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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城市规划和环境立法角度出发，对伦

敦城市雾霾史的四个主要阶段分别进行论述。并

结合伦敦城市雾霾成因，揭示伦敦雾霾控制历

程中，合理城市规划、强化环境立法对伦敦摆脱

“雾都”阴影的直接推动和经验规律。对于我国

城市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城市雾霾现象的改善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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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ur main stages of London haze 
control process. In view of the haze formation of 
London, it reveals the empirical rules and direct 
driving forces in reaso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strengthened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in the process 
when London tried to get rid of fog and haze. It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 cance for China to mitigate the 
already intensified urban haze phenomenon during 
urbanization.
KEYWORDS:  London; fog and haze; urban 
planning;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1  雾都概况

英国首都伦敦自中世纪就开始出现城市大气

污染问题，随之带来的雾霾天气也越来越频繁。

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伦敦是举世闻名的

“雾都”，严重的大气污染给伦敦市民带来了深

远的负面影响。“雾都”时期伦敦雾霾形成的原

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的自然气候。秋冬季北大西洋暖流

与大不列颠群岛区域冷流汇合，同时从海上吹来

大量暖空气与岛屿上空的较冷气团相遇，形成了

伦敦浓浓的海雾和陆雾。

(2)大气污染物排放。英国工业化时期，伦

敦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煤炭燃烧产生了大量诱

发雾霾的粉尘及SO2。随后，伴随私家汽车的普

及，汽车尾气中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在大气中氧

化形成硫酸盐和硝酸盐气溶胶细微粒，并与城市

大气中的扬尘与雾混杂在一起[1]，成为伦敦城市

雾霾的重要成因。

(3)城市静风现象。随着伦敦城市化进程与

城市的不断蔓延，城市中心区建筑密度剧增，城

市下垫面粗糙度逐年增加，城市零位移平面不断

上升，城市静风现象日渐增多[2]。

(4)辐射逆温现象。伦敦逐步增加的人工硬

质环境导致城市下垫面比热容变小，地面冷却加

速，导致辐射逆温现象增强。逆温现象易于云雾

形成，阻碍空气中的污染物及时向大气中扩散，

造成大气污染加重[3]。

(5)城市热岛现象。伦敦城市中大量人工高

蓄热表面逐步代替原有自然环境，形成的立体城

市下垫面近地层气温高于郊区，引发城市热岛及热

岛环流现象，致使城市大气环流异常，影响了空气

中污染物扩散，加剧了城市雾霾现象发生[4]。

综上，伦敦严重的雾霾天气不仅与其特殊的

气候条件有关，而且与伦敦城市发展有着直接关

系[5]26。自20世纪后，随着伦敦一系列严重雾霾

事件的发生，英国政府和伦敦当局对于城市雾霾

现象开始逐步重视，并通过长期科学合理的城市

规划和不断强化的环保立法，至20世纪80年代，

伦敦城市雾霾现象得到了根本好转[6]1。回顾伦敦

城市雾霾历史，伦敦在城市规划和环保立法方面

采取的相关举措对于伦敦雾霾控制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2  “雾都”时期伦敦基于城市雾霾控制的

城市规划与环境立法

2.1  中世纪至19世纪，城市无序扩张导致

雾霾频发

早在中世纪，伦敦就开始出现煤烟污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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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建筑密度越来越高，街区界面越来越复杂，

城市下垫面摩擦系数增大、城市零位移平面不断

上升，导致伦敦城市静风现象增多；硬质人工地表

覆盖率不断扩大，辐射逆温增强；蔓延化的人工环

境逐步代替了植被表面，加剧城市热岛现象。

基于上述原因，伦敦城市雾霾天气日益频

发，年均雾霾天数也由18世纪的约20天迅速增至

19世纪末的60天左右(图1)。

面对日渐严重的城市雾霾现象，伦敦政府开

始逐步强化环境立法(图2)。早在1273年，伦敦

政府就开始出台限制煤炭使用的法令来控制城市

煤烟排放；随后又颁布了《都市改善法》、《控

制工厂排烟的规定》、《碱制造业控制法》、

《环境卫生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7]。除了控制

煤烟排放外，伦敦政府还尝试通过规范城市建设

来改善城市环境，例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

中就体现了地方政府对未来建筑和街道的设计

控制[8]。然而，由于该时期系统化城乡规划的缺

失，市区内以煤炭为依托的工业布局混乱，城市

空间无序，污染源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城市雾霾

现象日趋严重。

2.2  20世纪初至1950年代，系统城市规划

缓解城市雾霾现象

进入20世纪后，科学系统的城市规划开始逐

步展开，城市环境立法也不断完善，伦敦空气质

量较19世纪有一定程度好转，城市雾霾现象逐步

缓解(图3)。

在城市规划方面，伦敦政府开始通过隔离

城市工业区来控制城市大气污染源，同时“封闭

同心圆”的城市布局模式和“城市绿带”的落实

也有效控制了城市无序扩张，优化了城市空间

形态，减少了雾霾的产生(图4)。1909年，伦敦

图1 1700-1900年伦敦城市人口、城市规模及年雾霾天数变化
Fig.1 Changes in London’s urban population, city size and the number of foggy day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第114页。

图2  中世纪至19世纪伦敦的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Fig.2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London from the medieval to the 

19th centur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第88页。

题，并随着工业发展和城市空间扩张，空气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二氧化硫及煤烟浓度呈迅速上升

趋势，城市雾霾天气也越来越频发(图1)。在无

风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形成多天不散的雾霾，给

市民工作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这一时期的伦敦政

府开始出台相关环境法规，但无序蔓延的城市空

间缺乏系统规划，愈演愈烈的城市雾霾现象未能

得到有效控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此时的伦敦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

煤烟和气态硫氧化物、碳氧化物排放量大，城市

大气污染物浓度激增。首先，自从由煤炭支撑的

工业革命开始后，伦敦进入了工业急速发展期，

工厂多建于市内，工业煤烟排放量激增；其次，

市民家庭大量烧煤取暖，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大气

污染与雾霾现象。

另一方面，此时的伦敦城市发展迅速，却未

有系统的城市规划为指导，导致城市空间无序蔓

延，城市静风、辐射逆温及热岛现象加剧，致使

高浓度大气污染物在城市中心区积聚。例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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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颁布的《住宅、城镇规划诸法》开始对城市

进行功能分区，规定住宅区不得建设工业建筑，

并将工业区设于独立区域，只用于工业开发[9]，

将城市工业污染源进行单独隔离处理，以期达到

控制城市大气污染源的目的。1938年，伦敦政府

颁布《环城绿带法》，限制城市盲目扩张、保护

农田[10]7，并开始落实“城市绿带”概念[11]提升

伦敦城市绿化率，并为日后逐步降低城市下垫

面蓄热能力、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热岛环流现

象奠定了基础。1944年，由艾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规划明确将“环

城绿带”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当中，并将大伦敦

地区分为内城圈、近郊圈、绿带圈和外围圈，同

时在外围建10座“新城”[10]9，形成“封闭同心

圆”的城市布局模式，控制伦敦城市无序扩张，

有利于增加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大气流通速度、减

少交换周期。随后，1946年颁布的《新城法》通

过兴建“新城”来疏解城市中心区压力[12]，降低

城市中心建筑密度，同时也为减小城市下垫面粗

糙度、缓解城市静风现象、控制城市中心区污染

物积聚以及改善城市雾霾现象创造了条件。

为了有效控制伦敦城市雾霾现象，20世纪

的伦敦政府继续强化环境立法(图4)，控制煤烟

排放，并结合城市产业布局规划将工业外迁，控

制城市中心区工业污染源，以降低大气污染物浓

度，缓解城市雾霾现象。如：1906年《制碱等事

业控制法》、1926年《公共卫生(烟害防治)法》

以及1936年修订的《公共卫生法》都对限制城

市煤炭使用作出新规定，开始规定将城市工业

外迁，进而加强对城市煤烟污染的防治力度。然

而，此时的法律法规都是在允许工业，特别是化

学工业自由发展原则下提出的，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伦敦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城市能源结构，煤

图3 1875-1950年伦敦年雾霾天数及相关大气污染物检测数据
Fig.3 The number of foggy days and related air pollutants test data in London from 

1875 to 195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第172页。

图4 伦敦20世纪初至1950年代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Fig.4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London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1950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第37页，参考文献7第89页。

烟排放量依然巨大。1952年，伦敦发生了震惊世

界的毒雾事件，造成12000多人丧生①。从此，

伦敦政府开始痛定思痛，于1953年任命“海狸”

委员会对大气污染问题进行调研，并于1956年颁

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

法》，试图改变城市能源结构，加大清洁能源比

例[13]。如，法案明确规定，在城市里设无烟区，

禁止烧煤；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都必须关闭，在

郊区重建；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传统煤炭炉灶，

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采取冬季集中供

暖，系统化减少取暖燃料使用量[14]。

此外，伦敦还于1955年正式以立法形式将

“城市绿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城市规划控制手

段，以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率。经过伦敦政府的努

力，至20世纪中叶末，伦敦的烟雾排放总量下降了

37%[15]387，伦敦年均雾霾天数也降至约30天(图3)。

虽然此时伦敦城市雾霾现象逐步缓解，但由

于伦敦城市特殊的气候环境、复杂的城市形态、

巨大的规模空间尺度、特殊的能源利用情况以及

战后重建，城市空气中SO2和煤烟浓度仍处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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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相对独立的城市副中心来缓减中心区人口和

工业过度集中所带来的环境负担，促进人口、工

业分流，并将重工业引入郊区，缓解中心城区环

境压力④。从此，伦敦城市工业污染源开始得到

有效控制，大气质量逐步提升⑤。

到1970年代后，伦敦传统工业严重衰退，后

工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城市中心工业污染源被

移至城市外围，形成了城市中心区以第三产业为

主的新产业布局模式[16](图5)。从此，伦敦城市

工业污染源基本消失，能源结构也相应改变，市

内煤烟排放量大幅降低，伦敦城市雾霾现象由此

开始根本好转。面对城市产业布局新变化，1970

年代中期，伦敦政府终止了“新城”建设，转而

加强对内城旧城的保护更新，继续推进了“城市

绿带”建设。城市绿地面积不断扩大，大大降低了

城市大气中颗粒物扬尘含量，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提

高。同时，“城市绿带”与其他城市开敞空间共

同形成了伦敦城市开放空间体系，有效降低了城

市下垫面粗糙度，减小了城市空气流通阻力，有

利于减少伦敦城市静风、辐射逆温现象发生。

结合能源结构改变，伦敦政府继续强化环

境立法(图6)，严格控制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

如：1968年，新的《清洁空气法》规定了烟尘污

染控制区、烟囱和冶炼炉的高度，并对一定规模

以上设备配备高标准除烟设备，以降低近地面烟

尘排放[15]387。1974年颁布实施的《空气污染控制

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空气污染的控制条款，

并开始对控制机动车燃料成分和石油燃料含硫量

作出规定[17]。新的法案严格限制城市废气排放，

并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大气污染物

排放，为此后伦敦成功控制城市雾霾现象奠定了

基础，到1975年，伦敦的雾霾天数已由每年几十

天减少到了15天[18]。

图5 1950年代至1990年代二氧化硫及煤烟浓度变化及1974-1985年第三产业
与第二产业用地面积比 

Fig.5 Changes in sulfur dioxide and soot concentration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90s 
and the land area ratio between third industry and secondary industr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第172页,参考文献15第171页。

图6 伦敦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Fig.6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London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70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第172页。

高水平，城市雾霾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性好转。

2.3  1960年代至1970年代，城市产业转型

与布局变化促使雾霾现象根本好转

20世纪60、70年代，伦敦城市产业发生剧

变，第三产业逐步取代工业成为城市中心区经济

支柱。同时，新一轮大伦敦规划进一步疏解城市

中心环境压力；伴随市内工业污染源大规模向外

围转移，伦敦政府加强对内城的保护更新，改善

内城环境；并结合城市形态及能源结构，进一步

加强环境立法对伦敦大气污染源的控制。虽然在

1960年代，伦敦再次发生了严重雾霾天气，但总体

上，伦敦的空气质量已有明显提高[5]151——城市空

气中SO2浓度迅速下降，煤烟浓度也呈现明显下降

趋势(图5)，城市雾霾现象开始出现根本好转。

伴随城市不断发展，原有“封闭同心圆”城

市布局模式已不能满足伦敦发展新需求②，20世

纪60年代中期，伦敦开始编制新的大伦敦发展规

划(图6)，着力构建“反磁力中心”城市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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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980年代至今，“绿色城市”建设宣

告伦敦“雾都”不再

1980年代后，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交通

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因素⑥。

此时，曾作为伦敦主要污染物的SO2、煤烟浓度

已降至较低水平，取而代之的是氮氧化物和O3
[19]

(图7)。从1980年代开始，伦敦以建设可持续的

“绿色城市”⑦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城市规

划，包括绿色交通体系、绿色开放空间系统、绿

色能源、绿色建筑等，并进行相关环境立法。从

此，伦敦空气质量得到根本改善，彻底走出了

“雾霾”阴影。

绿色交通体系规划建设是伦敦“绿色城市”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有效提高能源资

源集约利用水平，同时能减少交通污染物排放。

其中包括：优先发展公交网络，建立高度可达

的地铁、火车和公共汽车组成的立体交通网；规

划绿色步行与自行车网络体系，并设数百个自

行车租赁站，鼓励绿色出行；建立智能交通循

环系统，减缓并整治交通拥堵；采用“交通拥

堵费”、提高燃油税⑧和停车费等管理方式来抑

制私车发展；并进行环境立法要求新车加装催

化器，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减少汽车尾气排

放。在伦敦政府的铁腕政策下，市内汽车流量

得到了有效控制⑨，尾气排放也明显降低(图8)。

伦敦绿色交通目标远大，在伦敦《交通2025方

案》中，计划到2025年，把伦敦的私车流量减少

9％，废气排放降低12％[20]。

在绿色空间方面，伦敦继续加强“城市绿

带”建设(图9)，并提升到空前高度，集中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建设规模上，伦敦不

断扩大城市绿地规模，提高城市自然表面覆盖

率。至20世纪80年代，伦敦市内绿地、水体面积

图7  1996-2001年伦敦空气中污染物变化
Fig.7 Changes of air pollutants in London from 1996 to 2001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第87页。

图8  伦敦1980年代至今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规
Fig.8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London from the 1980s to presen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5第36页，参考文献18第24～26页，参考文献21第39页。

占总土地面积的2/3，城市外围所建大型环形绿

地面积达4434km2，是城市面积(1580km2)的2.82

倍[6]30。这大大缓解了伦敦的城市热岛效应与热

岛环流。第二，在布局方式上，绿地规划有机结

合城市交通与开放空间系统[21]，极大改善了伦敦

大气生态环境。如，1991年，伦敦提出了步行绿

色道路网络、自行车绿色道路网络和生态绿色道

路网络，优化城市绿色道路系统；同时，伦敦建

成楔入式环城绿带——居住区间以软质物缓冲，

并与楔形绿地、绿色廊道、河流等形成了绿色网

络[22]；近年来，伦敦又以“绿链”将相邻开敞空

间连成整体——“绿链”穿越建筑密集区，增加

可进入性，完善了伦敦“绿色城市”开放空间系

统并提升环境质量[23]。第三，在空间形态上，为

营造良好的城市通风系统，伦敦在城市中顺应风

向建设带状绿地网络，以促进城市风道畅通和空

气循环流动。例如东风沿着泰晤士河廊道将气态

污染物吹散，西风则从市郊向市区内引入清新空

气。这种有机结合风向配置的城市绿地形成了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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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规划中使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交通干线向外扩

展形成三条长廊地带，在长廊终端分别建设三座

“反磁力中心”城市。

④ 自1967年起，伦敦市区工业用地开始减少，至1974年

市区共迁出2.4万个劳动岗位，以后又迁出4.2万个。

⑤ 1952到1953年间，工业污染占污染负荷的9%，到

196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3%，并在此后的20年

中，继续保持了这一降低趋势。

⑥ 1980年代初，伦敦的机动车辆保有量达244万辆。

⑦ 1999年的 《大伦敦战略规划》，目标之一就是要

建立 “绿色城市”。

⑧ 每公升汽油价格中最高多达90%部分为油税，其燃

油税率在欧美属最高。

⑨ 每日进入伦敦堵车收费区域的车辆数目减少了6万

辆，收费地区交通拥堵程度减少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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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999年与2005年大伦敦地区二氧化氮浓度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nitrogen dioxide concentration in 

Greater London in 1999 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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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的绿色通风廊道[24]——城市近地面气态污染物

能够较快地通过气体交换得以稀释扩散，大大降

低了城市静风、逆温现象的发生几率。

同时，伦敦还大力推进绿色能源使用、绿色

建筑等，在1980年代后的绿色城市发展中，伦敦

雾霾现象不复存在，彻底摆脱“雾都”之名。

3  结语

纵观伦敦“雾都”史，可以看到伦敦政府通

过一系列系统科学的城市规划策略和积极有效的

环保政策法规，伴随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经

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彻底改变了伦敦“雾

都”的城市形象。自1970年代后，伦敦城市中再

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烟雾事件。从毒雾弥漫的

“雾都”到蓝天白云的“绿城”，伦敦上空笼罩

了一百多年的“雾霾”终告消散。经过一个世纪

的不懈努力，伦敦最终以其不断成熟的城市规划

和不断完善的环境立法，为后世“治霾”留下了

宝贵经验。

注释(Notes)

① 伦敦冬季特殊的天气状况、战后重建产生的大量

颗粒性扬尘也诱发了1952年伦敦毒雾事件。

② 外围新城吸引力降低、配套不足、新城投资巨大

等原因未能有效疏解城市中心环境压力。 (下转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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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商品房小区开发模式无异，即以开发商主导、

包办的方式，开发商为了创造小区的卖点而采取

一些生态技术，其中技术先进的、成效好的就被

评为“生态小区”或“绿色住区”。但是在这种

开发模式下，很多生态策略如开放式街区、街区

空间与公交一体化、社会阶层融合、公众参与等

都是无法实现的，这些策略都是开发商无力承担

或不愿承担的。而法国生态街区建设不只是住宅

项目的开发，更是新技术、新理念的展示地，其

示范作用对生态街区建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因此，国内生态街区建设需要政府

主导的实验工程或试点项目，侧重于生态设计的

探索与创新，并以公众利益为先，如开放性、共

享性、资源保护、能源节约等。

此外，对我国生态街区的研究与实践来说，

应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及项目的具体情况，既要重

视对西方国家先进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又要强调针

对我国城市特殊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环境进行专门研

究和试验，以此推动我国生态街区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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