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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复生态本底、加强生态服务、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是当前县城古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点。本

文在总结当代生态视角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以宝丰古城为例,总结生态视角的古城公共空间更新技

术路线,为“非名城”类的县城古城生态修复与更新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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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Ancient County Town 

--Taking Baofeng Ancient Town as An Example 

Ying Li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hanghai Branch 

[Abstract] Restoring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exploring the road of 

green development are the key points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county ancient cit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aking Baofeng ancient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echnical route of public space renewal of the ancient city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newal of the "non famous 

city" type of county ancien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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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一些县城古城存在生态环境危机。与追求“天人

合一”的传统城市相比,当代城市建设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一

是城市开发建设不尊重自然规律,完全以人的意志为主导。二是

生活与自然分离,生态服务不完善。三是发展与自然对立,生态

价值的开发缺乏长远的、多维视角的规划。县城古城生态建设

中的误区为：第一,指标导向,有量无质、空间布局不合理,缺乏

生态视角的系统研究。第二,“面子”工程,缺乏贴近实际生活

的生态空间。第三,“假修复”,对本地生境、生活、文化等的

研究不足,缺乏持续的生命力。目前,传统的城市水系绿地规划

不适合县城古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亟需完善生态视角的古城

更新技术体系。 

1 生态视角的理论与更新研究 

1.1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需

求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

究,包括生态永续、经济永续和社会永续等议题,并结合城市、

社区及地块空间实践分层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每一个

发展阶段中,保持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和协同发展(范冬

萍,1996)。近年来,我国在反思以往建设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可持续作为一切开发建设的前提。 

1.2生态城市与绿色低碳 

当前,生态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以生态学与相关学科的结合

为特征。现代生态规划设计主要着眼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及

人类社会的活动组织,生态学研究分支中,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宏

观自然以及与社会学相结合产生的一些分支,包括个体生态学、

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人

类生态学(骆天庆等,2008)。现代生态学理论、生态安全、生态

美学、生态经济、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

生态系统的认知和利用。 

生态视角的城市建设有多种目标,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评

价标准、技术路线和行动举措。如韧性城市偏重于对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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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对、调节、风险评估与决策；绿色城市将城市视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以改善人与自然关系、营造宜居环境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低碳城市强调能源清洁、消费有度、

循环利用(郑德高,2021)。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

碳”发展：一是针对如何去碳的问题,国务院(2021)发布《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对城乡建设的低碳发展提出了要求①,在此基础上,城乡建设各

领域进一步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的行动方案。二是在“双碳”

目标下,城市绿色发展应兼顾“绿色、繁荣和公平包容”(李晓

江,2022)。相关的规划设计方法包括：第一,结合低碳、绿色和

韧性理念,编制环境战略和行动计划。第二,通过综合规划,系统

性地打造绿色低碳城市。第三,借助微观设计,促进人与自然的

结合。 

1.3生态视角的更新实践 

城市双修弥补城市短板。2017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进的生

态修复城市修补(简称“双修”)工作,是基于我国国情的、侧

重于治理“城市病”、补短板的综合型城市更新行动,工作重

点为：修复城市生态,改善生态功能；修补城市功能,提升环

境品质。 

滨水空间激发城市活力。如上海苏州河滨河公共空间整治,

以实现基本贯通开放、提升沿岸滨水空间的环境品质和人文活

力,打造宜居生活的示范区为目标,对42公里公共岸线进行市容

环境治理,提高了市民的生活品质和城市活力。 

绿化设施改善社区生活。如上海市南京东路街道贵州西里

弄微更新,对12个社区主弄的消极空间和设施进行微改造,嵌入

绿化藤架、社区舞台、空中书房等设施,营造共享客厅,改善了

生活环境、社区服务和凝聚力。 

2 宝丰古城生态视角的公共空间更新 

宝丰生态修复与更新规划主要针对水系绿地等公共空间,

从县域、主城区、古城三个层次进行规划,在保护生态格局的基

础上进行水系、绿地的系统修复,强调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整体

性。工作内容包括：解析宝丰县生态格局；评估宝丰县生态环

境；水系绿地生态修复规划；绿地生态系统修复规划；建立生

态修复综合项目库。 

2.1优先保护县域生态格局 

规划首先对宝丰县域生态环境进行分析,优先保护生态环

境格局,划定生态核心保护区、农田林网修复区、矿山植被修复

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保护“连山贯城,通湖涵

园”的生态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明确主城区水系绿地的修复

重点。 

2.2精准修复主城水系绿地 

规划从水量、水质、水景和水系结构四方面对主城区水系

进行现状评估。针对现状问题：水格局不完善、古城护城河不

完整、水体动力不足、水质易富营养化,提出水系统的修复目标：

“连河筑湖蓄住水、治水理岸留住人”,完善“五横、两纵、多

点”的水系格局,从四方面进行水系修复(见表1)。 

表1 宝丰主城区水系统修复举措 

修 复 策

略

具体举措

1 水系连

通,完善

水 系 结

构。

①主城区：打通两条水系,连接河湖,加强相关水系

的连通、提高水动力、改善水环境；推进高铁新城水系

贯通工程；永丰渠暗渠改明渠,串联生态节点,打造特色

生态廊道。②古城区：联通东护城河,恢复环城水系。

2 保障水

量。

①加强区域水资源供给保障；②增强境内水体滞蓄

能力。

3 水质净

化。

①完善污水截流,加强内源污染整治；②加快推进

城区雨污分流工程；③加强面源污染控制,落实海绵建

设理念。

4 水景提

升。

①滨水岸线软化,恢复河岸自然形态；②分段提质。

 

规划从绿量、绿质、绿网和绿点四方面对主城区公园绿地

进行现状评估。宝丰县总体绿化环境建设较好②,绿地总量超出

国家园林县城标准,但在结构体系、空间分布、服务设施和环境

品质方面不理想。规划提出公园绿地系统的修复目标为：建设

“生态新宝丰、绿色新家园”,实现三百米见绿,五百米入园；

出门能跑步、街道可散步、假期有去处。更新思路是结构优先、

节点补充,完善“一心一环,六廊多点”的绿地结构,从四方面进

行绿地修复(见表2)。 

表2  宝丰主城区公园绿地修复举措 

修复策略 具体举措

1 绿量增补,

见缝插绿

打造河南省 美生态绿心公园；推进规划公园

落地实施(2处城市公园、2 处地区公园和 4 处社区

公园)；新增 6 个社区公园,实现公园 500米服务半

径全覆盖。

2 织绿成网,

优化绿网

建设一个绿环、六条风景绿廊、多条绿道(包

括滨水绿道、游园绿道和郊野绿道)。

3 绿质提升,

服务民生

更新老旧设施；增补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设

施；改造使用不便的空间,增加活动场地和设施。

4 绿点提升,

塑绿成景

优化城市门户和重要节点空间。

 

2.3综合提升古城生态环境 

古城生态环境的营造不同于一般城市地区,有历史韵味、尺

度精致、本土种植等特色,兼具文化、景观和生态等复合功能,

不能套用普适性的水系绿地规划方法。宝丰古城生态修复与更

新规划注重本地原生态环境特征与古城整体历史文化意境,尊

重当地居民热爱种植的生活习惯,更新举措包括以下三方面。 

(1)城市融自然,完善生态本底 

完善水系格局,改善水循环和自净力,整治滨水岸线和环境

景观。第一,打通古城东部护城河,提出河道选线、水面保障和

护岸海绵改造的要求。第二,加强区域引水,增加净肠河与玉带

河水量。第三,进行水环境整治,主要通过外部污染源控制以及

内部污染水体治理的方式来改善水质③。 

结合场地特色,恢复原有水塘,改善场地环境。第一,加强微

地形设计,改善空间层次和景观效果,形成整体平整、局部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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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的细微变化,兼顾场地设计的合理性和景观性。第二,恢复

被侵占的水塘,增加调蓄水体,降低暴雨期间内涝风险,结合节

点改造提升环境景观。 

增加古城绿量,完善绿地结构,打造花园古城。第一,打造城

墙公园环、四个社区绿地和多个绿斑。通过拆迁建绿、见缝插

绿、破硬复绿等方式,增加古城绿量。实现公共绿地300米服务

半径覆盖率达到95％的目标,使居民出门见绿、出门可游。第二,

种植本土类型为主的植物,环境景观强调整体性、本土特色和城

绿融合。 

 

图1  宝丰古城公园绿地规划平面图 

 

社区绿地300米服务半径分系统 

(2)生活亲自然,提升生态服务 

城墙公园：文化休闲。将护城河、古城墙和马道遗址与现

有的滨水绿地、小广场、空闲地进行整体设计,打造一个彰显宝

丰历史文化、满足居民生活休闲、实践生态环保理念的综合型

公园绿地。城墙公园的营造强调整体性、多样性和特色性。 

社区绿地：环境友好。基于现状与服务半径等分析,新增四

个社区公园,作为邻里交往的“绿色客厅”；利用恢复的水塘,

打造雨水花园。方案强调：第一,全龄共享,增加适老宜少的活

动设施。第二,融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策划小型文化节庆活

动,寓教于乐。第三,生态环保,利用本地旧材料,完善雨水收集

系统。第四,开放边界,加强景观渗透性和多功能互动设计。 

微型绿地：花园共建。第一,将各种闲置的“微空间”,

打造为小花园、小绿地、小苗圃,供居民日常进行种植实践、

休闲娱乐和生态环保学习等活动。第二,加强立体绿化,增加

宅间邻里、宅前路边、公共界面及屋顶露台的绿化,为古城增

加自然生机。 

 

图2  城墙公园环平面图与特色景观节点意象图 

(3)绿色促发展,发挥生态价值 

创造生态人文新经济空间。将滨水旧农贸市场打造为集合

历史文化内涵、古城墙景观、滨河风情的“宝丰新天地”。融入

生态、健康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功能、布局和形象的整体更新,

改善市场环境、加强滨水空间的利用,转变市场经营模式,彰显

古城文化特色,创造新生活、新体验、新价值。 

3 结语 

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城

市更新的重要使命。从生态视角出发,当前县城古城更新的三个

重点是：保护生态本底、加强生态服务和绿色低碳发展。宝丰

古城更新贯彻生态文明理念,以建设“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古

城为目标,从生态本底、生态服务、生态经济三个层次对古城范

围内的水系、绿地等公共空间进行更新提升,为“非名城”类的

县城古城生态更新提供参考。 

 

图3  生态视角的古城公共空间更新策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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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要求:推进城乡建设和管理模式要低碳转型,发展节能低碳建筑,优化

建筑用能结构。 

②据宝丰县园林局2017年数据统计,2017年宝丰主城区公园绿地面积

约211公顷,人均14㎡/人,在河南省国家级园林县城中排名第三。已建成的公

园总数为32个,基本位于铁路以北的老城片区。(俞为妍,2018) 

③外部污染源控制是指通过雨污分流、沿河截污改造,严禁污水直排河

道,减少污染源排放；内部水体治理是指通过原位水生态修复技术等措施,整

治河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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