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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滁州市园林绿地的现状 , 分析了该市绿地系统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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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市是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滁县地区的基础上

设立的省辖地级市 , 辖2 区、2 市、4 县。城区地处江淮之间 ,

在风景秀丽的琅琊山脚下, 历史悠久、交通便利, 有着丰富的

人文景观和历史古迹。全市总面积13 328 km2 , 人口约450

万, 其中市内建城区面积30 km2 , 人口30 万。滁州市是皖东

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 是以机械、电子、轻工等为主导

产业的现代化新兴工贸及旅游城市。

1  自然条件

滁州市位于江淮丘陵地区, 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

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季风明显, 光照充分。春

季多东风, 夏季多东南风 , 秋季多西南风和东北风, 冬季多西

北风; 城市主导风向为偏东风。年平均气温15 .2 ℃, 全年中气

温最低的1 月份, 平均为- 2 ℃; 最高气温的8 月份, 平均为32 .1

℃。降水量变化明显, 春雨适中、夏雨集中、秋季多旱、冬季少

雨, 且降水分布南多北少, 东多西少, 年平均降水量在1 000 mm

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217 .6 h , 全年无霜期为298 d 。

2  滁州市园林绿地的现状

据统计, 到2005 年底, 滁州城市绿化用地总面积达到

817 .5 hm2 , 其中公共绿地面积218 .3 hm2( 含琅琊山风景区的

一部分) , 各单位的专用绿地面积为364 .3 hm2 , 生产防护、风

景绿地面积为224 .8 hm2 , 行道绿化总长度为88 .5 km。绿化

覆盖率为29 .44 % , 绿地率为28 .5 %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

7 .28 m2 。绿化的各项指标在全省处于中游水平。

3  滁州市园林绿地系统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 , 滁州市的园林绿化建设取得了较大、较快的

发展, 如新建了清流公园、人民广场; 全面改造了南湖公园和

许多街头绿地; 完成了外环路及过境道路的绿化; 建立健全

了居住区绿化的验收备案制度; 完成了滁州市园林绿化的

“十一五”计划等等。使得滁州市的园林绿化取得了较快的

发展。但从总体上来看 , 滁州市的园林绿化依然存在着一些

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公共绿地面积较小, 不能适应滁州市的城市发展  虽

然滁州市的公共绿地面积达到了218 .3 hm2 , 但琅琊山风景区

就占了100 多hm2 , 还有一部分在城市的外围, 而与城市居民

息息相关的市区公共绿地少, 难以满足广大城市居民的日常

需要。

3 .2 公共绿地的布局不尽合理  从公共绿地的分布来看 ,

滁州市的公共绿地大多集中在琅琊路、清流路两侧以及原护

城河的周围。服务半径有限, 很难满足市民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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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居住区和单位专用绿地的规划、实施较为薄弱, 其绿地

率低于相关规定的标准 据对滁州市49 个居住小区的绿化

调查情况来看, 平均绿地率为19 .73 % , 有36 个居住小区未

达到规定的绿化用地标准( 新建小区的绿地率大于30 % , 老

城改造的小区大于25 %) 。虽然目前采取了相关的验收备案

制度, 开发企业和单位的绿化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绿化

的随意性依然存在, 缺乏系统的绿地规划。

3 .4 生产、防护绿地严重缺乏 滁州市的生产绿地远远低

于占建城区面积2 % 的指标, 难以满足城市绿化的用苗 ; 同

时, 防护绿地没有形成体系, 城区内的河流、渠道及环城的河

流( 如清流河、溢洪道排灌渠等) 没能及时进行绿化, 形成有

效的防护体系。

4  滁州市园林绿化规划探讨

以1994 年制定的《滁州市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为基

础, 随着滁州市的城市发展, 在即将进行的《滁州市城市园林

绿地系统规划》修编时, 绿化规划设计的要求应以生态环境、

经济、休憩为主导 , 实行点线面相结合,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新建设的园林绿地应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为出发点, 以

创建“园林生态城市”为目的, 先易后难, 逐年实施, 逐步

完善。

( 1) 尽快完成《滁州市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的修编工

作。随着滁州市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全面进步 , 以及城市

规模的不断扩大, 原有的《滁州市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在

某些方面已经不适应滁州市城市的发展 , 必须尽快对《滁州

市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进行修编, 以使滁州市的城市绿

化有根据、有方向、有目标地进行, 从而使滁州市的绿化、美

化工作能有序地、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 2) 加强对城市绿化的领导和督查。城市绿化是全社会

的共同事业和责任, 加强对绿化工作的领导, 是绿化各项指

标实现的关键。各级都应建立相应的绿化组织, 市设立城市

绿化办, 为城市绿化的总协调; 市园林绿化部门负责城市公

共绿地、主次干道、公园的建设管理 ; 办事处负责城市巷道、

居民区的绿化; 物业管理部门负责新开发小区的绿化; 专用

绿地的绿化由各部门负责; 防护林绿化由城市绿化办动员社

会力量, 开展义务植树进行绿化。只有各负其责, 分级管理 ,

才能使绿化工作落到实处。同时, 建立完善的城市绿化督

察、监督机制, 以确保各类绿地的绿化能按规划的要求进行。

( 3) 加大城市园林绿化资金的投入和多渠道地筹集绿化

资金。城市绿化进展速度的快慢, 资金是基本保证。建设城

市公共绿地、公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 城市园林绿化资金

应不低于城市维护经费的8 % ～12 % , 而随着城市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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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30 % , 这说明增加水中 Mg2 + 浓度可显著提高仔蟹的成

活率。河蟹的高渗调节是通过鳃部的 Na +- K+ ATP 酶来实现

的[ 8] , 而 Mg2 + 是此酶的活性剂。河蟹是广盐性蟹类( 对水中

Ca2 + 是主动吸收) , 对 Mg2 + 是被动吸收, 所以水中适宜的

Mg2 + 浓度可使鳃部 Na +- K+ ATP 酶的活性提高, 其渗透调节

能力也提高 , 进而能提高仔蟹的成活率。同时 Mg2 + 作为许

多酶的激活剂或辅酶浓度增加 , 促进激活与 Mg2 + 有关的酶

的活性 , 从而影响体内生物化学反应。Mg2 + 在500 mg/ L 时仔

蟹成活率为40 % , 比 Mg2 + 在400 mg/ L 时有所下降, 其原因可

能是在仔蟹体内 Mg2 + 的最适宜浓度为400 mg/ L 左右, 而500

mg/ L 的 Mg2 + 是过剩的, 多余的 Mg2 + 并不能发挥作用。

3 .2 Ca2 + 对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育成Ⅲ期仔蟹生长的影响

 试验表明 ,Mg2 + 浓度在21 .9 mg/ L ,Ca2 + 浓度从50 mg/ L增

加到250 mg/ L 时, 对仔蟹的蜕壳生长影响较大。其中Ca2 + 浓

度为250 mg/ L 时生长最快, Ⅲ期仔蟹的体重能达到56 .378

mg , 而壳长和壳宽分别达到6 .303 和6 .758 mm。Ca2 + 在甲壳

动物的生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Ca2 + 是中华绒螯蟹钙化作

用的主要元素, 其周期性蜕壳需要大量的 Ca2 + , 这些 Ca2 + 必

须从饵料或通过体表吸收得到补充[ 9] , 因此, 水中 Ca2 + 也能

影响河蟹的生长。Ca2 + 还与许多生理活动过程有关, 是许多

信号传导途径中的细胞内信使。某些激素作用触发磷酸肌

醇级联 , 这个级联反应的两种效应之一就是开启细胞内的膜

系统上的 Ca2 + 通道, 升高细胞质中 Ca2 + 浓度, 钙调蛋白能结

合Ca2 + , 并被Ca2 + 活化, 活化了的钙调蛋白再进一步去活化

许多种酶, 完成多种生理效应 , 如肌肉收缩、视觉传导等。

3 .3  R 值对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育成Ⅲ期仔蟹成活率的影

响 仔蟹的成活率除了受 Mg2 + 、Ca2 + 绝对含量的影响以外 ,

Mg2 + / Ca2 +( R) 也必须在适合的范围内。该试验中 Ca2 + 浓度

保持在100 mg/ L, R = 3 时仔蟹的成活率为46 % , 比 R = 2、1

时成活率高;Ca2 + 浓度保持在46 .4 mg/ L , R = 3 时仔蟹的成活

率为40 % , 比 R = 2、1 时成活率高。说明 R = 3 时仔蟹成活

率较高, 与成永旭等[ 3]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在一定范

围内, 提高水中的 Mg2 + / Ca2 + , 可以提高仔蟹的成活率。该

试验结果同时也说明 , 在 Mg2 + / Ca2 + 值相等时, 提高 Ca2 + 浓

度能提高仔蟹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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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发展 , 此标准已不适应园林绿化发展的

需要 , 这就需要各方面、多渠道地筹集资金 , 弥补城市园林

绿化资金的不足。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 采取租赁、承包、

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集

体、私营企业、个体、农户以及外商积极参与投资建设。尽

快建立新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 , 变独家经营为社会共管, 以

保证绿化资金的需要。

( 4) 尽快建成老城区以南湖公园、北湖公园、西涧公园

为纽带, 原城墙遗址为基础的环城公园, 完善内城河上水关

到津浦线的内河绿化, 加强沿河两侧原有游园、绿地建设。

对两侧菜地新辟游园, 增加绿量和可游场所 , 发动社会力量

尽快开辟城区外围大环境绿化, 形成完善的防护体系。如:

以琅琊山风景区为依托 , 在城西大丰山上及城西水库上游,

建成水土涵养林 ; 清流河的防护林带; 北关溢洪道防护林

带; 南环城农业经济防护林带 ; 东南侧以农业、绿化为绿色

契型林带。

( 5) 打通滁城原有的水系系统, 促使水系的畅通和互

动。因各种原因, 滁州市城区内的水系因城市建设被人为

地阻断 , 造成了水流不畅 , 水质恶化, 严重地影响城市的景

观环境。在以后的城市建设中 , 应着重考虑水系的流畅, 设

立路桥, 打通西涧公园 - 南湖公园 - 体育场 - 北湖公园 -

水库等原护城河的水系 ; 打通内城河 - 清流河的水系 ; 打通

菱溪湖- 上菱塘- 清流河的水系。还滁城一个山清水秀的

原貌。

( 6) 充分利用滁州市现有的自然条件, 对规划中的3 个

市级公园( 凤凰公园、浮香公园、菱溪公园) 进行绿线控制,

尽快建设 , 为市民提供一日游的场所。同时 , 结合老城区的

改造建设 , 利用现有的水塘、洼地、河流, 逐步建设规划中的

7 个市区内公园 , 以合理分布公共绿地, 满足城市居民早晚

休憩、娱乐的需要。

( 7) 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和城市道路的建设, 按规定留出

一定比例的绿化用地( 一般为30 %) , 用于建设市区内的街

头游园、绿地。公共绿地的建设要做到高起点、高标准, 以

植物造景为主 , 丰富绿化色彩, 适当点缀园林小品。

( 8) 挖掘历史, 结合滁州市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古迹、古

点、古景观, 规划出一些能反映滁州市历史和文化氛围特色

的景点、景观 , 突出滁州市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地方特色。

( 9) 加强园林绿化的宣传工作 , 制定出各项规章制度,

提高全体市民参与绿化和爱护绿化的意识。要大力开展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 确保居民区绿化和专用绿地绿化的达标。

所有的绿化建设、绿化设计均应有方案、图纸 , 并应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绿化建设的实施。

总之 , 城市园林绿化是一项全民的公用事业, 也是城市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 更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只有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 对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进行全面、深入地

探讨和研究 , 并不断地挖掘、创新, 才能把城市绿化工作做

得更好, 才能达到“绿化、美化、香化、净化”的目的, 也才能

把城市建设的更加美丽 , 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为社会的

和谐、进步和发展注入永恒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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