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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扩飞序火涛人冶�入六止飞诵愧，浅、八、、几专

英国伦敦作为一个有 ���多万人 口的国际化大

都市
，

经济发达
、

人 口密集
、

土地珍贵
，

曾是一个污染

严重的城市
，

与上海的情况相似
。

但伦敦在城市生

态建设和绿地建设上
，

均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
，

并拥

有比较完备的制度和体系
。

因此
，

借鉴伦敦城市绿

地规划
、

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

有利于提高上海

城市绿化水平
。

� 伦敦的城市绿化特点和经验

，
�

� 城市绿地规模大
，

并形成网络

伦敦的绿化渗透到各个角落
，

到处是绿树碧草
，

看不到黄土
，

攀援绿化
、

阳台绿化等特殊空间绿化也

非常普 及
。
���� 年

，

伦敦城市公共绿地 面积 达

��������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

��耐
，

绿地覆盖率

���
。

住宅
、

道路和商业建筑等硬质地面只 占���
，

而公园
、

居住区花园和农地等软质地面 占���
，

其

中居住区花园占 ���
、

公园 占 ��
、

农地 占 ��
，

软

质地面远远高于硬质地面
。

伦敦的绿地规模大
，

大于 �����

的大型成片绿

地占总绿地的 ���
。

市中心拥有海德公园
、

圣詹姆

斯公园等大型公园
。

城市外围建成了环城绿带
，

平

均 宽 度 �����
，

最 大 宽 处 达 ������
，

面 积 ���

������ ，

绿带里不准建筑房屋和居 民点
，

阻止了城市

的过分扩张
，

又可作为伦敦农业
、

游憩区
，

保持了原

有小城镇的乡野风光 �并通过楔形绿地
、

绿色廊道
、

河流等
，

将城市的各级绿地形成网络
。

而截至 ���� 年
，

上海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

�耐
，

绿化覆盖率 ��
�

�� � 环城绿带规划 宽度

����
，

总面积 ������� ，

只有伦敦 的 �
�

��� 差距

明显
。

�
�

� 以人为本的绿地规划建设

绿地规划综合考虑绿地覆盖率
、

人均公共绿地
、

人均公园面积
、

绿地空间布局和功能状态对人的满

足程度和绿地可达性等因素
，

如伦敦规定人均绿地

��耐
，

���� 之内应有一块绿地
，

体现对人全面关怀

的规划思想
。

伦敦的绿地根据其大小
、

功能
、

位置等

指标分成区域性公园
、

市级公园
、

区级公园
、

小区级

公园
、

小型公园和线状绿地等六级
，

并利用该标准
，

根据各类绿地的功能
、

服务范围考察伦敦市民对绿

地的满意程度
，

判断各人群的绿地享有状态
，

从而规

划新绿地
，

以确定每块绿地的服务范围
，

指 导绿地开

发
、

建设与管理
。

�
�

� 重视城市 自然保护地的建设

一般认为
，

野生动植物保护地总在人迹稀少的

地方
，

但伦敦的经验表明
，

城市能够保留一些具 自然

风貌和野生动植物得以生存的自然栖息地
。

伦敦具

有完善的 自然保护政策
，

议会规定土地开发不能影

响 自然保护
，

在任何土地开发获准前
，

需要考虑大于

�
�

���
“
的废弃地

、

受损地和空地的自然保护和娱乐

价值
�

城市 自然保护规划强调 自然环境 对野生动植

物生存空间和对当地城市居民的价欣
，

优先保护那

些不能在伦敦以外地方重建的区域
，

反对在特殊科

学意 义区
、

地方性 自然保护区和其它生态敏感区进

行开发
。

在评估 自然保护的重要性时
，

不汉考虑生

物价值
、

保护濒危物种和保持物种的丰富度
，

也考虑

当地居民的需求
，

并据此划定 自然保留地
。

同时
，

规

定相邻地区的发展不能影响 自然保护地
，

并留出生

物通道
，

形成开敞空间的网络结构
，

保持 自然过程的

整体性和连续性
。

目前
，

伦敦的自然保护地 占土地

总面积的 ���
，

建立了市级 自然保护地 ��� 处
、

区

级 自然保护地 ���处
、

社区级 ��� 处和 乡村级 �处
，

废弃的墓地
、

垃圾堆场
、

铁路
、

水库和深坑等均作为

半 自然保留地
，

这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重要的

栖息生境
，

人们也能在这里直接体验 自然
�

伦敦的

自然保护和社区相连接
，

即使在建筑密集区 也尽量

保留自然区域
，

划出自然保留地
、

这些相对较 自然

的地方是伦敦大部分野生动植物栖 自
、

的重要场所
，

栖息地的管理不仅在于 自然保护
，

尤其关心 该地区

中的半 自然植被
。

因此
，

伦敦的野生动植物数量可

观
，

有 ��� 多种定期在大伦敦地区繁殖的鸟类
，

其中

市区有 ��种
，

而环城绿带则超过 ��� 种 此外
，

还有

狐狸
、

灌
、

鹿等哺乳动物
。

值得指出的是
，

西方国家

常常以野生动物
，

尤其是鸟类的出没情况衡量城市

绿地建设和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志
，

因

此
，

伦敦的公园管理 目标包括公园内的鸟类种类和

数量
。

�
�

� 创造适合野生生物生存的生境



伦敦的绿地建设重视发挥健全城市生态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功能
，

通过绿地的自然化
、

生态公园

�或 自然公园�
、

废弃地的生态改造
、

河流管理
、

人工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创建等
，

创建能有效引进野生

生物的栖息地
。

将景观地块创建与多样性生境相结

合
，

形成 自然的
、

生态健全的景观
，

为野生生物的觅

食
、

安全和繁衍提供良好的庇护空间
，

增加总体物种

潜在的共存性
，

形成大 自然的绚丽风光与现代都市

生活和谐地融为一体的城市风貌
。

� 对上海城市绿化的建议

�
�

� 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
，

考虑功能区
、

人 口密

度
、

绿地服务半径
、

生态环境状况和防灾等需求进行

布局
，

因害设绿
、

按需建绿和扩绿
，

在
“
热岛效应

”
等

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段和区域应坚决
“
退房进绿

” ，

建

立大型绿地
，

发挥绿地的规模效应
，

降低人为干扰强

度和边缘效应 �同时
，

从市 民生存空间和 自然过程的

整体性和连续性出发
，

协调和引导城市的总体规划
，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大绿化格局
，

增加开敞空间的连

接度
，

减少
“

岛屿状
”
绿地生境的孤立状态

，

尤其要加

快城市边缘和近郊带状 以及嵌型森林绿地的建设
，

建设绿色通风廊道
，

形成绿色生态网络
。

�
�

� 疏解中心城人 口
，

梳理和绿化城区闲置土地
，

控制中心城 区的建筑密度
，

通过给予一定的优惠政

策
，

鼓励房地产开发商种绿和增绿的积极性 �开发地

下空间
，

置换绿化土地
，

并与环境整治和市政建设相

结合
，

加快市中心增绿
，

发展特殊空间绿化
，

完成每

个街道�����
�

和每个区�����时绿地的建设 目标
。

�
�

� 以植物群落为绿地结构单位
，

借鉴地带性 自

然森林演替群落的种类组成和结构规律
，

构筑以乔

木为主体的乔
、

灌
、

草
、

藤复合群落
，

提高绿量
，

发挥

群落植物的耐害补偿与抗逆性功能
，

提高绿地的稳

定性
，

并艺术地再现地带性群落特征
。

�
�

� 以提高绿地生物多样性为基础
，

提高绿化水

平
，

将增加城市绿地的适应性植物种类和扩大多样

性物种间的种群规模相结合
，

如在绿地中限制各物

种所 占比例
、

创建野花草地以及花境
、

花径等
，

减少

乃至最终基本取消盆花 �绿化植物以乡土植物为主
、

外来植物为辅
，

形成鲜明地方特色景观和可识别性
，

并从物种
、

生态系统和景观上丰富生物多样性
，

促进

动物和微生物的多样性
。

�
�

� 相对于建筑物
，

城市园林绿地固然是
“
自然

的
”
生境

，

但与野生状态的 自然地 尚有差别
，

这也是

园林绿地的稳定性和抗逆性差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将 自然保护概念引进城市绿化是提高上海城市绿化

水平的重要途径
。

自然保护不仅仅局 限于人迹稀

少
、

野生价值大的地域
，

城市也有创建自然栖息地的

意义和可能性
，

伦敦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因

此
，

应积极划定城区 自然保护地
，

创建生态公园或自

然公园
，

促进部分绿地的自然化
，

在野生动植物较少

的地方
，

尤其是小型废弃地进行生境创造
，

建立 自然

植被
，

引进野生动植物
。

�
�

� 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和权威性
，

确保建成绿地

的稳定性
，

避免一般意义的改造或改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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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新建村镇住宅 ���万 ��，

推进 �一 ��

个中心村和集镇住宅建设试点
。

����一 ����年
，

新建村镇住宅 ����万 �� ，

创建

�� 个示范中心村
，

形成农民住宅向中心村和集镇集

中的建设布局 � 初步形成上海都市型农民住宅区的

特色
。

����一 ����年
，

新建村镇住宅 ����万 ��，

新建

集镇居住区和 中心村 ���个
，

创建 �� 个示范中心

村
，

推动上海村镇住宅建设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
。

� �� 世纪初住宅建设发展战略

�� 世纪初住宅建设发展应坚持 �个战略
，

一是

可持续发展战略
，

住宅建设要合理
、

经济
、

高效地利

用资源
，

营造有益于市民健康的居住生态环境
，

为子

孙后代留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和调整余地
。

二是相协

调
、

相适应战略
，

住宅建设必须与经济
、

社会和城市

建设发展水平相协调
，

与市 民生活消费水平相适

应
。

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战略
，

住宅建设和供

应要 以居 民的消费需求为导向
，

生产适合不同消费

水平
、

不同文化层次
、

不同家庭结构所需要的多档

次
、

多品种住宅
，

丰富市场供应
，

满足消费需求
。
四

是以提高质量为重点的战略
，

从大到小
，

从内到外
，

从整体到细部
，

精工细作
，

营造住宅精品
。

五是坚持

科技进步的战略
，

加大科技投入
，

依靠科技进步
，

加

快住宅科技成果和开发的应用
，

提高住宅科技含量
，

推动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
，

不断创新
，

从而提高住宅

建设劳动生产率的整体质量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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