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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决策者购买大面积的 1几地
,

来建立 一

个公园系统
。

在长地还远未被开发时
,

他

们就 1卜常廉价地买到 了大块 L地
,

为

5 0 一 1 0 0 年后规划比用
。

1 0 0 多年过去了
,

城 市已经扩大 了几倍
,

但这块廉价购得

的 卜地成为城市中间的 一个宝贵的绿地

系统
。

这样 一个绿地系统的形成
,

不光

是 要一个好的概念
,

同时需要城市决策

者提前 50
一 1 0 0 年进行投资

。

同样
,

肯萨

斯和克里夫 竺在当时还是两个小镇
,

城

市决策者 用便宜的地价在其郊外购置大

量 长地
,

结合区域的河流水系规划建设

并
一
直保护 了

一

个绿地系统
。

这
一
当时

在郊区的绿地系统而今已成为城市的
-

部分 了
,

成为居民身心再生的场所
。

所以
,

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
-

样
,

城市的生态幕础设施需要有前瞻性
,

更需要突破城市规划的既定边界
。

唯其

如此
,

则需要从战略高度规划城 市发展

所赖以持续的生态基础设施
。

2 城市生态羞郭出设施建设的十大

景观战略

城的所在地都从认知图式 卜和实际的规

划上被当作发韧于昆仑山的支 于山系和

水系 L的一个穴场
。

明皇朝曾明令禁止

北京西山 L的下刽可开山
、

填河工程
,

以保

障京都山水龙脉不受断损
。

断山
、

断水被

堪舆认为是最不吉利的景观
,

如果占代

中国人对山水格局连续性的占凶观是基

于经验和潜意识的
,

那么
,

现代景观生态

学的研究则是对我们维护这种整体景观

基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提供强有力的科

学依据
。

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未开始
,

特别

是 80 年代中期开始
,

借助于遥感和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
,

结合
一

个多世纪以来的

生态学观察和资料积累
,

面对高速公路

及城市盲 目扩张造成自然景观基质的破

碎化
,

山脉被无情地切割
,

河流被任意截

断
,

景观生态学提出了严重警告
,

照此下

去
,

大量物种将不再持续生存下去
,

自然

环境将不再可持续
,

人类自然也将不再

可持续
。

因此
,

维护大地景观格局的连续

性
,

维护自然过程的连续性成为区域及

景观规划的首要任务之一
。

2
.

1 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

续性

任何
`

个城市
,

或依山
、

或傍水
、

或

兼得山水为其整体环境的依托
。

城市是

区域山水基质 卜的 一个斑块
。

城市之于

区域 自然山水格局
,

犹如果实之于生命

之树
。

因此
,

城市扩展过程中
,

维护区

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
,

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 一大关键
。

古

代堪舆把城市穴场喻为
“

胎息
” ,

意即大

地毋亲的胎座
,

城市及人居在这里通过

水系
、

山体及风道等
,

吸吮着大地母亲

的乳汁
。

破坏山水格局的连续性
,

就切

断自然的过程
,

包括风
、

水
、

物种
、

营

养等的流动
,

必然会使城市这一大地之

胎发育不良
,

以至失去生命
。

历史 L许

多文明的消失也被归因 f 此
。

翻开侮一个中 国占代城市史志的开

篇

— 形胜篇
,

都在字里行间透出对区

域山水格局连续性的关注和认知
。

中国

占代的城市地理学家们甚至把整个华夏

大地的山水格局
,

都作为有机的连续体

来认知和保护
,

每个州府衙门所在地
,

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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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

系统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

道路修筑
、

水

利工程以及农田开垦过程中
,

我们毁掉

了太多太多独具特色而弥足珍贵
,

却被

视为荒滩荒地的乡土植物生境和生物的

栖息地
,

直到最近
,

我们才把目光投向

那些普遍受到关注
,

或即将灭绝而被认

定为一类或二类保护物种的生境的保

护
,

如山里的大熊猫
、

海边的红树林
。

然

而
,

在此同时我们却忘记了大地景观是

一个生命的系统
, 一个由多种生境构成

的嵌合体
,

而其生命力就在于其丰富多

样性
,

哪怕是一种无名小草
,

其对人类

未来以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意义可能不

亚于熊猫和红树林
。

历史上形成的风景名胜区和被划定

为国家及省
、

市级的具有良好森林生态

条件的 自然保护区固然需要保护
,

因为

那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国土生态安全的

最后防线
,

但这些只占国土面积的百分

之几或十几
,

不足以维护 一个可持续的
、

健康的国土生态系统
。

而城市中即使是

30 % 甚至 5 0 % 的城市绿地率
,

由于过于

单 一的植物种类和过于人工化的绿化方

式
,

尤其因 为人们长期以来对引种奇花

异木的偏好以及对乡土物种的敌视和审

美偏见
,

其绿地系统的综合生态服务功

能并不很强
。

与之相反
,

在未被城市建

设吞没之前的 七地 卜
,

存在着
一

系列年

代久远
、

多样的生物 与环境已形成良好

关系的 乡 卜栖息地
。

其中包括 : ①即将

被城市吞没的古老村落中的
一

方
“

龙山
”

或 一丛风水树
,

几 百年甚 至
_

L 千年来都

得到良好的保护
,

对本地人来说
,

它们

是神圣的
,

但对大城市的开发者和建设

者来说
,

它们却往往不足珍惜 ; ②坟地
,

在均质的农 ll[ 景观之 1: ,

它们往往是黄

鼠狼等多种兽类和鸟类的最后的栖息

地
。

可叹的是
,

在全国性的
“

迁坟
”

运

动中
,

这些先辈们的最后安息之地
,

幸

存者已为数不多 ; ③被遗弃的村落残址
,

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速
,

农业人口涌入

城市
,

城郊的
“

空壳村
”

将会越来越多
,

这些地方由于长期免受农业开垦
,

加之

断墙残壁古村及水塘构成的避护环境
,

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生境条件
,

为种种动

植物提供 了理想的栖息地
。

它们很容易

成为
“
三通 一平

”

的牺牲品
,

被住宅新

区所替代
,

或有幸成为城市绿地系统的

部分
,

往往也是先被铲平后再行绿化

设计 ; ④ 曾经是不宜农耕或建房的荒滩
、

乱石山或低洼湿地
,

这些地方往往具有

非常重要的生态和休闲价值
。

在推土机

未能开入之前
,

这些免 f 农业 刀锄和农

药的自然地是均相农业景观中难得的异

质斑块
,

而保留这种景观的异质性
,

对

维护城市及国 土的生态健康和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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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护和恢复河道和海岸的自然

形态

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脉
,

是大

地景观生态的主要基础设施
,

污染
、

干

旱断流和洪水是目前中国城市河流水系

所面临的 3 大严重问题
,

而尤以污染最

难解决
,

于是治理城市的河流水系往往

被当作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
、

民心工程

和政绩工程来对待
。

然而
,

人们往往把

治理的对象瞄准河道本身
,

殊不知造成

上述 3 大问题的原因实际上与河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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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
。

J
几

是乎
,

耗巨资进行河道整治
,

而

结果却使欲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
,

犹如

一个吃错 了药的人体
,

大地生命遭受严

重损害
。

这些
“

错药
”

包括下列种种
。

( 1) 水泥护堤衬底
。

大江南北各大城

市水系治理中能幸免此道者
,

几乎没有
。

曾经是水草从生
、

自鹭低 飞
、

青蛙缠脚
、

游鱼翔底
,

而今已是寸草不生
,

光洁的

水泥护岸
,

就连蚂蚁也不敢光顾
。

水的

自净能力消失殆尽
,

水 一 卜 一植物 一 生

物之间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被彻

底破坏 ; 河床衬底后切断了地下水的补

充通道
,

导致地下水文地位不断下降 ;

自然状态下的河床起伏多变
,

基质或泥

或沙或石
,

丰富多样
,

水流或缓或急
,

形

成 了多种多样的生境组合
,

从而为多种

水生植物和生物提供 了适宜的环境
。

而

水泥衬底后的河床
,

这种异质性不复存

在
,

许多生物无处安身
。

(2 )裁弯取直
。

古代
“

风水
”

最忌水

流 直泻僵硬
,

强调水流应曲曲有情
。

只

有蜿蜒曲折的水流才有生气
,

有灵气
。

现

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也证实 了弯曲的水

流更 有利 于
产
L物多样性的保护

,

有利 于

消减洪水的灾害性和突发性
。

一条自然

的河流
,

必然有凹岸
、

凸岸
、

有深潭
、

有

浅滩和沙洲
,

这样的河流形态至少有 3

大优点
: ①它们为各种生物创造 了适宜

的生境
,

是生物多样性的景观基础 ; ②

减低河水流速
,

蓄洪涵水
,

消弱洪水的

破坏力 ; ③尽显自然形态之美
,

为人类

提供富有诗情画意的感知与体验空间
。

( 3) 高坝蓄水
。

至少从战国时代开

始
,

我国祖先就已普遍采用作堰的方式

引 汁水流
,

用于农业灌溉和生活
。

秦汉

时期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是其中的杰

出代表作
。

但这种于田眼只能调节水位
,

以

引导水流
。

而利用 自然地势
,

因势利导
,

决非高皇其坝拦截河道
,

这样才能保全

河流的连续性
,

又充分利用水资源
。

事

实 f:
,

河流是地球 上唯
-

一个连续的 自

然景观元素
,

同时
,

也是大地上各种景

观元素之间的联结元素
。

通过大小河流
,

使高山
、

从林
、

湖泊
、

平原直至海洋成

为
一

个有机体
。

大江
、

大河上的拦腰水

坝已 经给这一连续体带来 了很大的损

害
,

并已引起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反思
,

迫

于能源及经济生活之需
,

也实属无奈
。

而

当所剩无几的水流穿过城市的时候
,

人

们往往不惜工本拦河筑坝
,

以求提高水

位
,

美化城市
,

从表面上看是 一大善举
,

但实际上有许多弊端
,

这些弊端包括 :

其一
,

变流水为死水
,

富营养化力昭明
,

水

质 下降
,

如不治污
,

则往往臭水一潭
,

丧

失生态和美学价值 ; 其二
,

破坏了河流

的连续性
,

使鱼类及其它生物的迁徙和

繁衍过程受阻 ; 其三
,

影响下游河道景

观
,

生境破坏 ; 其四
,

丧失水的 自然形

态
,

水之 于人的精神价值决非以量计算
,

水之美
,

其丰富而多变的形态
,

其与生

物
、

植物及自然万千的相互关系
,

城市

居民对浅水卵石
、

野草小溪的亲 切动人

之美的需求
,

决不比生硬河岸中拦筑的

水体更弱
。

城市河流中用以休闲 与美化

的水不在多
,

而在其动人之态
,

其动人

之处就在于自然
。

其它对待河流之态度

如盖之
、

填之和断之
,

则更不可取
。

治

河之道在于治污
,

而决不在于改造河道
。

2
.

4 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

湿地是地球表层由水
、

土
、

水生或

湿生植物 (可伴生其它水生生物 )相互作

用构成的生态系统
。

湿地不仅是人类最

重要的生存环境
,

也是众多野生动物
、

植

物的重要生存环境之一
,

生物多样性极

为丰富
,

被誉为
“

自然之肾
” ,

对城市及

居民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经济

价值
。

这些生态服务包括 :

( 1) 提供丰富多样的栖息地
。

湿地由

于其生态环境独特
,

决定了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特点
。

中国幅员辽阔
,

自然条件

复杂
,

湿地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
。

中国

湿地已知高等植物 825 种
,

被子植物 63 9

种
,

鸟类 3 0 0 余种
,

鱼类 1 0 4 0种
,

其中

许多是濒危或者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经

济价值的类群
。

( 2) 调节局部小气候
。

湿地碳的循环

对全球气候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

湿地还

是全球氮
、

硫
、

甲烷等物质循环的重要

控制因子
。

它还可以调节局部地域的小

气候
。

湿地是多水的自然体
,

由于湿地

土壤积水
,

经常处于过湿状态
,

水的热

容量大
,

地表增温困难 ; 而湿地蒸发是

水面蒸发的 2 一 3 倍
,

蒸发量越大消耗热

量就越多
,

什致湿地地区气温降低
,

气

候较周边地区冷湿
。

湿地的蒸腾作用可

保持当地的湿度和降雨 量
。

( 3) 减缓旱涝灾害
。

湿地对防 :ll 洪涝

灾害有很大的作用
。

近年来 由 f 不合理

的土地开发和人类活动的 l:

扰
,

造成 r

湿地的严重退化
,

从而造成 了严重的洪

涝灾害
,

就是生动的反面例 子之
。 。

( 4) 净化环境
。

湿地植被减缓地表水

流的速度
,

流速减慢和植物枝叶的阻挡
,

使水中泥沙得以沉降
,

同时经过植物和

长壤的生物代谢过程和物理化学作用
,

水中各种有机的和无机的溶解物和悬浮

物被截流 下来
,

许多有毒有害的复合物

被分解转化为无害甚 至有用的物质
,

这

就使得水体澄清
,

达到净化环境的 11
。

( 5) 满足感知需求并成为精神文化

的源泉
。

湿地丰富的水体空间
、

水边朴

野的浮水和挺水植物
,

以及鸟类和负类
,

都充满大自然的灵韵
,

使人心静神宁
。

这

体现 了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与

生俱来的欣赏 自然享受 自然的本能和对

自然的情感依赖
。

这种情感通过诗歌
、

绘

画等文学艺术来表达
,

而成为具有地方

特色的精神文化
。

( 6) 教育场所
。

湿地 丰富的景观要

素
、

物种多样性
,

为环境教育和公众教

育提供机会和场所
。

当然
,

除以上」L个方面外
,

湿地还有

生产功能
。

湿地蓄积来 自水陆两相的营

养物质
,

具有较高的肥力
,

是生产力最高

的生态系统之一
,

为人类提供食品
、

工农

业原料
、

燃料等
。

这些自然生产的产品直

接或间接进入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
,

是

人们所熟知的 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
。

在城市化过程中 因建筑用地的 日益

扩张
,

不同类型的湿地的面积逐渐变小
,

而且在
一

些地区已经趋于消失
。

同时
,

在

城市化过程中
,

不合理的规划造成城市

湿地斑块之间的连续性 下降
,

湿地水分

蒸发蒸腾能力和地下水补充能力受到影

响
。

随着城市垃圾和沉淀物的增加
,

产

生富营养化作用
,

对其周围环境造成污

染
。

所以在城市化过程 中要保护
、

恢复

城市湿地
,

避免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而

产生环境污染
,

这对改善城市环境质 量

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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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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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
系统相结合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

与
“

大地园林

化
”

和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同步
,

中国大

地就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护林实践
,

带状

的农 田防护林网成为中国大地景观的一

大特色
,

特别是华北
`

「原 L
,

防护林网

已成 为 千里 平涛 上的唯 一 垂直 景观元

素
,

令国际专家和造访者叹为观止
。

这

些带状绿色林网 与道路
、

水渠
、

河流相

结合
,

具有很好的水 !飞保持
、

防风固沙
,

调节农业气候等生态功能
,

同时
,

为当

地居民提供薪炭和用材
。

1 9 7 8 年以来
,

以
“

三北防护林
”

为代表的防护林体系

则是在区域尺度 卜为阔 卜生态安全所进

行的战略性 f 程
,

到 9 0 年代初
,

京津周

围的防护林体系
,

长江中 L游防护林体

系
,

衬乍海防护林体 系以及最近的全国绿

色通道计划相继启动
,

从而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 了 「`
挤风沙防护林体 系

,

水土保

持林体系和环境保护林体系
。

到 [] 前为

止
,

已启动 r ol 大生态防护系 l几程
,

即

使在全世界范 !目内
,

堪 与中 国如此大型

国 尸L态系统相比美的
,

也只有 30 年代

美国的罗斯福 L程 ; 4 0 年代前苏联的斯

大林改造人自然计划 ; 7 0 年代北 1卜阿尔

及利亚的绿色坝建设
。

但是
,

这线国 1几生态系统 l几程往往

目标单
一 ,

只关注 J
二

防护
,

无论在总体

布局
、

设计
、

林相结构
、

树种选择等方

面都忽略了与城
「
1了

、

文化艺术
、

.
tĴ 民休

闲
、

医疗健康
、

保健等方面的关系
,

同

时由 f 行政部 门的条块牌理障碍
,

导致

了这线已成熟的防护林体系
,

往往在城

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被忽视和破坏
。

些沿河林带和沿路林带
,

往往在城 市扩

展过程中在河岸整治或道路拓宽过程中

被伐去
。

其它林网 也在由农用地转为城

市开发用地过程中被切割或占用
,

原有

防护林网的完整性受到严重损坏
。

事实 ! : ,

只 要在城市规划和设计过

程中稍加注意
,

原有有防护林网的保留

并纳人城市绿地 系统之 中是完全可能

的
,

这些具体的规划途径包括
:

( 1) 沿河林带的保护
。

随着城市用地

的扩展和防洪标准的提高
,

加之水利部

门的强硬
,

夹河林道往往有灭顶之灾
。

实

际 卜防洪和扩大过水断面的 11 的可能通

过其它方式来实现
,

如 另辟 导洪渠
,

建

立蓄洪湿地
。

而最为理想的做法是留出

足够宽用地
,

保护原有河爷绿地走廊
,

将

防洪堤向两测退后设立
。

在正常年份河

谷走廊成为市民休闲 及生物保护的绿

地
,

而在百年或数百年 一遇洪水时
,

作

为淹没区
。

(2 )沿路林带的保护
。

为解决交通问

题
,

如果沿用原道路的中心线向两侧拓宽

道路
,

则原有沿路林带必遭砍伐
,

相反
,

如果以其中一侧林带为路中隔离带
,

侧可

以保全林带
,

使之成为城 -ftJ 绿地系统的有

衫因 1成部分
。

更为理想的设计是将原有较

窄的城郊道路改为社区间的步行道
,

而在

两林带之间的地带另辟城市道路
。

( 3) 改造原有防护林带的结构
。

通过

逐步 丰富原有林带的单
一

树种结构
,

使

防护林带单
一

的功能向综合的多功能城

市绿地转化
。

2
.

6建立社区无机动车绿色通道
1 8 6 5 年

,

当汽车尚未横行
,

步行马

车还是 U常出行的 上要方式时
,

美国景

观设计之父 0 l m s t e d 就在伯克利的加州

学院 与奥克狡之问规划 了 条穿梭 f 山

林的休闲公园道 ( Par k w a y )
,

这
一

公园道

环绕一个沿河谷的带状公园
,

其最初的

功能之
一

是让乘马车的休闲者在到达大

公园之前营造一个进入公园的气氛
,

并

把公园的景观尽量向城市延伸
。

其后
,

公

园路的概念也被 0 1 m s t e d 等人广泛应用

于城市街道甚至快速车行道的设计
,

它

不但为步行和行车者带来愉悦的感受
,

更重要的是其社会经济效益
,

公园可以

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
一

部分
,

在公园路

的两侧的地产可以增值
,

对投资商更有

吸引力
。

2 0 世纪中叶以后
,

在北美
,

汽车普

及并成为道路的主宰
,

步行者和自行车

使用者饱受尾气
、

噪音和安全的威胁
,

所

以 旱在 6 0年代 w i l l i a m H
.

w h y t e

就

提出 了绿道 (G
r e

en wa y ) 的概念
,

主张在

城市中建立无机动车绿道系统
。

70 年代
,

在 eD
n v e r

实施 r 北美第
一

个较人范围内

的绿色道路系统 I几程
。

2 1 世纪的中国城市居民必然将遭受

同样的折磨
。

国 际城市发展的经验告诉

我们
,

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是缺乏人性
、

不适 f 人居住的
,

从发展的角度来讲
,

也

是不可持续的
。 “

步行社区
” 、 “

自行车城

市
”

已成为国际城市发展的一个追求理

想
,

生活的社区内部
、

社 l犬之间
、

生活

与工作场所
,

以及与休闲娱乐场所之间

的步行或 1卜机动车联系
,

必将成为未来

城市的
一

个追求
。

然而
,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
,

似

乎并没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获

得启示
,

而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效

仿西方 I几业化初期的做法
, “

快速城市
”

的理念占据 了城市大规模改造的核心
。

非人尺度的景观大道
,

环路 「程和高架

快速路 L 程
,

已把有机的城市结构和中

国长期以来形成的
“

单位制
”

社会结构

严重摧毁
。

步行者和自行车使用 者的空

间在很大程度 L被汽车所排挤
。

作为城市发展的长远战略
,

利用 口

前城市空间扩展的契机
,

建 立方便生活

和 〔 作及休闲的绿色步道及非自行车道

网络
,

具有 1卜常重要的意义
。

这
一

绿道

网络不是附属 于现有车行道路的便道
,

而是完全脱离车行的安静
、

安全的绿色

通道
,

它与城市的绿地系统
、

学校
、

居

住区及步行商业街相结合
。

这样的绿色

系统的设 立
,

关键在 f 城市设计过程的

把握
,

它不但可为步行及 1卜机动车使用

者提供 了
一

个健康
、

安全
、

舒适的步行

通道
,

也可大大改善城市车行系统的压

力
,

同时
,

鼓励人们弃车从步
,

走更生

态和可持续的道路
。

2
.

7 开放专用绿地
,

完善城市绿地

系统

单位制是中 国城市形态的
一

大 特

征
,

围墙中的绿地往往只限 J
几

本单位人

员享用
,

特别是
一

些政府大院和人学校

园
。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小农经济影

响
,

大 「业社会形态很不发育
,

对围合

及领地的偏爱
,

形成 了开放单位绿地的

心理障碍
。

而现实的安全和管理等考虑

也强化 了绿地的
“

单位
”

意识
。

但现代

的保安技术早已突破围墙和铁丝网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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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代
。

事实 !认 让公众享用开放绿地的过

程
,

正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和公共意识的

过程
,

在石不见的保安系统下
, 一

个开

放的绿地可 以比封闭的院绿更加安全
。

2
.

8 溶解公园
,

使其成为城市的绿
色基质

作为大 l二业时代的产物
,

公园从发

生来讲有两个源头
,

一个是贵族私家花

园的公众化
,

即所谓的公共花园
,

这就

使公园仍带有花园的特质 ; 公园的 另
-

个源头是社区或村镇的公共场地
,

特别

是教堂前的开放草地
。

自从 1 8 5 8 年纽约

开始建立第
一

个中央公园以后
,

全美各

大城市都建立了各自的中央公园
,

形成

了公园运动
。

作为对工业时代拥挤城市

的 一种被动的反应
,

城市公园 曾
一

度在

西方国家成为
一

个特别的观光旅游点和

节假 日休闲地
,

那是需要全家或携友人

长途跋涉花 上 天时间
,

作为
·

项特殊

活动来安排的
。

作为游逛场所的
“

公园
”

概念
,

至今许遍存在 于
`

川司各大城市的

公园设计
、

建设
’ j 管理中

。

在城市用地

规划中
,

公园作为
一

种特殊用地
,

如同

其它性质的用地
一

样
,

被划出方块孤 众

存在
,

有明确的红线范围
。

设计者则挖

空心思
,

力图设计奇景
、

异景
,

建设部

「」则花巨资引种奇花异木
,

假山
、

楼台
,

甚至各种娱乐器械
,

以此来吸引造访者
。

而公园的鸽理部门则以卖门票为生
,

以

养一 大批公园管理者
,

并称此为
“

以园

养园
” 。

这实际 上是对公园性质的误解
。

把公园同娱乐场所
,

t 题公园和旅游点

混为
一

谈
。

在现代城市中
,

公园应是居民 日常

生产 与生活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

随着

城 市的更新改造和进 一步向郊区化扩

展
, _

工业化初期的公园形态将被开放的

城市绿地所取代
。

孤 立
、

有边界的公园

正在溶解
,

而成为城市内各种性质用地

之间 以及内部的基质
,

并以简洁
、

生态

化和开放的绿地形态
,

渗透到居住区
、

办公园区
、

产业园区内
,

并与城郊自然

景观基质相融合
。

这意味着城市公园在

地块划分时不再 是
一

个孤立的绿色块
,

而就是弥漫 于整个城市用地中的绿色

液体
。

2
.

9 溶解城市
,

保护和利用高产农
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护高产农田是未来中 国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战略
,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模式也

将乡村农田作为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

分
。

20 世纪 6 0 ~ 7 0 年代
,

中国城市绿化

的 一个方针是园林结合生产
,

尽管是在左

倾思想指导 「提出的一个口号
,

但在现代

看来却可以有新的理解和实践意义
。

然而
,

无论是农田保护政策也好
,

川

园城市或园林结合生产的理念也好
,

在

现代中国城市扩张模式以及规划及管理

方式 L
,

农田实际 卜都很难在城市用地

范围内存在
。

从总体规划和审批开始
,

城

市就是
一

个边界明确的 卜地利用单位
,

凡

是进人城市边界的
,

所有 七地便成为城

市开发建设用地
,

当然还包括绿地系统
。

农田则迟早被征用
,

城市中是不允许有

农业用地的
。

除 了政策和法规外
,

这当然

是由 于 1乞地价值和开发利益所驱动的
。

随着网络技术
、

现代交通及随之而来

的生活及 I几作方式的改变
,

城市形态也将

改变
,

城乡差别缩小
,

城市在溶解
,

.1汝 U

公园在溶解 一样
。

而大面积的乡村农田将

成为城市功能体的溶液
,

高产农田渗透人

市区
,

而城市机体延伸人农田之中
,

农田

将与城市的绿地系统相结合
,

成为城市景

观的绿色基质
。

这不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

境
,

为城市居民提供可以消费的农副产

品
,

同时
,

提供了
`

个良好的休闲和教育

场所
,

日本筑波科学城就保留 了大片的农

田
,

即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

性的强调
,

使世界各国把乡 上物种的保

护作为重要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战略
。

相比之 下
,

在中 t sl) ~ 人城市的绿化

建设中除 了不惜 「本到 乡下和 山 卜挖人

树进城以外
,

却很难看到各地丰富的 乡

长物种的使用
。

虽然中国 人地东西南北

气候差异明显
,

乡 1:植物 !K 系多样
,

但

人们在城市大街 L 可见的绿化植物品种

单调
,

且往往多源于异地
。

究其原因
,

不

外乎两个 : 一

是观念
,

即城 ill 建设者和

开发商普遍酷爱珍奇花木
,

而鄙视乡 卜

物种 ; 其二
,

缺乏培植当地乡 !几植物为

苗圃系统
。

关 于前者
,

有赖 f 文化素质

的普遍提高
,

而后者则需要前瞻性的物

质准备
。

因此
,

建众乡 长植物苗圃基地
,

应作为侮个城
.
卜未来生态摧础设施建设

的
一

大战略
。

3 结语

2
.

10 建立乡土植物苗圃

至少从汉武帝造上林苑开始
, ,

中国

人就开始热衷 f 到大江南北引种奇花异

木
,

并成为各地进献朝廷的贡品
。

1 6 世

纪以后
,

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以

此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
,

引种和驯养异

国植物和珍禽异兽
,

成为欧洲皇宫贵族

之时尚
,

曾从美洲
、

非洲
、

大洋洲
,

特别

是中国引去大量奇花异卉
,

装点花园和

城市
,

尤其是中国的杜鹃独霸英国的园

林
,

因而才有中国乃
“

世界园林之母
”
一

说
。

然而
,

上世纪初即 见端倪的环境危

机
,

2 0 1坦纪 6 0 ~ 7 0 年代的环境 卜义运动
,

2 0 世纪 8 0
~

90 年代以来对乡 1几生物多样

旱在 2 0 ` }
三
前

,

,
!几态学家 o d u m 就指出

,

人类的小决策 !几汁而不做大决策
,

是份

致生态
皿J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

。

中 !习 .
亏

人也云 :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而对 异常

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

城市规划师和

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不应 只忙 于应付迫在

眉睫的房前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
、

街头

巷尾的交通拥堵间题
,

而更应把眼光放

在区域和大地尺度来研究长远的大决策
、

大战略
,

哪怕是牺牲眼前的或局部的利

益来换取更持久和全局性的 卜动
,

因为

只有这样
,

规划师才有他的尊严
,

城市

建设和管理者才有其从容不迫
,

城市的

使用者才有其长久的安宁和健康
。

从这

个角度来讲
,

眼下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

和建设生态城 il1 的运动
,

至少过 于短视

和急功好利
,

与建设可持续的
、

生态安

全 与健康的城市
,

往往南辕北辙 : 折掉

中心 l日房改成非人尺度的铺装广场 ; 推

平乡 上的 自然 ! lJ头改成奇花异木的
“

公

园
”

; 伐去蜿蜒河流两岸的林木
,

铲去其

自然的野生植物群落
,

代之以水泥护岸
。

当然
,

对战略性的城
I

tJ’, 1: -态基础设施本

身和城市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
,

是建立

前瞻性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前提
。

同

时
,

必须认识到
,

在
一

个既定的城市规

(下转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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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结构
,

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
,

促进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合理流动
,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

使人类在城市空

间的利用方式
、

程度等方面与生态系统

的发展过程相适应
。

城市的生态建设应

在城市生态规划指 导下
,

按照规划目标

具体实施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
。

城市生

态建设内容广泛
,

从广义上看
,

应包括

如下几个方面 : ①推进产业结构模式演

进 ; ②建立城市市区与郊区复合生态系

统; ③保护城市生物 ; ④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 ⑤城市绿地系统建设 ; ⑥城市 自

然保护 ; ⑦城市环境保护的生态工程
。

对每个特定的城市而言
,

城市生态

建设的内容应由城市现实存在的生态问

题的特质所决定
。

如我国某城市提出
,

其

城市生态建设的内容为
:

培育天蓝
、

水

清
、

地绿
、

景美
、

生机勃勃
、

吸引力高

的生态景观 ; 孵化经济高效
、

环境和谐
、

社会适用的生态产业技术 ; 诱导整体
、

谐

同
、

循环
、

自生的
,

融传统文化与现代

技术为一体的生态文明 ; 建设人与 自然

和谐共生的康实
、

健康
、

文 明的生态社

区
。

重庆市的生态建设则以都市圈生态

环境的改善为重点
,

包括 : 都市生态环

境建设 L程
、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

退

耕还林 (草 ) 和荒山荒地绿化工程
、

种

苗基地建设 「程
、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

生态环境预防监测体 系建设工程等
。

国外的城市生态建设比较注重各类

城市物质要素的生态化建设
,

主要集中

在社区或村镇
、

生态住宅
、

生态交通
、

生

态代谢
、

生态能源
、

雨水资源利用
、

生

态恢复以及生态产业的设计
、

规划
、

试

验和管理等方面
。

城市生态规划应将城

市生态建设的内容
、

重点以及步骤作为

城市生态规划必须完成的项 日
,

使城市

生态建设成为达到城市生态规划日标的

重要举措
。

城市的生态资源
,

指明城市从现有状态

过渡
、

进化到生态城市轨道的途径
,

为

实现生态城市描绘蓝图
。

4 结语

3
.

1 0城市生态规划必须致力于向

生态城市的演进
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高级阶

段
,

是城市人类与其他生物高度协调的

标志
,

也是城市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高

度融合的象征
。

城市生态规划应该将生

态城市的建设作为城市生态规划的最终

目标
。

要认识到
,

每个城市都有其建设

生态城市的构成元素或者是生态城市的

物质元
,

都有充分利用其生态察赋将原

有城市建设
、

转变成生态城市的可能
。

如

R i 。 h a r d R e g s s t e r
结合美国伯克利市的生

态城市建设实践
,

将 自然察赋 (aN t 。 r

al
e n d o w m e n t )

、

溪流
、

滨水区
、

平原和山

地
、

邻里
、

商业区
、

交通
、

能源
、

粮食

作物及林业
、

大学
、

生态和平中心等作

为伯克利转变
、

建设为生态城市的物质

元素
,

从而使生态城市的建设有 了
一

个

具体可见的操作性较强的对象
。

城市生

态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即是挖掘
、

揭示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生态规划的对

象
,

城市人居环境的特点将相当程度 上

影响到城市生态环境的走向和趋势
。

城

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生态规划的制

汀
,

要提倡全球视野 与地方性
、

日常性

行动的紧密结合
,

使城市生态规划成为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契机
,

为城市人类和自然的长久持续

协调融合发展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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