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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园林生态城市定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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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随着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环境优美、功能健全的园林生态城市逐渐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理想

城市模式。根据安宁市是一个工业城市的特点, 为其建设园林生态城市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定位, 并确定出在近期和

未来 15 年的发展目标, 为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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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人口与城市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矛盾、

经济利益驱动的工业化追求与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的

矛盾都在不断加剧, 使城市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人们以极大的热情从理论与实践上致力于对“理

想城市”的探索, 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于是先后出现了田园城市[1 ]、绿心城市[2 ]、花园城

市、园林城市[3 ]、生态园林城市[4 ]以及生态城市[5, 6 ]

等各种城市发展模式。现代大多数发达国家提出“城

市与自然共存”的战略目标,“将森林引入城市, 使城

市座落在森林中”[7 ]的思想普遍应用于城市建设中,

城市森林成为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主体[8 ] , 成为衡量

一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

志。同时, 逐渐将文化和艺术与自然相融合, 建设高

效益、大规模、大生态的主题公园, 体现了城市自然

资源与人文资源的结合及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文化艺术的结合。如果说城市森林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的是自然美, 而富有文化内涵的主题公园更重

要的是体现了艺术美和社会美, 赋予了城市美感质

量。这种融自然、社会和经济为一体的城市园林发展

模式充分体现了园林生态城市的生态、社会和经济

效益的共同提高。园林生态城市的提出在我国还不

多见。本研究以安宁市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其现状的

基础上, 对其建设园林生态城市进行了明确的定位,

并确定了建设标准, 以期为中小型城市建设园林生

态城市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安 宁 市 位 于 北 纬 24°31′～ 25°06′, 东 经

102°10′～ 102°37′, 隶属云南省昆明市, 距昆明市 32

km , 是昆明通往滇西及东南亚的咽喉要道, 成昆铁

路、滇缅高等级公路 (320 国道) 和安海公路纵贯全

市, 交通较为方便。土地总面积 1 308. 82 km 2, 山区、

半山区面积占 65%。地处滇中高原中部, 是一个低

纬度、高海拔地区, 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温凉气候, 年

平均降雨量 886. 5 mm , 年平均气温 14. 8 ℃, 平均

有效积温为 4 568. 5 ℃。森林类型主要有云南松林
(Fo rm. P inus y unnanensis)、灌木林 (Fo rm. S h rub2
bery )、华山松人工林 (Fo rm. P inus a rm and ii)、油杉

林 (Fo rm. K eteleeria evely n iana )、常绿栎林 (Fo rm.

Q uercus spp. )、经果林 (Econom ic fo rest)。

2　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现状分析

2. 1　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的优势

2. 1. 1　旅游大省建设的重要城市　云南省建设旅

游大省, 其卫星城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安宁市具备

资源、市场、客源等方面的优势, 旅游业将作为第三

产业的龙头和安宁市未来的支柱产业之一。并且基

础设施和旅游设施也较为完善。基础设施上, 商业、

金融、宾馆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功能配套。景观资

源上, 除原有的自然历史景区如“天下第一汤”的温

泉外, 新开发了玉龙湾旅游度假区、三炷香佛教文化

艺术苑、法华寺朝晖晚照、曹溪寺月映佛胸等人造复

合景点, 以及正在酝酿建设的青龙峡滇中第一漂、碧

鸡生态公园、观光农业示范区等区域性旅游景观, 旅

游业的深度开发潜力较大。

2. 1. 2　城市化、工业化水平较高　城市化、工业化

水平是园林生态城市建设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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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于大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大大加快了

安宁市的城市化步伐, 到 1998 年底, 城市化水平达

到52. 3% , 在昆明市郊区中城市化水平居于第一位。

这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 发

展第三产业, 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转化, 加速经

济子系统的发展, 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 1. 3　交通发达　安宁市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角, 是

昆明西侧的重要通道, 区位条件比较优越。全省最早

的高等级公路就是从昆明直达安宁, 而且有二级专

用汽车干道与楚雄相连, 昆畹公路越境并直通缅甸,

是安石、安楚、昆畹公路的交汇点, 公路交通发达。同

时, 西南地区经济大动脉——成昆铁路越境 35 km ,

另有铁路南环线、安昆线、安八线等区域性线路直通

安宁, 全市多数区、镇、乡通有火车。安宁到石林、大

理的一级公路的建成, 更加强了与周围尤其是昆明

市的经济联系。这为建设园林生态城市在基础设施

方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2. 1. 4　绿化程度较高　安宁市总体上讲, 尽管森林

质量较低, 但全市林地覆盖率达 38. 3% , 高于云南

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市域人均绿地面积 31 m 2。建

成区共有绿地 162. 21 万m 2, 其中公共绿地 12. 29

万m 2, 城市用地绿地率 31. 19%。公共绿地主要有

公园、楠园广场、人民路西侧绿化广场、梅园绿化、农

贸市场门口绿化、园山绿化广场和娱乐中心广场等。

街道绿化按照一路一树、一街一景的要求, 完成的有

中华路、人民路、湖滨路、金方路、连然街、百花东路、

盐兴路、安温路等, 总长 12 726 m。生产绿地主要有

太平乡草圃、太极山苗圃、神平村苗圃、平顶山园艺

场、平顶山温江苗圃和零星小苗圃组成, 共 17 万m 2

多。城市绿地系统的建设基础良好。

2. 2　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存在的问题

2. 2. 1　工业发展导致环境污染严重　安宁市是一

个工业城市, 其工业产值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近

94% , 由于历史原因, 工业生产工艺落后, 对资源的

有效利用率较低, 加之人口的不断增加, 使大气环

境、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工业发展与环境保

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全市工业大气污染源气体

排放量为 191 亿m 3ö年, T SP 排放量为17 918 tö年,

SO 2 排 放 量 为 7 833 tö年, NO x 排 放 量

为 2 307 tö年, F (氟) 排放量为 586 tö年。工业废水

总排放量高达 6 917. 23 tö年, COD Cr严重超标。工业

固体废弃物全市总量达 208. 8 万 tö年, 其中综合利

用的仅为 29. 3% , 处理处置的为 24. 5%。工业污染

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园林生态城市建设的难

度, 同时也说明了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的紧迫

性。

2. 2. 2　能源问题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导致森林生态

环境的破坏　安宁市森林资源消耗以薪柴为主。全

市生活烧柴年消耗森林资源 77 554 m 3, 占森林资源

消耗量的 73. 7% , 资源的低价值消耗造成了巨大的

浪费。坡地开垦、过度放牧、不合理采矿等原因, 致使

森林遭到破坏, 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而且使

森林的生态防护功能下降。全市水土流失面积

604. 3 km 2, 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 45. 8% , 对安宁市

乃至长江中下游的农、林、牧、水利设施、交通、生态

环境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威胁。所以, 安宁市现存的天

然林为数不多, 人工林质量低, 树种单一, 纯林居多,

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是园林

生态城市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 2. 3　城市布局有待进一步科学规划　具有 2 000

多年历史的安宁古城, 由于战乱破坏, 历代遗留的城

池大都无存, 安宁市总的发展模式是在我国传统的

城市发展思想指导下设计的, 即在原有城市的基础

上, 以老城区为中心按“同心圆”不断向周围扩展, 表

现为城市中心地区建筑密集、交通拥挤、建筑和人口

密度最高, 是文化、贸易活动的中心, 反映了城市活

动的积聚效应, 热岛效应明显, 生态环境质量显著下

降, 并且给老城区的更新改造带来了困难。这种城市

的结构形态必须进一步改造, 才有利于园林生态城

市的建设。

3　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的定位

3. 1　安宁市园林生态城市定位

3. 1. 1　定位原则　主要有以下 5 条:

(1)全面性原则。将安宁市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

考虑, 不仅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特征, 同时又是城市

经济、城市社会系统, 具有社会经济特点, 是由社会、

经济和自然 3 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2)趋同存异的原则。趋同存异是城市建设中的

普遍性原则, 趋同存异能使城市具有发展的活力, 体

现自身的特色, 以自身独有的魅力吸引八方来客。安

宁市的发展与工业是不可分割的, 工业产值在 GD P

中占有 94% 的份额, 今后的发展也离不开工业。随

着昆明市的不断发展, 昆明的工业企业要不断地向

卫星城市转移, 安宁市必须要分担这一重大的历史

责任, 安宁市工业的发展在短时期内不能被削弱。这

也是安宁市有别于其他一些城市的特色。所以, 安宁

市园林生态城市的定位不能脱离工业。
(3)体现历史文化及资源优势的原则。任何城

市, 为了体现出自身的特色, 必须找到自身的文化

“时”与“空”。安宁古城距今已有 2 100 多年的悠久

文化历史, 素有“连然金方, 螳川宝地”之称。文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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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殿、遥芩楼是云南省保留下来的不可多得的古建

筑。加之安宁市气候宜人, 四季如春, 景色迷人, 使历

史文化遗产景上生辉。园林生态城市的定位必须体

现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
(4)可持续发展原则。安宁市的发展不能离开工

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置现有的传统工业所带来的严

重污染于不顾, 而是安宁市今后的工业发展不能再

靠扩大现有的冶金、盐、磷等传统化工业规模。对于

这些高污染的传统工业, 通过清洁生产及“三废”回

收处理, 严格控制污染。必须在发展工业的同时, 不

能再对环境造成破坏, 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

3. 1. 2　定　位　根据以上原则, 安宁市园林生态城

市应定位于“以现代工业为依托, 以生态及人文景观

为特色,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园林生态城市”。因

此, 安宁市园林生态城市建成后应具有如下特点:

(1)现代化的城市。一是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

装备城市经济社会的各个部门, 尤为重要的是用当

代的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不仅要实现产

业结构的高级化, 还要使产业内部的技术高级化; 二

是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方法管理城市经济社会各部门

和城市的整体, 使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

环境质量等方面以及城市整体素质都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2)生态化的城市。重视城市环境的改善, 把环

境和绿化放在重要位置, 注重生态技术、新材料、新

能源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尽可能地为居民创造一

个清洁、舒适、无污染的生存空间, 不断提高居民的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3) 园林绿地系统以城市森林绿地系统为主的

城市。安宁市园林生态城市的绿地系统不仅仅强调

城市的个别公园、绿地和庭院建设等, 它把城市及其

广大郊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以各种绿化带、道路

绿化系统将城市与城郊森林、草地、农田联结成一个

有机的绿色网络。利用生态系统交错带物种多样性

增大的原理, 重视城乡结合带绿化和园林建设。规

划、实施城郊生态工程, 发展城郊森林公园、自然保

护区、野生动物保护点, 以在城市外围形成多层次、

规模性的绿色系统, 极大地丰富城郊结合部的生物

多样性。

3. 2　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的标准

对安宁市建设园林生态城市进行定位, 明确其

发展方向, 具体如何实施, 必须制订园林生态城市建

设标准, 明确城市发展目标,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统

筹安排、有计划实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园林生态城

市, 所追求的目标是多重的, 要同时具备经济发展的

持久性、资源开发的持久性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持久

性, 要求经济、社会、资源的协调发展。园林生态城市

是由社会、经济和生态 3 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

系统。在制订园林生态城市建设目标时, 按其结构确

定指标体系, 对各项指标确定其标准值 (表 1)。
表 1　安宁市园林生态城市建设标准

T able 1　T he standard to bu ild the landscape eco logical city in A nning C ity, Kunm ing C ity

系统结构
System

structure

项目 (地域)
E lem ent (area)

单位
U nit

现状值
Status

国家标准
N ational
standard

2005 年
目标

Purpo ses

2015 年
目标

Purpo se

标准值及依据[9 ]

Standard value and basis

生态子系统
Eco logical
sub2system

城市环境系统
C ity environ2

m ental system

污染控制综合得分 (市区)
To tal sco re of po llu tion con2
tro lling (cen tral city)

50 为满分
is fu ll

30 - 45 50

50, 国家环保局制定的标准
The standard draw nup by
Environm ent Conservation
Bureau of Ch ina

大气质量 (SO 2) (市区)
A tmo spheric quality ( cen tral
city)

ΛgöL 25 20 (2 级)
(degree) 18 15 15, 深圳的现状值 P resen t

value of Shenzhen

环境噪音 (市区)
N o ise (cen tral city) dB (A ) 59 - 55 48 < 50, 国家一级标准

The first degree of Ch ina

城市绿地系统
C ity

greenbelt
system

人均公共绿地 (市区)
Personal average public gree2
belt (cen tral city)

m 2ö人 3 8 8 10 16, 国内城市最大值M axi2
m um value of city in Ch ina

城 市 绿 化 覆 盖 率 (市 区 )
V irescence cover degree of
city (cen tral city)

% 36. 2 39 45 55 60, 国内城市最大值M axi2
m um value of city in Ch ina

城 市 绿 化 绿 地 率 (市 区 )
V irescence greebelt rate of
city (cen tral city)

% 31. 19 34 35 40 45, 深圳的现状值
P resen t value of Shenzhen

园林式居住区比例 (市区)
P ropo rtion of garden residen2
tial area (cen tral city)

% 10 60 50 70 -

物质还原系统
M ass

reducing
system

固废无害处理率 (市域)
D ispo sal rate of so lid castoff
(city area)

% 40 60 70 85 100, 国际标准
In ternational standard

废水处理率 (市域) D ispo sal
rate of liqu id w aste (city area) % 20 35 45 60 100, 国际标准

In ternational standard

工业废气处理率 (市域)
D ispo sal rate of industrial ex2
haust gas

% 15 - 50 80 100, 国际标准
In ternat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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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 T ab le 1

系统结构
System

structure

项目 (地域)
E lem ent (area)

单位
U nit

现状值
Status

国家标准
N ational
standard

2005 年
目标

Purpo ses

2015 年
目标

Purpo se

标准值及依据[9 ]

Standard value and basis

社会子系统
Social

sub2system

人口结构
Population
structure

人口密度 (市区) Population
density (cen tral city)

人ökm 2

Person
6 000 - 6 500 7 000

3 500, 西柏林、华沙、维也
纳三市平均值 average val2
ue in W est Berlin,W arsaw ,
and V ienna

人均期望寿命 (市域)
Personal average anticipan t
life2span (city area)

岁
Years2o ld

70 - 73 75 78, 东京现状值
P resen t value in Tokyo city

万 人 高 等 学 历 数 (市 域 )
N um ber of advanced degree
per 10 000 persons ( city
area)

人ö万人 240 - 500 800 1 180, 汉城现状值 P resen t
value in Seoul city

居民生活条件
L iving

conduction
of residen ts

人均住房面积 (市区)
Personal average housing area
(cen tral city)

m 2ö人
person

20 - 25 30
16, 东京、汉城等城市现状
值 P resen t value in Tokyo
and Seoul city

万人病床数 (市区)
Sickbed num ber per 10 000
persons (cen tral city)

床ö万人 90 - 95 100
90, 国内领先城市 (如太原
89. 9 ) 的现状值 P resen t
value of lead cities in Ch ina

人均生活用水 (市区)
Personal average living w ater
(cen tral city)

L öd 300 - 350 350

455, 东京、纽约、巴黎、香
港, 圣保罗等平均值 A ver2
age value in Tokyo, N ew
Yo rk, Paris, Hongkong,
Paul, etc.

燃气普及率 (市区) D iffusive
rate of gas (cen tral city) % 65 80 80 95 -

百人电话数 (市区)
Telephone num ber per 100
persons (cen tral city)

部ö百人 39 - 45 60 76, 东京现 状 值 P resen t
value in Tokyo city

人均生活用电 (市区)
Personal average living elec2
tric pow er (cen tral city)

kW ·höd 5 - 6 8

8, 巴黎、东京、汉城、新加
坡、香港等平均值 A verage
value in Paris, Tokyo, Paul, Sin2
gapo re, Hongkong, etc.

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人均保险费用 (市区)
Personal average insurance
expense (cen tral city)

元
Yuan

200 - 500 1 000
2 100, 香港、广州等城市标
准 Standard in Hongkong,
Guangzhou

失业率 (市 区 ) U nemp loy2
m ent rate (cen tral city) % 1. 3 - 1. 2 1. 0

1. 2, 国际大城市就业最好
年份的失业率 The low est
unemp loym ent rate in b ig
cityl

劳保福利占工资比例 (市区)
P ropo rtion of w elfare to
salary (cen tral city)

% 20 - 25 30
50, 可达到的最大值 The
m axim um value able to ar2
rive

城市文明
C ity

civilization

万人藏书量 (市区)
Ho lding book s per 10 000
persons (cen tral city)

册ö万人 2 000 - 3 000 4 000

3 400, 东京、汉城、莫斯科
的现状值 P resen t value in
Tokyo, Paul, and M o scow
city

卫生达标率 (市区)
Rate of san itation up to par
(cen tral city)

% 85 100 90 100 -

刑案发生率 (市区)
C rim inal rate (cen tral city) 件ö万人 0. 035 - 0. 03 0. 02 0. 05, 外推值 Extrapo late

value

经济子系统
Econom ic sub2

system

基础设施
Basic instal2

lation

人均道路面积 (市区) Person2
al average area of road (cen2
tral city)

m 2ö人 9 9 12 15 28, 伦敦现 状 值 P resen t
value in London

干道亮灯率 (市区) Rate of
m ain road fix ing ligh t (cen tral
city)

% 85 97 90 100 -

万人公交车 (市区 ) Public
buses per 10 000 persons
(cen tral city)

辆ö万人 1 10 5 10 -

生产效率
P roduction
efficiency

人 均 GD P (市域 ) Personal
average GD P (city area) 元 14 500 - 20 000 25 000

40 万日元, 东京现状值
400 000 yen, p resen t value
in Tokyo city

万元 GD P 能耗 (市域) Ener2
gy consum e per � 10 000
(city area)

tö万元 2. 5 - 1. 5 1. 0 0. 5, 香港现状值 P resen t
value in Hongkong

土地产出率 (市域) P roduc2
tion rate of land (city area) 万元ökm 2 260 - 420 560 70 000, 香港现状值 P re2

sen t value in Hongkong

可持续性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环保投资占 GD P 比重 (市域)
GD P p ropo rtion of invest in
environm ent conservation
(city area)

% 1. 0 - 1. 5 1. 8

2. 5, 根据发达国家现状值
外推 Extrapo late value ac2
co rding to developed coun2
try

科教投资占 GD P 比重 (市域)
GD P p ropo rtion of invest in
education and science ( city
area)

% 1. 5 - 2. 0 2. 3

2. 5, 根据发达国家现状值
外推 Extrapo late value ac2
co rding to developed coun2
try

城乡收入比值 P ropo rtion of
incom e betw een city and
country (city area)

0～ 1 3. 02 - 2. 33 1. 50

1, 根据缩小城乡差别的要
求 A cco rding to require of
reducing difference betw een
city and country

　　注: - 为无标准值。N o te: - is no2standar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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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中的指标体系表明, 安宁市城市系统生态

子系统包括城市环境系统、城市绿地系统和物质还

原系统, 社会子系统包括人口结构、居民生活条件、

社会保障和城市文明, 经济子系统包括基础设施、生

产效率和可持续性。按各子系统的结构要素确定了

2000～ 2005 年和 2006～ 2015 年两期建设目标。对

于生态子系统中的一些要素指标, 如大气环境、水环

境、土壤环境、绿地系统等要素已经有了国家、国际

的或经过研究确定的标准, 可以直接参照使用, 对于

没有国家或国际标准的, 参考国内外城市的现状值

及安宁市的发展水平来确定。但是, 考虑到安宁市的

环境现状, 对于有些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其标准要高

于国家标准值。如城市绿地系统, 安宁市的环境绿化

水平较高, 城市绿化覆盖率和市区城市绿化绿地率

两期标准都高于国家标准; 安宁市的工业污染严重,

“三废”排放量大,“三废”处理率如果较低, 则环境污

染得不到有效控制, 园林生态城市的目标很难实现,

因此,“三废”处理率均高于国家标准。

总之, 安宁市通过建设园林生态城市, 可以达到

保护资源与环境的目的, 并通过进一步发展绿色经

济, 提高生产力,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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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study on o rien ta t ion to bu ild landscape eco log ica l

city in A nn ing C ity, Kunm ing C ity

W ANG Ke-q in , FAN Guo- sheng
(S ou thw est F orestry Colleg e, K unm ing , Y unnan 650224, Ch ina)

Abstract: W ith the w o rsen ing of city environm en t, the landscape eco logica l city w ith in gracefu l su r2
roundings and perfect funct ion s w ill gradually be the ideal model of cit ies. Based on characterist ics that A n2
n ing city is a indu stry city, the o rien ta t ion to bu ild landcape eco logica l city w as m ade certa in, and the devel2
op ing pu rpo ses fo r the near fu tu re and 15 years w ere draw n up in the paper,w h ich can gu ide the bu ild ing of

landcape eco logica l city in theo ry.

Key words: A nn ing city; landscape eco logy; city bu ild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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