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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5/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25218.htm 「规划背景和进展情

况」 南京有2470余年的建城史，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与北京、西安、洛阳并称四大古都。在1995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

中编制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从规划实施的总体情

况看，南京的城市建设和古都风貌的保护工作基本上是按规

划实施的，对南京城市建设和古都风貌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

指导作用，但保护、控制、开发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名城保

护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主要在保护力度、总体风

貌（特色）塑造、文化内涵显现和潜在效益的发挥上，与同

类城市比较、距规划要求和市民期望仍有一定差距。根据市

政府关于开展南京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工作的总体安排，

在2000年总体规划开始调整的基础上，同时开展了南京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调整工作。规划的调整是在继承现行规

划构思和框架的基础上，针对名城保护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

的保护体系，确定保护的重点和措施。在南京城市总体规划

调整总体方案得到建设部认定后，又对保护规划进行了相应

的调整和深化，并于2002年5月27日通过了专家评审。专家组

认为本次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原保护规划框架的基

础上，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完善了环境风貌保护区和历史文化

保护区，增加了对地下文物保护区的保护要求等内容，对指

导快速发展时期的城市建设、保护好南京的历史文化特色非



常及时和必要。 「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范围 本规划在地域空

间上分为两个层次，即南京市域和南京主城，面积分别

为6597平方公里和243平方公里，其核心部分在南京主城范围

内。 规划原则和目标 （1）体现和符合"著名古都"这一城市性

质和将南京建设成为富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国际影响较大的历

史文化名城。 （2）努力保护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具特

色的城市风貌，充分挖掘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之成

为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质、扩大国际影响的主要资源

。 （3）坚持"抢救、保护、继承、发展的方针"，抢救濒临毁

坏的珍贵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遗存。 （4）系统保护与

重点保护相结合，保护有价值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通过

对城市格局和风貌的保护，将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的遗迹有机

地组织起来，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从总体形象上体现南京

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5）保护、展示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与城市文化景观的创造相结合，建设具有文化特色的国际名

城。 （6）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

，保护好自然遗产及生态环境。 （7）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

发展相结合，通过保护名城，促进和推动城市现代文化的繁

荣和经济的发展，以经济的发展促进名城保护。 保护框架规

划 综合考虑保护环境风貌、城市格局、文物古迹、建筑风格

和发掘历史文化内涵五个方面，按照城市整体格局和风貌、

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文物古迹三个保护层次，在全市范围内划

出12片自然风景和文物古迹比较集中的环境风貌保护区，10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优秀近代建筑的

保护范围。以明代城垣、历代城濠、丘岗山系和现代林荫大

道为骨干，形成保护性的绿化网络，连接各个片、区、点，



充分发挥山、水、城、林交融一体、气度恢宏的古都特色，

重点挖掘、展示南京六朝、南唐、明朝、民国文化，建立完

整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1）城市整体格局和风貌 从环境

风貌和古都格局两个方面突出南京山、水、城、林交融一体

的空间环境特色，提出保护与控制要求。 ●环境风貌的保护

：南京独特的自然山水风貌是构成南京城市空间特色的重要

组成部分，必须维护自然山水的永恒性，保护山形水态格局

和自然景观风貌，严格禁止随意改变地形地貌、破坏山脉水

系进行开发建设。水系突出保护秦淮河水系、金川河水系、

历代都城护城河水系和玄武湖、莫愁湖、前湖等水面。 将自

然风景和文物古迹比较集中的地区，划为12片环境风貌保护

区加以重点保护。1）钟山风景区；2）石城风景区；3）雨花

台纪念风景区；4）幕府山风景区；5）秦淮风光带；6）栖霞

风景区；7）牛首-祖堂风景区；8）汤山风景区；9）老山森

林公园；10）桂子山金牛水库风景区；11）天生桥无想寺风

景区；12）固城湖风景区。 在确定上述12片环境风貌保护区

的基础上，对12片环境风貌保护区应编制专门的保护规划，

确定保护原则和重点，划定各片的保护范围和环境控制范围

。在保护范围内，任何建设都要维护景观的完美和生态平衡

，不得破坏原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环境控制范围内

，禁止一切有碍观瞻和游览的建设。 在主城设定三条重要的

景观带和视觉走廊，进一步展示山、水、城、林相互交融的

环境特色。1、九华山北极阁鼓楼景观带；2、狮子山八字山

华严岗江苏电视塔视觉走廊；3、中华门雨花台视觉走廊。对

景观带和视觉走廊中的建筑高度和体量加以控制，不得插建

高层建筑、不得进行有碍观瞻的建设活动。 依据国家有关古



树名木的管理规定，加强对现存的古树名木（特别是有一定

历史文化内涵的古树名木）及其周围环境的保护，资料建档

，统一挂牌，责任到位。 ●古都格局的保护 保护历代轴线，

城池、河湖水系和道路街巷四个方面以体现古都格局。 （1

）保护中华路、御道街、中山路三条十代都城遗存的轴线。

中华路两侧建筑应与城南地区的历史风貌相协调，长乐路到

中华门段沿街建筑高度应严格控制；御道街两侧要维护现有

绿带，强化轴线效果，外五龙桥以北沿街不宜增加建筑。保

留民国时期形成的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的以浓郁绿

化相间隔的三块板式道路形式和若干有代表性的环形广场，

严格保护沿路的民国时期优秀建筑及其环境。 （2）保护明

代四重城廓。加强明城外廓遗址保护和两侧绿化建设，在各

城门遗址建立标志物。明城墙的保护要与两侧的山水地形作

为一个整体统一考虑。保护皇城、宫城遗址的地面文物，重

点保护从光华门特别是外五龙桥至北安门桥的中轴线以及明

御河、玉带河、各城门遗址遗迹。明故宫三大殿遗址，辟为

遗址公园加以展示，不得进行其它建设，选适当位置建明代

史博物馆。 （3）结合传统民居和文物古迹的保护，保留部

分古街巷和近代形成的民国时期公馆区等特色街巷格局。 

（4）加强对城内尚存的古河道及古桥梁的保护，保护玉带河

、明御河、内秦淮河、珍珠河、明护城河等古河道及古桥梁

、加强环境整治、建设沿岸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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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