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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不仅造成了近7万人遇难，而且导致了大面积山体滑坡，
河流湖泊岸边坍塌，城镇、村落成为废墟。
灾区在人命、财产、资源等方面损失十分惨重。
目前，除了重建灾区家园成为头等大事之外，对于防灾避险型城市绿地的建设已经引起了我国城建部
门和园林绿化部门的广泛重视。
　　实际上，即使没有汶川大地震的发生，我国也到了不得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地防灾避险功能的时候
了。
　　首先，我同位于全球两大地震带一一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处，且人口密度远大于
欧洲，地震的频度、强度和危害程度居世界之首。
资料记载全球死亡超过20万人的地震有6次，其中我国就占4次；白20世纪初至今，中国占全球因地震
死亡人数的比例高达50％以上。
　　其次，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整体防灾避险功能远远落后
于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在：（1）单体建筑物越来越高：在强烈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建筑物倒塌所占地面面积扩大
，其压埋厚度也同样加大。
这样对市民逃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对震后的快速抢险救援造成极大困难。
（2）单体建筑物的容积加大，水、气、电等居民生活必须的设施的点和面相应增大，由此引起的地
震次生危害的危险性加大。
（3）建筑物间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少：就我国来说，大中城市、特别是国际大城市的建设，受土地价
格的约束，建筑物间的活动空问越来越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已列世界前茅；社区本身
的防火、通风、采光、休闲娱乐场所的能力降低；用于灾民逃生的通道和应急避险的安全场地严重不
足。
（4）道路交通越来越立体化，更加复杂，一旦发生严重破坏性的地震，城内及其与外界交通中断的
可能性极大，一些生活必需的物资短期内供应将非常困难。
　　第三，我国的生产模式、经济建设与城镇建设等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1）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口、产业、资产、文化等都急速向城市集中。
（2）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高效率、高效益、单一化的生产模式。
（3）“以人为本”的口号，单纯追求人生活的舒适和便利，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与协调发展
等。
　　加之长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城镇，重大工程，甚至生命线工程却构建在地震带上，忽略了我们祖先
提出的“师法自然，趋吉避凶”这一平安之道。
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或者将要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这正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
　　我国城市园林绿地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从古典园林的以宗教、精神、文化环境空间为主，走向了近
、现代园林的以美化、休憩、娱乐环境空间为主，现在开始重视生态改善、防灾避险与卫生保健等环
境空间的功能。
可以说，汶川大地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城镇建设与园林绿地建设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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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在日本学习、工作期间就注意到日本在防灾避险绿地建设方面的重视程度和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
，并开始收集相关文献和实例资料。
     去年6月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委托，笔者开始着手本书的编写工作。
曾赴四川灾区现场调查，并到日本的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地区、中越大地震灾后重建地区以及东京周
边进行实地调研，走访了多位从事灾后重建与防灾避险绿地建设工作的学者、行政管理人员，收集了
丰富的文献书籍，拍摄了大量的图片资料，为本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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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外城市绿地防灾避险思想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概述　　人们建设城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
标就是建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但是地球表面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自然灾害，如河谷地区受到周期性
的洪水影响，沿海和三角洲地区经常发生海啸和涌潮，台风盛行于海洋地区和岛屿，暴风雨和龙卷风
又经常光顾大面积的平原地区，处于地震带上的地区随时都可能遭遇地震的袭击。
除了这些自然灾害之外，人为引起的火灾、战争等灾害也是城市安全的一大隐患。
　　自古以来，人类就在以各种方式与各种天灾人祸顽强地抗争。
例如远在公元前2500年，古巴比伦王国就已出现保险的原始形态以求一种防灾避险的保障。
为了防止灾害造成巨大损害，公元前的巴比伦也对建筑的抗震牢固性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当时的法律写道：如果房屋倒塌，营建商也要偿命。
同样，早期东方城市的城墙和西方文艺复兴之前的星形（star shaped）城堡式城市，其主要日的也是在
于抵御外族的入侵，防止人为灾害的发生。
1664年伦敦一次大火之后，英国议会颁布了相应的条例来控制建筑的形式以及材料的使用，减少灾害
的发生和扩大。
　　而在我同，从氏族时期就开始有相应的一些防灾设施并在不断发展，比如氏族时期的“壕沟”、
秦始皇时期修建的长城、汉代的地震仪、清朝皇宫中的铜缸等，都见证了人类与灾害抗争的历程。
历史证明，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即使一些简单的原则和措施也有助于提高城市抵抗能力，减轻外部
的威胁并抵御自然灾害。
　　我国古代就对绿地的防灾功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国语·周语》中记载“囿有林池，可以御灾也”，说的就是城市中保留树林和水池，可以抵御灾害
。
但是这并没有使绿地在我国作为防灾避险设施来建设和利用。
真正的城市防灾避险绿地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欧洲许多建于地震区的城市，在规划
时已经考虑到了防灾减灾的问题。
1693年1月11日，意大利卡塔尼亚发生了大地震，给整个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当时整个城市就像
“人的手掌（Like the palm of your hand）”被夷为平地。
震后成立了当地长老和教士组成的重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创造性地提出了重建规划，以保证将来再
次面临灾害时最大可能地避免生命和财产损失。
在规划中，他们用笔直宽阔的城市大道代替狭窄曲折的小巷，在城市大道两旁种植行道树，并且规划
建设一些特大型的广场与之相连，使之成为相对完善的防灾、避灾、救灾空间体系。
这种有关防灾减灾的规划措施被震后西西里地区的其他省市借鉴和应用。
之后国内外的防灾避险绿地规划和建设有了一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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