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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探索
———以洛阳市为例

蔡海鹏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100044 )

【摘要】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特色对于城市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探讨了绿地系统规划、历史文化与城市特色之间的

关系。以洛阳为例，在历史文化视角下通过对洛阳传统 山 水 关 系 特 征、绿 地 系 统 特 色 要 素、洛 阳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规 划 的 演 变 历

程、洛阳绿地系统现状情况与存在问题的分析与归纳，提出洛阳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目标以及注重历史文化特色的绿地系统布

局。核心思考是如何有效地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注重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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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与 快 速 城 镇 化 深 刻 地 影 响 着 中 国 当 前

的城市发展，城市特色正逐渐消失已经成为中国当

代城市的 一 个 问 题［1］。城 市 规 划 越 来 越 注 重 理 性

的调控，注重 城 市 的 功 能 性，从 而 忽 视 城 市 中 场 所

精神的 创 造 与 历 史 文 化 的 传 承，很 多 城 市 面 貌 趋

同、城市特 色 模 糊［2］。同 样，我 国 城 市 绿 地 景 观 的

营造在外来 文 化 的 冲 击 下，也 大 致 经 历 了 20 世 纪

90 年代前的“特色丧失”和绵延甚久的“特色趋同”

两个阶段［3］。进入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

城市特色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
绿地系统规划是对城市各种绿地进行定性、定

位、定量的统 筹 安 排，形 成 具 有 合 理 结 构 的 绿 色 空

间系统，为城市提供适宜的气候调节、水源涵养、环

境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游憩休闲、社会文化等多

种生态服 务 功 能 ( 全 国 科 学 名 词 审 定 委 员 会 ) 。许

多城市在编 制 规 划 的 过 程 中 也 在 积 极 探 索 如 何 在

绿地系统 规 划 中 发 现 并 强 化 城 市 自 身 的 特 色。但

目前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方法主要有两个来源［4］: 一

个是沿用苏 联 关 于 城 市 游 憩 绿 地 的 规 划 方 法 和 相

应定额指标，强 调 城 市 绿 地 的“游 憩”功 能; 另 一 个

来源是美国的“大地景观规划”理论和规划模式，强

调绿地的“景 观”作 用。这 两 种 理 论 来 源 最 终 都 落

脚于城市绿地创造性的“设计”，而忽略了城市历史

文化对绿地系统规划的作用与影响。

洛阳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十三

朝古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本文以洛阳城

市总体规划中绿地系统规划为例，结合洛阳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的编制做出有益的探索。

1 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历史文化特色

1. 1 历史文化与城市特色

城市特色 是 一 个 城 市 在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逐 渐 形

成的区别 于 其 他 城 市 的 自 然 与 人 文 特 点。它 来 源

于自然、人文、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包括自

然特色、文化特色和产业特色等［5］。构成城市特色

的因素有两 个 方 面: 一 方 面 是 城 市 的 自 然 因 素，主

要包括城市自然状况、地理区位、地形、地貌、气候、

山体河湖、植 被 树 种 等; 另 一 方 面 是 城 市 的 人 文 因

素，主要包括城市的人文、历史和传统习俗、宗教文

化等物质 与 非 物 质 的 要 素［6］。任 何 一 个 城 市 都 是

在特定 的 地 理 环 境 中，经 过 特 定 的 历 史 过 程 形 成

的，因而城 市 的 特 色 来 源 于 时 间 和 空 间 两 个 维 度。

历史文化涵盖了城市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

因而历史文化的地域性是形成城市特色的基础。
1. 2 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特色塑造

从物质空间的层面来看，城市特色的塑造主要

体现在城市 建 设 空 间 的 特 色 与 非 建 设 空 间 的 特 色

两个部分。城市绿地属于典型的非建设空间，城市

绿地规划一 般 是 从 城 市 特 有 的 地 理 环 境、地 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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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水文地质、城市风貌、用地功能、道路系统出发，

结合河湖 山 川 自 然 环 境 体 现 地 域 特 点［5］。因 此 在

非建设空间的特色塑造方面，最为有效的抓手就是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另外，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

科学运用自然生物资源的影响和作用，就能赋予城

市空间和布局形态独特的表现形式，从而塑造出一

种富有独 特 魅 力 的 城 市 特 色 空 间［7］。城 市 绿 地 系

统也是城市 发 展 过 程 中 唯 一 能 够 整 合 城 市 建 设 空

间的要素，在塑造城市空间特色上不可替代。
1. 3 历史文化特色视角下的绿地系统规划

历史文化 特 色 视 角 下 的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规 划 主

要可以从传 统 山 水 格 局、历 史 文 化 空 间 保 护、地 域

传统彰显 三 个 方 面 进 行 探 索。首 先 是 传 统 山 水 格

局，它是一个城市经过历史长河日积月累所形成的

以自然地 理 环 境 为 前 提 的 城 市 总 体 空 间 形 态。传

统山水格局 体 现 了 城 市 生 长 环 境 以 及 城 市 外 围 的

生态本底 条 件，是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的 出 发 点。其 次，

城市绿地系统是一些城市历史文化空间如大遗址、
城址，甚至古城格局保护中重要的工具。很多城址

空间的保护、重 要 文 化 遗 存 的 空 间 缓 冲、古 城 格 局

的信息提 示 等 都 是 通 过 绿 化 的 手 法 来 表 达 的。另

外，地域传统特色如城市园林、城市特色树种、花卉

等也是通过城市绿地系统彰显的。

图 1 洛阳作为千年帝都的选址意向

2 历史文化视角下的洛阳绿地系统规划

2. 1 洛阳传统自然环境特色与山水关系特征

“洛阳者，天地之中，中原之粹也。”洛阳号称十

三朝故都，位 居“天 下 之 中”，八 方 辐 凑。洛 阳 北 临

邙山，南系洛水，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它有群山环

绕，东据虎牢关，西控函谷关，北通幽燕，南对伊阙，

人称“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可见洛阳作为千

年帝都选址 建 城 所 具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宏 观 山 水 格 局

( 图 1 ) 。中观层面，洛阳城市“三山环抱、四水中流、
九渠贯都”的山水环境特征明显。洛阳城市北面有

邙山、西面 有 周 山 小 秦 岭、南 面 有 龙 门 山，城 市 北、
西、南三面是山，形成了三山环抱之势; 洛河、伊河、
瀍河、涧河四 条 主 要 河 流 流 经 洛 阳 市 区，形 成 整 个

城市的 水 系 骨 架; 在 洛 阳 市 城 区 范 围 内 共 有 邙 山

渠、中州 渠、秦 岭 渠、大 明 渠、大 青 渠、古 洛 渠、胜 利

渠、秦岭防洪渠、大新渠九条主要水渠，形成了九渠

贯都之势。
2. 2 历史文化视角下的洛阳绿地系统特色要素

2. 2. 1 城址: 都城遗址队列举世罕见

都城历史 的 连 续 性 是 洛 阳 历 史 文 化 连 续 性 的

主要特 征。自 夏 建 都 洛 阳 以 后，又 有 商、西 周、东

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

诸朝定都洛阳。洛阳还是多个朝代的陪都，西汉初

洛阳为东 都，宋 代 为 西 京，金 代 为 中 京。这 种 长 期

的、连续的都 城 历 史，在 我 国 都 城 发 展 上 是 极 为 罕

见的。在空间上，洛阳 都 城 遗 址 队 列 举 世 罕 见。由

于黄河、洛河 的 孕 育，居 天 下 之 中 的 优 越 地 理 位 置

和形势险要 的 地 形 地 势 特 征，在 邙 山 与 洛 河 之 间，

东自偃师市，西 到 涧 河 口，30 余 公 里 范 围 内 以 洛 河

为轴线自东向西一字排列着偃师商城遗址、二里头

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周王城遗

址五座都城遗址，形成举世罕见的都城遗址队列奇

观( 图 2 ) 。五座都城遗址遗存丰富，文化内涵深厚，

它们是洛阳都城历史与都城地位的见证，是中国社

会发展史、古代文明史、城市建设史的缩影，其价值

无可估量，是 中 华 民 族 乃 至 全 人 类 的 宝 贵 财 富，在

洛阳名城特色中，当推首位。
2. 2. 2 水系: 水系承载洛阳历史曾经的辉煌

历史上的水系对洛阳城市发展有重要作用，也

为洛阳绿地系统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素材。
历史上十三个王朝在洛阳建都，除当时的政治经济

因素外，伊、洛 河 这 一 独 特 的 地 理 条 件 也 是 其 重 要

原因。据 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发掘，夏都斟郇建在

伊洛二 水 汇 流 处 不 远 的 偃 师 二 里 头，南 邻 洛 水 故

道，南去伊水约 5km，往东不到 10km 即伊洛二水汇

流处，这里环 境 优 越，交 通 方 便，既 有 舟 辑 之 利，又

易于供水 排 水。西 周 成 周 城 与 东 周 王 城 分 别 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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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洛阳大遗址保护区划图

瀍河和涧河两岸，汉魏洛阳城是在周城废墟上建立

起来的。东汉营建都城时引谷水西来绕城一周，并

在城内开渠 数 条 注 入 谷 水，然 后 东 流 与 洛 水 相 汇，

不仅解 决 了 供 水 问 题，更 为 都 城 增 添 了 秀 丽 的 景

色。隋唐东都 城 的 特 点 是“长 安 宏 大，洛 阳 繁 华”。
洛阳以洛水贯通，水陆交通发达，使两岸渠道纵横，

加之瀍、涧 二 水 汇 入 洛 河，颇 似 江 南 水 乡。当 时 城

内处 处 通 漕，“天 下 之 舟 船 所 集，常 万 余 艘，填 满 河

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 图 3 ) 。

图 3 隋唐洛阳城水系分布图

2. 2. 3 园林: 天下名园重洛阳

洛阳的古 典 园 林 遗 迹 为 绿 地 系 统 尤 其 是 公 园

绿地系统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历 史 文 化 依 据。中 国 最 早

的园林建筑起始于洛阳。洛阳园林不仅早而且盛，

宋代理学家邵康节曾说: “人间佳节惟寒食，天下名

园重洛阳”，宋文学家苏辙也曾说: “洛阳贵家巨室，

园圃亭观之 盛，实 甲 天 下。”自 汉 至 宋，历 代 王 朝 的

帝王将相，官宦士绅在洛阳建筑大量园林、宫观、台

阁、馆池，极尽奢华之风，见诸史籍者众多。洛阳园

林讲究自然、质 朴、舒 展，以 植 物 造 型 为 主，园 内 多

水竹而少宫殿，讲究宅园分离，注重山水变换，高低

起伏。宋代李格 非 曾 在《洛 阳 名 园 记》中 写 到: “园

圃之胜不能 相 兼 者 六: 宏 大 者，少 幽 邃; 人 力 胜 者，

少苍古; 多水泉者，兼眺望”详细阐述的洛阳园林的

处理方式。唐朝柳宗元在《柳园》中曾说: “幽之也，

大率有二: 旷如也，凹如也，如斯而已。”这都是对当

时园林风格、特点的总结。洛阳古典园林中的皇家

园林、私家园 林 因 历 史 战 乱 已 毁 殆 尽，仅 留 下 少 数

明清寺庙 园 林、风 景 园 林。在 许 多 城 市 风 貌“千 城

一面”的趋 势 下，对 洛 阳 的 传 统 园 林 有 依 据 地 保 留

和恢复将是洛阳城市绿地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也是其彰显厚重历史文化的载体。
2. 3 洛阳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演变历程

建国后洛 阳 主 要 进 行 了 三 版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编

制，历版总规在绿地系统规划方面对城市建设都有

显著的贡献。
2. 3. 1 第一版洛阳城市总体规划( 1956 年)

第一版洛 阳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在 绿 地 规 划 方 面 针

对当时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提 出 四 个 方 面 的 规 划 措

施: 第一，规 划 了 宽 阔 的 生 产 防 护 绿 地 以 及 绿 化 隔

离带，解决了生产与生活的隔离问题; 第二，在生活

区布置了较多的绿地与游园，满足了生活质量的需

求; 第三，在旧城与遗址保护方面，将原来周王城遗

址的部分地区作为公园进行保护，在金元古城外设

置环城绿带，在老城、瀍河区建设中心绿地，改善旧

城的环境与 景 观 质 量; 第 四，在 体 育 场 两 侧 设 置 大

型滨河公 园。第 一 版 洛 阳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在 绿 地 景

观专项方面 重 点 解 决 了 生 产 生 活 的 关 系 以 及 历 史

遗址保护的问题，初步构建了洛阳城市的内部景观

风貌格局，为今后洛阳城市规划格局的形成以及景

观风貌的 塑 造 打 下 了 良 好 的 基 础。规 划 在 实 施 过

程中进行了 修 改 与 变 通，王 城 公 园 得 以 实 施，涧 西

防护绿带部分形成，城市生活区布置的绿地与游园

与金元古城 外 设 置 的 环 城 绿 带 基 本 没 有 得 到 实 施

( 图 4 ) 。
2. 3. 2 第二版洛阳城市总体规划( 1981 年)

第二版洛 阳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在 绿 地 规 划 方 面 主

要有三个方面规划措施: 第一，针对绿地相对较少、
景观风貌相 对 较 差 的 情 况，加 强 城 市 公 园 的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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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洛阳市第一版总体规划的绿地系统规划图

主要是 规 划 建 设 周 山 森 林 公 园、涧 河 口 的 上 阳 公

园、瀍河口 华 林 公 园 以 及 体 育 场 南 同 乐 园 等 公 园;

第二，加强对 滨 水 景 观 风 貌 地 带 的 规 划 与 建 设，主

要是规划建设洛河北岸的洛浦公园、中州渠两侧的

滨水景观带; 第三，提出“大环境绿化规划”，提高城

市外围环境与景观风貌( 图 5 ) 。这版规划将城市滨

水空间的规划作为改善城市景观风貌的主要手段，

比较符合当时的洛阳实际，规划提出的大环境绿化

规划，提高了 城 市 外 围 山 体 的 绿 化 与 景 观 风 貌，为

城市未来 发 展 做 出 了 很 好 的 生 态 本 底。中 心 城 区

在“填平 补 齐”的 用 地 指 导 思 想 下，规 划 中 很 多 公

园、绿地都没 有 实 施，并 且 还 侵 占 了 一 期 总 规 中 有

些已经实 施 的 绿 地。洛 浦 公 园 以 及 中 州 渠 两 侧 的

滨水景观带基本按照规划建成，规划所提出的大环

境绿化规划，基本得到了实施。

图 5 洛阳市第二版总体规划的绿地系统规划图

2. 3. 3 第三版洛阳城市总体规划( 1993 年)

第三版洛 阳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在 绿 地 景 观 专 项 方

面主要有四个方面规划措施: 第一，规划提出“十字

型”的绿 地 景 观 结 构，即 利 用 周 山 森 林 公 园———隋

唐城遗址 保 护 区 和 涧 河———洛 南 东 西 组 团 间 的 绿

化隔离带形 成 绿 色 十 字 轴; 第 二，规 划 了 名 胜 古 迹

周边的绿地、城市公园按服务半径进行配置; 第三，

在景观风貌规划方面重点侧重城市 8 个出入口节点

的景观设计以及城市道路绿化，使城市道路绿化成

为城市景观 风 貌 的 重 要 特 色; 第 四，规 划 了 近 郊 风

景游览绿地，规划金水河、龙门、周王陵等近郊景区

( 图 6 ) 。这版规划提出“十字型”的绿地景观结构，

比较符合当 时 的 用 地 规 划 布 局 与 保 护 大 遗 址 的 要

求，对名胜古 迹 周 边 的 绿 地、城 市 公 园 以 及 近 郊 风

景区的规 划 也 较 符 合 城 市 的 需 要。在 规 划 实 施 方

面，规划提出“十字型”的绿地景观结构基本进行了

控制与预留，但是洛南东西组团间的绿化隔离带在

规划实施中调整较大，部分规划绿地改做住宅用地

进行开发建设，对城市绿地结构在整体上破坏较为

明显。规划的名胜古迹周边的绿地基本得到实施，

城市道路绿化按照规划实施，但规划的城市公园实

施情况不 甚 理 想。规 划 的 近 郊 风 景 游 览 区 部 分 实

施，龙门、周王陵森林公园基本建成，金水河等近郊

景区还未实施。

图 6 洛阳市第三版总体规划的绿地系统规划图

2. 4 洛阳绿地系统现状情况与存在问题

2. 4． 1 洛阳绿地系统现状情况

洛阳市的城市绿化水平总体情况较好，先后获

得“全国义务植树先进城市”、“河南省园 林 城 市”、
“国家园林 城 市”等 荣 誉 称 号。洛 阳 现 状 绿 地 系 统

主要以洛河滨河绿带为主轴，辅以城区内 7 个公园、
2 个近郊森林公园以及若干街头绿地，形成“一轴多

点”的绿地 结 构。洛 阳 现 有 公 园 7 个，主 要 有 洛 浦

公园、王城公园、西苑公园、牡丹公园、南关公园等，

另有上清宫森林公园、周山森林公园 2 个近郊森林

公园，为市民日常的户外休闲活动提供了场所。到

2008 年原有的防护绿地基本全部被侵占，城市基本

没有防护 绿 地。道 路 绿 化 是 洛 阳 城 市 绿 化 的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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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洛阳中心城区 25 条主干道，其中被省建设厅

命名为“绿化达标道路”的共 18 条，总长 50. 29km，

占主 干 道 全 长 的 80. 22% ，中 心 城 区 街 道 绿 化 普 及

率达到 95% 以上，中心城区干道绿化带面积占道路

总用地面积的 25% 以上。
2. 4. 2 现状绿地系统存在问题

( 1 ) 洛阳城市绿地系统不完善

全市除了王城公园、西苑公园两个市级综合性

公园 外，缺 乏 各 类 区 级 公 园、专 类 公 园 ( 如 动 物 园、
儿童公园等) ; 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居住区游园、
街旁绿地数量偏少。防护绿地被侵占情况严重，生

产绿地主要以花卉种植为主，同时其面积也随市场

波动变化较大。
( 2 ) 绿地被侵占的现象较为普遍

城市近郊森林公园不断被蚕食，公园实际面积

不断缩小，城 市 山 水 格 局 面 临 破 坏; 有 些 防 护 绿 地

在城市建设迅速发展过程中被蚕食，河渠和铁路旁

的防护绿地 被 占 为 他 用，失 去 了 固 有 的 防 护 意 义;

同时第三版总规中规划的街头绿地、甚至城市公园

( 如新区体育场北侧的公共绿地) 被改做他用。
( 3 ) 绿地分布不均匀，绿地指标不足

各城区 间 绿 化 指 标 差 距 较 大，发 展 严 重 不 平

衡。公园绿地主要集中在西工区和涧西区，老城区

和瀍河区公园绿地比较匮乏; 道路绿地质量参差不

齐，道路绿 地 情 况 较 好 的 道 路 主 要 集 中 在 西 工 区、
涧西区和洛南新区，而老城区和瀍河区道路绿地情

况相对较差; 同 时 居 住 区 绿 地 洛 河 南 北 差 异 较 大，

洛河南部居住区绿地情况较好，而洛河北部则相对

较差。根据总 规 用 地 现 状 图 整 理，2008 年，洛 阳 市

中心城区范围绿地总量为 1126ha，人均公共绿地仅

6. 10m2 ，仅达到国家园林城市的低限值。
2. 5 洛阳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目标

( 1 ) 建设北方宜居城市

充分保护、利用并发掘洛阳市城区原有自然资

源条件，逐步 整 治 和 开 辟 多 层 次 绿 化 网 络，大 幅 提

高中心城区 公 共 绿 地 数 量 和 质 量，改 进 城 市 环 境，

将洛阳建设成为我国北方的宜居城市。
( 2 )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

针对洛阳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特点，通过绿地

系统的规划，有 针 对 性 地 对 城 市 传 统 山 水 格 局、历

史城址遗存、皇 家 苑 囿 遗 址、传 统 园 林 绿 化 进 行 保

护; 通过对传 统 的 水 系、河 渠 进 行 系 统 性 的 发 掘 与

保护、对部分 可 开 放 的 历 史 遗 存 进 行 展 示，最 终 达

到保护洛阳历史文化资源这一目标。
2. 6 注重历史文化的绿地系统布局

洛阳城市绿地 系 统 为“中 心 + 放 射 + 网 络”的

总格局，形成“遗址为心、绿楔入城; 绿带贯穿、绿廊

连通; 绿 轴 成 网、绿 点 均 布”的 绿 地 布 局 结 构 特 色，

即“两带一心、三 园 五 楔、九 线 六 廊”的 绿 地 布 局 结

构( 图 7 ) 。其 中“两 带”是 指 洛 河 滨 水 绿 化 带 和 伊

河滨水绿化带;“一心”是指洛南隋唐洛阳城遗址绿

心;“三园”是 指 上 清 宫 森 林 公 园、周 山 森 林 公 园 和

世界文 化 遗 产 龙 门 石 窟; “五 楔”是 指 邙 山 生 态 绿

楔、周山生态绿楔、龙门山生态绿楔、香山生态绿楔

及伊洛河谷生态绿楔;“九线”是指中州路、孙辛路、
珠江路、龙门 大 道、牡 丹 大 道、大 学 城 高 压 走 廊、遗

址南景观路、伊 河 南 2 条 景 观 路; “六 廊”是 指 陇 海

铁路绿化廊道、焦柳铁路绿化廊道、瀍河绿化廊道、
涧河绿化廊道、金水河—周山—龙门西山绿化廊道。

图 7 洛阳绿地系统规划图

洛阳绿 地 结 构 包 含 三 个 层 次。第 一 层 次: 面。
洛阳市城区 的 外 围 生 态 绿 楔 与 隋 唐 洛 阳 城 遗 址 公

园。第二层 次: 线。依 据 城 市 河 流、铁 路 与 主 干 道

路网建立起来的城 市 绿 色 网 架。第 三 层 次: 点。城

区内均匀 分 布 的 各 类 公 园 绿 地。这 三 个 层 次 的 绿

地相互结合，构成洛阳市城市绿地系统的主体结构。
2. 6. 1 面

( 1 ) 近郊风景区与郊野森林公园

加强生态绿地的建设，依托历史遗留下来的大

型苑囿构建城市近郊风景区与郊野公园，主要有龙

门山风景区、周 山 森 林 公 园、上 清 宫 森 林 公 园 和 伊

洛生态公园，风景区内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风

景区保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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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历史遗址保护区

以洛南隋 唐 洛 阳 城 遗 址、西 苑 遗 址、洛 北 隋 唐

城宫城遗址 为 基 础，形 成 大 面 积 的 绿 化 用 地，对 城

市大遗址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绿化

基底( 图 8 ) 。

图 8 隋唐洛阳城遗址用地规划图

2. 6. 2 线

( 1 ) 防护绿带

焦柳铁路、陇海铁路、郑西客运专线、洛伊铁路

专用线等铁路两侧各设置 50m 的防护绿地; 西南环

高速公路、郑 洛 第 三 高 速 公 路、郑 少 洛 高 速 公 路 沿

线各设置 50m 防 护 绿 地; 城 市 交 通 性 干 道、景 观 性

道路两侧设置 20 ～ 50m 防 护 绿 地; 二、三 类 工 业 用

地集中分 布 的 地 区 周 边 布 置 50 ～ 100m 的 防 护 绿

地; 110KVA 和 220KVA 高 压 走 廊 分 别 布 置 22m 和

30m 的防护绿地。
( 2 ) 道路绿带

对于洛阳 城 市 景 观 风 貌 特 色 之 一 的 城 市 道 路

绿化，规划将延续其良好的传统，具体做法如下: 洛

阳新建干道的道路绿化应具有较高的覆盖率，并控

制行道树木的树型，以形成良好的遮荫效果。在保

持与提升主干道良好绿化的基础上，建议提高洛阳

城市次干道及支路的绿化水平，主要体现在新建地

区的道路绿 化 上，这 些 地 区 主 要 包 括 洛 南 地 区、涧

西老工业改造地区、伊南地区、道北地区等。
( 3 ) 水系

洛河、伊河、瀍河、涧河四条主要河流流经洛阳

市中心城区，形成整个城市的水系骨架。在中心城

区范围内，历 史 上 的 邙 山 渠、中 州 渠、秦 岭 渠、大 明

渠、大青渠、古洛渠、胜利渠、秦岭防洪渠、大新渠九

条主要水 渠 形 成 了 整 个 城 市 的 水 系 支 脉。对 河 流

与水渠，在本次规划中严格保护其水体边界及两侧

沿岸绿化。
( 4 ) 滨水绿带

滨水绿 地 规 划 主 要 有 四 个 部 分 内 容。第 一 是

洛河沿岸，在 原 有 洛 浦 公 园 的 基 础 上，继 续 完 善 洛

河城市型滨 水 绿 地，使 其 向 东 延 伸 至 二 广 高 速 路，

向西延伸至西南环高速。第二是沿伊河沿岸，主要

以自然型的滨水绿地为主要基调，伊河滨水绿地具

有重要的 城 市 生 态 意 义。第 三 是 涧 河、瀍 河 沿 岸，

涧河、瀍河的河道位于城市建设标高以下约 5 ～ 15m
左右，河道内 的 绿 化 景 观 效 果 很 好，但 人 们 很 难 利

用，规划在河道 的 两 侧 建 设 10 ～ 20m 宽 的 绿 化 带，

并在局部条件允许的地方加强涧河、瀍河绿化与沿

岸块状绿地的连通。第四是水渠沿岸，规划在河渠

两侧设置 5 ～ 15m 的 滨 水 绿 地，但 由 于 洛 北 现 状 河

渠多紧邻沿岸用地，规划在有条件的地区局部做出

绿地空间，待条件允许再形成滨水绿带。规划要求

严格控制滨水绿带中的各类建设，对绿带中目前已

有的四类居住用地，要求在规划期内予以拆除。
2. 6. 3 点

洛阳古典园林中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因历史

战乱已毁殆 尽，仅 留 下 少 数 明 清 寺 庙 园 林、风 景 园

林。本次规 划 建 议 除 按 照 人 口 指 标 配 建 相 应 的 公

共绿地外，在 考 虑 城 市 各 片 区 街 头 绿 地、公 园 时 应

重点挖掘公 园、街 头 绿 地 的 历 史 内 涵，如 果 条 件 允

许，应尽量参照原有历史资料记载中的位置或主题

建设城市公园绿地，使其成为彰显厚重历史文化的

载体。
( 1 ) 城市公园

公园是指 向 公 众 开 放，有 一 定 游 憩 设 施，具 有

休闲、生态、美 化、防 灾 等 综 合 功 能 的 绿 地，包 括 综

合性公园 和 专 类 公 园。在 市 区 内 规 划 设 置 市 级 公

园 12 处、区级公园 20 处。
( 2 ) 街头绿地与小游园

街头绿地是指沿道路、河渠沿线或居住小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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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设有一定游憩设施，供公众休闲，具有良好景

观效果的 绿 带 和 小 型 绿 化 用 地。本 次 规 划 中 洛 阳

街头绿地主要分布于城市景观道路两侧，居住区出

入口附近。街 头 绿 地 的 设 置 更 注 重 丰 富 城 市 空 间

环境、在城市 建 成 区 要 着 重 于 消 灭 绿 化 盲 区，采 用

空、荒置地复绿、旧房改造和违章拆建等方式，争取

更多的亲切宜人的绿化空间，方便市民使用。街头

绿地及小游园的面积控制在 0. 5 ～ 2ha 之间。

3 结语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特色对于城市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一方面，历史文化涵盖了城市

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历史文化的地域性是

形成城市特 色 的 基 础; 另 一 方 面，绿 地 系 统 规 划 对

于城市特 色 的 营 造 是 一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途 径。我 国

历史文化名城数量逐年增多，对历史文化保护的意

识也日渐增强，如何有效的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

注重城市历 史 文 化 特 色 的 探 索 是 本 文 思 考 的 一 个

核心问题。虽 然 洛 阳 作 为 一 个 案 例 有 其 不 可 复 制

的特殊性，但每个城市的发展演进都有其时间维度

的坐标，有其 空 间 的 遗 存 烙 印，希 望 能 有 更 多 的 城

市在思考绿地系统问题的同时，更多地注重历史文

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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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with Urb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 Case Study in Luoyang City

CAI Haipeng

【Abstract】With the fast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it is no doubt that urban characteristic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c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characteristics． Taking Luoyang

as an example，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green space

system features，evolu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in Luoyang as well．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Luoyang green space system． At last，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planning targets and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reen space system layout of Luoyang city． How to research the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with

urb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ffectively is a key problem for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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