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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新时期建设生态园林城市宏观背景的认知和城市绿地系统编制现状与历史的总结回顾 , 提出了规划与实施并行 , 规划沿
继承、发展、保护3 条主线展开 , 对规划的法制性、政策性、市场性内容进行归类 ,力求科学规划、有效实施的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
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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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gnizing the macroscopic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garden city inthe newperiod and reviewi ngthe status and history of
making out urban greenland system, the technical route for planning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inthe newperiod was put forward as that ,it should pay the
same i mportance to i mplementing as planning , outspreadi ngthe planningfrom3 masterstrokes of inheriting ,developi ng and protecti ng , etc . and the legali-
ty , policy and marketability contents of the planni ng should be classified for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effective i mplemen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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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的再认识

2002 年《城市绿地分类标准》解决了我国绿地分类及统

计口径不规范导致的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缺少协

调的问题, 同时为解决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城市环境

问题, 该标准也提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促进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1] 。2002 年建设部还向全国各有关单位印发了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 试行)》, 明确提出《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的主要任务 , 并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成果中

明确规定要有专门一章来阐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建设规划。

由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在总体规划完成后编制的, 因

此它对城市绿地市场运作要求、生态及景观要求有些不相适

应,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①未充分从建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系

统角度构筑城市绿地总体结构和布局; ②绿地植物景观配置

重美观轻生态; ③城市绿地是城市形象和景观规划的重要载

体, 传统绿地规划未从整体上考虑塑造城市形象; ④市场经

济条件下城市绿地建设模式、资金渠道已发生变化, 总体规

划确定的绿地在实施过程中难以一成不变。因此, 传统绿地

系统规划不能适应新时期要求[ 2 - 3] 。21 世纪城市绿地规划

要突出区域特征, 强调改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 实现城

市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和空间发展的有机结合[ 4] , 即绿地系

统规划要符合生态性、生物多样性、野郊休闲性、人居环境舒

适性和可持续利用性, 要扩大到整个城市区域范围, 建立城

郊结合、城乡一体化的大园林、大绿地系统[ 5] 。

2  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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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求具备以下特

点: ①可持续发展化。包括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自然资源、

人文资源) 、空间环境的可持续性、技术经济的可持续性、管

理体制的可持续性。②生态园林化。最大限度地提高绿地

率和绿视率 , 提高单位面积绿地中的叶面积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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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充分

利用地方自然条件和人文风情发展旅游业。

2 .2  建构方向 建构生态园林城市的绿地系统必须与城市

的生态机制紧密结合, 根据地方自然社会条件 , 确定合理的

排污通道、进气通道以及市中心或区中心集中的开敞绿地空

间和规划区外的大面积生态绿地 , 对城市绿地系统进行生态

建构, 为城市营造舒适的环境空间; 并沿用地方造园风格, 充

分利用乡土材料, 挖掘城市人文风情, 塑造具有乡土特色的

城市景观风貌。

2 .2 .1 生态建构。通过对城市生态机制的研究, 利用生态

系统原理, 对城市各类绿地进行系统布局; 根据城市规模和

性质, 对城市绿地进行指标规划 , 满足城市对氧气的需求; 根

据城市园林绿化需求制定植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树种规划以

及生产绿地规划; 为了保证上述规划得以畅通实施, 需制定

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引进先进的培育技术和管理技术等 ,

最终达到充分改善城市环境的目的。

2 .2 .2 景观风貌建构。城市景观风貌特色的塑造需要组成

城市的各元素集体造型、联合塑造, 需要在统一的城市形象

定位基础上进行创作, 需要合理运用地方乡土材料, 挖掘地

方文化内涵。在具体环节控制中, 城市景观风貌特色的强化

在空间形成上涉及到城市边缘、道路、区域、节点、标志5 个

元素, 这5 个元素常常是一个城市意向形成的主要因素 , 最

终达到在自然环境中寻找特色、在人文环境中塑造特色、在

人工环境中创造特色。

3  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技术路线的探讨

城市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就是将生态规划的思想方

法应用于城市绿地规划, 应用生态学与系统学原理来规划城

市建设, 制定完整的城市生态发展战略 , 促进城市功能协调 ,

符合生态平衡要求; 使城市发展与布局结构合理, 形成与区

域生态系统相协调的城市发展形态和城乡一体化的生态体

系; 使自然地貌、植被、水系、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得到有效

保护, 生物多样性趋于丰富。城市生态园林绿地系统规划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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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项政府职能, 又是一项社会活动。作为

一门科学,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必须首先是一项科学成果; 作

为一项政府职能,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必须具有公共政策性 ;

而作为一项社会活动,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则必须具有可实施

性和可操作性。可见新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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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 规划沿继承、发展、保

护3 条主线展开, 实施中应对规划的法制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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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才能达

图1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技术路线框架体系

Fig .1 Framesystemof technical rout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greensystem

到科学规划、有效实施的目的。

3 .1 规划的公共政策性 所谓公共政策即政府和公众意志

的表现, 是政府及其部门或行政机构, 运用其职能来规范和

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调动和利用社会经

济、生态资源, 实现公平与效率目标的主张或决定。政府、企

业和社会公众始终是城市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3 个利

益方面。因此, 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中必须充分了

解3 方的所思所想, 平衡各方利益, 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3 .2 规划的战略性与战术性 城市总体规划的战略性决定

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战略指导作用, 因此要提倡技术型和

战略型相结合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以达到规划战略与战术

的融合, 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动态与稳定的城市绿地发展关

系。这就要求在规划中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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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3 .3  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的编制必须力求科学规划, 有效实施和可操作完成, 使规划

既具有可持续性、综合性、前瞻性, 又具有利于实施的法制

性、政策性、市场性。

3 .3 .1 关于规划理念的思考。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要

把握城市绿地建设未来发展趋势 , 即由物理规划走向生态规

划, 由土地利用规划走向绿地景观功能单元规划, 由“点、线、

面”规划走向绿色网络规划, 由静态规划走向动态与可持续

规划。同时树立科学的规划新理念, 即: ①整体协调发展理

念。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应从原来着重考虑城镇“点”和交通

“线”, 走向兼顾市域“面”的阶段。②综合要素统筹考虑理

念。一是强化自然要素在城市景观形态中的主导作用 , 保护

作为城市景观核心的自然要素, 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对城市形

态的限制作用, 重新认识自然景观生态系统的作用; 二是统

筹人工环境要素, 塑造城建特色 ; 整合文化要素, 体现人文特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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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城市开敞空间管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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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科学指标体系理念。要建立起“具有

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

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引导城市向“生态园林城市”方

向发展是可取的。该指标体系应是动态发展的 , 原则的。

3 .3 .2 关于科学规划的思考。

( 1) 必须体现规划的延续性与继承性。目前实现城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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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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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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分析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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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必须体现规划的前瞻性和发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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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大环境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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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规划编制形式逐渐从开始的以图为主到后来的

图文并茂转变, 再向突出规划的公共政策方面转变。

( 3) 必须突出规划的保护内容。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发展主线, 忽视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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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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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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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继承和保护, 真正实现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3 .3 .3 关于有效实施的思考。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

编制必须在规划阶段就研究规划的实施, 并通过对规划内容

的法制性、政策性、市场性的归类, 增强规划的可实施性。

( 1) 规划的法制性内容。依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法制

性, 制定管理策略。例如在市域生态大环境体系规划中, 针

对整个市域范围 , 制定生态斑块、河流、生态廊道、历史文化

遗产、基本农田等的保护和建设范围、保护和建设要求, 作为

市域生态体系规划强制性内容; 对城市规划区 , 则应明确范

围, 将规划制定的严格控制发展区、一般控制发展区和引导

发展建设区的空间开发管制规定, 作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

对城市建成区, 则应结合建设实际进一步明确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强制性内容。

( 2) 规划的政策性内容。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本质上是一

种公共政策。因此 , 对规划中的前瞻性内容 , 应针对各发展

策略进行专题研究, 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政策目标和手段 ;

加强并细化近期绿地建设规划, 建立近期绿地建设项目库 ,

并将近期建设规划的成果转化为政府近期城市绿地建设的

核心政策; 对城市生态绿地布局及城市生态绿地发展的热

点、难点、重点地段, 均应制定发展政策和建设控制、建设管

理措施 , 作为政府管理城市绿地建设的有效工具。

( 3) 规划的市场性内容。对除强制性规划内容和政策性

规划内容之外的规划内容, 则应归类到市场性内容, 实施中

可通过建设项目和资金筹措等的市场化运作加以完成。

4  结语

尊重生态肌理和传承历史文脉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

特色塑造的本质。因此 , 新时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必

须要以优厚的自然条件为依托, 以历史文化遗产为背景, 在

科学的理念与规划技术框架的引导下, 走规划与实施并行的

规划策略路线, 才能满足生态园林城市对城市绿地系统的新

要求、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旅游休闲及

绿色产业的要求以及城市形象与特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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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属、种, 泛热带分布类型所占比例最高 , 高达30 .43 % ,

其后依次为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类型, 占8 .70 % , 这两

者合起来占该区攀援植物中热带性地理成分的78 .08 % , 占

有绝对优势, 由此可见 , 该区的热带成分与世界各大洲之间

热带成分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 特别是与亚洲、非洲及大洋

州热带成分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 其他热带成分分别是旧

世界热带分布、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和热带亚洲分

布3 种类型, 三者合起来占该区攀援植物中热带性地理成

分的21 .92 % , 远远低于前2 种类型。在温带性成分属中,

北温带分布类型所占比例最高 , 占该类型的39 .14 % , 其后

依次为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和东亚分布类型, 分别占温带

成分的30 .44 % 、26 .08 % , 它们这些成分可作为冈瓦纳古陆

和劳亚古陆之间曾有过联系或共同起源的见证, 而旧世界

温带分布、温带亚洲分布和地中海、西亚至中亚分布及中亚

分布4 种类型 , 该区攀援植物却无一分布 , 从而揭示了攀援

植物区系与其联系极其微弱。相对于整个种子植物区系来

说, 攀援植物区系具有更强的热带性亲缘, 这与其他地区有

一致的特征[ 5 - 9] 。

3  结语

山东省攀援植物区系种类组成比较丰富 , 优势现象比

较明显, 热带性地理成分和温带成分相当, 与古地中海成分

联系极其微弱, 各种地理成分复杂多样 , 但该区未见典型

的纯热带性成分, 这与当地的气候特点、地理位置等自然条

件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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