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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城市规划原则及城市环境规划治理
程思闻 

身份证号码：4201111991****5561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城市规划在城市化中地位非常高，对城市发展起到的

作用非常重要。城市规划是在一定时间内对城市发展的目标和计划，对城市建设实现综合规划，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基本

依据。在城市环境规划治理中，城市规划所占地位非常重要，改善城市的环境，给人们构建更为优越的居住环境，更好地

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强化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治理城市环境规划，按照城市规划原则开展，保

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加快经济进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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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人和自然之间的矛

盾加剧，尤其是在城市化加快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

口集中在城市，地域之间的人口密度差异越来越明显。

对城市来说，地域面积无法发生变化，但是随着人口的

增加，对环境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人和自然之间的

关系逐渐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意义，对城市环境开始进行调查和监测，在

生态学基础上，按照城市规划原则进行治理，提升环境

的质量，更好地部署城市环境，确定城市发展的方向，

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实现城市与经济协调发展。

一、城市规划的原则
1.遵循自然

城市的体量应恰当。对城市来说，需要设定在一定

范围内，包括长宽高三度空间。对小城市来说，人均的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要在 120平方米每人左右，受到相关

条件的影响，城市规划区面积不能过大，避免增加管理

的难度，但是同样不能过小，避免加剧人和自然的矛盾。

所以对中等城市来说，一般不建立大广场等设施，高大

的建筑或者设施与人流量之间不配合，导致浪费的出现。

所以在城市规划中，首先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布局出发，

遵循形式和功能统一的理念 [1]。

重视城市文化的延续。对每一个城市来说，都具备

文化底蕴，只是在时间上存在长短之分，对每个小城镇

的位置来说，在历史时期与现代存在的差异非常明显。

所以在对城市规划时，不能出现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的

情况，也不能对古迹造成破坏。一定要做好相应的调查，

详细了解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挖掘文化底蕴，找到最

为明显和独特的文化标志，然后加入到规划方案中。古

建筑、古桥梁、古河流等是历史的代表，也是宝贵的遗

产，需要将其设置为保护区，作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样规划出来的小城市更加具备内涵，彰显出城市文化

的个性，激发人们的归属感，实现扬长补短，经久不衰

的目的。

遵循自然地理。在空间规划中，需要与自然地理进

行结合，对每个城镇来说，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尤其是

地形地貌、气候等，存在差异比较大。所以在城市规划中，

需要从整体角度出发，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山形

地势，将其作为城市整体美的一部分。在规划中，需要

把城市美提升到城市、人、自然之间的和谐，实现有机

结合，实现“天人合一”。

2.道路规划

对城市来说，对于道路的规划是重中之重，尤其是

主干道之间，需要科学规划，提升道路的使用效率。

遵循理性的原则，在确定道路宽度时，需要结合人

流量、道路工程量等因素。目前，对部分中小城市来说，

忽视系统规划的理念，对主干道设计为 60、80、100米等，

并不断赞誉，表现出超前，这一情况属于比较严重的错误。

在目前的城市道路建设中，对于土地的占用面积在不断

扩大，导致修路成本上升，但是对道路的通行能力来说，

未发现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主干道的问题，并未得到有

效的解决，导致道路出现堵塞等情况。此外部分城市之

间为了竞争等，盲目修路，导致人地矛盾提升，出现通

货膨胀情况。所以在道路建设中，需要严格按照国家相

关规范等进行建设，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检查，对不符

合要求的工程严格监督，并要求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研究

和分析，将科学理论作为依据，确定道路的具体情况，

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建设 [2]。

道主景从原则。对城市主干道来说，需要满足交通

的职能，生活性和交通性等都不能改变道路。在目前的

工程建设中，忽略了“道主景从”的内在关系，很多地

方需要把景观放在主干道路上，需要进行考虑，对干道

等进行规划和设计，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景观的营造上。

这些情况的出现，对于道路建设不利。在目前的道路工

程建设中，应强调“道主景从”的关系，一定不能出现

倒置的情况，在建设中，重点需要考虑如何使用最低的

经济成本解决综合交通问题，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

完善，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从城市的主干道的交通基

本职能出发，解决交通问题，辅助进行绿化。在绿化的

过程中将交通作为根本，根据车流的情况，设置快慢车

道、双向车道等，实行人车分离，在满足基本职能之后，

再考虑美观的问题。

3.重视环境保护原则

在城市规划中，需要遵循生态保护的原则，实现制

衡机制，在对整个城市进行调整时，将自然地理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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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作为依据，尽可能地实现和谐。在城市规划中，要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并重视城市建设的刚性目标，然后

制定出保护生态的强制措施。在规划中，需要设置历史

文化区、水源保护区、绿地山体系统等区块，对生态敏

感区需要做好严格的控制，实现有效的保护。

做好前期准备，在城市环境保护规划中，需要完善

前期准备工作，收集城市自然环境的相关资料，包括地

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等，对环境状况等进行调查和

分析，结合大气、噪声等的监测资料，对污染进行治理，

结合城市的生态环境现状，对功能区进行划分。

二、城市环境规划治理的措施
1.水污染综合整治

水污染综合整治是城市规划处理的重点，对于水污

染的规划需要对水污染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相关问题，

进行实地调查分析，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等计算出

污水的排放量等，结合相关数据制定出最佳的治理方案。

我国水污染的情况来说，整治规划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等

存在矛盾，尤其是对小城市，生产方式比较落后，污水

乱排放比较严重，这样不仅增加管理的难度，对于环境

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所以在生产方式的改革上，要重

视少废、无废技术，实现清洁生产，在对高污水处理时，

需要重视资源的利用率，尽可能地减少水排放量，并建

立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强化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的处

理。对废水需要分开处理，重视水资源的二次利用甚至

多次利用，提升水利用率 [3]。

2.固体废弃物污染处理

对城市来说，人口比较密集，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

垃圾，主要为生活垃圾，对这些固定废弃物来说，一般

选择填埋和焚烧方式处理，这样对部分可利用资源造成

浪费。目前来说，我国在处理城市污染物中，具备一定

的经验，但是在填埋等处理中，对于土地资源会造成污

染和浪费。对可以燃烧的生活垃圾在燃烧的过程中，可

以将其发电，获取到相关资源。在对生活垃圾处理时，

需要与地域联系，对沿海地区来说，土地资源比较珍贵，

所以燃烧垃圾发电为主要选择 [4]。

3.大气污染治理

对大气污染情况，需要采取综合整治的措施。对城

市大气质量的情况进行分析，依据环境发展趋势等，制

定出环境改善目标，对各个功能区的排放量进行确定，

然后制定出相应的治理方案。对大气污染的治理需要根

据城市的能源结构和交通情况等出发，对首要污染物浓

度、范围等进行分析。在治理时，需要按照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的原则进行。目前来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污

染主要来源于落后燃烧方式和汽车尾气等，二氧化硫等

悬浮颗粒比较多。在治理污染中，需要对传统的燃烧方

式转变，提高燃烧效率，减少污染源，对部分地区进行

集中供暖，减少小烟囱数量。在道路上适当增加绿化面积，

城市绿地面积需要达到 30%以上，提升空气的自净能力，

借助技术和行政手段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4.噪声污染治理

目前，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步伐非常快速，存在的噪

音污染在增加，对于噪音的处理比较完善，但是随着汽

车数量的增加，人们的活动更为频繁，对于噪音的控制

难度也在上升。为此在治理中，需要从技术、经济角度

出发，对噪音进行整治。对室内噪音进行隔离，采用消

音或者减震的方式完善城市规划和噪音处理。对特殊要

求的场所，需要设置绿化草坪等，降低噪音的程度 [6]。

合理布置绿地，绿化街道的噪声可减少 8-10分贝。

三、结束语
城市规划建设需要遵循各项原则，重视多学科知识

点的应用，解决城市生态问题与人文问题，借助有效的

规划，提升居住的环境质量，改善生活质量，实现人和

自然的和谐相处，拓展人与自然生存的新乐园，实现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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