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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威胁到整个民族的可持

续发展。探索区域生态环境恢复和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完美应对模式，是各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动

力和经济成长的 迫切需求。必须将恢复生态学和生态恢复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思想贯穿于城市景观环境设计—建造—管理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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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到今人类都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城市建设。但人类对城市的需求不仅局限在物质上，还

会对城市的环境提出更多层面的要求。城市空间发展要源于自然生态的视角：城市空间发展不是人工环

境不断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的过程，而应是与自然协同演进。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运动迅速

展开，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多年的快速城市化之后，种种城市顽疾已经成为发展的桎梏，大地自然系统

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的摧残。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必须的，但自然系统是负荷量是有限的，

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威胁到整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提出未来 15 年以防治各类污染为重点环境保护目标。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把环境保护摆

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建设人类和自然相利共生的城市，即人与自然相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虽然城市生态问题的迫切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但由于缺乏现实的实施手段和管理体制，

生态理念还很难真正落实到现实的发展计划中去。因此，改变城市扩展的运营模式和空间格局是可持续

发展的唯一出路。 

  一、城市生态设计理念 

  伴随 20 世纪 70 年代初联合国 MAB 计划的提出，许多国家先后开展了城市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保

护环境、改善城市生态状况的思想引入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并对未来园林发展的规划设想产生了持

续的影响。在景观行业发达的国家，生态主义设计早已不是停留在论文和图纸上的空谈，倡导能源与物

质的循环利用，发展可持续的生态处理技术思想贯穿于整个设计的始终。对生态的追求与对功能和形式

的追求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超越后两者，占据首位。国内城市范畴的景观规划还相当落后，仍停留在传

统的追求空间视觉效果的形式层次，生态原则只在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中得到少许应用。 



  生态设计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 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

态设计。这种协调意味着设计应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生

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生态设计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重视人

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摒弃了掠夺式开发的弊病，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理想。 

  二、城市生态敏感区 

      鉴于城市处于快速拓展阶段，特别是建设需要大量土地资源，为了保障其建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应对城市空间作生态敏感性分析，并划分出不敏感区作为城市优先发展区用地。 

生态敏感性分析通过对城市化特别敏感的自然生态因子加以叠加，用以界定易受人类损伤的敏感地带，

加以控制保护。一般从饮用水资源、自然生态要素的人文价值、生态资产、工程地质情况等指标进行处

理分析。根据生态敏感性程度，将市区划分为生态 敏感区、敏感区、低敏感区和不敏感区 4 种类型。

空间落实如下： 

  生态 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山脉、河流水系的两侧。该区生态敏感性很高，外来干扰不仅对其自身影

响反应剧烈，甚至有可能波及其他地区，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破坏，故应属重点生态保护区，城市发展

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与该区的关系。 

  敏感区分布在山体边缘地带、建成湖泊湿地地区以及老城中心。该区生态敏感性较强（包括历史文

化因子的敏感性），对维护 敏感区的功能以及整体生态效果起重要作用，故开发建设亦应慎重。 

  低敏感区以大片农田景观为主，少部分为城区内历史文化保护地段或文物密集区，该区不宜强度开

发，而应作为大地园林化的主要构成成分或历史文化控制建设地段。 

  不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县城区一带，是城市发展的良好用地。 

  三、生态的绿化 

  随着环境资源被不断开发利用，经济的高度增长，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局部地区后工业社会的

逐渐到来，利用绿化技术对受损环境与被破坏环境进行生态与景观恢复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生态处理手法是值得大力推广运用的，但以为设计人造的绿色空间，植林挖池就具有生态效益，未

免是将复杂的生态系统简单化了。从表象上看，城市景观大都体现了绿色的主题，但绿色的不一定是生

态的，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形成和保持的景观效果并不是生态意义上的“绿色”。自然有其演变和

更新的规律，站在生态的角度上看，自然群落比人工群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利用乡土植物种类，

尊重场地的自然再生植被，为自然再生过程提供条件或是充分利用基址上的原有植被，发挥自然系统的

能动性，这才是绿色生态设计。 

  （一）屋顶生态绿化 

  在建筑密集的城市环境中,屋顶生态绿化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空间绿化手段，常常出现在高密度的

建筑群中。屋顶绿化对建筑本身的承载力和防渗透要求相对较高，因此，一般建筑只能栽植浅根系易于



生长的花灌木及地被。但基本上只是的达到了绿化的效果，在生态多样性方面太过单一了。值得我们考

虑的是如何更高效的发挥生态绿化的作用，建立生态多样性空中绿化。 

  韩国环境部《建设高效率的生物栖息空间》项目之一“天空乐园”——把建设生物栖息场所的市内

生态公园的概念引申到屋顶绿化中。把空间分为“野生绿地”、“灌木丛”、“湿地”等，并种植了八

十多种植物。屋顶小生态系统建设后，高为 12 层的建筑，取暖能源减少了 14%，空调使用减少了 13%。

建设两年后屋顶小生态系统植物种类达到了 150 种，昆虫种类达到了二十多种，鱼类、两栖类、鸟类生

存环境优化。由此看来，在屋顶上建设生物栖息空间，给城市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多样化。 

  （二）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恢复树种规划 

      城市发展在基础建设和道路建设中几乎不可避免对自然植物群落的破坏。依据潜在植被理论进行

恢复被破坏的植物群落系统，其在绿量和生物多样性比自然再生的恢复速度快很多。  

  绿化树种规划的方针： 

  1．以当地景观与植被构成为主的乡土群落为复原目的； 

  2．早期形成绿量的速生树种的落叶树（先驱种）与远期形成景观的常绿树按一定比例搭配。 

      首先通过调查当地周围的自然植被，在土壤贫瘠的条件下，生长发育着的稳定的树种规划为远期

构成树林群落的树种。其次选用当地的速生树种，利用速生树种确保绿化初期的绿量，并为慢生树种提

供夏季遮荫。并根据对当地自然植被林缘树种的调查研究，在林地边缘选择适当的抗性强的树种栽植。 

  从效果来看，而采取这种生态恢复绿化方法仅需用 4～5 年的时间，即与其周围没有遭到破坏的植

被在绿量方面达到了基本的一致。比任植物自由萌发与生长快几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群落的构

造发生相应的变化，动植物种类也开始自然增加。为保障远期形成景观的常绿树健康地生长，必须对恢

复地植被进行适当的养护管理及对早期形成绿量的速生树种（先驱种）进行移植。 

  四、城市特殊地区更新 

  生态学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充分利用场地原

有的建筑和设施，赋予新的使用功能。再生原料支撑的材料，将场地的材料循环使用， 大限度的发挥

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加工而消耗的能源，减少施工废弃物等。今天，景观设计师面对的基址是越来

越多的那些看起来毫无利用价值的废弃地和被生产破坏的区域。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城市治疗疮疤，用景

观的方式来修复城市的肌肤，促进城市各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德国埃姆舍公园（IBA Emscher Park）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设计者巧妙的利用旧工业区原有的采

矿基地和大量建筑，改建成公园休闲、娱乐的场所。不仅尽可能的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设施作为地区的历

史延续，并有效的节约了资源，同时创造了独特的工业景观。这项环境和生态综合整治工程，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当地由于工业衰落带来的环境、就业和经济发展等诸多难题，并赋予旧工业基地新的生机。 

  俞孔坚教授主持设计的中山岐江公园，也是典型的充分利用原场地的造船厂房及机器设备作为景观



的组成部分。对工厂的原有设施加以提炼和修饰，使其赋予新的审美和使用功能，并引发游客对历史的

回顾和思索。  

  五、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性是生态设计的重点。生态水环境终目标是使流入自然流域的水实现污

水“零排放”。城市里一般污水都被收集到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再排回河道中。但水处理厂的排水一

般为三级排放，仍然携带大量污染物质，所以排放到自然河道仍然是超 V 类水体，易引发诸多问题。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根据去年的检查，我们国家 600 多个

城市中间有 230 多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率等于零。也就是说，这些城市的污水是直接排放的，对环境造成

了极大的污染，而且也使水的循环利用在这些城市受阻。为了扭转该现状，根据生态设计理念在规划中，

我们应分考虑了污水治理、中水回用、雨水收集回用以及水质保持的问题。 

  （一）综合形的生态处理方法 

      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推荐采用一些先进的生态污水处理措施，如太阳能水生物污水处理系统（SAS），

处理后将清洁的水回用当地的生产。中水和雨水集中净化处理可利用城市林地作为生态过滤系统，同时

加速水的蒸腾和下渗，保障了水系统的循环，并且可创造出一个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环境。这种设计理

念有多方面益处：它首先解决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给当地提供了清洁的淡水资源；回灌了土地，补充

了地下水资源；进入河流的水质达标，确保河水恢复为奔流的河流，而不是一条排污的渠道。一方面提

高了水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生态恢复手段维持水循环过程，以便持续地获得可供利用的水。 

  （二）湿地   

  湿地作为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

及调节气候、蓄洪防旱、水质净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天然的生

物基因库和人类文明的摇篮。 

  湿地具有巨大的净化、降解有毒物质的能力。试验表明，湿地对采油污水中油的净化率可达 80%以

上，对落地原油和钻井泥浆的净化作用也十分明显。此外，湿地的功能还表现在供给水源、重要物种栖

息地、动植物产品的开发、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旅游和休闲等方面。因此，利用各类湿地来构筑城市

的生态系统，投入 少，养护费用 低，却能为城市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人工浮岛 

      浮岛是在池塘中放入浮体，并在浮体上种植植物来净化水质的一种人工制造的“岛”。在浮体上

种植亲水性植物，不但可以净化水质，给生物提供栖息场所，而且还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日本约在 30

年前着手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并成立专门的机构，并利用人工浮岛技术净化水质、创造生物的声息空间、

改善景观。 

  六、结语 



  人类聚居与自然共同生存和发展生态健全且优美的环境的城市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寻求人类和

自然互利共生的途径是维护城市稳定发展的建设方法。我们应在设计实践中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自然伦

理，探索能结合本土实际的生态化发展模式作为谋求完美生活环境的规划和设计，实现生态环境与人类

社会的利益平衡和互利共生。并在这一基础上引导人类的行为模式，确定社会、经济的详细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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