 ,造就了

全市“三山两川”地貌。

2111214 　山体河湖 　遵化市现有大小河流 37 条 ,

分别属于蓟运河、滦河两大流域水系。蓟运河流域

水系在境内有沙河、黎河、淋河 (西大河) 、还乡河四

大水系。遵化是燕山南麓著名的山间盆地 ,周围由

著名的燕山余脉环绕。

212 　人文要素

21211 　物化要素

2121111 　城市肌理 (城市形态与城市空间) 　城市

布局集中紧凑、功能分区明确 ,城市道路设置合理 ,

城市重要街区、节点建筑造型朴实平和 ,城市空间宜

人和谐。特别古城遗迹十字街方城格局明显。城市

形态为典型的组团式城市 ,组团外广阔的田园风光

和独具的山河水系为建设生态园林城市创造了有利

条件。

2121112 　产业特征 　东北与华北、承德与唐山交界

地区的物资集散地 ;唐山北部地区的以钢铁、建材、

食品加工等为主的制造业基地。

21212 　非物化要素

2121211 　历史文化 　遵化是历史古城 ,素有“畿东

第一城”之称 ,尤其是皇家文化积淀浓厚。如清东陵

是中国现存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布局合理的帝王陵

墓建筑群 ;长达百里的明长城以及鹫峰山、桃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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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山、上关湖、栖云寺、禅林寺等名山名寺。悠久

的历史留下众多的地上文物古迹和地下文物埋葬。

众多的历史遗存反映了遵化的历史文化 ,同时也丰

富了现代遵化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2121212 　风物民俗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遵

化自古民风壮烈 ,历朝历代之士迭出。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 ,从西铺“穷棒子社”到沙石峪“当代愚

公”,表现了遵化人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坚韧精神。

3 　绿地系统规划强化城市特色的手法

现代绿地系统在生态、景观、社会经济、文化、旅

游等功能上的发挥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 ,在新的绿

地系统规划中应着重加强各类功能的优化组合。在

对特色资源进行明晰地梳理之后 ,面对的另一个问

题就是如何把资源分配到位 ,且突出城市的特色。

311 　顺应良好的城市地理环境条件

城市丰富的地形地貌条件为城市绿地系统的规

划布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合理布局的城市绿

地系统应该是在它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下生长出来

的 ,不仅在生态上与自然环境呈平衡关系 ,而且从形

态上呈有机的联系 ,而不是强加上去的。在具体操

作中应该顺应良好的城市地理环境条件 ,并保持其

自然的山川形胜 ,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

性 ,使之成为构筑城区绿地系统的环境基础和良好

的城市借景。独特的自然山水环境和丰富的历史文

化底蕴 ,是遵化市建设自然生态园林城市的优势所

在。就山来讲 ,城南环山 ,城北依山、城中有山 ,山地

资源丰富 ;就水来讲 ,小河、沙河穿城而过 ,生态作用

明显 ,景观效果待加强。在进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布局的时候 ,充分利用自然优势 ,把山水的自然氛围

引入城市 ,同时把城市的绿化环境、景观与外围的自

然环境融为一休 ,形成多重空间、多种层次、多样种

类的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环境系统。

312 　与城市布局结构形成共轭关系

城市结构依赖于生态系统 ,“绿心、绿带、绿楔”

等是形成城市结构的重要因素。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属于城市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 ,它的规划层次应定

位于城市总体规划阶段 ,它的规划成果应纳入城市

总体规划加以落实。规划定位决定了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必须建立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关系 ;决定了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规划层次[4 ] 。城市总体规划的

战略性决定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也具有战略指导作

用 ,我们提倡技术型和战略型相结合的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 ,达到规划战略与战术的融合。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把握动态与稳定的城市绿地发展关系。这就

要求我们重视城市绿地系统生态空间布局结构的建

立 ,本着“拉大框架 ,完善功能 ,塑造特色 ,持续发展”

的指导思想 ,重视发展的多目标性 ,达到具有宏观控

制、详细约束和具体引导设计的作用。

313 　布局上尊重城市自然肌理

遵化市绿地系统规划以城市现有的条件为基

础 ,以城市建成区规划发展的方向为依据 ,突出“山、

水、城、林、文”交相呼应的城市风貌特色 ,以路网水

系为纽带 ,以文化为脉络 ,以绿化为载体实现总体上

创造“城郊山林绿野、城中绿廊串珠、碧水绿园、古

(山)城融翠”的生态园林城市。

综合具体条件 ,规划建成区形成“双轴双环两脉

四廊四楔十园”为主导的“碧水绿园 山城融翠”的

城市绿地景观格局。①双轴 ———绿轴穿城 :文化路

- 建设路 ,通华街 - 镇海街形成的城市十字街景观

轴线。体现城市发展轴和文化轴。②双环 ———双环

绕城 :一环路 (碧水串胜景)绿带 ,城市一环路及其护

城河绿带形成的城市历史文化环 ;二环路 (绿环围名

城)通过生态道路绿色景观环的建设加强城市生态

环的建设 ,其中西二环结合防护绿地、东二环结合高

压走廊绿地、南二环西路结合防护绿地、北二环东路

结合防护绿地可建设生态路 ,南二环东路与北二环

西路要加大绿化 ,真正形成绿带环城的绿化体系。

③两脉 ———蓝脉嵌城 :沙河与小河 (蓝脉蕴风情) 沙

河与小河共同穿城而过 ,形成城市蓝色脉络。④四

廊 :北三环 - 大秦铁路生态防护带 ,东三环生态防护

带 ,南三环及其西延线生态防护带 ,唐遵铁路生态防

护带构筑的城市生态绿廊。⑤四楔 :铁山岭楔型绿

地、龙山森林公园、笔架山 - 大华山、大抓脚山四处

楔型绿地。⑥十园 ———绿园融文脉 :指规划建设多

个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城市公园绿地。

314 　城市蓝脉水系的营构

绿地系统规划应重视“蓝道”的利用 ,充分发展

“水”的潜力 ,保存天然的水面和河流 ,并让其流经全

市 ,把城市像网眼一样罩起来。遵化市以滨水带状

公园绿地和滨水防护绿地为贯穿规划建成区的绿水

蓝廊 ,通过对小河、沙河两侧绿带的建设 ,形成两条

主要蓝色水带 ,贯穿整个规划建成区 ,凸显蓝色城市

风情景观格局。结合沙河、小河、护城河地区的历

史、文化等构成要素 ,确定以下几点设计理念 :首先

第一位的是治污 ,使河水清起来 ;第二要维护河道的

自然形态 ;第三与周边城市环境相协调 ,强调基地周

围大环境及文化氛围相互协调、融合、渗透 ,使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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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第四确定“水”、“文化”二

个景观主轴 ,河道水景为景观实轴 ,提倡“绿色造

园”,改善市区中心生态环境 ,文化为景观虚轴 ,通过

对当时文化、风俗历史及相关社会因素的研究 ,延续

历史文脉 ,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实现文化圈、生态圈、

水系风景圈的三圈共融。

315 　尊重地方文化 ,延续城市文脉

一个城市的历史环境代表了该“城市的价值和

文明的价值”。文化遗迹 ,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起点 ,

也是一座城市的文脉 ,是一种无法再生的文化资本

与资源。经济有落还会有起 ,但城市的文脉断了就

很难恢复。一个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

含量和文化品味不高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绿地

系统布局应突出人文及自然保护与环境建设 ,建立

文化遗产绿色廊道 ,保护和发扬历史、人文等地方文

化特色 ,并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园林风格与现代生活

要求结合起来。

规划中就文化底蕴来讲 ,古城新貌 ,具有极高的

考古、生态、旅游价值。文化方面主要反映历史痕迹

(可选部分绿地恢复消失的古景风貌) 和历史文化 ,

主要是利用十字街形成的方城格局来反映古城风

貌。遵化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非常注重绿地与城

市历史遗迹的结合布局 ,最具特色的就是护城河、沙

河风光带的规划以及街旁绿地的布局。通过绿地联

系反映城市历史文化痕迹 ,保护方城格局与历史 ,体

现旧城肌理 ,形成展现遵化悠久历史和遵化发展历

程的景观序列。

316 　绿脉的营构 ———植被特色的塑造

在树种的选择上 ,应该从生态学角度出发 ,根据

地理纬度和海拔高度所决定的植物的地理分布以及

生境和小生境的具体情况 ,适当选择树种 ,建立能反

映各地区地带性特色的城市绿地系统。在树种规划

设计上以植被的地理分布规律为理论基础 ,以乡土

植物为主体 ,即以适合当地风土、长期栽植良好的植

物种类为主 ,避免不问习性、不顾条件 ,盲目引进外

来品种。主要乡土树种如 :栾树、臭椿、榛子、酸枣、

五味子等。统计显示全市维管束植物共有 531 种 ,

分属 4 个植物门、112 科、340 属。其中苔藓植物门

有 5 科、5 属、5 种 ,蕨类植物门有 15 科、20 属、27

种 ,裸子植物门有 3 科、4 属、4 种 ,被子植物门有 89

科、311 属、495 种[5 ] 。在植物配置上应结合地方特

点 ,创造风格各异的城市植被 ,如 :南京的雪松、北京

的槐树、福州的榕树、南宁的扶桑都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4 　结语

综上所述 ,在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层面 ,可以通

过对城市特色资源的梳理、整合、分配塑造出高品位

的城市风貌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要按照各个城市的

不同情况 ,从实际出发 ,认真探求适合于各个城市具

体条件的最合理的绿地系统布局形式 ,以提高布局

对城市特色塑造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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