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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BB_BA_E7_c57_644869.htm 摘 要：应用景观生

态学的“基底廊道斑块”理论，建设城市生态绿地的绿网系

统。根据城市不同分区的空间异质性，贯通城市内的绿廊结

构，其中绿廊穿越外环绿带、楔形绿地和中心区园林绿地，

将城市周边的清洁冷湿的空气经过高绿量的森林群落引入城

市内部，缓解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城市生态设计工艺

，是指根据自然生态最优化原理设计和改造城市生产、生活

系统的设计和工艺流程。 关键字：生态绿化；生态城市；植

物群落 一、创建生态城市的一体化格局，提升城市生态设计

水平来源：www.examda.com 生态绿化通过构建多样性景观，

对城市整体空间进行生态合理配置。城市生态绿化应贯彻生

态优先准则，同时参与城建项目规划和建设过程，而不是工

程建设的最后补漏和修饰。其思路：在实施城市生态绿化建

设中尽量保留原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把城市建设对生态环

境的干扰和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完善城市绿地规划布局能

有效协调城市居民与环境的关系；根据城市气候效应特征和

居民生存环境质量要求，搞好城市绿化布局并进行城市绿化

系统设计，提出城市功能区绿地面积分配、品种配置、种群

或群落类型方案；根据生态功能区建设理论，建立环境生态

调节区，在此区中，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和过程应被保留、

维护或模仿。 城市绿地在城市生态环境中担负着环境净化的

重要功能，防止城市污染。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基底廊道斑

块”理论，建设城市生态绿地的绿网系统。根据城市不同分



区的空间异质性，贯通城市内的绿廊结构，其中绿廊穿越外

环绿带、楔形绿地和中心区园林绿地，将城市周边的清洁冷

湿的空气经过高绿量的森林群落引入城市内部，缓解热岛效

应，改善空气质量。在城市的生态绿化工作中，我们应注意

城市绿地分布的均匀性和合理性。应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城

市公共绿地在新区与市民聚居的中心区、老城区之间得到合

理的分布和平衡的发展。 城市生态设计工艺，是指根据自然

生态最优化原理设计和改造城市生产、生活系统的设计和工

艺流程。在城市的生态绿化中要应用城市与自然共生原理，

广泛使用生态技术。如目前国际上开始推广应用的污水处理

墙，装置的原理很简单，只是利用温室原理和植物、生物技

术来处理污水，这种方法是全生物型的，不向大自然排放毒

素。 二、加强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构建合理植物群落

来源：考试大 物种多样性是促进城市绿地自然化的基础，也

是提高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所以，生态绿化应恢复和

重建城市物种多样性。我们应尽量保护城市自然遗留地和自

然植被，建立自然保护地，维护自然演进过程；修建绿色廊

道和暂息地，形成绿色生态网络；增加开放空间和各生物斑

块的连接度，减少城市内生物生存、迁移和分布的阻力，给

物种提供更多的栖息地和更便利的生境空间。生态绿化要发

挥健全城市的生态功能，将更多的野生动植物引入城市，满

足市民与大自然接触的天性要求。城市要尽量保存适应野生

动植物生存繁衍的栖息地。西方国家常以野生动物的种类及

数量来衡量城市绿地和生态环境质量，这对于我国也有借鉴

意义。保护和建立半自然栖息地是生态绿化实现自然保护的

重要途径。“半自然”是指人类干扰之前保留自然植被痕迹



的地方，但又被人类深刻改变，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

。如遗留的林地、湿地、草地以及废弃的深坑、水库和人工

湿地系统，它们是水生动物良好的栖息场所，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大量自然生境的丧失。生态公园是模仿自然生境、保

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理想途径，如伦敦中心城区的海德公园

、中山市的歧江公园，都是较好的例子。中国大多数城市中

的自然环境与外部大自然断绝联系，但通过划分城市的生态

功能区，构建城市的“绿楔”、“绿廊”以及“绿网”，能

够恢复城市外部生物基因的正常输入和城市内部生物基因的

自然调节。特别是在草地生态、森林生态、淡水生态系统中

的生态交换关系，不仅要求是水平向的而且应该具备垂直向

的承载条件（如自然坡岸、湿地、攀缘面等）。城市在引入

自然群落运行机制时，宜划分正常生态区、过渡生态区、变

异生态区、半自然区等不同区域，确立各级生态功能区之间

、城市生态区之间与外部生态区之间的生境通道和生态走廊

，为不同丰度、不同干扰承载力的生物群落之间的基因系统

和调节创造条件。 三、提高植物配置水平，体现城市地域人

文特色百考试题论坛 城市生态绿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合

理的植物配置。首先要求我们提高对植物品种的认识，加强

地带性植物生态型和变种的筛选和驯化，构造具有乡土特色

和城市个性的绿色景观；同时慎重而节制地引进国外特色物

种，重点还应是原产我国，但经过培养改良的优良品种。目

前多数城市的绿化植物种类不够丰富，这与对绿化植物的要

求太高，过于追求完美或轻易否定有关。片面追求“四季常

绿”，使适应性强、色彩丰富的落叶植物遭冷落：“一次成

型”等急功近利的做法，也导致慢长植物和缺乏大规格花木



的植物被随意抛弃和轻易否定。又如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

件，生长良好，生态效应高的植物，像华南地区的幌伞枫、

秋枫、海南蒲桃、野牡丹等优良植物品种乏人问津；而南洋

杉、海枣、红刺露兜树等滥用；大王椰、台湾草、黄金榕铺

天盖地。由于我们对植物生存环境特性缺乏了解，出现了将

一直生活在阴凉环境的罗汉松大树千里迢迢移栽在干热的岗

顶上，结果只能是枯萎死亡。在城市绿化中，我们应利用不

同物种在空间、时间和营养生态位上的差异来配置植物，最

终形成乔灌草结合、层次丰富、配置合理的复合植物生态群

落。 绿量是城市绿地生态功能的基础。目前城市绿化中的绿

地率、绿化覆盖率等指标往往不能真正体现出绿地的生态效

益。在统计学上，大片草坪的绿地率很高，但并不见得比大

乔木下硬质铺地的绿化形式更符合城市人居的需要。而立体

三维绿化能大幅增加城市的三维绿量，降温除污减噪效果显

著，却不能纳入城市绿地的统计中。生态绿化不仅要提高绿

地率，最主要的是高绿地的叶面积指数。鉴于此，我们应尽

量选用叶面积大、叶片宽厚、光合效率高的植物，提高群落

光合效率，创造适宜的小气候环境，降低建筑物的夏季降温

和冬季保温的能耗，提高市民与自然环境的连接感；选择耐

污染和抗污染植物，能发挥绿地对污染物的吸附和同化作用

，降低城市污染，促进城市生态平衡。 相关推荐：国内外建

设安全管理对比研究和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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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