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加卷 第3期 
1998年6月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Joumal of ∞嘶ng肠mllII Um,e~r 

Ⅷ ． 0 No．3 

玉m．1998 

大都会地区空间结构的绿色体系调控 
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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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要 针对城市、多村地区的靳质循环与自髂生态特点，利用雉色空间对城市各琦照因素进 

行合理的生态调控，可烈在某种程度上提；I；外围空闭的生态承受能力．改善城市内部的生态环境 

质量。雉色空间以其；I；质量的生态特性厦易于操作的特性，曲太却奢地区可许续发展蕈略的鼻 

体化提供了切妾可行的撮作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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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可持续发展观经过几年的补充、完善，已成为全球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策略。寻求 

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方式、交通和住区发展方式、尊重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有限度地利用 自 

然资源等等，构成可持续发展认识观的核心内容。在城市规划学科，以环境保护、维护和提 

高城市的生态承载能力与社会承受能力为最高宗旨{以社会、经济与环境最佳综合效益为最 

终目标的规划指导思想、宗旨和原财，开始教普追接受。 

西方国家从功能城市的规划理论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经历了六十多年时间．且在工业、 

科学技术与物质生活基础，包括在人们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认识程度等方面均远远高于我们 

的发展水平。我们在重新认识与评价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民族地位的过程中，确立富有危机 

感、激励责任心与奋发精神的国情意识，进而形成保护环境生态的自觉行动。这个变化发展 

历程是快速而有序的。我们开始对“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太物博 的国情观进 

行了深刻的反思，明确了“人口过多，发展水平低，多项资源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之国情国力的严峻局面，全民族的环境生态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环境生态规划内容本身 

以及其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法律效力与作用在八十年代后半叶得以确认。九十年代初， 

环境生态规划及其理论方法的研究盛况空前，为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作了良好铺垫。 

可持续发展观对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来说，是作为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和 

价值标准，左右着人们从事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的行为方式的。因此．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 

持续发展策略之根本，就是确立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认识基准与评价标准。城市规划学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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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内容包括建立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与科学决策程序，完善系统的法规体 

系与监督管理机构，探索规划设计技术与手段的方法体系等方面。对规划设计人员来讲，就 

是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以可持续发展之认识基准与价值取向为指导思想和评价标准，合理 

选择人类住区的发展方式、城市的空问结构生长模式、处理好城市各功能因素的相互关系。 

尽可能少地消耗生态资源，提高城市地区这一非生态性实体的生态承受能力。 

2 大都会地区环境生态特性分析 

大都会地区，在一些国土规划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是以人口密度来划分的；我国到 目前 

为止，尚无明确定义。比较模糊而又得到公认的大都会地区包括城市群、边缘城镇和农村居 

民点及包容这些聚居地的自然空问(农田、森林、河流、乡村)。即互为图底的高度密集聚居地 

及其周边的绿色区域。大都会地区的形成是城市化进程的空间表现形式，是人类聚居地非 

生态性的城市空间向自然生态空问不断扩展、生态资源(土地、森林⋯⋯)消耗量逐渐增加的 

过程。 

大都会地区按其土地利用的生态特性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非生态的聚居地空间与绿 

色空问，两者问成网状互相交错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与循环，由于聚居地的能源、物质 

消耗量远远大于大都会区内之绿色空间的提供量，因而形成一个开放式的生态系统。如果 

把大都会地区看作是一个细胞，那么聚居地就是细胞核，而绿色空间就是承载细胞核的细胞 

质 ．不同的是细胞中核的生长活动可以从细胞质得到自身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且其输人、输 

出量是平衡的；而聚居地与绿色空间却不具备平衡、循环的条件。但绿色空间却没有失去其 

细胞质对细胞核的承载与能量供给作用，绿色空问提供聚居地发展的土地时，它是作为生态 

资源的方式出现的。正是由于绿色空间的细胞质的特性，使它具有弱化聚居地非生态效应 

的功能。因此，合理规划与利用绿色空间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大都会地区的环境质量，提 

高这一特殊细胞的生态承载能力。 

研究这一细胞的各部分内容及生态特点，是把握绿色空间这一最有效、最易操作因素的 

关键。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大都会地区之细胞核与细胞质这两个构成因素按其生态指标可 

分为： 

1)细胞棱(聚居地空间) 

(1)高密度中心地区； 

(2)边缘疏松地区： 

(3)城市与郊区连接地区及农村居民点： 

(4)基础设施地带 ； 

2)细胞质(绿色空间) 

(1)作为休疗养、旅游的外部地区； 

(2)作为农业、林业开发的地区； 

(3)纯自然地区。 

这些构成细胞的因子与细胞系统，因子与因子之间的生态特点、基本规律是：愈靠近聚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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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地中心地带。硬质地面比例越高， 

非生态负效应越大，能量、物质消耗 

量越多，生态指标越低；庭靠近纯自 

然空间，生态效应越大，能量、物质 

消耗量越少，生态值越高(图 1)。这 
一 基本规律可分解为： 

1)从城市中心到边缘疏松地 

区，城市建设用地密度越高，能量、 

赍源消耗越大。循环性能越差； 

2)城乡结合部地带的生态指 

标，愈靠近城市中心越低，愈靠近绿色 

空间，循环性能越好； 

3)城市地区或城市与城镇、城镇 

与乡村连接地带之基础设施，包括道 

路、水气输送管道、电讯管道愈密集．配 

置程度越高，生态指标越低(图2)。这 

种情况下生态值较低的地带，成网状连 

接城市集镇与乡村，与绿色空间成掌状 

指缝式楔合状态； 

4)聚居地区与纯自然空问交汇地 

周 1 太城市地区生态指标曲残 

圉2 自髂糸境与技术基础谴施生态糟标曲巍 

带，即俅疗养地、旅游娱乐绿地、农业林业地区，开发利用程度愈低，生态承载能力越高。 

上述分析将大都会分解成各具不同特点的组成要素，明确了各要素问的相互关系、内在 

特性及其物质交换循环的基本规律，为大都会城乡协调发展的规划诃控提供了摄富可操作 

性的介质。 

3 提高大都会地区环境生态指标的规划方法与措施 

有机疏散规划理论的先驱沙里宁曾指出：“所有生物的生命力，都取决于其细胞个体质 

量的优劣以及个体相互协调方式的好坏”，这两个方面又是 “在有机秩序这个支配一切的基 

本原贝j的母体中派生出来的。 大都会地区的生命力，即大都市地区的综合环境生态质量高 

低。是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性能高低的标志。根据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与要求 。城市乡村 

地区之生态导向协调发展的目标就是降低生态资源，提高非生态地区(聚居地区)的生态指 

标，强化绿色空间的生态诃济功能．促进城市乡村地区实现生态式可持续发展。 

沙里宁所强调的细胞个俸质量反映在大都会区这一特殊细胞内部，应该理解为构成细 

胞的各种因素。根据本文上述之讨论，各因素闻及其外延(城市生长)合理配置的规划，就是 

合理布局各种因素。它的布局原则，是以自然资源与环境物质生产交换为依据的。并利用资 

源消耗与生态指标极限值作为规划布局的量化指标(图3)。城市地区、边缘琉拴地带、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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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部及绿色开放空问、纯自然空同，它们各具自身的 

物质循环特征：生态资源需求量(消耗量)生态负效应 

平衡。在大都会区各因素布局规翅中，有必要确定具有 

量化特性的正、负效应指标，并以此为限制条件确定绿 

色空问的最少拥有量及其与非生态性空问(城市地区) 

的楔接方式。所以在大都会地区协调发展规划的布局 

与环境生态目标确定过程中，必须从三方面人手： 

1)保证大都会地区绿色空问的绝对拥有量； 

2)研究制定环境生态发展的量化指标； 

3)优化备因素之间的楔合方式，即寻求最利于保 

持一定生态指标的布局形态。 

优化各因素之问的楔合方式是规划布局的关键任 

务。运用现有的规划理论与方法，至少可以在如下方面 

进行生态导向的操作与控制： 

l 
主蠢^tt 

1)分区、分级翅定纯自然空问、休闲及农业开发 田3城一 ，青承与消} L限值示意 

空问的用地面积及控制范围，防止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建设用地盲目扩张，物质财富备级控黼 

区的开发阉限。 

2)通过规划布局，完善绿色空间的网状链接方式，充分发挥其细胞质的作用。 

3)在大都会范围内，在区域规划层面上统一安捧、布置技术性基础设施，渠化基础设 

施管线，减少非生态性占地。 

4}扩大城市空问内部的绿色用地占有率，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增加与市内绿地系统连 

接、与疏松地区绿地并网的用地。 

5)控制疏松地区与城乡交汇带的现有绿地，强化其连接非生态性空问和外部绿色空问 

的生态性过渡功能。 

上述措施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强化大都市区内部物质与能源交 

换的生态或循环 (图4)。涉及上述规 

划措施的因素很多，规划决策人员的 

环境意识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加 

有效地控制大都会地区的生态指标， 

方法是多样的，需要规翅同行们的共 

同努力与探索。 
利用这一介质协调城市与自然的 田4太都套地区生态指标现状厦变化可能示意 

关系，并非我们的发明创造，从田园城市理论、城市美化运动到景观规划理论都是将其作为 
一 种重要的协调因素．以缓解大城市的环境生态恶化，寻求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一体化 

发展的理想模式，只不过他们都未将这一介质提高到系统的生态调控高度。我们这里所提 

出的规划方法也不可能有独创性的惊人之举，而仅仅是以原有的规划方法为基础，以可持续 

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为原则，对大都会地区备组成因素进行合理的调整与协调，以期达到最大 

的环境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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