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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探究

刘 勇
( 长安大学 建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规划是提高城市综合抗灾避难能力、完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内
容。从城市灾难类型及特点、城市防灾体系、城市绿地系统等方面入手，研究了城市防灾避难中城
市绿地系统的作用，并对国内外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规划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城
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的规划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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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vacua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LIU Yong

( School of Architecture，Chang'an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 In city disaster prevention，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is to raise the city's comprehensive disaster e-
vacuation ability，improve the city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From the city disaster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city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city green space system and other aspects，the role of city green space system in
city disaster prevention is analyzed，as well a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ity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in terms of
the green space system's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questions，the key points in the planning of the city disaster pre-
vention green system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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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地震、火灾、洪水等各种灾害

日趋频繁，在给人们带来伤害的同时也给人们敲响了

警钟，而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缺少应对这样灾害的安全

保障，城市防灾规划中的安全规划远远滞后于城市的

发展。城市绿地作为城市重要的开敞空间，不仅能起

到美化城市空间形态、为人们提供优美的休闲场所，

而且对城市的防灾避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就

目前而言，我国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的规划不管是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1 城市灾难与防灾系统体系规划

1． 1 城市灾害类型与特点

1． 1． 1 城市灾害类型 根据灾害发生的原因，可进

行如下分类:

1) 自然性灾害: 因自然界物质的内部运动而造

成的灾害，通常被称为自然性灾害。包括: 地震、海
啸、泥石流等。

2) 条件性灾害: 物质必须具备某种条件才能发

生质的变化，并且由这种变化而造成的灾害称为条

件性灾害。如某些可燃气体在遇到高压高温或明火

时，才有可能发生爆炸或燃烧，因此我们可以设法避

免该种灾害的发生。
3) 行为性灾害: 凡是由人为造成的灾害，不管

是什么原因，我们统称为行为性灾害。如化学物质

泄漏、大面积的环境污染［1］。
1. 1. 2 城市灾害的特点

1) 频度高波及面广。由于城市系统构成复杂，

往往导致城市灾害从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快速传

染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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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度扩张性。由于城市各系统间相互依赖

性较强，致使城市灾难发展速度快，灾难发生时往往

触及一点，波及全城。
3) 危害性大。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

聚点，人口稠密、社会资源丰富，一旦发生灾难，会造

成很大的损失。
4) 灾难发生具有区域性。城市灾害的受灾和

波及范围，往往会扩散到城市周边地区和其他城市

区域，而灾后对受灾居民的安置和城市恢复重建工

作，也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非一个城市的问题。
1. 2 城市防灾体系规划

城市防灾体系规划是指对由各种城市灾害而引

起的次生灾害的抵制和减弱，是指因各种城市灾害

可能对城市各项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危害

和损 失，所 进 行 的 预 防 措 施 和 工 程 规 划 设 计 方

案［2］。城市防灾应注重体系性，并保证防灾设施的

实用性和有效性。它的体系性表现在城市规划建设

的各个部分，各个系统相互协调，加强区域减灾和区

域防灾协作，合理的在规划中安排与调整城市建设

用地，加强城市防灾设施的建设与运营管理，这样才

能建立一个综合的城市防灾体系。

2 城市绿地系统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 /T85-2002) ，城

市绿地分为 5 大类，分别为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公
园绿地、其他绿地、附属绿地。城市绿地系统是指在

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生态规划的指导下，对城市各

类绿地系统的合理配置。对建设现代化城市和城市

防灾避难系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建设对于提升城市居民的

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防御各种自

然灾害对城市的破坏，改善我们城市的自然和人文

景观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3］。
城市绿地系统的特殊功能是其他城市系统的功

能所不可替代的，它能有效地限制城市无序扩张、维
护生态平衡、提供理想的游憩环境、塑造城市文化特

色、防灾减灾、科普教育和促进社会交往，因而具有

突出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规划的探索

3. 1 城市绿地系统对于城市防灾的作用与意义

城市绿地除了具有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满足居

民休闲娱乐要求、建设城市景观之外，还将对城市灾

后重建和城市防减灾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

在:

1) 没有灾害发生时，我们可以把城市绿地作为

防灾教育与演习的地方，从而增加人们的自我保护

能力和预防灾害的知识［4］; 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城市

居民的休闲场所。
2) 有灾害时，城市绿地可以作为城市居民的避

灾、救灾通道和避难场所，为救灾指挥和救灾信息的

收集、救灾医疗的开展发挥一定的作用。
3) 减灾防灾功能，当蔓延性灾害发生时，城市

绿地充当隔离绿带，防止灾害或灾害气体蔓延。
4) 城市绿地系统也可以成为城市灾后重建期

间安抚人们心灵的大花园和建设美丽新家园的根据

地。
毫无疑问，现代城市系统不仅要求城市优美，

同时还要在城市景观，城市生态、城市高效率、城市

无障碍方面具有特征，并不断提高城市抗御灾害的

能力，使之有可靠的减灾保障模式，规划应对其防灾

减灾功能上更趋完备、降低城市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让城市绿地系统将灾害对城市的影响降到最小。
3. 2 城市绿地系统防灾现状

3. 2. 1 国外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的发展现状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许多震区城市，都建设了

许多广场和城市林荫大道，已经使城市防灾绿地系

统成为城市防、避、救灾的景观体系。
日本是亚洲较早开展绿地系统规划的国家之

一，由于日本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质、气象等自然条

件的特殊性，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以生命和献血为

代价积累的经验证明，在城市建立防灾绿地系统就

是减少灾害损失的有效手段之一。日本重视绿地的

防灾作用由来已久，尤其是 1998 年日本制定了《防

灾公园计划和指导方针》，对防灾公园的定义、功

能、设置标准及有关设施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强调

对于绿地系统的建设应从环境保护、游憩、防灾、景
观塑造出发，进行综合叠加。
3. 2. 2 我国防灾绿地现状及主要问题 唐山大地

震后，我国第一次有了防、避、减灾意识。1993 年北

京提出建设应急避难所，但直至 2003 年 10 月才建

成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备防灾设施的公园———北京元

大都城垣遗址公园［5］。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

时，人们在建筑外面避险，此时的公园、广场等开敞

空间成为人们保护自己的场所，在当天晚上选择了

公园、绿带作为自己的临时居所。成为市民生命的

“保护伞”。
尽管城市管理者们已经意识到了城市绿地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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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重要性，但是目前我国城市灾后的应急救援、
防灾预警预报系统还比较落后。主要存在的问题

有:

1) 在城市规划中重视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而对

城市绿地防灾规划的重视不够，只在城市的部分地

段建设了城市绿地，这难以对整个城市预防各种灾

害起到一定作用［6］。
2) 具有相应设施的避灾绿地缺失。我国很多

城市在规划建设中只注重道路、桥梁、建筑单体等

“硬件”设施的安全，而忽视多种生态安全功能和开

敞绿地“软件”的开发应用，致使城市防灾绿地还不

能形成有效的防灾绿地网络系统。
3) 一些绿地系统规划不合理。在城市防灾避

难场所的选址上，比如高层楼下的不安全地带，用地

坡度大的山坡地带、地质安全稳定性差的地区，在距

化工厂过近的防护林等易引发次生灾害地带设立。
4) 行业规范、技术标准不完备，究竟什么才算

是“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平灾结合”这样的设计和

规划，没有完整的定量标准。
3. 3 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的规划要点

城市绿地系统是城市防灾避难功能的承接体。
因此，我们必须对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作出合理

规划，其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同步。近年来，虽然城

市在其绿地系统规划中开始逐渐认识到防灾避难功

能的重要性，其内容、深度等方面尚存在很多问题需

修改完善。绿地防灾规划要配合城市绿地系统点、
线、面相结合的规划特点，做到绿地布置合理化，力

求覆盖整体、全面协调，提高其与绿地系统规划的同

步性。
2) 与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统筹安排，突出城市防

灾重点。建立市级、区级、社区级、紧急避灾绿地相

配套、功能各异而又互相补充的避灾绿地体系。确

定合理的防灾避难绿地面积，保证居民紧急疏散。
3) 平时与有灾时结合。首先在一般性的公园

上，根据防、避、减灾的要求，设立一定的设施，做到

“平灾结合”; 其次在不减弱防、避、减灾功能的前提

下，在避灾绿地中建设适宜的休闲、娱乐设施，这样

既能起到防护绿地的功能，又能起到普通公园的作

用［7］。
4) 做好城市防灾避难绿地系统的规划与建设

工作。一般设置进出口各两个以上，对城市防灾避

难绿地系统的各种应急设施，根据不同等级进行规

划和建设，并做好其与残疾人通道和其他避难疏散

道路的连通。
5) 对地震灾害后，易发生火灾等次生灾害的易

燃易爆单位和地区要加强城市绿化工作，并适当提

高绿化率，种植阻燃树木，为了防止火灾的扩延，在

这些地块的周围要建设绿化隔离带［8］。

4 结 语

城市承载着最先进的人类文明，也延续着人类

文明，人类和城市面对变幻莫测的灾难，我们应当防

患于未然。城市绿地系统作为城市综合防灾体系的

重要因子，应当受到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

的高度关注。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

人口与建筑的高度集中，建立完善的城市防灾体系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我们应从国内外的经

验教训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不断研究和创新将其与

城市发展相结合，使城市防灾做到“有备无患”，使

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宜居。

参考文献:

［1］ 戴慎志． 城市工程系统规划［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8: 302-328．
［2］ 潘良，冯佳．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若干趋势［J］． 金

陵科技学院学报，2007，23( 4) : 72-74．
［3］ 张伟建．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初探［J］． 福建建设科技，

2007( 5) : 34-35．
［4］ 洪琳琳，胡希军． 城市防灾避险绿地布局探析［J］． 北

方园艺，2010( 7) : 224-227．
［5］ 李吉顺． 什么是城市灾害［J］． 中国减灾，2001 ( 4) : 56-

57．
［6］ 周继军，郭美锋．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具有“柔性结

构”的防灾城市的构建［J］． 吉林林业科技，2007，26
( 2) : 22-24．

［7］ 李延涛，苏幼破，刘瑞兴． 城市防灾公园的规划思想

［J］． 现代城市研究，2004( 5) : 71-73．
［8］ 包志毅，陈波． 城市绿地系统建设与城市减灾防灾

［J］． 自然灾害学报，2004，13( 2) : 155-160．

( 编 辑 徐象平)

—884—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43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