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城市开放空间规划中的绿色通道网络思想
��� ������������������� ������

，
����� ����� ��������

韩西丽 俞孔坚

��� ���� �� ��������

摘 � 从绿色通道的概念和发展历史入手
�

通过对 ���� � ����年伦敦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的回顾
，

分析了各个规划阶段的指导思想
、

绿色通道在各

规划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开放空间规划思想的发展趋势
，

最后提出了伦敦开放空间规划对我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的几点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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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的主导思想是

建设绿色斑块
，

即公园 � ��世纪
，

重点思想是

建设绿带
�

即公园道或者绿色通道 � ��世纪
，

人们渴望拥有多样化的城市开放空间
，

不是仅

限于街道
、

广场
、

公园
。
而具有很强的自然特

征和很高的生态价值的绿色通道为开放空间规

划提供了有效途径
。

最近几年
，

绿色通道被认

为是保护城市生态结构
、

功能
，

构建城市生态

网络和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的核心川
。

一 级色幼道的概念及发展历史

绿色通道译自英文单词
“
��� ����丫

” ，

来

源于 ���������和 �������
。 “
�����

”

指有植被

的地方
，

更深一层是指存在自然或半自然植被

的区域 � “
���

”

是通道的意思
，

意味着移动
、

从这里到那里
�

从这一点到那一点
，

是人类
、

动物
、

植物
、

水等的通道���
。

绿色通道是具备

较强自然特征的线性空间的连通体系
�

具有重

要的生态价值和休闲
、

美学
、

文化
、

通勤等多

种功能
。

近几年
�

欧美飞速地建设绿色通道
。

对比

人们会产生一种疑问
�

绿色通道到底是潮流
、

是时尚
，

还是一种长期的
、

演变的城市景观形

态� 关于绿色通道的来龙去脉要追溯到几个世

纪以前
。

绿色通道不仅仅像城市公园一样带给

人们愉快的
、

宜人的环境
，

它更代表了一种反

应
�

一种对于城市化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压力

的反应
。
追溯绿色通道作为景观形式的发展过

程
，

将有利于我们认识绿色通道及其发展趋

向
。
绿色通道是调和人类活动和自然的有效工

具
，

绿色通道运动也是人类经过深思熟虑后所

作出的努力
。

绿色通道概念虽然出现得较晚
，

但人们在

很早以前就利用其思想进行规划和设计
。
它的

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一 �����

�
以轴线

、

林阴大

道
、

公园道连接城市空间
。
这一时期还没有绿色

通道这一概念
，

主要是指一些景观轴线
、

欧洲的

林阴大道
，

以及 ��世纪美国的公园道及公园系

统 �图 ���’�
。
公园道路作为线性开放空间在城

市公园之间起到十分重要的连接作用
。

它们为

城市绿色通道提供了原型
，

也是最早的绿色通

道
。

第二阶段 《 ����一 �����
�
东方的小径

，

主要

是休闲功能
。

绿色通道与线性公园提供通往河流
、

小溪
、

山脊线以及城市内的廊道
。
而这些绿色通道

大多数都是非机动车使用 《图 ���

第三阶段 《 ���� �
�
�
绿色通道出现了多

目标
、

多功能
，

为野生动物提供廊道和栖息地
、

减少洪水所带来的灾害
、

保护水质
、

改善气候
、

教育公众
，

以及为其他荃础设施提供场地
，

同

时具有美学
、

休闲
、

通勤
、

历史文化廊道保护

等功能
。
绿色通道功能越来越多

，

是 因为城市

的发展给城市居民和自然环境都带来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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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人们渴望 自然
，

理解到应该保护自然
、

保

护环境
，

因此城市对这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

根据绿色通道的发展过程
，

绿色通道具有

以下显著的特征
� ①具备较强的自然特征 。

最

直观的即具备大�的植被
，

这样就可以将完全

人 工化的景观如硬质道路排除在研究范围之

外
。 ②线性空间 �

这是绿色通道自身的基本空

间特征
。
线性空间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

在感观上它给人以运动感
�

构成了人类的

一种重要体验 � 在生态过程上
，

它对物种
、

营

养
、

能�的流动起普重要的作用�“ �， 而且集中

了多种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源���
，

因此这是一种

很重要也很普遍的景观组成
。 ③连通的网络 。

首先是绿色通道网络本身的互相连通
，

这个网

络必须形成一个互相作用的整体 � 其次
，

它必

须与周围的景观周况连接
�

它和周边土地的利

用方式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
。

二 绿色通道在伦教开放空间

规划中扮演的角色

开放空间意指城市的公共外部空间
，
主要

由以下用地组成
�
城市大型公园 �森林公园

、

市级公园
、

郊区植物园等 �
，

各种普通公园 �动

物园
、

纪念性公园
、

游乐场等 �
，

街头游园与

专用绿地
，

各种性质的广场
�

专用的步行街区
，

大型文化性建筑的附属室外休息场地
，

步行林

阴路等
。
包括自然风景

、

硬质景观
、

公园
、

娱

乐空间等
。
开放空间是城市设计特有的

�

也是

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
开放空间具有以下四

个主要特征
� ①开放性 ，

即不能将其周围用墙

或者其他方式封闭围合起来 � ②可达性 ，
即对

于人们来说是可以方便进入和到达的� ③大众
性

，

服务对象应是社会公众
，
而非为少数人享

受 � ④功能性 ，

开放空间并不仅仅作观赏之用
，

而且要能让人们休憩和 日常使用
，

有机组织城

市空间和人的行为���
。
在当代人 口 日益稠密而

土地资源有限并日益枯竭的城市中
�

开放空间

显得特别稀有和珍贵
。

伦敦 ����一 ����年的一系列开放空间规

划都是在规划公园空间
，
只有 ����一 ����年的

规划曾经受到绿色通道概念的鼓舞
。
����年

后
，
虽然伦敦开放空间规划未由某个规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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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权威人士制定
，

但开放空间规划并没有

处于停顿状态
，

而是又重新回到起初没有法定

的状态
。

� ����年伦软开放空间规划

这个规划是大伦敦 区域规划委 员会制定

的
。

规划中包括了雷蒙德
·

昂温 ����� � ��

����� �的规划思想
，

即引入绿化隔离带概念

和开放空间的一些指标
。 “
开放空间

”
不同于

“
开放用地

” ，

后者是指没有开发的用地
，

而前

者是指休闲用地
。

考虑到开放空间的布局
，

这

次规划最大的特征就是规划了环绕伦敦的
“

绿

环
”

状开放空间 �图 ��
�〕。 ����年

，

绿化隔离

带法案通过
，

征购了大面积的土地
，

但是这些

土地没有连接起来
，

而且许多地段都没有实现

休闲功能
。
大多数土地变成了地方政府所有的

农田而非绿色通道和公园道
。

� ，，�� � ，���年伦教开放空间规划

这个规 划 是 由帕特里 克
·

阿 伯克 龙 比

�������������������
�

建筑师
、

城镇规划师
、

景

观设计师 �所指导
。

他推进了 ����年的思想并

且引入一种设想
�
用绿色通道将内城的开放空

间与大伦敦边缘的开放空间连接起来
，

创建伦

教的绿色通道网络 �图 � ��
��， 目标是让城镇居

民从家门 口通过一系列的开放空间到 乡村去
。

这些连接性公园道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扩大开放

空间的影响半径
，

使得这种较大的开放空间与

周围区域关系更加密切
。

总之
，

这是一个伟大

的思想
，

相信它还会继续影响开放空间规划
。

� ，��，年伦教开放空间规划

���，年伦敦行政县发展规划参与机构单一

�伦软县议会
，
���，�

。

这是一个法令性规划
�

没有明确的个人思想
，

其 目的就是尽可能增加

有植被的公园空间
。
如果这个规划完全实施

了
，

它将使得城市绿地和开放空间结构均质化

《图�下，】。 规划者自称他们的成就是 �
使每 ���。

人拥有约 �
�

� ���
的开放空间

。
但他们忽视了阿

伯克龙比为伦敦规划的绿色通道系统
。

� ，���年��软开放空间规划

，���年伦敦开放空间规划基于对社会科学

的广泛深入研究
，

由伦敦县议会发起
，

由大伦

教议会完成
。

这个研究被描述为
� “
近来的休

闲研究中最有意思和最有用的
”

�伯顿和维尔
，

���� ����
。

但是它同样忽视绿色通道思想
，

并且

导致了不同寻常的结论即公园应该按照不同的

大小等级来配置 �图���
��� 大城市������������� �

公园
、

区域����������公园
、

地方�������公园
。

� ����年后伦软开放空同砚划

����年后关于伦敦开放空间最有意义的改

变就是发展不 同类型 的绿色通道
，

也被称为
“

绿链
” 。

最初的绿链 由大伦敦议会整理调整

�绿链连接委员会
， ，����

，

目的是为了保护大

多数开放空间以及开发它们的休闲潜力
。
而后

开放空间全面地以链状形式在伦敦东南部展开

�图 ��
，�。 在开放空间之间规划了绿链步道

，

连

接成一串绿珠项链
。

� ，，�，年伦教开放空间规幼的绿色战璐

����年的 《绿色战略报告 》 提出了一系列
的至加网络

，

每个都有不同的属性 《图 ���
�〕。

第一个网络是步行绿色通道
，

为步行者规

划
，

沿途设置不同项 目
，

包括火车站
、

购物中

心
、

学校
、

公园
、

河谷等
。

步行网络是由一个

非法定组织 �伦敦徒步旅行论坛 �发展的
。

步

道唯一的目标就是作为休闲线路 �图 ���
��。

第二个网络是自行车绿色通道
，

由伦敦自

行车组织提出
。

约 � ��� � 的自行车线路网连

接了伦敦的地方中心
，

这个网络主要功能是通

勤
。
像步行网络一样

，

这是一个局限的政策
，

两个网络都应该包括通勤休闲功能
。

第三个网络是生态绿色通道
，

由第三个非

法定组织提出
，

即伦敦生态小组 《大伦敦议会 ，

�����
。
规划者希望这些绿色通道成为野生动

了有效途径
，

改进了原来只是关注开放空间的

休闲娱乐价值的规划思想
。

冲积地带
、

湿地
、

陡

坡
、

水源
、

农田都可以结合进开放空间规划内
。

� 维护开放空间的盆体性

目前
，

我国大部分城市关于开放空间的规

划还局限于规划公园
、

广场
、

步行街
�

以及在

残余的
、

未开发的地方或者在密集的历史街区

发展开放空间� 局限于规划独立的开放空间
，

没有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
、

没有考虑城市甚

至是区域尺度
，

因此很难维护开放空间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
。

� 开放空间规划优先性

我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还处于初始阶段
，

对于开放空间各组成因素之间的配�和功能关

系往往没有很好地考虑
。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传统的分区规划在开放空间规划之前制

定
，

确定了发展格局
，

而这种格局常常加重了

栖息地的破碎化
。

有些连接在一起的开放空间

曾经给社区带来认同感
，

曾经是地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基础
，

但是分区规划则忽视了这些没

有受保护的开放空间
。

绿色通道不但对这种丧

失和破碎化有着缓解和补偿作用
，

而且有助于

寻找失去的场所感和地方感
，

这也是绿色通道

运动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
因此

，

在城市规

划中应该采取开放空间优先规划的原则
，

这也

是构建城市开放空间网络的有效途径
。
口

它们是栖息地的一种 � 第二
，

它们能在整个城

市尺度上延伸 � 第三
，

它们包含精神文明价值

《 因为我们常常会感到我们的文 明销毁了 自然
环境 �

。

总之
，

伦敦经过 ��世纪不同阶段的开放空

间规划
，

最终又再次认识到绿色通道在城市开

放空间规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再次认识到

����� ����年的规划 《到目前为止也是最伟大

的规划 �所包含的生态和人文内涵
。
伦敦开放

空间规划历史说明
�
法令性规划并不重要

，

而

思想和概念规划才是最关键的
。

三 对我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的启示

对伦敦市 ��世纪开放空间规划过程的分

析研究
，
对于我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有如下几

点启示
�

� ，视开放空向的生态价位

城市开放空间对于维护城市生态环境的稳

定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

具有很强的自然特征

和高生态价值的绿色通道为开放空间规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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