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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0_81_E5_9F_8E_E5_c61_646222.htm 城市越大越好，楼房越

高越好百考试题论坛 城市越扩越大，大楼越造越高。“摊大

饼”式的城市扩张方式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在反思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并寻求对策。有学者认为，今后城市的规模及其发展模式大

致有三种：一种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方向发展，人口高度

集聚；第二种是分散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就是以中等城市为

主，均匀散布于各个地方；第三种是卫星式的城市发展模式

，就是以一个中等城市为基核，其周边呈卫星状散布一些小

城镇，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在小城镇与小城镇、中等

城市与小城镇之间，有山、水、草地、农田等自然生态系统

或半自然生态系统相间隔。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认为第三

种城市发展模式是比较适宜的、并符合城市生态化要求的。 

关于楼层高低的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中低层为宜。

楼层太高，一是运行成本提高，二是能耗增加，三是安全性

降低。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草坪面积越大越好，或所有城市

都必须种树 很多南方城市为了漂亮和立竿见影，修建了大面

积的草地；部分北方城市降雨量少、土地干旱，没有大面积

植树的条件，却种了很多树木，结果成活率很低，损失巨大

。 众所周知，草坪虽然看上去美观，修建周期短，但生态功

能十分有限。因此在南方水分比较充足的地方，应尽量多植

树，减少草地的面积。来源：考试大 而在北方缺水少雨的城

市，则要谨慎种树，并注意树种的选择。因为树木既是“蓄



水池”(对于水源充足的地区)，又是“抽水机”(对于水源缺

少的地区)。在北方地区应选择一些耐干旱、贫瘠和抗寒冷的

乡土树种，也可适当的种一些草坪植物。 城市广场必须有大

树来点缀 目前的“浮夸风”和“速成风”也同样反映在生态

城市建设中，移植大树已成为一股逆风。甚至有人认为城市

广场必须有大树来点缀。这一方面也是“政绩观”、“形象

观”在作祟，同时也反映了现代人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已

达到极致。殊不知，上百年的树木，从幼苗开始到成为一棵

参天大树，是多么的不容易。花了大本钱将一棵树千辛万苦

从远方运来，成活率要大打折扣，即使侥幸活下来，粗大的

树干、稀稀拉拉的几片叶子，象一个“残疾人”、“丑八怪

”，有什么美感可言。这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另

一方面剥夺了所在地居民欣赏美的权利。www.Ｅxamda.CoM

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广场越大越好，道路越宽越好 不少城市的

领导，为了显示其“政绩”、“形象工程”，不顾其经济实

力和实际需要，政府大楼越造越豪华，广场越造越大，道路

越造越宽。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包括土地的浪费、财

力的浪费、人力的浪费。这可是纳税人的钱啊！这是城市规

划部门的责任吗？不是！完全是长官意志所致！使我们的《

城市规划法》不能落到实处！试问有多少规划真正代表了规

划师们的意图！为了充分体现了绿色奥运的理念，2008北京

奥运体育场馆和设施都在“瘦身”了，何况我们的城市建设

。 将城市的生物多样性简单地等同于植物种类的多而杂 认为

植物的种类越多越杂就是越生态。大家知道，植物之间有“

相生相克”的现象，如核桃树旁边不能种苹果树、海棠等蔷

薇属花木和多种草本花卉。因为核桃树的根、茎、叶会分泌



一些有毒物质，所以在核桃树下的地面都是光光的，水土流

失十分严重。但跟山楂树种在一起可以相互促进生长。檫树

和杉树，牡丹与芍药，金盏菊和月季间种能互惠互利、相得

益彰，等等。 因此一个绿地环境的创造不仅要“宜人”同样

要“宜物”。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应该是一个和谐共荣的

生态系统，是多种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和平

共处，互惠互利。 城市绿化就是克隆自然 不同地方、不同属

性的土地对植物的选择有不同的要求。且真正的自然是没有

办法克隆的。一切都要因地制宜,照搬照套只能是“三不像”

，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试问内蒙的草原能搬到浙江来吗？西

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能搬到杭州来吗？由于盲目地模仿自然，

或因环境不适，或因水土不服，或因气候不宜，造成劳命伤

财的事例很多。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在生态城市（或

花园城市、山水城市）的建设中，我们提倡的“林在城中，

城在林中”，将自然引入城市的理念，指的是借自然生态系

统中原有的“山、水”之景为我所用，并通过树种的科学选

择和合理搭配，构建一个自然与文化相融的生态园林景观。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文革期间，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

破旧立新”。在生态城市建设中，有人将此话活学活用，把

所有老的、旧的、古的全部推倒，一切重来，最终建成的城

市是千篇一律，缺乏特色。 事实上是，新的可以建设，但老

的、旧的、古的一旦破坏掉了，就不能恢复了。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为什么在国外，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用的一块石头、

一堵断墙、一间老房子，他们却视作珍宝，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你以前去过的一个小城镇，你十多年以后再去，还是

老样子？在生态城市建设中，一定要以保护为先，在保护的



基础上建设，在建设的时候要注意保护。 人居环境良好的标

志就是房子是否造得漂亮来源：考试大 人居环境有一个综合

性的指标体系，包括大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宏观的环境），

住宅周边和住宅内部的环境（小环境和微观的环境）。传统

的“风水”虽然有迷信的成份在里面，但更有科学的成份，

曰本和韩国对中国的“风水”很热衷，有很多人在研究，我

们浙江大学也有人在研究。对于“风水”，我们要采用“扬

弃”的观点来对待。“风水”其实是一个宏观和小范围的人

居环境学。 新房子“闹鬼”就是因为“风水”不好（选址不

当）引起的。在农村，有些人在搬进新建的住宅以后，发生

的身体不适或者死亡事故，多数情况是地基中有放射性物质

，或周边水域或空气中有有害、有毒物质所致。 根据环保部

门测定，一些新装修的房子，室内的空气比室外更差。更有

甚者，由于室内装修选材不当，致使入住者罹患白血病。 生

态住宅区的标志就是高绿化率 在这种观念的误导下，造成绿

化种植密度失调，树种单一，求量不求质，起不到绿地的应

有作用。如某个地方一千五、六百亩土地，只有100余幢别墅

，单幢售价高达上亿元人民币。试问有多少人消费得起？！

像这样的别墅区，绿色是多了，但土地浪费了，与我国人多

地少的国情是不相配的。其实生态城市建设中生态住宅区有

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包括能源系统、水环境系统、气环

境系统、声环境系统、光环境系统、热环境系统、绿化系统

、废弃物管理与处理系统、绿色建筑材料系统等。 将景观生

态建设等同于景观高档化来源：考试大 景观生态的营造比一

般的景观建设需要更多的金钱和精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景观

的高档化。这种误区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盲目引进外来物种



，追求异地、异国情调。其特点就是看中外来物种的新奇，

却忽视了对其生理习性的关注和跟本土植物相比到底具有多

大的生态价值。由于是外来引进物种，其所需的运输费、养

护管理费要大大高于本土植物，而其生态、景观效果却并不

会强多少甚至还要差，结果是花钱费力不讨好，严重的还会

造成外来物种的入侵。 追求异地、异国情调主要体现在对营

造热带海滨风情的过分热情。什么“夏威夷情调”、“澳洲

风情”⋯⋯，诸如此类的居住区的广告可谓是满天飞。大量

的棕榈、大王椰等热带海滨植物占据了人们的视野（有资料

表明目前广州市接近80%的楼盘普遍引进热带海滨植物），

认为这些异地、异国的东西才是高档、富贵又绿色、生态的

，而乡土植物却被认为是低档、粗野、上不了台面的。来源

：考试大 有些地方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将原汁原味的自然

景观改造成人工景观，结果是弄巧成拙。如我国西南部的某

一个城市，为治理一条河流，斥资千万元，伐去河流两岸原

生的林木，铲掉溪边自然生长的野生植物群落，代之以水泥

、石块护岸及人工草坪。结果由于破坏了河道具有自我调节

能力的野生生物系统，再加上岸边居民生活污水以及工厂废

水的任意排放，河道水质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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