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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优化的绿色基础设施系统性规划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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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基础设施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既能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又能够有效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本文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内涵进行分析，并对基于生态优化的绿色基础设施的系统性规划措施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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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我国正在经历国民经济的飞速

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都获得了极大提

高，这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居住环境和居住品质。然

而，由于我国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城市建设用

地持续扩张。如果不及时实施相应的规划和控制措施，将有

可能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如何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

下提高绿色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已经成

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绿色基础设施概述

绿色基础设施这一概念是基于医院、学校等社会基础

设施，或者是公共设施路线、城市下水道等灰色基础设施而

形成的。19 世纪末，美国的自然规划和保护运动首次提出

了这一思想，这主要受到了 F.L. 奥姆斯特德思想的深远影响。

绿色基础设施的理念主要基于两个核心观点：其一是将公园

与绿地相连接，以维护人们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形成一个完

整的系统；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系统，以确保生物

多样性的增长和自然物种的生存环境得到保护。绿色基础设

施成功地整合了多样的自然生态景观，并具备了构建一个由

连接廊道和网络中心构成的综合网络系统的能力。绿色的基

础设施是由网络中心所控制的，这个中心能够为经过此区域

或计划在此区域栖息的生物提供一个优质的生活和生存环

境。在这个网络中心内，不只是包含了生态公园、湿地和森

林，还涵盖了可以再次开发或修复地标的矿地和垃圾填埋场

等多种场地。连接廊道在整个绿地系统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

角色，它确保了绿色基础设施网络的正常和有序运行。连接

廊道不仅包括公路和铁路两侧的绿化带、农田的防护林网，

以及沿着河流延伸的线形绿道等，而且还包含了多种文化元

素，如历史元素，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休息和娱乐的场

所，也为人们呈现了美丽的风景。绿色基础设施，由网络中

心与连接廊道的有机结合构成，是一个致力于共同保护生态

环境的网络体系。该网络的形态、规模和功能都是根据其保

护资源的规模和种类来进行相应调整的。

二、基于生态优化的绿色基础设施系统性规划措施

1. 在绿地规划的初步评估阶段，完善与生态相关的各

个环节

关于绿地系统规划的初步评估，主要集中在已经完成

的绿地建设上，而对于生态等关键因素的分析和评估则存在

明显的不足。在进行绿色基础设施的评估时，我们应当采用

绿色基础设施等相关技术，而绿地系统的规划也可以作为参

考。在实施绿色基础设施的措施时，我们在明确评估因素和

功能时，全面考虑了各种生态过程和景观，以评估其在生态

适应性方面应具备的基础功能。 

2. 推进城乡融合的绿色网络建设

在设计与绿色基础设施相关的网络园林绿地系统时，

我们必须从城市的整体范围出发，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我们需要明确哪些小型场所、核心区域和连接区域的绿地能

够支撑绿色基础设施，特别是那些需要保留连接区域的绿

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训练城市中孤立的绿岛。考

虑到各种要素的独特性质，在进行绿地建设时，我们必须高

度重视其生态化的建设策略，以确保达到绿色基础设施的核

心目标。

（1）核心区域

当我们提到核心区时，我们是在谈论城市内的各种公

园绿地，以及其他类型绿地中的风景带等广泛的绿色区域。

在城市中，公园不仅要满足市民的休闲和娱乐需求，还需要

考虑到多元生态环境的相关要求。公园应致力于实现绿色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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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实用化、自然化和生态化，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观光体验，

并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一个适宜的栖息和繁殖环境 [1]。 

（2）连接区域：进行绿道的建设工作

所谓的链接区，主要指的是用于连接的绿色基础设施。

这些设施可以选择在绿地系统规划中的道路附属绿地或其

他相关平台上进行建设，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绿道系

统网络。而绿道的建设必须融入整个城市建筑的风格，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到人们的需求。在城市中，道路的宽度并不总

是越宽越好。这个议题也是交通规划领域经常讨论的焦点。

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融合绿道中的各种理念，并在城市土地

和绿地的规划设计中为绿道预留足够的空间，那么我们就可

以创建一个更加人性化和生态友好的绿色通道。绿道应被视

为一个融合了社会文化、生态保护和景观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

（3）交汇区域：水域 

河流和水体等生态走廊是能够实现更好的生态连接的

绿地类型，因此，在城市河流及其周围的绿地建设规划中，

必须重视河流和水体的各种生态作用的保护和恢复工作。 

3. 完善绿地系统在生态恢复方面的功能

我们应该努力改善城市道路中绿化带的整齐排列和种

类单一的问题，倡导绿色空间的群落性和层次性，为实现物

种多样性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个健康的绿带，特别

是那些位于河流和山脊走廊中的绿带，是确保城市空气清新

的关键因素。这些绿带不仅可以将新鲜的空气引入城市，还

有助于净化城市空气，并将污染的空气有效地排出。

4. 绿色基础设施在支持绿地建设方面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在绿色的基础设施中，很多都展现出了出色的节能和

减少消耗的效果，例如树木的保护林和绿色的屋顶设计等；

某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例如

在下水道系统中，通过生态友好的方法来处理和回收水资

源；此外，还涵盖了一些价格相对合理且不需定期维护的农

村植物品种。一旦建立了这一稳固的绿色基础设施，它将能

够构建一个高效的自循环网络系统，同时其维护成本极低，

因此其经济回报明显超过了某些草坪种植项目 [2]。 

5. 完善城市绿化的评估指标体系

在当前阶段，仅仅依赖绿地系统评价中的几个关键指

标来全面评估城市绿化水平显然是不足够的。生态系统和生

态要素等多个方面的评价还未被充分考虑，因此很难充分发

挥城市绿地系统在生态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考

虑与绿色基础设施相关的实施策略，并对绿色建设的生态影

响和品质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6. 对绿地系统的规划理论进行深入分析

以绿色基础设施为基础的绿地系统规划是一个从数据

收集阶段一直到规划目标和方案决策的全面过程。相较于先

前的绿地系统设计规划，这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庞大的设计规

划体系。首先，我们必须对城市区域内的各种生态元素进行

全面评估，并在城市级别上建立绿色的基础设施网络；其次，

考虑到各类绿色基础设施的保护难度和其综合效果，我们需

要构建一个优先保护绿色基础设施的体系；第三，遵循绿色

基础设施优先保护的原则，我们对可能影响城市绿地系统和

城市绿化体制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持续地完善和

优化绿色基础设施的优先建设体系，从而更好地构建城市绿

地系统和城市绿地体系。一个以绿色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绿地

系统，应该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对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进行

综合规划。从更微观的视角来看，城市绿地系统仅仅是这一

整体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绿地系统的建设过程中，绿

色基础设施的优先保护机制应被视为首要条件。考虑到城市

的历史背景、建筑的当前状态、发展策略以及城乡的规划布

局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需要设计相应的修正模型，并对绿

色基础设施的优先保护机制进行调整。当基于绿色基础设施

进行绿地系统的布局时，绿色基础设施应被视为布局的核心

条件。我们应当致力于创建绿色空间，并将其与各种网络中

心（例如游乐园、道路绿地、公园、城郊森林、城市风景区

和大型绿地等）紧密结合，以确保各种不同规模、特性和形

态的绿地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进而在城市中构建

一个连贯和整体的生态循环系统 [3]。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

把绿地系统整合到环带体系、水土保持体系、物种多元化、

有了场所和城市安全体系中，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棋盘绿网的

规划布局。

三、结束语

在许多发达国家，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已经达到了相

对完善的规模，并建立了科学且合理的管理和评估体系。但

在国内，这方面的理念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有一些关于绿

地设计的概念和应用，如屋顶花园和草坪绿地等，但这些绿

色基础设施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网络，并且它们的潜

在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我国需要吸取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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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在绿色基础设施

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城市绿地系统的规划。这样，绿地系统、

绿道系统和绿色基础设施等多种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设计

和规划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目标提供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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