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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绿地系统袁 作为城镇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系
统袁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袁小城镇绿地对维护城
市环境袁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袁保护生物多样性袁提高城市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袁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袁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袁也是城市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内
容[1]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袁绿地系统规
划的目的就是要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袁创建一个有野 生存价
值冶的城市 [2]遥完善小城镇绿地系统是解决城市生态环境保
护的必要前提袁合理建立绿地系统袁可以有利地促进城市与
周边城乡良好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袁因此袁小城镇绿地系统
合理规划的研究意义深远遥 笔者以桐柏县绿地系统规划为
例袁对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的指导思想尧目标尧原则及内容
进行了探讨袁 拟为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
提供参考遥
1 桐柏县城区概况及其绿地系统现状分析

1.1 城区概况 桐柏县位于河南省南部尧南阳盆地东缘袁
豫鄂之交袁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袁跨江淮两大水系袁是千里
淮河的发源地遥 位于 32毅17忆~32毅43忆 N袁113毅00忆~113毅49忆 E曰
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性温湿气候袁四季分明袁雨量充沛袁年
平均气温 15 益袁年平均降水量 1 168 mm袁无霜期 231 d袁年
日照时数平均 2 027 h曰自然特点为野 七山一水二分田冶遥县
城总面积 1 941 km2袁全县辖 9镇 7乡袁214个行政村袁总人
口 43.38万袁城区规划区面积 28 km2袁建成区面积 10 km2袁人
口 7.8万袁城镇化率 29.6 %遥
1.2 绿地系统现状分析 桐柏特殊的地理位置袁拥有亚热
带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袁 十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风景园
林绿地的开辟遥桐柏县以创建园林城市为动力袁坚持不懈袁
以绿造城袁以绿兴城袁取得了一些成绩遥目前桐柏县城现有
绿地 598 hm2袁 主要分布在以淮河两岸绿化为主的风光带袁
以春秋园为主的周边山体林地和以英雄广场尧三和园尧中原
局旧址为主的林地袁以城市道路尧庭院尧街道游园为主的绿
地遥其中公共绿地 62 hm2袁生产绿地 12 hm2袁风景林地 290
hm2袁防护林地及其他234 hm2遥该县城市绿化覆盖率 36.5 豫袁

绿地率 35.85 豫袁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0 m2/人遥已形成道路绿
化成网络袁游园绿地遍城区袁乔灌遮阴袁芳草铺地袁花卉点
缀袁三季有花袁四季常青的园林绿化格局遥各乡镇绿化建设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袁街道绿化尧庭院绿化尧河道绿化与前几
年相比有了很大提高袁但是以前建设缺乏统一规划袁各种建
筑物见缝插针袁致使城区绿地系统仍存在不少问题院淤桐柏
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县城建设中未能充分体现袁 县城
内山体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袁 县城内河部分河段污染较严
重曰并且随着城镇的发展袁绿地面积在减少袁生态系统受到
威胁曰河流水系两边绿化缺乏层次袁绿色廊道没有形成遥于
各种建设项目和开发区占用农田尧绿地尧河岸等自然生境袁
导致县城区景观生态系统的结构破碎袁人工景观斑块增多袁
河流尧河岸植被带等被破坏遥盂现有城镇绿地的垂直结构和
植物种类较单一袁区域绿地系统结构不完整袁连通度较小袁
功能单一袁对其绿化美化作用考虑较多袁而对其生物多样性
富集地尧区域生态保育地的复合生态功能考虑较少遥榆水系
作为重要的自然过程和景观联系通道袁 没有得到很好的利
用遥滨河绿地作为重要的生物廊道袁作为联系城区内外生态
过程和连接城区内各主要次种群源的主干道袁 复合型的乔
灌草过少袁生物量低袁景观异质性不足袁其生物廊道的功能
不能完全发挥出来遥
2 桐柏县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2.1 指导思想 桐柏继续以创建园林城市为契机袁严格按
照绿化规划要求袁加大投资力度袁把绿化工作作为城镇建设
的一个重点袁全面提高城镇建设的品味和质量袁以最少的用
地尧最少的用水尧最少的财政拨款袁选择对周围生态环境最
少干扰的绿化模式袁早日实现山城人民野 行走在绿荫中袁生
活在花园里冶的目标遥我国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大多是以城
市规划为指导或同步进行的袁 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标准为
统一口径进行不同区域尧不同规模小城镇绿地系统建设遥虽
然城市有其共性袁但差别仍然很大遥野 特大尧大中城市冶与野 小
城镇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袁统一套用不仅会在经济上造成
浪费袁而且会破坏小城镇的特色袁如野 景观大道冶的建设袁在
大城市可以起到景观尧绿色廊道的作用袁而在车流尧人流较
少的小城镇袁则破坏了小城镇应有的尺度袁使城镇失去了宜
人的特质遥 小城镇的生态建设必须有适应自身尺度发展的
绿地系统规划袁才能改善城镇环境尧为城镇居民提供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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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河南省桐柏县为例袁通过对其绿地系统的现状分析袁结合其城市生态规划袁探讨了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的指导思想尧目标尧
原则及内容袁提出了支持城市生态建设的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的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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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和生活空间遥
2.2 建设目标 根据桐柏县提出野 十一五冶末期实现建成
国家级生态县的目标袁按照野 城区园林化尧郊区森林化尧道路
林荫化尧庭院花园化冶的建设目标袁以城乡结合部和城市郊
区为重点袁广泛开展环境生态林袁环城绿化带和隔离区绿化
等城市森林体系一体化建设袁提升城镇整体绿化美化水平遥
同时注重体现野 以人为本冶的理念袁在绿地和公园的建设中袁
以服务尧方便游客和居民休闲尧娱乐为主袁使其发挥最大的
社会效益遥强化绿化管理力度袁全面提高养护质量袁加大宣
传力度袁 提高城镇居民的绿化意识和爱护花草树木的优良
品质袁达到人尧城市和花草树木以及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遥
城镇与大尧中城市的绿地系统相比袁其绿地的构成尧作用尧规
划建设均具有明显的特点袁要满足城镇已有的农尧林尧果尧竹
生产性绿地曰城镇绿地建设要高起点尧高标准袁应该坚持生
态学观点袁 将景观生态设计引入规划袁 以植物造园造景为
主袁形成野 点冶尧野 线冶尧野 面冶相结合的绿化体系曰要注重与四周
环境有机结合袁根据小城镇的地形地貌尧水系尧湖泊特点袁以
及城市不同功能区的经济尧社会尧环境状况袁科学规划小城
镇绿地系统的结构和布局 [3]曰建立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袁山水
相连的大环境尧大绿化的绿地网络体系袁其绿化的总量尧质
量尧各类绿地比例和分布的合理性袁都要符合生态县的标准
和要求遥
2.3 规划原则 淤根据桐柏县的地理位置尧 环境特点袁充
分利用当地的有力条件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袁遵循城镇园林
绿化建设的发展规律袁用生态质量尧景观质量双重标准袁因
地制宜地进行规划遥于充分挖掘当地生态环境潜力袁保护和
建设好自然存在的山林尧水域袁充分利用地形地貌等自然资
源袁尽可能地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袁并塑造出特色遥盂根据桐
柏县的现状袁以合理布局尧完善结构为绿化目标袁提高城镇
生态环境质量袁美化城镇面貌遥榆科学安排规划范围内的多
种绿色空间袁构成开放型城镇绿地系统袁为市民创造安全尧
舒适尧优美的户外活动环境遥虞努力提高城镇绿地系统规划
的可操作性袁使之对整个城镇规划与建设尧园林建设和绿化
管理工作的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遥
2.4 结构布局 绿地结构布局如何袁 极大地影响城市景
观尧形象建设和绿化综合效益的发挥遥绿地布局的主要目的
是满足城区居民游览尧休息和城市生态环境尧城市艺术面貌
的需求遥因此要从实际出发袁因地制宜袁充分发挥地区自然
优势袁弥补不足袁注重大环境绿化并与城区野 点冶尧野 线冶尧野 面冶
绿化形成有机整体遥绿地比例合理袁均衡分布袁指标先进袁既
要有远景目标袁也要有近期安排袁以保证绿化目标的实现[4]遥
桐柏结合县城区自然环境特点袁建立野 山尧江尧城尧湖尧田尧河冶
层次分明的县城绿地系统框架院 第 1个层次为外围森林生
态屏障袁第 2个层次为组团生态绿化带袁第 3个层次为沿江
系统袁第 4个层次为绿色通廊袁并建设野 一心五园尧一带五
脉冶的绿地系统结构遥
2.4.1 外围生态屏障遥 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工
程袁25毅以上陡坡耕地和部分 16毅~25毅坡耕地实施退耕还草袁
在宜林荒山荒地造林遥 把桐柏山脉和凤凰山构成县城外围
的生态屏障遥严禁工矿企业尧居住尧旅游等建设行为和其他
破坏森林的行为遥丘陵顶部及陡坡丘体区和河谷地带袁以退
耕还林和人工造林为主袁建成为低山森林带的两辅翼袁与条

状低山森林带一起有机构成森林生态屏障整体系统遥
2.4.2 绿化隔离带遥 以组团间不宜建设地和丘坡尧 河岸为
主袁建设环绕各城镇组团地生态绿化带遥通过设立水源保护
区尧自然湿地保护区尧农业保护区等形式袁建设环绕各组团
与城镇的生态绿化带遥 以环绕组团的生态绿地将城市各组
团城市相野 隔离冶袁避免各组团粘连发展遥
2.4.3 沿江绿地系统遥 在各个城市建成区内江河与道路两
侧的广场尧公园尧街道尧社区等地带袁按适宜性尧优美度有机
配置生态景观系统遥 保护和塑造好天际轮廓线尧 江河天际
线尧道路网线和大小绿地块袁立体绿化与平面绿化交织遥通
过大力绿化尧大幅度提高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尧绿地率和绿化
覆盖率遥
2.4.4 绿色通廊遥沿城市对外交通干线两侧和通廊袁建设向
外围放射状的带状绿色生态通廊遥 各条交通干道和通廊两
侧建设 20~40 m或 100 m乃至更宽的防护尧隔离尧风景绿化
带袁完善 312国道防护林建设遥
2.4.5 野 一心五园尧一带五脉冶的绿地系统结构遥野 一心冶指淮
河南中央绿心曰野 五园冶 指临淮公园尧 英雄广场红色文化公
园尧绿心南侧植物园尧淮河下游湿地公园与城区东侧串湖公
园曰野 一带冶指淮河绿带曰野 五脉冶指以水帘河尧龙潭河尧银盘
河尧盘古大道尧串湖公园和铁路防护林带为载体的 5条绿脉遥
2.5 绿化的主要内容

2.5.1 城镇道路绿化遥道路是一个城镇的骨架袁而一个城镇
的道路绿化则直接反映了一个城镇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

度袁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城镇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总体水平遥因
此袁应选用具有当地代表意义的树种以及观赏性好的树种袁
通过变化和统一尧平衡和协调尧韵律和节奏等配置原则袁将
乔尧灌尧地被和草坪科学合理地搭配袁创造出优美的尧体现城
镇特色的街景遥还应该与周围的环境相结合袁选择富有特色
的树种袁尽显街道个性遥桐柏县于 2003年完工的大同路尧景
观路袁将人行道重新改造铺设成彩色地面砖袁拆除了原有的
花带袁铺设彩色面砖遥规划对类似的景观路应适当地将硬质
铺装改为软质绿地袁以丰富多彩的植物作为装点尧美化街道
的主要材料袁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袁使之更富有自然气息遥
这样不仅满足了遮阴的功能袁而且赋予街道无限生机遥全部
采用植物材料或植物材料与其他有特色的景观相结合袁力
求形成特色街道袁提高街道的可识别性遥
2.5.2 滨河绿化遥 河流景观是城市景观中一种重要的自然
地理要素袁更是重要的生态廊道之一遥因此应扩大滨河两岸
的绿化面积袁增加绿化树种尧绿化层次袁充分发挥滨河绿地
的生物廊道功能遥 绿化要注重河流与绿化在视觉上的整体
感尧接近河岸的方便性袁努力营造河流空间的风格遥桐柏的
滨河公园虽已形成具有观赏价值的游览区袁但从绿化的角
度来看袁 虽然绿地覆盖率较高袁 但是植物种类还是比较单
调袁不能体现桐柏丰富的植物资源袁规划在植物配置上采用
较多种类的大苗袁 并把其中的一部分落叶乔木种植在滨水
漫步道和其他铺装地上袁便于夏季遮阴和冬季纳阳遥河岸部
分种植要有一定的几何形袁而不是僵硬的对称规则式遥灌木
是最活跃的因素袁 各段因有所不同袁 但总体上应有一个时
序遥为了能让行人看到河流及对岸的景观袁灌木的种植要有
一定的节制袁留出足够的透视线遥矮灌木色块图案要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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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思想相一致袁并不因道路等功能性实施而相互孤立袁要
注重整体结构遥地被应根据上层树木特性及结构来设置遥草
皮在选用时袁不但要注意景观上的需要袁还应考虑到养护的
方便遥
2.5.3 城镇广场绿化遥 广场是人们日常生活和进行社会活
动不可缺少的场所袁应以花草树木等植物材料为主遥通过植
物材料来美化和点缀广场袁并和道路紧密协调袁保证广场交
通和美化功能的实现遥 植物的布置形式与广场的需要紧密
结合袁或丛植袁或列植袁稀疏有致遥桐柏英雄广场这类以标志
性建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广场袁植物配置要少而精袁不喧宾
夺主遥在繁华的商业广场上袁巧妙地利用地形布置植物袁为
人们购物之余提供休息的好地方袁调节人们的视线与心理遥
在有雕塑的广场袁以低矮的植物材料来烘托雕塑袁突出广场
的文化氛围遥
2.5.4 街头绿化遥街头绿地多设在观光尧购物尧交通枢纽等
行人集中活动的地方遥它可以是一个交通绿岛袁一块独立的
绿地袁临街建筑前的绿地袁也可以是林荫道的一段袁应以灵
活的方式布置袁 以增加城镇绿地面积袁 补充城镇绿化的不
足袁创造丰富的景观袁方便小城镇居民生活遥购物中心前以
花为主来布置街头绿地袁装点出一个美妙的休憩空间遥设在
道路中央的街头绿地袁选择适宜的植物材料袁辅以喷泉尧雕
塑等园林小品袁既美化了街景袁又组织了交通遥临街建筑前
的一块绿地袁通过植物材料的合理配置袁既活化建筑物过于
生硬的景观袁又为人们提供了一席休息尧娱乐之地遥利用街
道的一角袁在有限的面积上袁用修剪整齐的桧柏篱和桧柏球
及少量草花组成精致小巧的绿地袁 或将林荫道和街头绿地
结合袁形成一个广袤的绿色世界遥滨水的绿地袁宜选择一些
耐水湿的植物材料袁沿水边种植垂柳袁确保植物景观的形成遥
2.5.5 绿化植物的选择遥城市绿化植物选择袁对城市生态尧
景观效应尧城市形象尧艺术面貌袁对城市绿化质量尧水平和环
境保护影响极大袁其作用不可估量袁难以替代遥为此袁应予以

重视并作精心规划[4]遥不要只关注外来树种袁要注意发掘反
映地方特色袁适宜地区生长的乡土树种曰树种选择以常绿阔
叶树为主袁配以灌尧花尧草曰种类与配置形式不要单调袁避免
雷同袁要有个性曰保护和恢复城市物种的多样性曰注重城市
绿地系统生态结构的修复和保护遥 桐柏县境内植物区系复
杂袁种类繁多袁华中尧华北尧华东尧西南尧西北等地成分交聚荟
萃袁亚热带尧暖温带等气候类型兼容并存袁形成了独特的植
被景观遥在绿化中袁桐柏十分注重树种的搭配袁充分利用其
植被资源袁街道绿化以乔木为主袁常绿灌木为辅曰公共绿地
及庭院绿地以乔灌相间袁常绿与落叶树种相配曰周边山场以
传统的马尾松尧茶树为主体袁适当配置常绿风景林树种及经
济林树种遥三河渊 即淮河尧水帘河尧龙潭河冤河道两侧 5 m区
域内以种植垂柳为主体袁适当配置耐阴尧耐湿树种遥
3 结语

城镇绿地建设应该坚持生态学观点袁将景观生态设计
引入规划袁其规划目标尧原则的确定要结合城镇实际袁突出
城镇个性袁与城市建设总体目标相一致袁把绿地系统建设工
作有机地结合到生态城市建设中去遥 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
要充分考虑对城市绿地市场运作要求尧 生态及景观要求[5]曰
要从建成区域与城市生态系统角度构筑小城镇绿地总体结

构和布局曰绿地植物配置不但重美观也要重生态效果袁使小
城镇绿地系统与周围环境相互融合袁完善大环境尧大绿化袁
走生态大园林的道路曰 充分发挥小城镇绿地系统在城市生
态建设中的作用袁以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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