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生态对策城市规划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7_BB_BF_E5_c61_647130.htm 1 结合实际情况来确

定城市绿地定额指标结合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城

市化水平、城市功能，依据生态学要求和人类住、行要求与

精神需求，确定不同城市的绿地定额指标：包括公共绿地指

标、城市总绿地定额指标、城市绿化覆盖率指标等。建设绿

地的原则是：尽量少占农田，在满足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下

，充分利用不宜耕种的土地及建筑物间的破碎地形布置绿地

，以增加城市绿地面积。城市不同，绿地标准有高有低，南

北方城市、东西部城市会因地形、气候、绿化水平、历史等

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不同，其绿地标准各异，对于风景旅

游城市和地震区城市应适当提高绿地定额指标。来源：考试

大的美女编辑们2 城市绿地系统应采用"斑块--廊道--基质"相

结合的环网式的布局景观生态学指出，环网结构的绿地生态

系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能够使绿地景观具有相对的连续性

和良好的可达性。因此，把自然景观资源作为城市大环境绿

化的基质，结合实际情况，加强对森林公园、城郊农业用地

、自然风景林、郊野山林、苗圃、果园等的改造和利用，环

绕城区；建设与道路、河道相结合的绿色生态廊道，形成绿

带，使城市内外的绿地斑块、基质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连

续的绿色景观生态休闲走廊；合理布局城市绿地斑块，从景

观生态学角度看，大型绿地斑块具有多种重要的生态功能，

而小的绿地斑块可以作为物种迁徙的歇脚地，有利于提高景

观的异质性。所以小绿地斑块是大绿地斑块的补充，但不能



取而代之[7]，应是两者有机的结合，并通过廊道连接，使绿

地斑块均匀化、立体化分布，构成"公园--小游园--居住区绿

地--单位绿地"的绿地斑块层次结构。来源：考试大3 充分利

用自然地形地貌城市绿地系统属于人工生态系统为主，人工

和自然相结合的生态系统。城市的自然地形地貌是丰富景观

的要素，保留场地的起伏或适当挖低补高，积水成池，堆土

成山，可形成异质性的绿色空间景观。防止毁坏原有林地、

湿地、水系，注意把城市中人工绿地与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

林地、湿地结合，体现"天人合一"的新型自然景观。尽量保

护城市自然遗留地和自然植被，建立自然景观保护的绿色核

心区，同时建立绿色缓冲区，以减少外围人为活动对核心区

的干扰，维护自然演进过程；重视城市内外自然山水地貌特

征，发挥自然环境条件优势。对过去原始情况进行分析,明确

发展趋势，并对自然条件和城市建设状况进行分析和预测,使

实际状况、预测结果和所采取的措施三者结合起来，同时深

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结合城市整体规划布局。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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