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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信息中心，一旦遭遇自然灾害

，势必造成极大的损失。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1976年中

国唐山大地震、1994年美国北岭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

震和2003年伊朗巴姆大地震等严重的地震灾害，给社会经济

和人类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

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是一个灾害较多的国家。长期以来

人们对城市防灾工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上市民防灾意识的

缺乏，使城市的整体防灾减灾功能一直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

。城市防灾公园在抵御灾害发生后引发的二次灾害和避灾、

救灾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城市减灾工

作中充分考虑城市防灾公园的规划建设。 1 防灾公园的定义

及功能 1．1城市防灾公园 日本对防灾公园的定义是"由于地

震灾害引发市区发生火灾等次生灾害时，为了保护国民的生

命财产、强化大城市地域等城市的防灾构造而建设的起广域

防灾据点、避难场地和避难道路作用的城市公园和缓；中绿

地" [1]。 1．2防灾公园的功能 防灾公园的主要功能是供避难

者避难及对避难者进行紧急救援。具体包括：防止火灾发生

和延缓火势蔓延，减轻或防止因爆炸而产生的损害，成为临

时避难场所(紧急避难场所、发生大火时的暂时集合场所、避

难中转点等)及最终避难场所、避难通道、急救场所、灾民临

时生活的场所、救灾物资的集散地、救灾人员的驻扎地、倒

塌建筑物的临时堆放场等，中心防灾公园还可作救援直升机



的起降场地，平时则作为学习有关防灾知识的场所。 2 国内

外城市防灾公园的发展 2．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防灾减

灾实践 城市防灾绿地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时

欧洲有许多建于地震区的城市，如1693年的意大利卡塔尼亚

和1755年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为了防灾减灾的需要，在灾

后的重建规划中改变了原来的城市形态：由笔直宽阔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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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体系。 2．2美国公园系统中的防灾规划 

美国1871年?0月9日，发生了著名的芝加哥火灾，中心市区受

灾面积达730hm2，10万人无家可U]。在灾后重建规划中，美

国开始考虑建造公园系统，以绿地开敞空间分隔原来连成一

片的市区，提高城市的抗火灾能力。随后奥姆斯特德与沃克

斯在南部公园区的杰克逊公园和华盛顿公园设计中，规划了

连接杰克逊公园和华盛顿公园的公园路。路中间一条连续的

水渠，连通了杰克逊公园的咸水湖和华盛顿公园的人工池，

以起到疏导洪水的作用。芝加哥公园系统通过公园与公园路

分割建筑密度过高的市区，用系统性的开放性空间布局来防

止火灾蔓延，提高城市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的规划方法与思想

，极大地丰富了公园绿地的功能，成为后来防灾型绿地系统

规划的先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规划手法与思想传

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第一个系统性的绿地系统规划--关东大

地震复兴规划的产生[2]。 1883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公园

系统的规划建设中，昆布朗提出了"关于明尼阿波利斯公园系

统的建议"，他认为该市拥有丰富的水系和独特的自然资源，

又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园系统的建设应该起到



保护自然环境、净化空气、防止火灾和传染病蔓延等作用。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为强化整体防卫，美国政府积极推

动建立以"防灾型社区"为中心的公众安全文化教育体系。其"

防灾型社区"需具备三大功能，即灾前预防及准备功能、灾时

应变及抵御功能、灾后复原及整体改进功能。美国国土安全

部规定社区事故风险状况评估要先确认社区易受灾的地点及

环境，再确认灾害源及可影响的范围，找出易发生灾害的建

筑或区域，并制作社区防灾地图等[3]。其中也包括了将社区

公园与灾时避难结合的计划。 2．3日本防灾公园的发展 日本

是一个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四面临海的岛国。由于所处的

地理位置及其地形、地质、气象等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地震

、台风、暴雨、火山等引起的自然灾害经常发生。江户幕府

时期，江户城中设置火除地，通过将沿街的建筑物往两侧后

退，空出类似广场一样的空地，作为在火灾时的避难场所，

并且防止大火蔓延，起到防火带的作用。火除地具有防灾、

集散、社交娱乐等功能，已经具备了城市公园绿地的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入了快速的城市化时期。为了解

决城市化带来的众多问题，191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全

国通用的城市规划法规《都市计画法》，其中规定各城市必

须将城市公园作为一项基础设施列入城市规划(表1)。 2．4我

国防灾公园的发展 (1)我国大陆地区的防灾空间规划 我国大陆

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灾害较多

。1976年唐山市大地震，是迄今为止400多年来地震史上最悲

惨的一次。震后重建的绿地系统规划为避难、减灾、减轻灾

害损失提供了重要条件，扩大了市级公园面积，并且这些公

园都与市区抗震通道相接，万一发生地震能使大型救灾专用



车辆通行，保证抗震救灾工作通畅及时，居民能迅速疏散到

绿地中去。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制定的都市防灾规划中注重防

灾生活圈的建设。在都市计划防灾空间六大系统中，公园是

重要的避难空间和物资空间。 2003年10月，北京建成国内第

一个防灾公园--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它拥有39个疏散

区，具备了10种应急避难功能：①应急避难指挥中心；②应

急避难疏散区；③应急供水装置；④应急供电网；⑤应急简

易厕所；⑥应急物资储备用房；⑦应急直升机坪；⑧应急消

防设施；②应急监控；⑩应急广播功能。北京已经计划在八

大城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建立应急避难场所，已建和在建的共

有27处，目标是保证居民在10min内即可到达一个避难所。西

安、泉州、天津、上海、重庆、南京等城市对防灾公园的建

设也予以了高度关注，并着手开展；隹备、规划和建设工作

。 2004年9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力口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4)25号)明确指出"要结合城市广场、绿地、公园等

建设，规划设置必需的应急疏散通道和避险场所，配置必要

的避险救生设施"。中国地震局印发了《关于推进地震应急避

难场所的意见》，积极推动省会城市和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灾

害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设计，对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原则、

建设思路、管理要求提出了建议。2004年川月开始实施的《

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各相关部门和各

区县依据北京城市规划，在市民生活、工作地点周围，规划

、建设和维护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保障在紧急情况下为市民

提供疏散、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 {2}我国台湾地区的防灾空

间规划 我国台湾地区位于亚热带地区以及环太平洋地震带，

长年湿热多雨，地震、台风频发，自然环境条件极为敏感



。1996年台湾"内政部营建署"总结公园绿地功能，指出功能性

绿地系统包括生态绿地系统、防灾绿地系统；景观绿地系统

和游憩绿地系统。防灾绿地系统主要包括防灾路径、防灾空

间、防火绿道和缓：中绿地等。并指出城市公园广大的绿地

空间具有阻隔噪声、防尘等促进环境卫生的功能，并且可作

为防空、避灾的紧急避难场所。 台湾"921"大地震唤起了台湾

各界对防灾相关领域的重视。强化城市防灾体系的建构随着

灾后重建展开，根据城市遭受地震灾害所可能产生的避难行

为与救灾作用，制定了都市防灾规划。在都市计划防灾空间

六大系统中，公园是重要的避难空间和物资空间(表2)。 3 防

灾公园体系规划 3．1城市防灾绿地规划 城市防灾绿地规划，

应当在绿化带建设的基础上，完善连接大公园、河流、农田

等开敞空间的避难网络系统，着重规划好城市滨水地区的减

灾绿带和市区中的一、二级避灾据点与避难通道，建立起城

市的避灾体系[4]。 (1)一级避灾据点 灾害发生时居民紧急避

难的场所。应按照城区的人口密度和避难场所的合理服务范

围，均匀地分布于市区内；常由散点式小型绿地和小区的公

共设施组成(如小学、社区活动中心、小区公园等)。为保证

一级避灾据点的安全性和可达性，必须保证其与地质危险地

带和洪水淹没地带的距离在500m以上，并至少有两条以上避

难通道连接。 (2)二级避灾据点 震灾后发生的避难、救援、恢

复建设等活动的基地，往往是灾后相当时期内避难居民的生

活场所，可利用规模较大的城市公园、体育场馆和文化教育

设施组成。 (3)避难通道 利用城市次干道及支路将一级、二级

避灾据点连成网络，形成避灾体系。同时，为防止城市居民

避灾地、城市自身救灾和对外联系等发生；中突，避难通道



应尽量不占用城市主干道。为保证灾害发生后避难道路的通

畅和避灾据点的可达性，沿路的建筑应后退道路红线5～10m

，高层建筑后退红线的距离还要加大。 (4)救灾通道 灾害发生

时城市与外界的交通联系，也是城市自身救灾的主要线路。

主要救灾通道的红线两侧，应规划宽度10-30m不等的绿化带

，保证发生灾害时道路通畅。 3．2防灾公园布局原则 (1)综合

防灾、统筹规划原则 除了防灾公园以外，广场、体育场、操

场、停车场、学校、人防工程、寺庙、空地等都可以选作避

难场所。配置防灾公园应当考虑对城市多种灾害的综合防灾

，配合其他各类避难场所统筹规划，"。平洋地震带，长年湿

热多雨，地震、台风频发，自然环境条件极为敏感。1996年

台湾"内政部营建署"总结公园绿地功能，指出功能性绿地系

统包括生态绿地系统、防灾绿地系统；景观绿地系统和游憩

绿地系统。防灾绿地系统主要包括防灾路径、防灾空间、防

火绿道和缓：中绿地等。并指出城市公园广大的绿地空间具

有阻隔噪声、防尘等促进环境卫生的功能，并且可作为防空

、避灾的紧急避难场所。 台湾"921"大地震唤起了台湾各界对

防灾相关领域的重视。强化城市防灾体系的建构随着灾后重

建展开，根据城市遭受地震灾害所可能产生的避难行为与救

灾作用，制定了都市防灾规划。在都市计划防灾空间六大系

统中，公园是重要的避难空间和物资空间(表2)。 (2)均衡布局

原则 即就近避难原则，为了使市民在发生灾害时能够迅速到

达防灾公园，防灾公园应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城区。过去规划

中是以居民的活动半径(250m或1km)布置公园，但从阪神大

地震震灾调查中得知，只要公园在可通行范围之内，距离与

避难行为几乎没有相关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园设置标



准必须还要考虑与人口密度相对应的合理分布。 (3)通达性原

则 为使灾害发生时避难人员可以顺利抵达并进入防灾公园进

行避难活动，防灾公园的布局要灵活，要利于疏散，居民到

达或进入防灾公园的路线要通畅。 (4)可操作性原则 防灾公园

的布局要与户外开敞空间相结合、与人防工程相结合，利用

作为防灾公园的场地以及连接上述场地的道路现状，划定防

灾公园用地和与之配套的应急疏散通道。 (5)"平灾结合"原则 

将有一定规模的已定防灾公园建成具备两种功能的综合体：

一是平时履行休闲、娱乐和健身等功能；二是配备救灾所需

设施和设备，在发生地震、火灾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能够

发挥避难场所的作用"。 (6)步行原则 居民到防灾公园避难一

般步行而至。因为严重灾害发生后，防灾公园用地比较紧张

，内部一般不设停车场，较多的私人汽车进入其中将绐公园

管理带来困难。而且，地震灾害发生后，城市道路不同程度

地遭受破坏，且道路上人多、车多，避难路线甚至城市道路

一般都很拥堵，乘坐私人汽车避难有可能消耗更多的时间，

冒更大的风险。 3．3防灾公园体系规划 3．3．1防灾公园体

系构成 一座城市应当合理配置各种类型的防灾公园(图1)。通

常主要依避难人员停留时间与需求来作规划，配置具有二级

避灾据点机能的防灾公园作为中心防灾公园或固定防灾公园

，合理布局并规划建设一级避灾据点机能的紧急防灾公园。

由避难通道紧密联系的中心防灾公园、固定防灾公园和紧急

防灾公园形成防灾公园体系。充分发挥各类公园的综合防灾

功能，是安全避难的重要保证。 (1)中心防灾公园 中心防灾公

园是容量较大的城市和区级公园绿地，为多个居住区的受灾

市民服务，可用作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医疗抢救中心、抢险



救灾部队的营地、外援人员休息地等。此类公园规划的目的

，主要是提供大面积的开放空间，作为安全生活的场所，提

供灾后城市复建完成前进行避难生活所需的设施，也是当地

避难人员获得情报信息的场所。因此，必须拥有较完善的设

施及可供庇护的场所[6]。如需要有较完善的"生命线"工程要

求的配套设施，如公用电话、消防器材、厕所等。另外，还

要预留安排救灾指挥房、卫生急救站及食品等物资储备库的

用地、直升机停机坪等。 (2)固定防灾公园 固定防灾公园用作

灾害时人们较长时间避难和进行集中救援的重要场所。主要

以暂时收容无法直接进入中心防灾公园的避难人员为主，以

等待救援的方式，经由引导进入层级较高的中心防灾公园，

配备自来水管、地下电线等基本设施。此类防灾公园是整个

防灾公园体系规划中最重要的环节，对于受灾市民防灾避难

以及避免和减少伤亡说十分重要。 (3)紧急防灾公园 紧急防灾

公园是灾害发生3min内人员寻求紧急躲避的场所。针对这种

个人自发性避难行为，指定区域内现有的开放空间为主要对

象，设置在居民区、商业区等人员聚集区附近。通过对阪神

大地震公园破坏情况的研究，D级无破坏类别中，街区公园

的比例最高，占73．1％，且最接近居民，是最适合紧急避难

的公园(图2)[7]。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