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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的

规划思想和规划程序

王 洪 涛

【摘要】对德国城市开放空间的

发展以及规划内容做了系统的回

顾和分析，总结了 !&)" 年代以

来德国城市开放空间建设的经验

和教训，以及现在较为完善的规

划方法和规划程序。指出，近 #"
年来的开放空间规划实践逐步向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开放空间”

方向转变，形成了较为科学的、

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美学和

休闲娱乐相结合的规划体系。

【关键词】开放空间；规划内容；

规划程序；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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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由于联邦制国家政

治体制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原

因，各个州政府的城市规划法律

法规 和 规 划 规 范 不 尽 相 同。因

此，开放 空 间 规 划 在 不 同 的 城

市，其规划名称也有所不同。例

如，在哈姆（.3@@）称为开放空

间 发 展 概 念 （ J:96:3=@90E
2D6<K>=017K/0L982， M/25@300，

!&&N）； 在 汉 诺 威 （.300/G9:）
和马德格堡（O3;19F=:1）叫做景

观 框 架 规 划 （ P30;7<53?2E
7:35@908>30=01， Q<5/05/??， R5S
!&&N； T>3??K9， !&&N； U96<5/??，

!&&V）；在博肖尔特（M/<5/>2）为

绿色 秩 序 框 架 规 划 （-:=90/:;E
0=017:35@908>30=01 ， *6>K9，

!&&&）；在明斯特（O=90729:）为

绿 色 秩 序 （ -:=90/:;0=01 ，

43=<5=6L，!&&)）；在科隆（T/9>0）

为景观规划（P30;7<53?278>30=01，

M3=9:， !&&V， 3， F）； 在 柏 林

（M9:>60） 为 景 观 计 划 （ P30;E
7<53?278:/1:3@@ ， W:@9:， !&&(，

!&&’）。由于名称不同，规划内

容也有很大差别，但是都与城市

环境和城市开放空间质量的提高

和改善密切相关，其目的为改善

城乡居民的居住生活舒适程度。

为此，在本文中统称之为城市开

放空间规划。

德国城市的开放空间规划实

践活动，尤其在 !&V" 年代的城

市环境意识觉醒和普及以后，以

及近年来“城市二十一世 纪 议

程”的制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和 教 训 （M/<53:;，!&)&）。

这些经验，对于工业化迅速发展

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6 德国城市开放空间建设的指

导思想

在 !&&# 年里约热内卢环境

与发展世界首脑大会之后，“阿

尔 波 格”宪 章（R53:23 G/0 +3>E
F/:1）将城市环境和开放空间的

可持续发展做了较为详 尽 的 论

述，指出城市开放空间和土地政

策、环境政策密不可分。在 !&&’
年出 版 的《可 持 续 的 城 市 发 展

———面向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的

城市艺术》 （,3<553>2619 Q23;290E
2D6<K>=01—.9:3=7?/:;9:=0190 30
96090 :977/=:<907<5/090;90 =0;
=@D9>2G9:2:391>6<590 Q239;29F3=）对

德国城市土地政策和环境政策进

行了 更 为 详 尽 的 分 析 和 论 述

（M9:1@300，!&&’）。在开放空间

规划方面可以具体概括为以下几

个 方 面 （ M/<5061， !&&#；

.=9<52K9:， #"""， 3， F； Q9>>9，

#"""）：（!）开放空间的保护和

土地的有效利用；（#）开放空间

的恢复和重建；（%）开放空间的

质量提高；（(）开放空间的抚

育。

!S! 开放空间的保护和土地的

有效利用

!&)" 年 代 以 后，如 在“联

邦政府土地保护概念”（M/;90E
75=2LK/0L9826/0 ;9: M=0;97:9169:=01）
和“鲁尔区开放空间概念”（U9E
16/03>97 J:96:3=@K/0L982 U=5:） 的

实践中，对“土地利用和消费”

做出解释，开放空间保护的思想

开始得到认可和发展，并且在规

划实践中得到运用。“开放空间

利用程度的提高和使用功能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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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为规划建设的主 要 措

施，以此降低居住用地和交通用

地的 比 例，增 大 开 放 空 间 的 面

积。

（!）城市郊区和城市之间的

开放空间

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规划实

践活动为鲁尔区的“"#$%&’( 景

观 公 园 ” （ "#$%&’( )*+,-
$%&*./$0*(1）和 法 兰 克 福 城 市 绿

带 （ 2(3’+43(/’5 6(*+1.3(/ *#
7*8+）。它们都构成了区域绿色

开放空间系统。实施和建设区域

绿色开放空间体系主要采取下面

三种策略：

!环绕城市的绿色开放空间

它是传统的环城绿地建设模

式，其作用为形成城市郊区开放

绿地，尤其在大城市周围完善近

郊休憩娱乐活动场所，保护、控

制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区域性开放空间体系

鲁尔区的“"#$%&’( 景观公

园”沿着鲁尔河，从多特蒙德，

经过波鸿、埃森，一直到杜塞尔

多夫构成一个巨大的景观公园系

统，又称国际 建 筑 博 览 会（ 9+-
/’(+*/8:+*5’ ;*3*3$$/’553+4 "#$%&’(
0*(1），利 用 绿 路、绿 带 和 蓝 带

（水系绿色开放空间）将数十个

城市分割环绕，形成城际绿色空

间。

!绿色开放空间建设的策略

环城绿色开放空间和区域性

开放空间体系建设将区域规划思

想引入，绿色开放空间规划已经

成为一个区域发展的概念。

（<）生态居住模式

减少对绿色开放空间的破坏

和浪费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中心

议题之一。它不仅与住区的建筑

物建设相关，而且和住区的生态

性居住模式相关，如居住功能上

的综合，为此形成新的住区绿色

开放空间标准。

!生态性基础设施

生态建筑艺术包括了许多不

同的方面，在具体的土地利用环

节，节约土地资源，近可能的减

少土地开发面积（包括减少汽车

交通和停放用地面积）；在能源

消耗 环 节，注 重 供 暖 措 施 的 优

化，创建利于环境保护的能源供

应和利用消耗系统；在水资源利

用环节，采用节水措施，保证近

郊自然降水的有效利用（如灌溉

和地下水恢复）；在城市垃圾处

理环节，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处

理，以及堆肥处理；在建材供应

环节，放弃环境污染的建材。

!提高居住密度

生态友好的住区发展，通过

适当提高居住密度，降低人均土

地消耗量，有助于住区的更新和

可持续发展。

!使用功能的综合

另一个减少土地资源浪费的

措施是将不同的城市功能综合于

一个区域，借助区域内高效便捷

的道路网络，减少不必要的土地

资源占用，把居住、企业和休闲

活动结合于一起，形成具有多种

功能的城市分区。使用功能的综

合包括二方面的含义：提高居住

密度，把建筑底层和街区的开放

空间与整个城市开放空间连为一

体；形成城市的多个小的分区核

心，使其独具特征。

!=< 开放空间的恢复重建———

城市中心区域更新

旧城中心的更新和发展，对

于城市中心土地的高效利用和减

少土地资源浪费和消耗，对于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它

的前提条件是：在“逆工业化”

进程中，城市土地的使用模式发

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产业企业

的兴衰更替，在城市中心和住区

出现了新的“废弃地”（;(*%&’）。

这种“废弃地”不仅在高科技企

业化的城市中存在，在老的鲁尔

工业区也存在，尤其以老的工业

城市居多。这一“逆工业化”过

程的“空地”现象在德国东部和

西部均有所反映。这些土地的价

值和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但由于

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其开发和利

用需要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

从 鲁 尔 区 “"#$%&’( >*(1”

建设过程得出如下经验（?’55’，

<@@@），从住区的建设角度考虑

“废弃地”的重新利用 和 改 造，

企业重新焕发生机，住区风貌焕

然一新。公共绿地和私有庭院得

以改造，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要

和日常使用。为此，开放空间的

景观功能得到空前的重视和 强

调，景观回归到城市之中。在这

些重新利用的土地中，居住面积

为 A@B，绿 色 开 放 空 间 A@B。

形成城市“双赢”的局面。

（!）开放空间的恢复和重建

具有优先权

“废弃地”作为新的开放空

间建设，以其可利用性和可达性

作为前提条件。通过园林景观小

品的设置，增加生态性设施，如

木座椅和儿童建筑等等，创造可

利用的自然景观。其中动物、植

物作为保护的重点对象，开辟出

“具有林野情趣的工业林地”。

（<）作为住区的开放空间利

用

“废弃地”作为住区的开放

空间利用是最为常见的措施 之

一。在这样的住区中，居住、工

业活动和开放空间有机结合在一

起。德国二战后的兵营和训练场

地的逐步重新开发利用，对于新

的城市空间结构塑造和城市生态

建设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C 开放空间质量的提高

开放空间不仅作为城市的独

立地块进行开发建设，而且还要

作为一个大的综合系统来发展。

每一地块应有机的结合于一起。

开放空间系统的开发和建设有一

种体验性，满足城市居民的自然

体验需求———一种绿色自然网络

体验需求。开放空间的社会功能

（休闲娱乐）、生态功能（农业、

林业、水产和旅游业等）、文化

功能、历史和美学功能均应结合

起来，和谐发展。

（!）开放空间系统的发展

在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中，

开放空间体系为：城市绿带、绿

路和城市水系三大部分。它不仅

是一种绿色规划概念，而且是一

个大的绿色体系。如莱比锡和汉

诺威的城市绿色景观风貌，它与

城市的景观特征息息相关。

（<）可体验的系统体系

开放空间系统包括了各种各

样的道路体系，城市自行车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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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城市步行街区和郊区散步道

等，构成了生态化的道路网络。

通过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享受

和体验自然景色和景观，丰富和

密切人与自然的联系。

（!）美学质量

开放空间系统不仅与自然体

验关系密切，而且与传统的园林

规划和设计（景观设计、景观规

划、树木种植、林荫道建设、溪

流的自然处理和矸石山绿化等），

园林艺术处理，工业园区设计等

相互融合。大地景观艺术在美化

自然的同时，还有助于城市景观

的发展和提高。在许多城市，生

态和经济已经合二为一，城市与

自然景观也溶为一体，一种新的

城市意象已经产生。鲁尔区内的

许多工矿区成为“景观公园”或

“绿带”。工业和绿色的结合已经

成为一种新的设计语言和艺术风

格。

（"）农业景观和城市景观的

融合

农业产业虽然不作为德国的

主要 产 业，但 它 的 生 态 意 义 重

大。如，疏林草地果园、牧场和

休闲草地等，在保持农业生态和

环境的稳定持续发展，以及农业

用地的休闲娱乐价值方面，成为

农业开放空间建设的典范，是一

种较好的生态模式。

#$" 开放空间的抚育

新的开放空间抚育概念为：

开放空间建设、设计、实施和抚

育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它是一

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在社区园

林部门、土地部门、林业农业部

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环境部

门以及行业协会和市民组织共同

参与下，通过“圆桌会议”实现

公众参与和决策协商，实现开放

空间的永续发展。

) 城市开放空间的规划程序

开放空间规划在德国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和完善，虽然名称和

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已经形成了

比较成熟的规划程序，是一种具

有梯级层次的严格的目标体系。

在联邦开放空间规划思想的指导

下，对于具体的城市和区域开放

空间规划，从制订规划总目标开

始，逐层分解，然后找出解决方

案，最后采取相应的实施措施。

而且，德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是

与城市修建性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规划平行的城市总体规划，其

涉及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如社会

学、医学、生态学、文化历史、

城市规划和法律等等。而且规划

的实施需要规划方面的、设计上

的、空间上的、法律上的、管理

上的相关的机构协同参与。

在开放空间规划程序中有着

严格的逻辑关系（%&’())，#**!；

+,-’,./0，1222） （图 #，图 1）。

其逻辑关系如下：

!规划程序和规划结果的透

明和公开性。

!规划目标和措施实施的可

操作性。

!规划程序和实施措施的灵

活性。

!规划程序之间的合理性和

连续性。

!规划信息之间的整体性和

完整性。

1$# 规划目标定位

接受规划任务书后，明确规

划任务范围和规划权限。了解城

乡居民对开放空间的要求和 期

望。最后形成总体的规划目标。

1$1 现状分析

在接受规划任务以后，依据

不同的规划要求要对现状条件进

行分析。对当地居民的规划建议

和规划要求进行收集汇总。同时

依据开放空间类型，对规划区域

的开放空间性质和相应设施进行

描述。其内容包括：

（#）规划区域概况介绍

（1）住区的历史发展沿革

（!）开放空间的结构形式

!岛屿结构。

!环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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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状—放射结构。

!网状结构。

!卫星系统结构。

（!）有关居民的基础数据

（"）生态性要素分析

!地形、地质。

!土壤。

!水文（地表水，地下水）。

!空气。

!噪声。

!植被和动物。

（#）文化要素分析

!自然遗产：具有科学、自

然演化和地貌特征的自然要素，

或 者 具 有 稀 有 性 （ $%&’%()%*’）、

独 特 性 （ +*,%(-.’） 或 优 美 性

（$/)0%()%*’）的自然要素。

!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

科学性、艺术性的价值的自然与

人口要素，诸如古典园林、墓园

或其他人工设施。

图
!

开
放
空
间
规
划
的
程
序

（1）相关的规划文件

!当地“二十一世纪议程”

（ 203-&% 4,%(5- 67）。

!联邦州发 展 规 划（2-(58
9%(’:*/3&;(,9<&-(）。

!区域发展规划（=%>*%’9%(8
’:*/3&;(,9<&-(）。

!区域开放空间系统（?%8
,*0(-&%9 @.%*.-;A9B9’%A）。

!土地利用规划（@&-%/)%(8
(;’C;(,9<&-(）。

!景 观 规 划 （ 2-(59/)-D’98
<&-(）。

!修 建 性 规 划（E%>-;;(,98
<&-(）。

!城市发展概念（+(’:*/38
&;(,930(C%<’ 5%. $’-5’）。

! 交 通 发 展 规 划

（F%.3%).9%(’:*/3&;(,）。

! 城 市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3&;(, 5%. $’-5’）。

! 城 市 更 新 概 念

（ $’-5’%.(%;%.;(,930(C%<’ G $’-5’%(8
’:*/3&;(,）。

! 游 戏 空 间 发 展 规 划

（$<*%&.-;A%(’:*/3&;(,9<&-(）。

（H）公众意见搜集与整理

在城市中，诸如儿童活动场

地、租赁园地、公园活动设施、

墓园和城市绿地建设措施，都与

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意见

搜集和汇总对开放空间规划的成

功与否，意义十分突出。

6IJ 开放空间现状评价

开放空间的评价是一个包括

诸多方面的复杂的评价体系，一

般基于下列原则：

!评价标准依据当地的文化

背景、社会背景、景观生态和健

康卫生等要素进行制定。

!预测当地城市发展的可能

性和发展趋势。

!规划目标与经济发展是否

协调。

!现有开放空间的使用方式

与最优化的利用方式之间的 矛

盾。

!对错误的开放空间使用方

式是否进行法律制约。

!开放空间系统的数量和结

构是否合理。

!开放空间生态质量与相邻

空间的环境关系如何。

（7）物种多样性和物种保护

意义上的开放空间评价

依据景观生态学理论，对现

有土地使用方式、生态价值和濒

危的动植物物种进行评价（?%*8
/)0DD，7KK1），为此，必须对每一

个土地单元进行多因子分析。它

包括六个因子：

!动物生活空间质量。

!植物生活空间质量。

!稀有性。

!对营养物质的敏感性。

!对干扰（如噪声、耕作条

件等）的敏感性。

!再生性。

对于每一个因子，评价值可

以分为 7" 个梯级，以马格德堡

（L-,5%>;.,）景观框架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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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说明（表 !）。

（"）休闲娱乐意义上的开放

空间评价

依据一般习惯，德国的开放

空间划分为以下类型进行评价：

!私有性开放空间：包括私

有地 产、庭 院、宅 旁 绿 地、阳

台、敞 廊、房 顶 花 园、租 赁 园

地、桑拿园地、旅馆绿地和企业

绿地等。

!公共性开放空间：包括广

场、城市公园、历史性公园、植

物园、动物园、体育运动场、疗

养院绿地、医院绿地、墓园、住

区绿 地、学 校 绿 地、养 老 院 绿

地、城 墙、沙 滩 游 泳 池、滑 雪

场、露天剧场、林荫道等。

!儿童活动场地：包括幼儿

园的、公园里的、街道上的儿童

游戏场所和活动设施等。

!非正式的开放空间：包括

无主的土地、废弃地（#$%&’()）、

荒地、矸石山、农业休耕地等。

!水面和滨水地带：包括城

市水体、河流、湖泊、池塘、开

放性游泳池、沙滩浴场等。

!自然景观中的开放空间：

包括自然公园、自然遗产、户外

休憩性森林等。

!道路网络：包括林荫道、

散步道和自行车道等。

!企业用地：包括企业内外

的噪声和有害物质屏蔽用地。

（*）开放空间景观的多样性

（+,(-.%-/）、独特性（0,1()%$/）和

优美程度（2&’3()’(,/）的评价

多样性评价针对某一区域开

放空间景观的稳定和丰富程度而

言，与休闲娱乐的活动条件密切

相关。独特性评价针对来自不同

区域的使用者而言，有着不同的

特征和评价标准。优美程度的评

价与使用者（主体）与景观（客

体）之间的和谐程度高度相关。

三方面的评价可以分为“面”和

“点”的两个层次。通过城市的

分区航空照片进行各个区域的景

观评 价 （43(56(，!778）。 例 如

其中的开放空间景观独特性评价

见下表（表 "）。

表 ! 马格德堡（"#$%&’()$）景观框架规划中的生态结构评价（*&+,-.
-/00，!112）

评价梯级 生态结构类型 评价值

!、很低

农田

城区内河流（0-5( 河）

特殊的用地结构

9
:
:

"、低

租赁园地（精耕细作的）

具有濒危作物的农田

结构单一的墓园

城区小块树林、林荫道

结构单一的溪流和河道

多年性绿地

杨树林地

!;
!;
!;
!;
!;
!!
!*

*、中

具有漫滩的河流区段（0-5( 河）

宅旁耕地

结构单一的静止水体

结构丰富的灌丛

结构单一的森林

!<
!<
!8
!8
!:

<、高

高的灌丛

多年自然绿地

结构丰富的溪流

疏林果树草地

公园和结构丰富的墓园

芦苇丛和沼泽

!7
"*
"*
"*
"*
"*

8、很高

低洼软木林地

低洼硬木林地

结构丰富的静止水体

草地

"<
"8
"8
":

表 3 开放空间独特性评价的标准（4&5(6-，3777）

标准值 含义

!、很高 在很广的区域内，具有极大的稀缺性

"、高 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极大的稀缺性

*、中 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低 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8、很低 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很高的普遍性

（<）气候和空气卫生学意义

上的开放空间评价

在该方面的评价一般由环境

保护和规划方面的专业人员 承

担。具体评价内容如下：

!污染源状况。

!污染源分布。

!污染区域和平衡区域。

!空气交换状况。

（8）土地保护意义上的开放

空间评价

在土地保护意义上的评价一

般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土壤生物的生活空间。

!自然植被的立地条件。

!人 工 植 被 群 落 的 立 地 条

件。

!水体循环和平衡区域。

!有害物质的过滤和缓冲。

!地层结构状况。

"=< 最终规划成果的表述

（!）规划目标定位

参照城市其他已有规划成果

和对开放空间现状的分析评价，

形成 新 的 开 放 空 间 发 展 概 念

（ >$(,$%?@()/A,&B-?)16B3)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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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所有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生

态性和可持续性发展为最高规划

准则。

（-）规划指导思想

开放空间的规划指导思想一

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可持续的和面向未来的城

市发展。

!对现有有价值的自然区域

和景观区域进行保护。

!完善绿色系统。

!在新的建筑法颁布基础上

实施区域自然和景观的平衡 措

施。

!在住区内完善新的环境概

念，形成以环境保护为主导的决

议决策体系。

!提供与环境和谐的休闲娱

乐方式。

!保护具有吸引力的、具有

特色的、地区性典型景观。

表 ! 开放空间的可达性标准

开放空间类型 功能 可达性标准

公寓范围内
作为休憩草地、游戏场地、公

共活动场地、或租赁园地。
在公寓可见的范围内。

住区范围内

作为 住 区 中 心 绿 地，如 亭 子、

集会场所、成人和儿童的安静

活动场所。

出行时间小于 * 分钟；步行

距离小于 .*/%。

城市分区范围内

作为分区的中心公园、运动场

地、公众集会草地、安静休闲

区或自然水体。

出行时间小于 (/ 分钟；步行

距离小于 0//%。

整个城市范围内

作为城市公园，满足各种活动

和自然体验。

出行时间小于 ./ 分钟；步行

距离小于 -///%。乘公共汽

车可达。

表 " 道路建设的环境标准（#$%&’())，*++,）

城市道

路位置
功能 建设的环境标准

住区

范围内

具有停留和休闲、游戏

功能，而且路途较短。

最小宽度：(1*%。

滨水道路有相应的灌木种植，实现防护功能。

要求遮荫传统阔叶乔木种植，果树优先。

总的宽度：21*%。

城市分区

范围内

绿色的步行和自行车道，

具有停留和休闲、分区

范围内居民的休闲游戏

功能。

最小宽度：.1*%。

要求每 3% 自然性地种植遮荫传统阔叶乔木

种植，果树、灌木优先。

总的宽度：(*1*%。

整个

城市

范围

内

除交通要道外，绿色的

步行和自行车道，具有

停留和休闲、分区范围

内居民的休闲娱乐功能。

最小宽度：.1*%。

要求每 ((% 自然性地种植遮荫传统阔叶乔木

种植，果树、灌木和野草优先。

总的宽度：-*1*%。

表 , 城市范围内片状和带状绿地开放空间生物群落的保护标准（#$%&-
’())，*++,）

绿色开放空间类型 环境标准

公共性的公园、

墓园和其他绿地

绿色开放空间

优先应用地域性树木

优先发展园区边缘种植

保护古老树木

避免使用除草剂

落叶遗留原地

避免道路和广场的硬质铺装

转变观赏草坪为粗放管理的草坪

去除不合立地条件的针叶树

适当保留部分石堆、草堆等特殊生态意义的要素

私有绿地、

租赁园地和适宜

园艺的荒地

除上述标准外，还包括：

亚灌木种植

菜园和农民园地

其他生态意义的园艺园区

水体 *% 宽的带状滨水堤岸实施水体保护的“蓝带”

城市废弃地（!+&4$5’）

和企业用地
控制垃圾的堆放避免传统的用地抚育模式

街道交通绿地 保护路边石砌坡面，通过取石挖方，创造良好的小生态环境

石砌坡面绿化沿路荒地树木种植的最小面积：3%-

（.）开放空间规划的具体内

容

6 保护和发展开放空间的功

能

!物种和生物圈保护。

!气候和空气卫生。

!土地保护。

!水资源保护。

!休闲和娱乐。

!景观风貌。

! 住区的绿路（7+85’95:）

系统建设

!保护和发展城市区域的具

有生态意义的绿路。

!通过现有绿路系统建设，

规范住区的建设和发展。

; 与开放空间和谐的住区

发展

!整合现有建筑区域。

!城市内部优先发展。

!空闲地利用。

< 具有区域意义的绿路

!州范围的生物圈。

!农业利用。

!保护区建设，如湿地、河

岸、干旱群落、流水等。

!区域性空气交换。

!具有周末度假功能的休闲

区域。

!其他风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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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范围内的景观空间

!大面积的物种保护和生物

圈保护区域。

!生物圈网络。

!住区和周围开放空间的衔

接。

!住区周边的具有较高休闲

娱乐价值的区域。

!城市中心区域的空气交换

通道。

" 城市分区间的绿色网络

!步行和自行车专用道（连

接开放空间）。

!强化住区环境的吸引力。

!城市生物圈（自然景观）

建设。

（#）规划的实施措施和建议

$ 与开放空间相关联的措

施

!建 设 和 发 展 自 然 化 的 林

地：在此区域种植树木和有潜力

的植被。

!建设和发展典型的景观结

构：对于 高 强 度 利 用 的 农 业 用

地，改善其用地的生态结构，提

高其美学功能。

!改善水体的生态功能：通

过建设人工设施和保护措施加以

实施。

!绿地和空闲土地的粗放利

用：防止居民对绿地的过度利用

而造成破坏，部分进行限制。保

证动物和植物正常的栖息和 生

存，使生物圈系统更加完整和有

序。

!住区边缘的设施建设：在

住区边缘具有极大的美学价值，

是住区向自然空间的过渡。自然

要素如林荫道、孤植树、树丛、

租赁园地、果树疏林草地和林地

等对住区边缘的景观改善意义重

大。

% 城市生态性措施

!以 生 态 为 指 导 的 住 区 规

划：考虑住区的生态整体性，如

交通 建 设、废 水 处 理、垃 圾 处

理、能源供应、绿色体系和建材

供应等均应与生态建设相和谐。

!以生态为指导的产业区域

规划：包括节约土地、保护当地

的公共和私有开放空间、保护和

抚育产业区域边缘的自然和 景

观、地下水的回灌和涵养、屋顶

和墙 壁 绿 化、街 道 和 停 车 场 绿

化、整体性的能源供应概念、减

少挥发和放射性污染物，以及整

体性的垃圾经济学概念宣传推广

等。

!改 善 住 区 环 境 的 设 施 建

设： 通 过 租 赁 园 地 （ &’()(*+
,-(*)(.）、建 筑 间 隙 和 外 围 环 境

绿化、雨水收集回灌设施等的建

设，提高住区的生态功能和居住

的舒适度，以及住区的吸引力。

!街道空间绿化（林荫道、

街道绿带）建设：对于城市绿色

网络体系的形成，街道绿地构成

了重要的网络骨架。对于城市交

通噪声和废气的屏蔽吸收、对于

城市动物的迁徙运动和生存、对

于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具有巨

大的生态和社会意义。但在植物

种类选择上，着重地域性植物的

选择和应用。

/ 住区入口区域规划

!林荫路和树丛形式：注意

入口的可识别性，同时满足以下

功能：住区和外围自然景观空间

的有 机 过 渡，强 调 住 区 的 边 界

感，交通 车 辆 的 速 度 应 加 以 限

制。

!别出心裁的大门形式：依

据住区的区位和环境条件，造型

和艺术风格独特的大门同样起到

强调入口识别性的作用。

0 开放式绿地和公园规划

建设

!开放式绿地和城市公园的

发展：提高这些绿地的可利用水

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应具有

以下功能：使用形式的多样性，

绿地抚育措施的自然性和粗 放

性，儿童活动的便利性和自然体

验性。

!儿童活动场地、荒地和私

有开放空间的发展：这些绿地的

建设要求和质量标准如下：新的

美学和艺术风格与形式，较少的

应用地表硬质铺装材料，便于雨

水的汇集和下渗，摒弃永久性的

构筑物，生态性的农业利用方式

等。

（1）规划实施的生态性标准

$ 植物种植和保护标准

注重 传 统 地 域 性 种 类 的 应

用，如 高 干 的 果 树、阔 叶 落 叶

树、花灌木等。

% 屋顶和墙壁绿化标准除高

层建筑外，对于大于 2345 的围

合墙壁建议采取墙壁绿化措施。

对于坡度小于 617 的 屋 顶，如

果面积大于 5145 时，建议屋顶

进行绿化。

/ 开 放 空 间 的 可 达 性 标 准

（表 2）

0 道路建设的环境标准（表

#）

! 城市范围内片状和带状绿

地开放空间生物群落的保护标准

（表 1）

" 雨水的回灌和涵养

雨水的回灌和涵养依据城市

的气候和地质条件而有所区别。

它包括以下措施：

!新开发区域的雨水的回灌

和涵养工程设施建设；

!新开发区域分散性的利用

洼地、深 耕 和 竖 井 方 式 收 集 雨

水，涵养地下水；

!利用蓄水池蓄积雨水，节

约地下水的开采。

! 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的批准实

施程序

由于城市和社区规划政策的

差异，在细节上，规划批准和实

施的程序不尽相同。但是所有开

放空间规划都与自然保护和景观

抚育，或文化遗产抚育结合于一

起。它把城市的，乡村的发展目

标具体的勾画出来。成为城市建

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

件。为此一个详尽的开放空间政

策的制订和宣传，以及规划过程

中的公众参与程序，是实现科学

民主规划和保证规划顺利实施的

重要前提条件。城市议会的审定

和批准只是规划成果的最后完成

步骤，和规划过程的结束。规划

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在议会和市

民有关协会的共同参与下完成。

（在课题研究和论文写作过

程中，得到卡塞尔大学城市和景

观规划系 8*9:; 0*; 0’(<*’=> %*?.@
和 0*; />*’@)’-.( %?(=>)(* 的指导

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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