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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是根据国家有关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来开展具体规划的,同时牢牢坚持以城市规划、生态规划及

环境规划为基础的规划方针,将城市建设条件、自然条件为基本指导,以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经济学为指导准则,将城市

建设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从而开展有目标的城市建设工作。注重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实现现代化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

展。接下来,本文围绕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论述,望能够具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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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1.1 规划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项与各行业及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

关的战略性工作,可起到协调现代化城市各方面发展的作用,

并且可很好地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合理性布局、重大建筑设施

的综合性部署,是国家意志与广大人民利益的综合呈现。一

个城市是否能够实现优质的建设与管理, 为关键的是要做

好前期的城市的规划设计,唯有如此,城市各项建设工作、日

常管理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反之,城市建设管理便有随意

性、盲目性等问题的发生,为此,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层面

来看,做好城市规划可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1.2 自觉依据规划进行建设和管理 

近几年,我国城市建设可以说如火如荼地进行,可是,

在此期间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失败的地方,譬如：有的城市、

拆毁了具有独特历史风貌的区域；在风貌保护区内建设一些

现代化高层建筑等等。要知道,城市要想得到更好地建设与

有序地发展,做好前期的城市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

里的规划可以说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唯有如此,城市的发

展、后期建设与管理才会有一个非常明确地目标。需要指出

的问题是：城市规划要体现出科学性、超前性、特色性及历

史变化性等特征, 大限度上避免千篇一律的现象出现。从另

一层面上来讲,城市整体的发展速度、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与

城市规划起点的高低有着直接性的联系,并且取决于城市建

设与管理过程中是否严格按照规划要求规范合理进行的。 

2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相关问题 

2.1 能源利用率低,资源循环利用效果较差 

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当中自然能源资源是非常

重要的物质性基础,伴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对于

能源资源进行了没有任何节制性的开采,并未考虑自然的基

本承载能力,久而久之,造成地球上自然资源处于枯竭的境

地。可是,开采出来的宝贵资源不仅没有得到 大限度上的

有效利用,反之导致严重浪费的情况出现。 

2.2 大气质量急剧恶化 

现代化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运输业、工业等都得到了非

常快速地发展,在各行业中化石燃料也得到的大量了投入使

用,把医学化学性有毒物质,较为常见的有碳氧化物、硫氧化

物等相继排入到空气当中,久而久之对大气层造成了巨大的

破坏,造成酸雨在很多城市中出现,这无疑给当地的工业、农

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甚至对人们的健康生活造成了直

接性的恶劣影响。 

2.3 噪声扰民问题突出 

伴随着目前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机

动车辆数量的迅猛增加,交通噪声可以说在城市当中 为常

见的一种现象。除此之外,与一般性质的噪声相比,工业噪

声、建筑业噪声的声音是巨大的,其中,工业噪声影响着城市

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人们在噪声的影响下无法拥有正常

的睡眠质量,往往会导致头晕、失眠、多梦等病症的出现。在

城市当中噪声可以说是经常多见的一种现象,似乎离不开人

们的正常生活,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 

2.4 水污染严重 

在城市人口急剧增高、城市工业化水平不断增长的今天,

城市中大量的污水根本得不到科学正当的处理,是直接进行

排放的,这种现状对城市现有的水资源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

染。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的一千二百多条河流

当中,其中八百五十处的河流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污

染。纵观我国七大水系,三条河流分别为：海河、辽河、淮

河污染现象十分严重。从全国范围的河流来看,78%以上的河

段是无法作为饮用水源来正常使用的,并且有超出50%的地下

水已经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污染。 

3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 

城市规划设计过程当中生态学原理的作用可以说是显

而易见的,伴随着社会大众生态理念的不断提高、各方面技

术水平的增高,生态学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是,并没有完全

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对生态学理论在城市

规划设计中的运用于探索势必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工程技

术的支持、多学科、多专业间的合作必定会成为生态城市规

划设计发展的未来方向。 

3.1 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城市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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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有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特

点。为此,一定要根据城市发展的客观需求及城市环境的自

然承载性能做好城市的科学合理性发展规划。可通过多目标

规划的方式,学习借鉴其他城市的生态城市建设,但需要注

意的问题是切记不可盲目地照抄,一定要从本城市的基本特

点着手,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

划方案。 

3.2 保护自然生态景观和自然资源 

对自然生态景观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具体涵盖有海洋滩

涂、自然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生态敏感性地域必

须要慎重的做好相关保护工作。在湿地当中孕育了非常丰富

的自然资源、各种各样的物种,被叫做“地球之肾”,其具有

巨大的环境效益和生态系统调节性能,涵养着大量的水资源,

具有水土保持的显著作用,为此,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

与有效保护对于各城市环境体系的保护和本地社会经济的

共同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水产养殖业不断发展的过

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好对渔业资源的有效保护工作,按照所

处季节及鱼类的生理发展需求第一时间对休渔期进行合理调

整,这样才能够促使自然得到行之有效的系统性保护。 

3.3 将创新特色性为生态城市规划的重要基础 

从当下我国城市建设基本现状来看,各城市的建设情况

大体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体现出本地的特别之处,像各地区

的风土人情、城市景象根本是极少看到的。雄伟的玻璃墙建

筑、形态各异的假山、喷泉、罗马柱样式的广场、各种类型

的路灯,借助绿化带将马路与城市中的高架桥、居民建筑相

互隔开,便代表了一座城市。在这样一种完全趋于雷同化的

大环境下,那些我们曾经熟知的城市早已被淹没的无影无

踪。但其实,城市建设工作的开展并非仅仅是外在形式上的

改变,假山喷泉、高架桥并无法代表当下城市的发展现状,

缺乏创新特色的城市是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的,更缺乏发展

的动力和强大的竞争力量。每一座城市的规划建设要具备其

自身的魅力与历史文化特色,每一个地区的风俗习惯、人们

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可以说是不尽相同的,这与各地区的

城市文化基础和传统个性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这些因素组

合在一起才能够形成独具本地特色的生态城市。 

3.4 以强化绿化建设为生态城市规划的基本要求 

不断强化绿色建设是生态城市规划发展的基本要求。为

此,相关部门一定要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断地拓展城

市绿化面积,对城市绿化布局做好合理的安排,增强城市绿

化隔离带建设力度,促使其逐渐形成一个由灌乔木、鲜花、

绿色等共同构成的城市绿化体系。同时,不断地增加居住区

域的绿地面积,对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坡岸绿化等进行大

范围推广,这样才能够促使城市居民居住区的绿化覆盖率得

到不断地提高,促使城市规划满足绿化要求。在此期间,生态

城市规划在不断强化城市绿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根据

本地区的实际状况,按照同时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开

展一系列的城市绿化建设工作。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今后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当中,相关设计

人员一定要明确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意义,在综合分析

当地地域特色、发展条件等基本前提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城

市规划设计方案,这样才能够推动现代化城市的进步与发展,

促使城市的整体竞争实力大大提高,从而建设出造福于全人

类的生态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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