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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生态园林城市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对生态园林城市提法的科学认同,界定了生态园林城市概念内涵及

特征。在对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内涵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具有可持续发展化、生态

园林化、地方特色化的特征;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理念主要有整体协调发展理念、综合要素统筹考虑理

念、有限目标理念、城市开敞空间管制理念;编制时必须走规划与实施并行的技术路线,规划沿继承、发展、保护三

条主线展开, 达到科学规划、有效实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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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 lann ing of green space system based on ecosystem gard 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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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tim e background underwh ich ecology garden city proposed, scien tific

approva l of ecology garden c ity, and the concept of ecology garden c 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ut ecol2

ogy garden city green system plan, pointed outwere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ecology garden city green sys2

tem, such as the susta inab le developm en,t the ecology garden, the local characterist ics. Ecology garden

c ity green system plan should have such ideas as harmon ized development as a whole, overa ll considera2

t ion of a ll essential factors, lim ited a im, and controlling of urban open space. The p lan and implementa2

t ion shou ld be keep in para lle,l and the plan must be done consider ing inheritat ion, deve lopment and

protect ion to ach ieve effective resu l.t

K ey word s: garden city; ecology garden c ity; ecoc ity;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p lan

1 生态园林城市提出的背景与意义

1. 1 生态园林城市提出的时代背景

生态园林城市时代诱因主要是生态环境恶化的

刺激、城市特色危机的反思和传统文化回归的驱使。

考虑到我国城市目前状况与真正的 /生态城市0的

目标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直接从推动工作来实现这

个目标客观条件也不具备。因此, 国家建设部根据

我国国情提出了一些先进城市的称号, 如 /园林城

市0和 /生态园林城市 0, 作为推动建设 /生态城市 0

的阶段性目标。由于它们目标明确单一,可操作性

较强,比较适合目前我国国情,对于改善我国城市生

态环境,以及建设生态城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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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作用。从国内外城市的生态化建设来看,我

国城市是与工业化同步的生态园林城市, 可以在规

划建设时就积极注入生态学的思想, 超越传统现代

化的不利方面。

1. 2 对生态园林城市提法的科学认同

园林城市是以一定量的绿化作为基本的有机纽

带,艺术化地组织和构造城市空间的各个基本要素,

使城市形体环境有最佳的美学和生态学效果
[ 1 ]
。

/园林城市0偏重于城市的园林绿化建设, 以人均公

共绿地、绿地率、绿地覆盖率为评选的基本指标。而

/生态园林城市0以城市生态环境指标、城市生活环

境指标、城市基础设施指标为评选的基本指标,在强

调自然环境生态化的基础上,加大了社会生态化的

比重, 向 /生态城市 0更迈进了一步。与 /国家园林

城市0相比, /生态园林城市 0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环

境优先、系统性、工程带动及因地制宜等五大原则。

/生态城市0的内涵远在于其社会的和谐, 在于

其对人性的尊重,在于具有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机

制,在于其居民的安居乐业。简单的说,生态城市是

一种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人类住区
[ 2 ]
。

有人以为, /生态城市 0的提法比 /生态园林城市 0的

提法要深刻而全面。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 /生态城

市 0的操作性是比较模糊的。其一, 它的 /谜底0人

类尚未揭开,因而对它的目标和要求是难以具体规

划的, 也难以落实和检查;其二,生态问题是一个全

球性的、全国性的、大区域性的大问题, 一个城市的

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的外部生态, 它的平衡

是市长们无能为力的;其三, /生态城市 0是一个美

好的理想和长远方向,是具体的城市建设规划,在其

规划期限内 ( 5年、10年、20年 )难以 /高攀 0的。所

以应该将城市建设的现实目标与久远目标加以区

分,不使实际工作者无所适从
[ 3]
。

生态园林城市的形成是社会文明进化的结果,

它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低级向高级,从简

单到复杂, 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态园林城市是一个

/进化0的定义,是一个 /动态目标 0, 或者说是一个

协调、和谐的进化过程。 /生态园林城市 0的提出,

是我国把生态学思想应用在城市建设中的最初尝

试,创建 /生态园林城市 0是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的、

建设 /生态城市0的阶段性目标, 为建设 /生态城市 0

做好铺垫。 /生态园林城市 0将在充分肯定 /园林城

市 0的基础上,将作为比 /园林城市 0更高层次的目

标, 推动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生态

园林城市 0立足于解决城市问题, 即使作为一种口

号和目标,也会起到鼓舞和凝聚人心的作用;而且随

着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有效实施, /生态园林城市0建

设的成果逐步显现,将对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

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2 生态园林城市的内涵与特征

2. 1 生态园林城市的内涵

从其概念的产生过程来看, /生态园林城市0是

以反对环境污染、追求优美的自然环境为起点的,但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发展, 这一概念已经远远

超出其初始意义。笔者认为可对生态园林城市作如

下理解:生态园林城市可以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一种城市模式名称,是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织合;

具有 /生态城市 0的科学因素和 /园林城市0的美学

感受,它赋予人们健康的生活环境和审美意境。目

前所研究的 /生态园林城市 0是基于当前社会背景

大部分有关学者能想象出的, 具有宜人的生态环境

和美好的城市景观,是人们在目前生态环境恶劣、城

市景观特色不突出的状况下渴望实现的一个理想城

市建构模式。

从不同角度来看生态园林城市, 它会有不同的

/面目0,即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生态园林城市的内

涵。总体上,生态园林城市强调自然生态化、社会生

态化和经济生态化的一体化建设, 只是侧重比例不

同。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以自然生态化模

式, 促进社会生态化和经济生态化进一步发展;其建

设的本质是生态环境系统的生态化, 通过对环境与

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原

理来规划、设计和组织人类的城市建设活动,将生态

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融为一体, 遵

循自然规律,充分保护和发挥生态功能对人类社会

活动的支撑作用;其建设的目的是营造最适合人居

住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 建设生态文化,追求人与

自然、人与人的协调与和谐。其内涵主要反映在:保

护非再生自然资源;珍惜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抢救

逐渐消亡的历史文化;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建

设舒适宜人的绿色家园;缩小区域差异与平衡发展;

重视科学规划与有效实施;承担历史赋予的社会

责任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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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生态园林城市的特征

2. 2. 1城市空间环境生态化

从环境方面看, 生态园林城市不仅要有良好

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市绿

化, 还要有完善的自然资源可循环利用体系, 制定

科学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生

态化的城市空间环境依赖高水平的城市设计、城

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生态园林城市要求城市人工

自然环境与城市天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使城市的

建筑物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绿化系统融为一体,

以人为中心的生物系统和物种系统良性循环, 完

全做到这一点, 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反复调节的创

造性任务。

2. 2. 2 城市社会环境生态化

城市不仅是一个物质环境的实体,还是一个社

会文化环境的实体。生态园林城市是一个包括自然

环境和人文价值的综合性概念,其内涵远不只是清

洁的环境和绿色的城市外表, /生态园林城市 0要注

重人文生态的健全,重视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的发

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进社会环境的生态化

是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不可缺少的一方面。

2. 2. 3 生态产业意识与全民的绿色意识

从经济方面来看, 生态园林城市要有合理的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生产布局。从社会方面来看,生

态园林城市要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 不仅仅指足够

的粮食,而且也包括良好的供水、卫生等, 使城市规

模同城市地域空间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供给相适

应。此外,公众、企业以及政府机构, 要有良好的环

保意识,并积极主动参与各项环保工作和活动,社会

提倡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消费方式, 即提倡绿色消费

和绿色生活。

3 生态园林城市模式下的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

3. 1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的含义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就是在生态园林城市定

位基础上的城市绿地系统。生态园林城市是城市发

展的理想目标,具有城市生态建设参考的普遍意义,

作为在生态园林城市中起生态缓解作用的绿地系统

规划更具有挑战性和科学技术含量。要求具备以下

特点:

( 1)可持续发展化: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自然

资源、人文资源 )、空间环境的可持续、技术经济的

可持续、管理体制的可持续性。

( 2)生态园林化:在城市绿地的综合效益中,

生态效益是首要的,创造绿地的生态效益是我们工

作的出发点;生态园林绿地系统的生态效益体现

在最大限度的提高绿地率和绿视率, 提高单位面

积绿地中的叶而积系数, 合理布置稳定的人工植

物群落。

( 3)地方特色化:挖掘地方特色, 利用乡上化植

物及地方材料创造地方风貌;充分利用地方自然条

件和人文风情发展旅游业。

3. 2 规划基本原则与规划理念

3. 2. 1 规划基本原则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把握以下原则:

¹ 生态优先原则; º 城市绿地布局要贯彻 /点、线、

面0相结合的原则; » 重点发展城市公园绿地以满

足市民日常游憩、生活的需要; ¼ 城市园林绿地按规

模大小分级管理,就近服务, 并依据规划时序分期建

设; ½ 尽量满足国家有关城市规划编制规范中的绿

地系统规划定额指标。以上五点是编制和实施城市

绿地系统必须遵循的原则。此外还要贯彻现代园林

绿化的 /四性五结合0原则: /四性 0即系统性、前瞻

性、参与性和可操作性。 /五结合 0是指:功能与景

观结合;城镇与农村结合;近期与远期结合;需要与

可能结合;建设与管理结合。

3. 2. 2 规划理念

树立科学的规划理念是指导规划有序进行的前

提, 规划中要明确以下规划理念:

( 1)整体协调发展理念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必须突破传统观念上封闭的

行政区界限的束缚,着眼于区域整体利益的维护和

实现,促进区域整体协调发展。为了保证整个城市

的生态协调发展,除了考虑城市化区域空间以外,也

要将农村空间、生态空间等作为重要的规划对象。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从原来着重考虑城镇 /点 0和

交通 /线0,走向兼顾市域 /面0的阶段。

( 2)综合要素统筹考虑理念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规划模式忽视了对生

态环境和社会公正的关注,如今, 人们已直接感受到

漠视环境成本所带来的昂贵代价, 以及城市社会极

化问题的严重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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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环境、技术等多元价值目标的规划是城

市开敞空间体系规划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

( 3)有限目标理念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只能是有限目标的规划,必

须对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内容进行规划, 从而提高规

划的编制效率与可操作性。从现阶段看, 生态园林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存在以下主要目标:从全市域层

面确定城市自然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发展战略;进

行宏观整体结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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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规划生态空间,确定开敞空间体系要素,并建立

完善的开敞空间系统;确定保护区域生态环境、自然

和人文景观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措施;确定

合理的城市生态指标体系;建立合理的游憩体系、防

灾体系、景观体系等等。

( 4)城市开敞空间管制理念

/空间管制 0是实现开敞空间体系由虚调控型

规划转向实调控型规划的关键 /砝码 0。在当今环

境中,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作为一种空间地域规划,它

不是再仅仅被动地对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进行地域上

的落实,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 /空间准入0规则来主

动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控, 修正其中不合

理的部分。即从统筹区域的角度来确定市域中有些

地方应该优先发展,而有些地方因生态、环境等原因

不应该进行大规模建设, 成为控制建设地区等等。

以此为城市及各城镇的发展方向和规模提供有效的

生态参考依据。

3. 3 对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几点建议

3. 3. 1 树立良好的规划观念

( 1)以人为本的城市观:以人为本是城市环境

建设、评价的基本标尺,是照顾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

之一。

( 2)适应空间和生态的自然观:人类自然观的

形成、发展和演变不但直接影响到城市建设与自然

环境的关系,而且也影响我们未来城市中对自然环

境结构的理解。在具体的绿地系统规划中, 我们强

调城市绿地系统布局结构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城市

与自然环境共生。

( 3)保护环境资源的发展观:这一观念不仅意

味着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 /文化

资源0的保护, 一种对城市形式意义以及对城市历

史的保护。

( 4)整合环境的设计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

一种整体环境的规划,它是设计观念和设计眼界的

提高,需要用整合环境的设计观和理念去把握规划。

3. 3. 2 明确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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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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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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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规划内容层次化

城市的空间结构存在着三个层面及尺度的空间

状态,即城市的内部空间、城市的外部空间和城市的

群体空间
[ 6]
。因此,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也

必须从这在三个层次进行, 分为市域大环境生态规

划、规划区层次规划、规划建成区层次规划。其中前

两个层次主要是宏观把握城市绿地生态体系,建立生

态绿地规划结构与布局;建成区层次着重把握城市绿

地建设指标体系、结构布局、规划特色反映和具体分

类规划,同时要达到能指导具体的详细规划和有引导

的指导各类绿地具体规划设计, 形成结构控制、指标

约束、分类引导、可操作性较强的绿地系统规划。

3. 3. 4 规划结构系统化

结构系统化, 即具有有序的结构形式使系统各

部分之间有机整合,已成为城市绿地的未来发展趋

势之一。结构布局由被动式、/填充0式设置转变为

与城市形态结构互动,引导控制城市发展的主动式、

/系统0式、多元化布局, 形成网络式的连接。

3. 3. 5 规划个性特色化

城市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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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不开中观层面的绿

地详细规划阶段的拓展和绿地设计阶段的完善
[ 7]
。

规划要体现个性与特色,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自然

生态、场所特征和产业特征几个方面。绿地系统规

划的特色集中反映在适应人与自然环境需要;适应

城市社会文化氛围;适应城市整体空间形态;适应弹

性运作机制。强化手法一般是从宏观结构布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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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使城市特色资源在结构层面体现,形成特色骨骼

框架;二是在具体的各类绿地中,特别是公园绿地中

对特色资源进行分类整合、分级体现。

4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科学
路线

4. 1 体现规划的延续性 ) ) ) 继承

建设部关于印发 5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

(试行 ) 6的通知, 明确提出 5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6的

主要任务,此前各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基本都是从

无到有,而目前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城市绿地系统编

制工作。现在实现城市绿地建设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而要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绿

地系统规划必须要有延续性,首先要科学继承城市

总体规划的宏观内容, 其次必须对上版绿地系统规

划进行全面、切实、认真的分析总结, 对上版规划正

确的、好的方面必须加以继承, 体现规划的延续性、

可持续性。

4. 2 体现规划的前瞻性 ) ) ) 发展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不可能一成不变或长期不

变,而且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作为城市生态开敞空间

发展和建设的龙头,必须具有前瞻性。因此,新时期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必须加强城市生态战略规

划研究,深化市域生态体系规划,将战略研究与传统

的市域生态体系规划有机结合。应以城市存在的主

要生态问题为导向,针对问题, 结合远景发展展望,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城市绿地生态发展目标, 在此基

础上制定一系列城市生态发展策略。对其中的一些

内容不但要做到规划定性,而且要做到规划定位、指

标定量;对地方的某些特殊问题、重点问题则应分专

题做进一步研究,使规划逐渐从开始的以图为主,后

来的图文并茂的编制形式向突出规划的公共政策方

面转变。

4. 3 突出规划的保护内容 ) ) ) 保护

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线, 忽视了城

市发展建设中本应备加珍惜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吸取前车之鉴,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的编制一定要对市域、城市规划区、城市建成区

三个层次、不同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湿地等生态敏感区, 河流绿地、基本农

田、文物古迹等, 根据不同层次的规划制定强制性保

护内容和规定,使城市在发展的同时, 有所继承, 有

所保护,真正实现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表 1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技术路线框架体系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规

划

新
理
念

与
新
趋

势

新

理

念

¹ 整体协调发展理念º 综合要素统筹考虑理念

» 有限目标理念¼ 城市开敞空间管制理念½ 科

学指标体系理念

新

趋

势

¹ 由物理规划走向生态规划 º 由土地利用规划

走向绿地景观功能单元规划 » 由 /点、线、面 0规

划走向绿色网络规划¼ 由静态规划走向动态与

可持续规划

规

划

继

承

¹ 对城市总体规划的继承º 对上版规划的全面

评析与合理继承

发

展

¹ 明确城市绿地建设目标º 确定生态发展策略

» 确定合理的城市生态指标体系 ¼ 构建合理的

宏观整体结构规划½ 建立规划层次体系¾ 体现

城市特色¿ 建立合理的游憩体系、防灾体系、景

观体系等等

保

护

¹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生态环境保护º

历史文化遗产遗迹保护» 生态农田保护¼ 绿化

水系建设与保护等等

实

施

法

制

性

¹ 市域范围内的规划强制性内容 º 规划区范围

内的规划强制性内容» 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

规划强制性内容

政
策
性

¹ 发展策略º 相关专题研究» 近期热点和重点

¼ 控制措施与管理规定

市
场
性

¹ 市场导向º 建设项目» 资金筹措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必须走规划

与实施并行的技术路线 (表 1), 规划沿继承、发展、

保护三条主线展开,实施则应对规划的法制性、政策

性、市场性内容进行归类,使政府在规划实施管理中

有的放矢,达到科学规划、有效实施的目的。

5 结语

  生态园林城市是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加强

而逐渐提出来的。 /生态园林城市 0无论是在创建

指导思想,还是指标标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是 /园林城市0更高的一个层次, 是建设生态城

市的阶段性目标。对生态园林城市的理论及其实践

的研究必将得到广泛的重视,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

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为今后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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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实际应用

根据实验条件及济南市颗粒物的主要来源,本研

究选择扬尘、道路尘、土壤尘、建筑尘、拆迁尘、粉煤灰

和黄河沙作为研究对象。应用本方法对 8种不同开

放源中 C l
-
, NO

-
3 和 SO

2-

4 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7。

  由表 7可知,颗粒物的粒径越细, 越容易聚集,

吸附的环境中的物质也就越多。同时, SO
2-

4 的含量

明显高于 C l
-
和 NO

-
3 的含量, 可能是因为在冬季,

燃料的利用形成的含硫气体在大气中经过物理化学

转化成二次离子 SO
2-

4 所造成的。

3 结论

综上所述, 用离子色谱法测定不同开放源中

Cl
-
, NO

-
3 和 SO

2-

4 的含量, 样品的前处理是最关键

的内容,不同的前处理方法会造成测定结果的差异。

采用离子色谱法可同时得到 Cl
-
, NO

-
3 和 SO

2-

4 的

含量,方法简单快速, 减少分析人员的工作量, 提高

了工作效率。三种离子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3. 01% ,加标回收率在 94. 9% ~ 99. 1% , 有比较好

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表明采用离子色谱法测定开放

源颗粒物中的阴离子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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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高举这面旗帜, 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园林城

市之路,为我们及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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