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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出芜湖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充分利用城市“半城山、半城水”的独特自然风貌，通过对各类绿地统筹安排、均衡布局，形成
了别具特色的绿地空间系统。 中心城区绿地面积日益累积、绿地空间分布格局日趋均衡和道路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善，使得芜湖市中心
城区绿地可达性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得以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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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是依据城市

总体规划所做的专业规划，是在总体规划层次上对城市各类

型绿地的统筹布局，是对城市绿地类型、规模、空间、时间等

方面所进行的系统化配置及相关安排［１］。 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是在深入研究城市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社会经济等条件

的基础上，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特性、发展定位、用地

布局等，科学、合理地制定各类城市绿地的规划指标，统筹安

排城市各类园林绿地建设，协调市域大环境绿化的空间布

局，从而达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定位［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常以绿

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作为衡量绿地系统功

能的三大关键指标。 然而，这三大指标受城市边界的主观性

和可变性的影响很大，难以全面、精准地体现城市绿化环境

质量水平。 为此，引入可达性作为评价城市绿地系统服务功

能的一项指标。 可达性指标是对绿地（或其他服务设施）实
际效用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也顺应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建

设思想。
芜湖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基于长江的自然风貌和

内部纵横交错的水网，以形成别具特色的绿地系统结构布

局。 通过对芜湖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进行分析，梳理绿

地建设中需要严格控制的地段，为滨水景观岸线的打造提供

保障，同时也便于对绿地系统结构进一步优化。
１　 芜湖市概况

芜湖自然条件优越，为典型的南方滨江山水城市，境内

自然山水可以概括为“两江、四河、十一山、十三湖”。 滨临长

江，地域优势明显，襟江带河，重峦叠嶂，湖光山色，素称“半
城山、半城水”，是城市建设独特特质。 旅游资源丰富，名胜

古迹众多，其中以“芜湖十景”闻名。
地貌属冲积平原，地势平坦，物产丰饶，近代曾以全国

“四大米市”之首闻名遐迩，素有“长江巨埠，皖中之坚”的美

誉。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芜湖传统文化———铁画、梨簧

戏、剔墨纱灯，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具一方特色。
芜湖作为现代化的滨江山水城市，开放、包容而又不失历史

的厚重感，综合交通体系便捷、高效，“山、水、城”有机融合，
城市风貌独特。
２　 规划目标

推进生态绿地建设，维护并改善自然环境，形成与市域

大环境空间结构及城区内部用地布局有机联系、功能协调

的绿地系统。 保护山水资源，完善绿地布局，彰显地域特

色，形成“城园相融、山水相间”的城市绿地系统，打造生态

安全、幸福宜居、特色人文的滨江城市，进而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
３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理念

３．１　 理想模型规划理念　 着眼全市整体利益，以建设生态城

市为立足点，恪守规划普世价值观，建立理想绿化空间模型，
对全市绿化开敞空间进行统一规划，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各
种绿地有机联系、布局合理、生态功能完善的市域绿地系统。
遵循服务公平化原则，建立理想模型，搭建方格网，依据理想

分布点布置绿地，最小方格网以 ６００ 为间距，以山体、水体为

分界线，以道路为主要走向。
３．２　 生态基础设施（ＥＩ）规划理念　 生态基础设施是指城市

所依赖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持续获得自然

服务的基础所在，其自然植被、水体及生物等作为生态支持

系统保障着城市的生态平衡与安全。 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

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基础不完善或前

瞻性不够，在随后的城市开发过程中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相

较于传统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理念，生态基础设施理念更加强

调规划的前瞻性，研究和规划尺度的扩大化，突破城市行政

划分的边界和城市绿地的概念，从多层次、多角度去理解景

观系统的垂直叠加过程，从而避免盲目规划对其连续性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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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造成割裂和破坏［３］。
４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４．１　 特色塑造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的

指导下，结合城市得天独厚的“半城山半城水，襟江带河”自
然风貌特色，充分利用水网密布的特色，构建以蓝脉绿网为

主体框架的绿色景观空间，充分诠释芜湖滨江地域特色。
首先，打造长江两岸的滨江风光带，严格控制长江两岸

生活岸线的绿线，近期绿线侵占予以预留，形成别具一格的

城市滨江公园。 目前江南片区滨江公园一期、二期，天门山

风景区，桥头公园已经建成，成为市民和游客游览、开展文化

生活及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 下一步要重点打造滨江公园

三期、一期向北延伸段，天门山风景区向南延伸段，四褐山公

园、江北新城滨江公园，形成连续的带状滨江公园。 从营造

滨江文化气质的角度进行景观设计，展现滨江文化情怀。 其

次，加强青弋江、漳河、扁担河、凤鸣湖及银湖等大的河流水

系两侧的绿线控制，形成带状滨水公园。 青弋江宁安城际铁

路以东段两侧绿线应严格控制，未来塑造青弋江景观带；宁
安城际铁路以西段两侧绿线现已被侵占，远期预留控制。 漳

河两侧大部分为生态绿地，东侧部分滨临建设用地区段绿线

严格控制。 加快扁担河公园、凤鸣湖及银湖公园的建设，营
造绿色生态的滨水景观岸线。 再次，城市内部的公园、街旁

绿地的规划一方面要依据城市相关上位规划预留空间，另一

方面要结合现有的自然山脉、水系等资源，打造生态型公园，
体现江南城市水网密布的特点。 第四，芜湖市公园绿地的建

设要结合地方文化，注入地方元素，从而被赋予内涵和灵魂。
４．２　 结构布局　 中心城区形成“七绿带、二绿圈、多绿道、多
绿岛”的绿地结构布局（图 １）。 “七绿带”（一江六河，碧水穿

城）：以长江风光带为依托，由城市大型河流水系廊道芜申运

河、浴溪河、漳河、荆山河、扁担河、凤鸣湖及银湖组成，形成

绿色生态带，并通过划定河流水系廊道的蓝线和绿线进行控

制保护。 “二绿圈” （二环相扣，林带交织）：包括城市高速

环、城市快速环 ２ 个圈层。 城市高速环由合芜高速、巢黄高

速、沪渝高速组成，沿线防护绿地两侧宽度控制在 ５０ ｍ 以

上。 城市快速环由峨山路、中江大道、戈江路、九华北路、泰
山路、２０５ 国道、大工山路组成，沿线防护绿地两侧宽度控制

在 ２０ ｍ 以上。 “多绿道”（六楔渗透，山城相拥）：包括龙窝湖

大型生态绿地、漳河大型生态绿地、黑沙湖及南塘湖大型生

态绿地、青山河大型生态绿地、凤鸣湖及银湖大型生态绿地、
浴溪河大型生态绿地 ６ 条楔形廊道以及建成区内外的道路

廊道共同构成全市生态廊道体系的主体。 “多绿岛”（玉珠点

缀，星罗棋布）：由城市中各类公园绿地组成，均衡分布。
４．３　 规划布局　 规划重点突出以水网、绿道组成的绿色廊道

为纽带，将城市的公园绿地、街旁游园、专用绿地等绿地斑块

联系起来，共同构成城市“生态基质－绿色廊道－绿道斑块”
的中心城区大环境生态绿地系统骨架，在新城区高标准建设

绿地，老城区拆违还绿，见缝插绿，增加绿量，全面提升绿化

标准。
４．４　 绿道网络规划　 以“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结构模式

图 １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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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底，兴建“区域、城市、社区”三级绿道网络体系。
针对芜湖市中心城区进行绿道规划，绿道网络由绿道及

绿道连接线组成，形成“三纵、四横、五环、多点”的总体布局。
“三横”分别为沿裕溪河、万春西（中）路，赤铸山东路和青弋

江（滨江公园到市界）绿道；“四纵”分别为沿长江北岸、长江

南岸，沿凤鸣湖路、银湖路、九华南路和沿青弋江（芜湖县）绿
道；“五环”分别为江北新区、鸠江区、镜湖区、弋江区和三山

区内成环绿道；“多点”为绿道串联的各发展节点，包括森林

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区、历史遗迹等。
打造 ２ 条绿道精品线路“江城水韵”“魅力鸠兹”。 “江

城水韵”：滨江公园－芦花荡公园－龙窝湖风景区－小江水系－
青弋江滨江风光带；“魅力鸠兹”：天门山风景区－城北公园－
龙山公园－凤鸣湖风景区－银湖公园－方特欢乐世界－汀棠公

园－赭山公园－奥林匹克公园－文化戏曲公园。
４．５　 可达性　 基于理想模型规划理念，对芜湖市中心城区各

类绿地进行系统规划。 搭建网格，依据各类绿地服务半径，
合理分布节点，建立有机联系，实现服务范围全覆盖的绿地

公园体系。 基于公园绿地服务半径，布置理想点，分别达到

市级公园、区级公园、居住区公园服务半径完全覆盖居住用

地，街旁绿地服务半径完全覆盖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公共

设施用地（图 ２）。 结合城市得天独厚的“半城山半城水，襟
江带河”自然风貌特色，对城市绿地类型、规模、空间、时间等

方面进行系统化配置及合理安排，使芜湖市中心城区形成

“七绿带、二绿圈、多绿道、多绿岛”的绿地结构布局，进而实

现“３００ ｍ 见绿，５００ ｍ 见园，２ ０００ ｍ 见水”的目标。 绿地斑

块数量和面积日益累积、绿地空间分布格局日趋均衡和道路

网日益完善，使得芜湖中心城区绿地可达性显著提高，城市中

的居民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到绿地带来的生态、景观等效益。
对于城市绿地的效益评价、衡量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

能， 城市绿地的可达性指标有着无可替代的潜在价值。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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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现有城市绿化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的补充，相较于绿地三

大指标，更加注重绿地空间均衡布局，引导规划从单纯地满

足绿地服务半径要求向综合考虑离园距离、入园时间、交通

成本发展［４］，为城市绿地系统结构的完善提供科学依据，使
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图 ２　 中心城区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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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绿地是形成城市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５］。 城市绿地依

托城市自然环境特征，将民俗风情、地域文化、历史底蕴等融

入到绿地建设中， 营造出别具特色的城市绿地景观，展现出

城市的历史渊源和精神风貌，使城市更富文化韵味，是城市

绿地重要的功能［６］。
芜湖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的规划结合芜湖的自然地理

特征、人文资源，打造长江两岸的滨江风光带；加强青弋江、
漳河、扁担河、凤鸣湖及银湖等大的河流水系两侧的绿线控

制，形成带状滨水公园；中心城区形成“七绿带、二绿圈、多绿

道、多绿岛”的绿地结构布局；绿道规划形成“三纵、四横、五
环、多点”的总体布局，形成具有芜湖地方特色的城市绿地

系统。
注重可达性也是芜湖绿地系统规划的一大特色。 城市

绿地系统可达性是城市绿地格局与功能评价的一种新指标，
注重城市绿地的空间分布格局优化以及城市绿地为居民提

供服务的有效性。 可达性能够有效地评价城市绿地空间格

局和服务功能，为城市绿地的规划布局提供理论支撑。 因而

将可达性导入城市绿地指标体系，是城市绿地均衡布局的内

在要求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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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材收入均高于改造投入的成本，为林下补植珍贵树种经

济有效性提供了依据。 因此，将综合改培技术措施与珍贵树

种林下补植工作相结合，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该研究采取的综合改培技术措施对杉木人工林的生长

发育和生态功能的影响是长期的。 综合改培效应评估是在

实施 ２ 年后开展，由于实施时间较短，实施技术措施对林分

生长、材积和经济效益的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对此方面的影

响还有待于进一步长期的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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