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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

人们对城市生态绿地的需求愈来愈迫切，对生态绿地的质量

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生态绿地具有保护生态、改善环境、

丰富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等多方面的功能，近年来，我

国城市生态绿地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

势，绿地面积逐年扩大，使城市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与此同时，为发展城市生态绿地建设需要的投资也越来越多

，相应的管理维护费用不断上升，城市生态绿地的用水量也

逐年增长，城市生态建设中涉及的水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何

解决城市生态建设中的水问题，是关系到城市现代化建设与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1、城市生态绿地发展中的水问题 

城市化使城市人口增长，城市面积扩大，由此对水资源造成

更大的需求，并导致水资源短缺。因为城市是一定地域内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然环境和水资源条件相对较好，

但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用水需求过度集中，人均拥有的可

利用淡水资源量很少，例如，北京市水资源总量高达40.8

亿m3，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1997年仅为373m3，远远低于全

国2300m3的人均水平。上海和天津则更少，人均拥有量仅分

别为199 m3和161 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不足加剧了城市

生态用水的紧缺。这种缺水往往是资源型缺水。 由于城市水

体的污染使原本水量丰富的地区也出现了淡水资源的紧缺，

即水质型缺水问题严重。目前我国大约50%的城市水源受到



污染，这不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并制约了社会经济和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水源污染的结果将是水质的持续下降和

可用水量的不断减少，最后导致水源紧缺。 尽管城市生态绿

地快速增加导致灌溉用水量迅速增长，但由于我国在城市发

展规划中由于较少考虑城市生态需水量，致使为城市生态用

水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系统的规划、整体的建设和完善的管

理，没有将城市生态绿地供水纳入城市水资源需求的整体，

结果是一方面城市生态绿地的灌溉使用经过严格处理的清洁

的自来水，加剧了人与环境的用水紧张矛盾，另一方面，城

市雨水排水、污水排水自由排放，浪费了大量水资源，又带

来了排洪、污水处理等问题。这种由于城市规划理念而没有

考虑城市绿地需水的缺水问题也就是设施型缺水问题。 城市

绿地面积的扩大使生态用水量不断增加，出现了资源型、水

质型或设施型的缺水，但同时生态绿地的用水过程中也存在

大量浪费。尽管城市生态绿地普遍采用了先进的喷灌技术，

但由于缺少生态绿地植物及其绿地植物复合体合理灌溉的理

论基础与科学研究，没有城市生态绿地用水的统一规划，缺

乏生态绿地的科学管理，使生态绿地用水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灌水方法从人工浇灌到喷管、微灌，灌水时间可长可短没

要求，这不仅水量浪费很大，而且管理费用也很高。 城市生

态绿地发展中缺乏科学指导与政策调控，片面强调长绿期，

大广场，单植物，大面积种植耗水量较大的植物，如北方的

冷季型草坪草，北京现有草坪5642万m2，其中多半为冷季型

草，从而加大了生态绿地需水量。 2、未来解决城市生态绿

地水问题的途径 （1）从城市规划入手，建立城市生态用水

网 从城市规划的高度将城市雨水资源、污水资源纳入城市生



态用水网络，将城市水网扩展为生活用水网络、工业用水网

络和生态用水网络三大系统，建立三大水网之间的有机联系

，使城市雨水、生活污水、工业污水的再生水进入生态用水

网络，从而彻底解决城市生态用水与生活用水之间的矛盾。 

（2）以植物配置为突破口，建立节水型的城市生态景观绿地

城市生态绿地的功能不仅保护城市生态，而且提供城市景观

。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水资源条件，广泛选择既具有景观

效果，又具有耐旱特点的植物，构建最佳的生态景观植物配

置模式，达到节水的目的。特别要挖掘那些适应本地气候环

境条件的乔、灌、草种以及野生、乡土植物，经过合理配置

形成城市生态绿地，既解决费水、费钱问题，又可保持绿地

植物的多样性及稳定性。目前北京常用的暖季型草种有野牛

草，结缕草。其中结缕草根系较长，具有较强的吸水能力，

比较耐旱，管理粗放，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少灌水甚

至不灌水。 （3）以节水目标，建立节水型生态绿地技术体

系 城市生态绿地是一种人工绿地。在城市生态绿地的建设中

，除植物选择外，还应当从土壤改良、地面整形、灌水方法

、用水管理、物理、化学保水技术等方面进行综合集成，形

成节水型城市生态绿地技术体系。从节水型农业中汲取经验

，将节水农业中行之有效的节水技术、管理实践应用到城市

生态绿地的建设中，提升技术水准，推进技术创新，促进节

水型城市生态绿地的发展。 （4）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推进

节水型生态绿地技术创新 ①生态绿地节水灌溉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研究城市生态绿地植物景观质量模型；研究水分与植

物景观质量的关系以及生理和生态学过程；不同生态区域景

观植物的最低耗水量及其空间分布和计算模式，不同节水技



术条件下植物耗水模型，生态绿地植物的灌溉指标体系；最

低耗水量和最适耗水量条件下的灌溉制度。通过这些研究，

获得生态绿地植物的耗水量及最低耗水量数据、建立城市生

态绿地主要林草树种耗水量估算模式和灌溉模式。 ②生态绿

地精准灌溉技术研究。针对城市绿地乔灌草植物的特点，研

究不同植物缺水的下限阈值、缺水信号诊断指标体系以及诊

断植物缺水状况实用技术；研究不同景观格局绿地缺水的空

间分布及其监测技术；根据城市绿地灌溉技术起点高、技术

比较先进的特点，结合土壤水分状况、植物水分动态的监测

信息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智能化的精准灌溉技术，包括信

息采集、决策支持、自动控制、分散绿地监测与自动控制灌

溉系统的数据通讯、集中遥控技术等，实现城市绿地的集中

管理。 ③城市绿地节水灌溉新技术与新材料的研究。研究适

合不同绿地植物和植物复合系统的节水灌溉新产品与新技术

，包括研制抗堵塞、寿命长、价格低的城市绿地的乔木、灌

木绿带、草坪专用喷头、微喷头以及滴头等；研究适应再生

水、雨水灌溉的新技术，并将生态绿地的灌溉与地下水补给

、污水处理相结合，研究集灌水、补充地下水、污水净化处

理、雨水利用、防尘、降温、水体景观为一体的新型多功能

城市生态绿地供水系统。研究适合城市生态绿地的新型透水

城市路面材料、长效保水剂、土壤处理添加剂、植物蒸腾抑

制剂以及减小地面蒸发新材料。 ④城市生态绿地灌溉系统水

量监控、调配与管理技术研究。研究城市生态绿地供水系统

水量、水质的实时监测控制技术、计量设备、仪表、数据传

输等，开发基于网络的城市生态绿地用水管理信息系统和水

费征收系统。 ⑤污水灌溉对城市绿地土壤、地下水、绿地植



物以及城市环境的影响研究。将城市生态绿地与污水生物处

理措施相结合，利用城市绿地土壤过滤与吸附、土壤微生物

作用以及绿地植物的吸收等生物处理技术，开发适用于城市

污水生态绿地利用的可持续性污水处理与灌溉技术。研究污

水灌溉控制指标体系和灌溉制度；研究污水灌溉后土壤溶质

运动规律与调控理论。 ⑥城市生态绿地雨水集蓄利用技术的

研究。雨水资源是城市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城市

建筑和硬化路面为利用雨水资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

集雨、储存、净化、灌溉几方面进行集成，形成技术模式。

在绿地内部，将雨水收集、入渗、保水、减少径流、地下水

回灌相结合，研究雨水绿地利用的新途径。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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