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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城市生态公园，指以生态学和生态文化为指导思想，结合

了传统城市公园和主题公园（人造景观）各自的特色而建立的一

种新型的城市公园。是在城市中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借鉴自

然植被的结构和演替过程进行公园绿地设计、建设和管理,通过

保留或模仿地域性自然生境来建构主要环境，以保护或营建具有

地域性、多样性和自我演替能力的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提供与

自然生态过程相和谐的游览、休憩、实践等活动的公园
1
。 

城市生态公园它既具有“城市性”，又具有“生态性”，从

而使它有别于普通的城市景观公园和自然生态公园或自然保护

区（表 1）
2
。 

表 1、城市生态公园和一般的城市公园的区别。 

项目 城市生态公园 城市景观公园 

基本目标 保护、修复区域生态系统 提供优美的休憩和娱乐场所 

功能 生态效应、娱乐游憩、自然生态教

育与体验 

娱乐游憩、生态效应 

空间布局 从满足生态系统的要求出发，是景

观生态格局 

满足人的体验出发，是景区、景点格

局 

体验特征 自然、多样、健康、科学理性 美观、整洁、统一、有序、诗情画意 

环境构建 保留或模仿自然生境为主 半人工或人工环境，改造自然生境以

适应人的需求 

生物群落 接近自然群落，引进野生生物，高

生物多样性 

观赏植物为主，低生物多样性 

生态稳定性 生态健全、高抗逆性、自我维持为

主 

生态缺陷、低抗逆性、人工维持为主 

资源 节约资源，自然的自组织状态和结

构 

较多资源投入，被组织的状态和结构 

凋落物 循环再生 部分或全部清扫 

养护管理 动态目标，低度管理，低投入，管

理演替 

景观目标，强度管理，投入高，抑制

演替 

                                                        
1 张庆费，张峻毅. 城市生态公园初探. 生态学杂志. 2002, 21（3）: 61-64 
2 邓毅. 城市生态公园的发展及其概念之探讨. 中国园林, 2003,12:51-53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5%AD%A6/4233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5%85%AC%E5%9B%A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AF%E8%A7%82


 4 

城市生态公园并不是特定的公园类型，是对《城市绿地分

类标准》中既有各类城市公园绿地补充完善生态性方面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州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精心打造“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州。荣膺

中国“绿色城市”，成为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顺利通

过国家生态市考核验收。福州市在近几年大量建设城市各类公园

绿地、城市绿道系统和城市健身步道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

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更高目标，要求在建设各类城市公园绿地

的同时，突出生态性的要求和内容，开展城市生态公园的建设。 

2. 总体要求 

福州市城市生态公园规划建设是在既有各类公园绿地的建

设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借鉴自然植被的结构和演替

过程进行公园绿地设计、建设和管理，以保护或营建具有地域性、

多样性和自我演替能力的生态系统的城市公园绿地。 

2.1.1 总体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科学选址，生态公园应依托于自然的山体、水系和林

地，也可充分利用城市的荒地或废弃地；项目选点要以广大群众

需求为导向，应临近居民区，方便群众使用，提高利用率，实现

生态公园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科普教育、游憩休闲等综合功能； 

二、突出生态，保护和充分利用公园基地的自然地形和植

被；环境构建符合生态原则，努力实现公园的生态系统自我演替

http://www.mnw.cn/f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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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能力，实现公园的低维护，体现对自然生态过程和地带性

动植物生境的尊重，并符合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 

三、规模合理，生态公园要有一定的面积规模和生态廊道

宽度，满足生态群落自然演替的最小规模要求，实现公园生态系

统的自稳定和演替发展，并能提供市民一定的游憩休息空间； 

四、彰显特色，通过保护和利用当地山水自然资源条件，

彰显山、水、林、田、城相融的福州滨江滨海山水园林城市特色；

要以地域性的乡土植物为主，构建地带性的植物群落，营造既符

合生态规律，又有地方特色的植被景观；要凸显地方特色，把福

州元素和各县市的文化特色融入公园，展现文化积淀和特色。 

五、完善配套，在确保良好的公园生态系统基础上，应适

当设置健行慢跑、休闲观光、游览体验步道和小体量公共服务设

施，提高市民的参与性；可以依托生态公园的特色，建设自然中

心、科普教育设施、自然观察点等自然教育设施，突出生态公园

的社会教育和服务功能。 

2.1.2 生态公园建设除了应满足《公园设计》规范的要求外，应

避免以下负面清单内容： 

1) 不得破坏山体地形地貌，不得出现山体挂白； 

2) 不得硬化水体岸线和水底，确保水陆生态系统的联系有

效； 

3) 禁止不顾既有植被，采取“清表”式的场地改造方法； 

4) 生态公园不得移植使用名木古树，不得采用野生采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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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不应使用桩景和人工修剪的造型树木，不得应用

入侵性动植物材料； 

5) 不得设置高噪音和光污染的设施设备，不得使用有污染

性的建筑材料； 

6) 新建生态公园面积大于 0.5ha 的方可设置地下空间，连

续规模地下空间的建设不应超过生态公园陆地面积的

10%，且不得连续大于 3000平方米（大于 3000平方米的

应设置 10米的分隔）。 

3. 设计要求 

福州市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除了应体现生态公园的特点

所明列的设计要求之外，其余应当满足《公园设计规范》和相关

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3.1. 公园选址及规模 

3.1.1 生态公园的选址可以位于城区，也可以位于近郊，应充分

利用城市的自然山体和水体建设城市生态公园。 

3.1.2 城市的废弃地和棕地、山地和水体的受损场地是城市生态

公园建设和进行生态修复的首选场地，可展示体现生态修复的内

涵和意义。 

3.1.3 城市生态公园应具有便捷的可达性，应临近周围城市居民

点和其它城市公共空间，至少应有城市支路以上等级道路相邻。 

3.1.4 城市生态公园应当具有一定的规模，面积宜大不宜小，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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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宜宽不宜窄，最小的生态公园不宜小于 1ha，带状公园绿地的

宽度不宜低于 15米（无相对固定值，但是 7-12 米以上，廊道宽

度对物种的多样性的效益会逐渐体现出来
3
）。 

3.1.4 生态公园中宜建设一些单个规模不小于 100平方米，无游

人进入的“生态岛和斑块”，形成鸟类、昆虫和其它动植物的自

然栖息地。 

3.1.4 生态公园的主要指标： 

1) 公园绿地率 75%以上； 

2) 道路铺装场地透水率大于 95%； 

3) 园路林荫化率大于 90%； 

4) 乡土植物比例 70%以上； 

5) 水体岸线生态化率 100%； 

6) 场地径流控制率大于 80%； 

7) 公园的建筑应符合绿色建筑一星以上要求 

3.2. 植物配置 

3.2.1 需调查基地所在区域的植被种类及其群落特征，保护好场

地内的既有植被，并溶于公园的总体设计中。城市生态公园应强

调生境设计的方法，按照不同的近自然生境条件（模拟自然的水

体、湿地、林地、草地或复合型的生境），将植物或动物的个体、

种群或群落生活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 

3.2.2 提高物种多样性，应当确定单位面积的植物种类数量和比

                                                        
3 李强、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廊道宽度，生态学报，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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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绿地面积在 3000平方米以下的，不低于 40种；绿地面积在

3000～10000平方米的，不低于 60种；绿地面积在 10000～20000

平方米的，不低于 80 种；绿地面积在 20000 平方米以上的，不

低于 100种。 

3.2.3 提高乡土植物的比例，数量应占 70%以上。 

3.2.4 城市生态公园绿化应突出绿量和森林覆盖率，多种乔木，

突出群落种植方式，推广林荫型步行空间和步道，公园的森林覆

盖率不低于 50%（湿地生境为主的公园除外）。 

3.2.5 常绿与落叶搭配，速生和慢长树相结合，乔灌草相结合使

得城市绿地植物群落具有良好的景观和生态效益，各种植物材料

的配植技术指标如下： 

a) 乔：灌：草：绿地树木数量比：公园及附属绿地为 1：4-6：

11：37，即 37㎡绿地有 1株乔木，4-6 株灌木（绿篱除外），

11 ㎡草坪；防护绿地为 6～10 株乔木/100 ㎡，初期可按

照 1.5～2倍密植。 

b) 植物配置的丰实度：乔木≥200棵/h㎡；草坪占绿地面积

≤30％； 

c) 常绿：落叶植物比例为 100:10～15。 

3.2.6 提倡近自然的群落式植物配置方式和材料选择，模拟福州

不同生境条件下的自然植被演替规律，实现公园绿化的长期低维

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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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形水体 

3.3.1 应当保护和利用自然山体水体，保护现状植被，营造符合

当地生态环境的自然景观；应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减

少土石方量的开挖，公园的建构筑物及市政设施应根据地形合理

布局，一些无法避免的地形改造，应采用生态方法修复，恢复绿

化植被。 

3.3.2 竖向设计应根据四周城市道路规划标高，充分利用原有地

形地貌，提出主要景物的高程及对其周围地形的要求，地形标高

还必须适应拟保留的树木及现状物和地表水排放； 

3.3.3 土方调配设计应提出利用原表层栽植土的利用措施，栽植

地段的栽植土层厚度和地下工程管线及地下构筑物的埋深应符

合相应的规定。 

3.3.4 城市生态公园水体应采用近自然型河流水系的设计方法，

遵循水动力学的规律布置水岸，岸线宜采用坡度为1：3~1：6的

缓坡，水位变化比较大的水岸，宜设生态型护坡或驳岸，应种植

既能护岸又能净化水质的湿生、水生植物。 

3.4. 服务设施 

3.4.1 在满足公园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基础上，增加生态教育的

内容的服务设施内容，包括展示科普点、生境演示系统、动植物

识别系统等等。 

3.4.2 生态公园建筑不宜高于1~2层，应充分结合山水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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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推广绿色生态建筑，可结合太阳能、雨水利用等多种方法，生

态公园中的建构筑物在满足游赏服务和科普等功能的前提下，宜

小不宜大、宜低不宜高、宜虚不宜实，建筑风格和材质应与生态

公园的环境融为一体。 

3.4.3 园路和步道设施：生态公园的园路设计应符合《公园设计

规范》的要求，其中步道是生态公园中串联各个景点和开放空间，

供步行为主的道路，步道设计应充分尊重地形，避免场地的大开

大挖。 

1) 面积大于10公顷或宽度大于30米的生态公园的主步道宽度不

宜低于4米，面积大于50公顷或重要的城市健身步道，宽度可

至6~7米，主步道应满足无障碍和林荫路的通行条件，兼做公

园管理维护的主路，步道主线的转弯不应小于6米，可以满足

应急车辆和电瓶车的临时通行；次要步道3~4米，可结合地形

设置； 

2) 步道铺装在满足使用强度的基础上，宜采用生态、坚固、经

济的材料，并透水防滑，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如沥青、透水

混凝土、石材、透水砖等； 

3) 步道的纵断面：主次步道的纵坡宜小于8%，同一纵坡的坡长

不宜长于200米，山地生态公园的纵坡宜小于12%，极限坡度

不应大于18%，长度不大于50米； 

4) 生态公园6米以上的园路和步道应充分预留“生物通道”，宜

间隔200米设置通道，长宽应不小于1*1米，可结合排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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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洪孔或桥洞设置。 

3.4.4 交通接驳设施：公园个出入口应设置必要的停车设施，倡

导绿色交通方式和便民性，步道的主入口应至少具备社会停车

场、公交车站（含地铁等公共交通站点）、出租车停靠点、便民

自行车站、电瓶车充电桩等交通接驳设施，次入口应具备至少出

租车停靠点和便民自行车站。 

3.4.5 安全保障设施：应当满足《公园设计规范》中涉及安全防

护的强制性规范要求，水岸的生态护岸和山地生态边坡等处，应

保留一定的安全冗余量，防止突发灾害造成的安全隐患，棕地修

复的生态公园应避免废弃物等对公园环境的环境影响。 

3.4.6 福州市生态公园还应具有与时俱进的服务设施，公园园路

沿线应配置背景音乐、灯光照明、智慧查询系统，步道应能及时

满足游人避雨的要求，宜300~500米设置一处避雨设施。生态公

园的步道沿线应结合出入口和景点，分级设置驿站，设置标准如

下表： 

驿站类

型 

驿站分级 

一级驿站 二级驿站 三级驿站 

设置地

点 

结合步道主入口，主线

的重要景观节点、文化

体育设施等 

结合一般景点、支

线的节点和步道

次入口 

-- 

间 距

（km） 
5-8 3-5 1-2 

各级驿站的设置设施类型见下表： 

设施类型 基本项目 驿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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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驿

站 

二级驿

站 

三级驿

站 

管理服务

设施 

管理中心 〇 - - 

游客服务中心 ● 〇 - 

配套商业

设施 

售卖点 〇 〇 - 

餐饮点 - - - 

游憩健身

设施 

活动场地 ● ● ● 

休憩点 ● ● ● 

眺望观景点 〇 〇 〇 

科普教育

设施 

解说 ● ● 〇 

展示 ● 〇 〇 

安全保障

设施 

治安消防点 ● 〇 - 

医疗急救点 〇 - - 

安全防护设施 ● ● ● 

无障碍设施 ● ● ● 

环境卫生

设施 

厕所 ● ● 〇 

垃圾箱 ● ● ● 

解说和智

慧设施 

背景音乐 ● ● ● 

智慧设施 ● ● 〇 

3.5. 基础设施 

3.5.1 生态公园雨水管理应当遵循海绵城市设计的理念，突出公

园在海绵城市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和末端调控过程中的作用。 

3.5.2 生态公园应提倡雨水的综合利用，通过减小竖向坡度、增

加地表植被和粗糙度、减小地表径流，提供雨水下渗的途径；公

园收集的雨水，应结合地形设计，汇入水体或经净化处理作为公

园补充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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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生态公园的水体总体上应达到地表Ⅳ类水质要求，直接接

触人体的水体水质应达到Ⅲ类地表水的要求。 

3.5.4 生态公园的照明宜限制在游人活动的范围内，在满足功能

照度的基础上，避免对大面积的动植物栖息环境造成明显干扰。 

3.5.5 生态公园宜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再生性能源，电器设

施应符合环保节能要求。 

3.6. 受损场地的生态修复 

受损场地的生态修复也是建设生态公园示范作用的重要途

径，鼓励通过生态修复来建设城市生态公园，并向公众普及教育

“受损空间——生态修复——场所利用——活力提升”的过程。 

3.6.1 受损场地的生态修复应进行安全性评估，针对不同的受损

特征，提出修复措施和方法，满足安全和卫生的相应标准，并应

通过标识系统、科普展廊或其它形式，展示生态修复利用的原理、

过程和效果。 

3.6.2 受损山体的修复，应确保受损山体结构的安全稳定，并采

用生态修复的方法，在识别和了解福州受损山地植被的演替规律

基础上，通过模拟人工干预加快山地植被的修复进程，也可形成

特定阶段的福州山地植被群落，构建如岩石园、草本园等山地特

色景观。 

3.6.3 受损水体的修复，应根据福州山地型、平原型和潮汐型不

同水体的特征及受损状况，确定生态修复的方法，宜采用水环境

工程措施和动植物生物治理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借鉴福州市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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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植被演替规律和植物材料，形成水岸一体化的滨水生态景

观。 

3.6.4 棕地修复，应根据棕地类型及主要残存污染物，选择针对

性的生态修复措施和植物配置形式，并布置监测设施，确保生态

公园环境质量符合环保要求，并展示生态群落在修复棕地中的作

用。  

3.6.1 废弃地的利用，根据废弃地如渣土堆场、垃圾填埋场、矿

坑、采石场等废弃地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生态修复措施，在保证

环境安全的前提下，展示生态群落在废弃地景观构建中的作用。 

3.7. 设计成果要求 

3.7.1 除了满足一般的公园的要求外，生态公园的设计成果还应

包含以下内容： 

1) 现场调查阶段，应增加地带性植被的描述，以及规划设

计场地的植被调查及分析； 

2) 种植设计应提出主要植物群落的配置模式和布局； 

3) 种植设计应包含植物配置的技术指标的说明，并满足本

《意见》的要求； 

4) 提出各类生态岸线和生态护坡边坡的设计内容，包含工

程措施和植物种植方式； 

5) 应包含海绵城市设计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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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管理 

生态公园的建设应强调施工建设过程的生态化，通过制定合

理的施工组织方案，强调表土的保护和利用，倡导装配式和模块

化施工方法，山地和湿地应避免大型机械化施工对场地的破坏和

扰动。生态公园的建设，不得因施工造成二次生态污染或损害，

如淤泥和垃圾的弃方。 

5. 公众参与 

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过程，应强调公众参与。应邀请市民、

志愿者组织以及生态环境专家的参与和监督,安排公众会议和咨

询活动,协调有关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提高对公园发展的

预期信心,普及推广生态建设的理念,并有助于完善公园结构和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