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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1_E5_B8_82_E5_c61_339785.htm 1.城市概况与特征 西

宁市是青海省省会，全市辖城东、城中、城北、城西四区，

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湟中、湟源三县，总面积7665.23平

方公里，市区面积350平方公里。2000年市域总人口202万人，

市区户籍人口71.17万人，总人口共95.8万。 高原城市 西宁地

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市区平均海拔2100米，气压

低，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70%。 多民族城市 西宁市有汉、土

、藏、回、蒙、满、撒拉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

人口的四分之一。 西部的区域中心城市 西宁市是青藏高原唯

一的大城市，也是青藏高原最适宜居住的城市。西宁市的国

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工业产值占全省近三分之二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二分之一。全省人口的70%集中在西

宁及其周围的海东地区。 特殊的城市形态 西宁市既是进出高

原和省内联系的必经之地，又处于地质灾害多发地区。这里

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梁峁起伏，是典型的黄土地貌景观。

境内多发生暴雨，历时短、强度大。暴雨洪水过程陡涨陡落

，水土流失严重。市区紧邻的南北山地区多次发生崩滑、泥

石流灾害。山岳挟持盆地的特殊的地形塑造了 “错位十字”

的特殊城市结构。 2.规划分析与研究 区域 通过对青海省的区

域特征、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总规”明确了西宁

市的市域城镇体系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模式。通过对

主要经济活动流向的研究，确定城市主要发展方向和格局。 

生态环境 “总规专题研究”对西宁市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条



件、水文地质、水资源、工程地质和大气环境变化趋势进行

充分的研究。进行了西宁市城市地区生态条件、建设用地的

适宜性、植物生长的生态条件、城市空间扩散的阻力等方面

的分析，提出了区域环境容量和可持续发展对西宁市城市发

展的要求。 水资源 为进行全面、准确的地下水资源评价，“

总规”分析整个西宁盆地地区地下水赋存条件及分布特征，

研究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规律。在立足区域水文地质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议。 大气污染 特

殊的地形条件使西宁在冬季的静风频率高达64%（1998年）。

大气污染问题是西宁市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

题。 根据气象资料和污染源资料，以及当地大气稳定度、风

向、风速联合频率计算出1999年一季度西宁市二氧化硫的浓

度分布。对规划方案的确定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结合用

地布局对2020年的污染状况进行预测，并考虑到城市中心区

内工业点源停产和其他区域工业点源采用天然气的可能性，

提出了基本方案和规划方案两套预测结果。 3.规划要点 大区

域协调 “总规”立足于区域发展的视角，与相关专业部门多

次沟通，提出“建设西宁到张掖铁路，形成西宁市第二条外

出铁路通道”的设想，并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认可。这条第二

通道不仅大大提升了西宁的区域地位，也起到了加强了青海

省的对外交通联系、完善欧亚大陆桥铁路通道功能的作用。 

省区内协调 在本轮规划前，西宁市仅辖大通一县，出于明确

区域城镇职能，提升西宁整体竞争力的考虑。“总规”建议

将平安、互助作为西宁附属县整体考虑。 依据市域城镇分布

特征，规划形成西宁市总寨鲁沙尔甘河滩多巴环状综合经济

区。这种“大西宁”的结构有利于消除主城区“十”字结构



的缺陷，加强城镇间的有机联系和良性互动，促进各自职能

的充分发挥。 生态及水资源规划 在“生态环境”专题的研究

基础之上，“总规”制定了“生态环境规划”，并以此确定

西宁市的生态绿地网络模式，为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提供指

引。 在水资源量评价的基础上，结合给水设施现状条件，项

目组进行供需平衡分析，从设施建设、水源保护等几个角度

提出解决水资源紧缺的对策与措施。 交通组织 “城市交通专

题”开展了小样本居民出行典型特征调查，提出了西宁市交

通的现状评价及存在问题，对西宁交通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提出了西宁市交通发展战略，对未来交通需求进

行了预测。 通过交通流量分析和交通难点研究，对于确定城

市路网格局，解决“错位十字”形态带来的交通瓶颈具有重

要的作用。 交通研究与规划方案的相互反馈与调整，大大增

强了规划用地布局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生活服务设施及市政

基础设施 青海省有许多大型工矿企业深处高原腹地。作为青

藏高原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西宁是他们重要的后勤补给和

生活服务基地。因此规划适当提高居住用地的比例，以体现

西宁作为高原生活基地的功能。 青海的特殊城镇体系特征，

使西宁成为唯一辐射全省的中心城市。规划着重加强西宁在

科教、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领域的效能，将各

类公共服务设施分级配置，适当提高人均指标，以满足全省

对西宁服务职能的需求。 城市防灾 针对西宁特殊的自然条件

，“总规”着重进行了建设用地适宜性的评价。一方面对不

宜进行城市建设的地段进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结合城市用

地的拓展，巩固原有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成果，进一步完善山

体绿化的布局。通过治理水土流失控制地质灾害的发生。 除



了必要防灾、减灾措施，规划特地明确了城市在各个方向的

疏散备用通道，以应对重大城市安全危机。 4.规划方法与技

术创新 多领域综合 在研究规划方案的同时，项目组共完成了

对区域、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八个专题

研究。这些专题研究为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为确定

规划方案出计献策；将预测的规划实施效果及时反馈，使整

个规划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前瞻性。 运用科学的规划工具 针

对西宁市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本次规划编制中，多次运

用先进的GIS工具进行定量计算、地形摸拟等工作，以全新的

空间表达方式弥补了CAD等传统工具不够直观、工作量大和

不易调整的缺陷。GIS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项目决策的科学

性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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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