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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B0_8F_

E5_9F_8E_E5_B8_82_E8_c61_646780.htm 一座建筑、一个城市

美不美，是否适合人类的居住和创业？是否有个性，这些都

是城市美学所涉及的问题，但也是城市规划中比较容易被忽

视的问题。当前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小城镇规划建设热，这本

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但每每看到的建制镇（大多是

人口少于20万人的小城市）的总体规划，都是工业基地、枢

纽、黄金三角、大广场，阔马路等等之类，严重地偏离了城

市的生态美、形式美、特色美的轨道。在笔者看来，要使小

城市规划真正做到“美”，至少需从五个方面着手。 城市体

量应恰当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www.100test.com 城市的

体量包括城市的长、宽、高三度空间，作为规划期末人口低

于20万的小城市，受国家规划的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120m2／人）等条件的限制，城市规划区面积不可能太大；

另外，一般小城市都只是作为附近某个中等城市的“卫星城

”。因此，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完全可以由中等城市提供，没

有必要搞什么大广场，超高层商贸大厦，八东道大马路等等

，这些高、大、全的东西在功能上是一种浪费，在城市美学

上也违背了小城市尺度的均称，“形式与功能的统一”这一

美学原则，显得不相称、生硬。 城市布局归根到底是城市文

化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来源：考试大

的美女编辑们 城市规划的总体布局，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

北京城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为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江山大

统一的气势，北京古城规划建设了一条正南北走向的中轴线



（即“血龙脉”），自北向南经过景山、故宫、天安门、大

前门等长达7．8公里。而地中海边的威尼斯城则是西方文化

的代表，为体现西方自由平等的商业氛围，城市的布局呈开

放、亲切宜人、分散，根本不存在什么城市中轴线。 每个小

城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时期文化传统一般各不相同，有

的甚至相差巨大。因此，我们要首先做实地调查，深入详细

地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找出小城镇的最明显、最独特的文

化特色，并在规划中加以继承和发展，对历史上遗存下来的

古建筑、古桥梁、古树、古井、古河流以及民间传说等应视

为宝贵遗产，妥善加以划定保护区，作为城市文化系统的组

成部分，这样规划出来的小城市，才有自己的内涵和个性，

也才能扬长避短，长盛不衰。相反，那种不顾本地实际照搬

硬套，甚至不惜毁坏文物古迹，把旧的东西统统推倒重来，

建设所谓的异国风情一条街之类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破坏自

然和人文景观。 空间规划因顺应自然地理 www.Ｅxamda.CoM

考试就到百考试题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每个

城镇因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其山形地貌、气候也会千差万

别。在城市整体空间规划过程中，要把顺应当地山形地势，

作为城市整体美的首要内容，把城市美提升到城市、人与自

然环境是否有机结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层次上来理解。

山区城镇切忌移山造平原大开大挖，而应充分利用地形起伏

多变的特点，顺应山形地势、布置道路，大胆地让城市道路

高低起伏，左右盘旋，这样建筑群也会高低错落层次分明，

生动活泼。溪河、滨海城镇就不必搞所谓“堆土造山”、“

填河、填海造陆地”和“河流裁弯改直”之类，而应利用河

网纵横交错、弯曲迂回地貌开阔的条件，大胆地在“水”字



和“平”字上做文章，按照河流走向布置城镇道路，并结合

桥梁和河滩植树，营造出水城独有的风光。 城市天际线起伏

跌宕 城市天际线是城市某个角度的一维立面轮廓线，但它反

映的却是三维的城市空间及城市风貌，因此，城市天际线是

构成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与美学的

体现。 在城市总体空间布局的构思中，应充分结合城市各个

主要方位的背景自然山体、河流、自然光线明暗等因素布置

建筑群体，尽量让城市的天际线起伏跌宕，让城市的建筑群

体与远景山脉、河流、平原等自然景物浑然一体，宛若天成

，凸显出本城镇独有的特点。 城市规划着眼生态保护 百考试

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www.Ｅxamda.CoM考试

就到百考试题 众所周知，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城市的科

学技术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许多小城镇的总

体规划中，都把工业产业的发展作为当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和支柱，尤其是粤东、粤西两翼经济欠发达的城镇普遍都提

出“工业兴镇”战略，但往往是工业化的发展伴随着环境污

染的日趋严重，有的城镇甚至废气弥漫，废水横流，江河水

体水质急剧下降，守着河流无水食，无河段可游泳的现象已

经比比皆是。 来源：www.examda.com来源：www.100test.com 

尽管造成这种局面有诸多原因，但城市规划中对生态保护缺

乏设立一种制衡机制，来调节整个城市的自然地理时空关系

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建议在城市规

划中应有重要章节确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刚性目标，提

出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的强制性措施，并明确划定历史文化区

、水源保护区、湿地系统、绿地山体系统、河湖水面等生态

敏感区。对生态敏感区的建设进行严格控制，实施有效保护



。最好是在审批前由“城市规划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审议

，然后在本市范围内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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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