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观城市化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景观城市化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13位ISBN编号：9787030347664

10位ISBN编号：7030347668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史培军、于德永、江源、王静爱、徐宗学

页数：491

字数：7797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景观城市化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内容概要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动力，我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推进城市化的进程
。
城市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
目前，中国城市化正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未来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快速增长，开展城市化及其生态
与环境效应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合理安排城市化的规模与进程，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景观城市化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以深圳为例以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城市——深圳为例，研究了景
观城市化过程的特点、驱动机制以及景观城市化进程对区域环境要素的影响；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
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景观城市化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以深圳为例还在环境资源量测算的理论与
方法、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构建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
成果已在深圳市得以实践应用。

景观城市化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以深圳为例可供地理学、生态学和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管理工作者、
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等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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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5.3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构建原则探讨 生态基础设施理论对城市生态规划起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理论进行的城市生态规划也不断出现（俞孔坚等，2008；Li et al.
，2005；俞孔坚等，2009；张泉和叶兴平，2009）。
但纵观这些研究，对生态基础设施构建原则的探讨较少，或者侧重某一方面而不够全面；具体到目前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构建的实践中，也存在着很多不足（蔡玉梅等，2007）。
例如，注重城市生态用地面积的提高，而忽视生态网络格局的优化和调控（俞孔坚等，2009）；重视
城市景观美化，而对城市生态景观的生态功能重视不足；生态规划往往得不到严格执行，规划的生态
用地经常被占为他用（陈婧，2009）；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大都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规划层面单独进
行探索和试点，缺少彼此之间的协调和整合（蔡玉梅等，2007）；生态规划大都为自上而下的政府行
为，几乎没有公众参与。
 1.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基础部分的原则 “先破坏后治理（修复）”是很多西方国家走
过的道路，但事实证明这不仅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而且治理（修复）的用费也远远大于保护这些生
态资源的花费，效果却难以理想（Benedict and McMahon，2002）。
因此，在城市总体规划中首要考虑的就应该是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俞孔坚等，2004）。
在生态基础设施的框架下进行城市建设规划，确保现存的生态用地免受发展的不利影响，最终实现经
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
即使在建成区，也要进行生态环境评估和生态建设的受益分析，以掌握合适时机进行生态重建。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总体规划具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如城市群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区级规划及社区
规划等，在这些层次上都需要进行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但其注重的层面有所差异。
在城市群及城市尺度上，应该注重生态基础设施整体格局和规模的规划；区级尺度上应该在落实城市
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的同时，合理地进行布局，与城市总体尺度上的生态基础设施相衔接，以组成一个
有效的生态网络；社区层次上应更注重生态基础设施的美化作用，必要时需要采取立体绿化的方法。
 俞孔坚等（2004：）描述了景观设计师克里夫兰得（Cleveland）为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所
做的景观规划。
早在1883年，当明尼阿波利斯还是一个小镇时，克里夫兰得让决策者在郊区购买大面积土地用以建立
公园系统，如今的城市已扩大了几倍，当年廉价购得的土地却成为城市中宝贵的绿地系统。
这说明一个优秀城市生态用地系统的形成，不仅需要先进的理念，提前对生态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和投
资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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