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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青铜峡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22-2035 年）审查意见采纳情况表

单位/专家 序号 意见建议 是否采纳 修改情况 修改涉及章节

青铜峡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1 涉及的数据需准确，要和统计数据及城市统计年报一致； 采纳 在第二章中核实相应内容 2.1.5 经济社会概要

2
城市的空间规划布局及功能分区、景观结构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要一致；
采纳 在第三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3.2 景观结构规划

3 与园林城市复审申报材料中的内容要相符； 采纳 在第二章中核实相应内容 2.3 城市绿地系统现状及问题分析

4 规划中对道路名称使用不够严谨； 采纳 在第二章及图件中修改相应内容 2现状概况与问题分析、图件

5
景观结构规划应认真听取青铜峡市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的专家进行论

证后再确认；
采纳 在第三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3.2 景观结构规划

6 拟规划综合公园绿地需具体；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4.2.6 公园分类规划

7 拟规划公园名称需评审论证后再使用；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4.2.6 公园分类规划

8 绿线规划没有具体数据，应确定绿地绿线范围四至界限； 采纳 在第九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9.3 绿线规划范围

9 人均公园绿地 27.15 平方米/人与现在遥感数据不符； 采纳 在第二章中核实修改相应内容 2.3 城市绿地系统现状及问题分析

10 凤凰岛在保护红线内，不能作为规划公园；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4.2.6 公园分类规划

11 一般树种品种部分与城市现状树种不符； 采纳 在第五章中对基调树种品种进一步筛选 5.3.1 基调树种

12 野生动植物需考虑外来入侵物种； 采纳 在第六章中补充对应内容 6.2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问题

13 古树名木需进一步确认基本情况。 采纳 在第七章中更新相应内容 7.1青铜峡市在册古树名木基本情况

青铜峡市发展和

改革局
1

请在规划中注意油气管网、电力设施合理避让，或在油气管网上避

免栽植深根乔木植物。
采纳 在第四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4.2.4 公园建设规划

青铜峡市自然资源

局
1

建议该规划符合正在编制的《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

并与之有效衔接。
采纳 在第四章中核实相应内容 4城市绿地分类规划

青铜峡市水务局

1 气象水文方面分析不足，需深入分析近三年市区水文及水资源情况； 采纳 在第二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2.1.3 气象水文

2 按照整体规划情况，规划采用的各绿化树种的用水定额需考虑进去；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4.3 规模预测

3 需准确写清青铜峡干渠，并非十大干渠。 采纳 在第二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2.1.4.1.水资源

青铜峡市统计局 1
第 8页经济社会情况部分：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图的数据与文字数据

不一致，以文字数据为准。
采纳 在第二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2.1.5.3.经济社会情况

青铜峡市青秀园 1
第四章城市绿地分类规划中带状公园增加“大清渠带状公园”，可

以先纳入规划，待条件成熟后实施；
采纳 在第四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4.2.4.4 带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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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位/专家 序号 意见建议 是否采纳 修改情况 修改涉及章节

2
建议多增加接头小微公园绿地建设规划数量，尤其是城区，结合城

市改造预留绿地空间；
采纳 在第四章中补充对应内容 4.2 公园绿地规划

3 增加社区公园建设数量，便于居民使用。 采纳 在第四章中补充对应内容 4.5 附属绿地规划

青铜峡市园林绿化

大队

1
规划树种应考虑杨柳絮问题，逐步淘汰雌株杨树、柳树等大量产生

毛絮的树木；
采纳 在第五章中对基调树种品种进一步筛选 5.3.1 基调树种

2

应加强现有绿地保护，严格绿线管理，明确侵占、毁坏绿地及园林

设施等下行为的管理责任和管理主体，对于侵占绿地和毁坏绿地的

行为要按照相关法规严肃处理，并有执法部门勒令毁坏、侵占绿地

的单位或个人按要求进行恢复；

采纳 在第九章中修改补充相应内容 9.4 绿线规划

3 增大绿地建设、改造、养护资金投入，确保稳步实现《规划》目标； 采纳 在第十一章中修改投资估算内容 11.4 投资估算

4
单位和小区附属绿地缺乏监督管理和制约机制，不利于城市绿化成

果的保护；
采纳 在第四章中增加相关内容 4.5 附属绿地规划

5

城市绿地养护网格化管理中，一级养护人均 24 亩，二级养护人均 48

亩，三级养护人均 80 亩的标准已不能满足目前养护管理要求，应及

时进行修正。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公园经营管理相关内容 4.2.7 公园经营管理

白亚丁

1
现状及规划绿地分类中应采用最新的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城市绿

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4.1 城市绿地分类规划

2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中古树的分级有误，参照《古树名木鉴定标准》

分级；
采纳 在第七章修改对应内容 7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3
防灾避险绿地规划中。绿地按照“紧急、固定和中心”三级进行分

类；
采纳 在第八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8.2.1城市避震减灾绿地的分类依据

4
专类公园规划中“体育公园”是否能做为绿地系统一部分，与其用

地性质不符。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4.2.6 公园分类规划

王海军

1 专项规划应对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解读并与之相适应； 采纳 在第二章修改对应内容 2.2 相关规划解读

2
依据中增加《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并应按照

要求增加市域绿色生态空间及系统规划内容；
采纳 在第一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1.2 规划依据

3 增加海绵城市，乡土树种相关内容； 采纳
在第五章中对基调树种及骨干树种品种进

一步筛选

5.3 骨干树种、重点观赏树种和其他

植物原料的选定

4
规划应与城市生态修复和城市功能修补规划相结合，修复利用城市

废弃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采纳 在第二章修改对应内容 2.2 相关规划解读

5 依据中增加《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GB/T51163-2016)； 采纳 在第一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1.2 规划依据

6 核定防护绿地与生产绿地是否重合； 采纳 在第四章中修改对应内容 4.2.6 公园分类规划

7 补充总体规划用地布局图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布局图。 采纳 已补充相应图件 图件

王立军 1 规划依据中，个别规范需要更新； 采纳 在第一章中修改相应内容 1.2 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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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单位/专家 序号 意见建议 是否采纳 修改情况 修改涉及章节

2 工业绿地率，国家和地方（自治区）有规定（一般≤15%），请核实； 采纳 在第三章中修改相应经济技术指标内容 3.1 绿地系统规划

3
树种规划中个别正淘汰，如臭椿、火炬树等，需替换，灌木一般不

作为骨干树种，以乔木为主；
采纳

在第五章中对基调树种及骨干树种品种进

一步筛选

5.3 骨干树种、重点观赏树种和其他

植物原料的选定

4 规划期末，社区绿地和专项公园建议规模增大，有点保守。 采纳 在第三章中修改相应经济技术指标内容 3.1 绿地系统规划

张平

1
规划背景分析中增加和补充重要的国家和自治区发展战略分析，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战略”；
采纳 在第一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1.1 规划背景

2 完善园林绿化相关标准规范，如《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采纳 在第一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1.2 规划依据

3
参考《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进一步确定绿地系统规划经济技术

指标；
采纳 在第三章中修改相应内容 3.1 绿地系统规划

4 有些树种不建议种植，如杨树、柳树。 采纳 在第五章中对基调树种品种进一步筛选 5.3.1 基调树种

李振华

1
规划依据中补充国家级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
采纳 在第一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1.2 规划依据

2 基调树种选取过多，没有体现标志性，建议调整； 采纳 在第五章中对基调树种品种进一步筛选 5.3.1 基调树种

3 建议增加树种引进机制，补充和丰富城市景观绿化效果； 采纳 在第五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5树种规划

4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应增加管理办法的落实体系制度的建立和要求； 采纳 在第七章中补充相应内容 7.3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5 公园绿地平均投资费用相对较低，建议调整。 采纳 在第十一章中修改投资估算内容 11.4 投资估算

青铜峡市级审查

1 核实基础数据--规划范围（中心城区范围） 采纳
将原有青铜峡绿地范围新 3738.46 公顷改

为最新范围 3753.32 公顷
文本、图纸

2 核实基础数据--建成区范围 采纳 建成区范围，旧 27.5，新 20.63； 文本、图纸

3 核实基础数据--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蓝绿空间占比等 采纳

建成区绿地率，旧 42.22，新 43.19；绿化

覆盖率旧42.12，新41.83；建成区人口14.2

万人，乔灌木覆盖率 68.95%，林荫道覆盖

率 1.06%，蓝绿空间占比 47.31%，公园绿

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98.33%，城市

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 96.9%

1.7 规划指标

4
核实基础数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城镇开发边界、

建成区范围、蓝线、绿线、紫线数据
采纳

对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

城镇开发边界、建成区范围、蓝线、绿线、

紫线数据核实相关数据

文本、图纸

5 人均养护标准要按规范，住建部 12 亩 未采纳

原有一级养护人均 24 亩；二级养护人均 48

亩：三级养护人均 80 亩；对接意见是标准

太低，调整为一级养护人均 38 亩；二级养

护人均 65 亩：三级养护人均 100 亩

4.3 公园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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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单位/专家 序号 意见建议 是否采纳 修改情况 修改涉及章节

6 树种和花草种类更新，增加红枫、牡丹、波斯菊等 采纳
已对树种和花草种类更新，增加红枫、牡

丹、波斯菊等
7树种规划

7 水的利用没有写，增加相关水资源内容 采纳

增加水资源分析内容，包括取水量、耗水

量、水资源管理及用水水平等指标、再生

水资源利用（结合绿地规划、绿化这块儿）

水资源现状分析

8 小微公园、口袋公园建议增加 采纳

已规划口袋公园，利用城市难以利用、未

利用或利用率低效的小地块规划口袋公

园，规划口袋公园共 3处，均为近期，总

面积 0.64 公顷

公园绿地规划

9 梳理人口测算和走向 采纳

主要依据《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中对青铜峡市中心城区

近远期人口分析及预测内容、、依据现状

人口趋势、出生率、死亡率、移动人口数

量，用国空。

人口预测

10 规划期限 采纳

国土空间规划期限是 2021-2035 年，本规

划期限是 2022-2035 年，不能和国空一样，

因为编制基数是 21 年底的

规划期限

11 参照自治区规划管理办法 采纳

增加自然资源厅于2022年 11月印发的《宁

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

（试行）》规划依据

规划依据

12 市树市花改为建议； 采纳
建议市树从国槐、垂柳中选择；建议市花

从牡丹、月季中选择
市树市花

13 黄河楼不能再提 采纳
已删除黄河楼字眼和照片去掉，改为东部

水系
说明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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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 1 条规划效力

目前，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工作在我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具体的工作阶

段也从城市总体规划分离，逐渐地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进行过渡。另一

方面，根据《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要求及《青铜峡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部署，青铜峡市致力于把

中心城区打造成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黄河文化旅游区及宜业、宜居、宜游

的绿色城市。为了完善城市规划体系，为城市绿色空间格局的快速扩张提供

技术支撑，同时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塑造青铜峡的特有城市气质，编制《青

铜峡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22—2035年）》。

第 2 条规划依据

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6 号；

（5）《城市绿化条例》（2017年）；

（6）《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11年修正）；

（7）《城市蓝线管理办法》（2011年修正）；

（8）《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城〔2000〕192号）；

（9）《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国发〔2001〕20号）；

（10）《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建城〔2002〕249

号）；

（11）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试行）》的通知；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13）《关于加强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提高城市防灾避险能力的意见》（建

城〔2008〕171号）；

（1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

的通知》（建城〔2022〕2号）；

（15）《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规〔2017〕59号）；

（16）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

其他法律法规。

2.2 规范标准

（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l37—2011）；

（2）《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CJJ/T75-2023）；

（3）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2016）；

（4）《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17）；

（5）《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51346-2019）；

（6）《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2002年）；

（7）《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GB/T51163-2016）；

（8）《古树名木鉴定规范（LYT2737-2016）》；

其他规范标准。

2.3 相关规划

（1）《青铜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2）《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其他相关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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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条规划原则

（1）区域原则

市区与市域生态绿地统筹考虑，贯彻“大地园林化”思想，以国家和省、

市各级有关法规、条例和行政规章为准绳，在原有总体规划的基础上，与同

步进行的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合理配置区域绿化资源，充分利用现有山、

水等自然资源优势，构筑青铜峡市绿色生态廊道、斑块和大面积基质，形成

完整的景观生态网络。

（2）生态优先原则

以景观生态学和城市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生态

环境为根本目标，构筑黄河绿色生态圈为生态屏障；内部以纵贯城区的五条

水系为主要发展轴，城区内外结合，一体发展的绿色生态系统。

（3）以人为本原则

一切从市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绿地的规划和建设应当满足人的生活和工

作以及游憩需要，探索适合县城特点的游憩绿地体系，增进人民身心健康，

真正服务于民。

（4）文化原则

绿地建设应充分考虑历史文化氛围，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文化

特色。

（5）整体设计原则

强调对整体生态系统进行全面设计，不局限于某一景观元素的设计，是

一种多目标的整体优化设计。

（6）功能协调原则

规划充分发挥绿地的生态、景观及游憩等综合作用，各类绿地功能协调，

最大效益发挥绿地系统功能。

（7）可持续原则

结合青铜峡市实际，利用各种立地条件，采取多种方式，建立多种绿地

类型；并通过划定各类绿线，实行“绿线管制”制度，促进城镇绿地系统规

划的实施，实现青铜峡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 4 条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本次《青铜峡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22-2035年）》

规划范围与上位规划（《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保持

一致，划定青铜峡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总面积 3752.45公顷，其四至为：北至

大古铁路，东至京藏高速，东南至滨河大道，南至唐源街和规划道路，西至

109国道。（数据来源于《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第 5 条规划期限

根据《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和《青铜峡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遵循上位

规划原则，本次绿地系统专项规划期限为 2022—2035 年，分为近期和远期。

近期：2022—2025 年；

远期：2026—2035 年。

第 6 条规划目标

（1）借助水脉，构建滨水风貌区

发挥大清渠、汉延渠、惠农渠、罗家河、黄河等五大水渠的自然资源优

势，以水为脉，营造滨河绿色空间，河流及其两侧延伸的公共绿地和公共设

施地带形成整个城市的滨水风貌区。保持以自然生态景观为主，结合公共设

施的安排，发挥河流对公共活动的集聚效应，使之融生态景观与城市活力于

一体。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休闲场所。

（2）塑造公共空间形象

规划致力于新老城区公共空间体系的塑造，环绕公共空间进行城市公共

生活的设计，通过乔、灌、草相结合组成复层群落，提高城市绿地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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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小均布、形态各异的绿地打造新区绿化结构丰富、层次分明的公共空

间。深入挖掘绿地内部功能、合理安排包括文化、商业、休闲等城市设施，

对布局方式、空间形态等进一步提出指导性要求，并反馈于用地规划中，最

终通过技术导引中的用地兼容性、城市设计要求等予以落实。

（3）营造人性化的宜居环境

从人的基本需求角度出发，考虑居民的活动特点和使用需求，营造愉悦、

丰富和多样化的步行体验。倡导人性尺度的建筑和空间，建立景观生态视廊，

保持与自然生态的景观联系，保证绿地的联系性和渗透率，使绿化、水面与

步行系统紧密结合，构建与居民的行为模式相适应的人性化的新区绿地结构。

（4）保证生态多样性

运用山体、公园、滨水防护带等要素，创造多元化的城市自然景观特征，

提供多种植被与生物涵养的城市空间。通过自然景观设计，重新吸引本地植

物，野生动物和鱼类；使之在成为城市休憩活动、科普教育的基地的同时，

亦成为人、动物与自然和平相处的区域。

第 7 条规划指标

根据《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青铜峡市中心城区

面积为 3752.45公顷，中心城区现状人口为 14.6万人，绿地覆盖率为 27.92%，

绿地率为 12.36%，公园绿地面积 332.39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2.77m2/人。

结合现状数据，提出青铜峡市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指标：

近期（至 2025 年）：规划中心城区面积 3752.45公顷，预测人口 15万人

（数据来源于《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中心城区近期

人口预测），公园绿地面积 335.69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2.77m2/人，绿

化覆盖率 29.34%，绿地率 17.51%。规划近期提高已建青秀园、惠农渠公园等

公园的绿化质量和园艺水平，优先发展城市道路绿化、公园绿地，形成绿地

系统基本框架，为城市远期绿化的合理布局打下基础。

远期（至 2035 年）：规划中心城区面积 3752.45公顷，预测人口 16万人

（数据来源于《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中心城区远期

人口预测），公园绿地面积 409.31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25.58m2/人，绿

化覆盖率 32.16%，绿地率 20.22%。规划远期全面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建立自

然生态保护地，全面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和城市景观风貌，弘扬历史文化，

保护和建设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城市自然生态调节功能，形成接近自然的

黄河水系绿化景观，创造人与自然共生的人居环境；建设市域城镇绿化体系，

实现城乡绿化一体，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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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城市绿地与景观系统规划

第 8 条绿地系统规划

8.1 绿地系统布局规划

规划以五大水渠的滨水生态廊道为切入点，有机渗透，中心城区内的公

园绿地、广场等生态节点通过延伸进城区内部的楔形绿地和道路绿化相互串

联、贯通，构成一个可循环的生态网络系统。

综合考虑青铜峡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居民公共活动需求，综合防灾等多

方面的因素，规划青铜峡市中心城区总面积 3752.45公顷，绿地面积达到

1396.48公顷，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 37.21%，其中公园绿地 409.31公顷，占

中心城区总面积的 10.91%；防护绿地 236.63公顷，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 6.3%；

广场用地 8.84公顷，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 0.24%；附属绿地 741.7公顷，占中

心城区总面积的 19.76%。

8.2 绿地系统结构规划

根据对青铜峡市城区总体布局结构，江河渠网的分布及道路骨架的分析，

确定中心城区园林绿地系统的结构为“两心、五横十三纵、多点镶嵌”绿地

结构布局，以重点突出青铜峡市的滨河绿化空间为主，体现水乡园林城的特

色。

两心：指城市生态绿心，一个为位于西北方向的青秀园市民休闲森林公

园，一个是拟规划的规划公园四，这两心是青铜峡市生态城市建设的标志性

内容。既是城市的自然生态中心，也是青铜峡市民旅游的集散地，因而是真

正意义上的“城市之心”。任何建设都要强化“心”的力量为主题，都要以

不破坏“心”的正常功能为前提。

五横：即青铜峡市内规划区范围的五条主要横向交通干道，它们是联系

青铜峡与市外的主要通道，绿化的好坏、道路的通行质量直接决定了青铜峡

市产业的长远发展前景。包括大古铁路、汉坝东西街、古峡东西街、利民东

西街和唐源街。

十七纵：即青铜峡规划区范围内的八条纵向交通干道和五条水系，十二

条纵向交通干道包括 109国道（南北向段）、永庆路、建民南北路、永丰路、

文化路、宁朔路、东兴路、嘉宝路、亲民路、亲水路、文昌路、黄河路；五

条水系包括大清渠、汉延渠、惠农渠、罗家河及黄河。

多点：指青铜峡市城市中散布的各种街旁绿地、单位绿地及居住区绿地。

第 9 条景观结构规划

为体现青铜峡市的水韵景观特色，规划形成“一带、多轴、多心、多节

点”的景观系统布局结构，提升整个中心城区的景观形象。

一带：汉坝街景观带，以本地特色的道路绿地景观，串联广场、公园等

开放空间，打通老城区与黄河的视觉廊道，并结合特色建筑设计，将汉坝街

打造为城市的迎宾大道。

多轴：依托主要道路，设计多条道路景观轴线。

多心：依托青秀园、罗家河湿地公园等大型公园打造城市景观核心，作

为人们休闲游憩的公共场所。

多节点：由社区级公园、街头绿地等集中性开敞空间构成景观节点。构

成一个完整的景观系统，在空间上将城市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整体把握，

塑造良好的景观网络。

第 10 条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控制

青铜峡市历史悠久，市域范围内文物古迹众多。目前，青铜峡市共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处，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1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4

处。规划根据文物级别划定“紫线”范围，确定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

在文物占地范围外划定 30—80米范围作为重点保护区，进行一般绿化，保护

区内以保护原有风貌和格局为原则，禁止建设影响原有风貌和格局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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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

重点保护区外 80—150米范围作为建设控制地带，可结合周边环境建设

风景名胜公园或遗址公园，保护文物古迹。周边建筑高度、形式、体量、色

彩必须与公园景观相协调。

第三章城市绿地分类规划

第 11 条城市绿地分类

根据 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85-2017），城市绿地分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

和区域绿地五大类。

第 12 条公园绿地（G1）规划

结合现状自然条件，本着大与小、远与近相结合，疏密相间、功能相配

的原则，规划建成区的公园绿地系统。青铜峡市公园绿地以生态为主旨，充

分考虑地形及周边环境特点，结合城区用地布局，形成富有青铜峡市地方文

化特色的公园系统。

青铜峡市“东扩南移”的城市发展方向，在青铜峡市公园绿地现状分析

的基础上，随着城市的发展，结合现状，规划公园共 14处，其中，综合公园

4 处，社区公园 1 处，带状公园 4 处，口袋公园绿地 3 处，规划新增总面积

83.12公顷。

1）综合公园

拟在现有 1 处青秀园综合公园的基础上规划 4处综合公园，分别为规划

公园三、四、七、九，总面积为 45.99公顷。

2）社区公园

规划期内拟新增 1处社区公园，为规划公园二，总面积为 1.11公顷，位

于青铜峡市武警中队东侧。

3）游园

在现状基础上改造提升现有的汉延渠、惠农渠、大清渠和罗家河带状游

园公园。

汉延渠、惠农渠、罗家河是青铜峡穿城的主要水系，在两侧规划建设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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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公园，以绿色植被形成绿色廊道。三个带状公园分别定位为休闲游憩型、

历史文化型、生态保护型。汉延渠两侧绿带规划主要以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

活动场地为主，设置游憩型带状绿地，供市民开展散步、运动等休闲活动为

主要目的；惠农渠以展现青铜峡历史风貌为主题，结合青铜峡市的历史形成

景观风貌带，植物以青铜峡市特色植物为主；罗家河主要以生态保护为主，

沿着罗家河两侧建立绿色植物廊道，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恢复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为主要目的。规划期内新增 4 处带状公园，分别为规划公园一、五、

六、八，总面积 34.98公顷。

公园经营管理：

青铜峡市为使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正规化、规范化，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逐年改进管理模式，近年来全面推行了“网格化”管理模式。实

行责任到人，养管定量，提出养护定额量，每个园丁管护的面积分别为：一

级养护人均 24亩；二级养护人均 48亩：三级养护人均 80亩的标准进行“定

区域、定岗位、定人员、定数量、定目标、定责任。”结合青铜峡市实际情

况，管护面积定位已无法满足养护管理要求，因此，将每个园丁管护面积分

别定为：一级养护人均 38亩；二级养护人均 65亩：三级养护人均 100亩。

第 13 条防护绿地（G2）规划

按照城市、卫生、安全、防灾、环保等要求，规划在不同区域设置不同

类型的防护绿地，以充分发挥绿地的防护功能。现青铜峡市防护绿地达到

236.63 公顷，新规划补充完善各条路的防护林带 107.16 公顷，以形成青铜峡

市城区外围较为完善的防护林体系。

第 14 条广场用地（G3）规划

本次规划新增广场用地 1处，总面积 2.67公顷，位于拟规划公园三西侧。

第 15 条附属绿地（XG）规划

15.1 道路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道路绿化是整个城市的“绿色动脉”，是城市绿地能够形成系统的

关键要素之一，同时又关系着城市绿化水平的第一印象，对城市总体景观的

影响作用较大。道路绿地就是指以道路绿化为主的带状绿化形式，被称作为

“城市绿线”，从专业的角度应将其视为一种具有三维空间意义的“绿色走

廊”。由于道路绿地在不同方向上联系和沟通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绿地，

所以在改善城市环境，丰富城市景观，提高城市绿量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

用，形成具有交通、生态、休闲、景观等综合效益的绿色体系。从景观生态

学的意义来分析，城市绿地廊道的形成对城市绿地板块中的物种、矿物质、

能量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次绿地系统规划强调“绿色廊道”建设，

充分利用青铜峡市当地特点，发挥其在建设“生态青铜峡”过程中应有的作

用。

15.2 单位绿地系统规划

单位绿地是青铜峡市城市绿地系统中的面，也是反映青铜峡市普遍绿地

水平的主要标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水平，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的公园，同样

体现于大面积与市民生活、工作直接相关的单位绿地和居住绿地中。因此，

搞好这部分绿地的规划建设，是形成完善的城市绿地系统、提高城市环境质

量的重要环节。

单位绿化有利于消除有毒气体、减消噪声、阻滞尘埃、调节小气候，良

好的园林绿化环境，使职工在紧张的劳动之余的休息中，得到一种高尚趣味

的精神上的享受，使体力得到调节，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劳动中去。

因此，环境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自身健康、工作效率和精神面貌。

青铜峡市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十分重视单位绿化，把单位绿化纳入了城市绿化

体系，规划部门严格把关，保证绿化用地，提高单位的绿量。

青铜峡市内所有建设项目，均应按规划要求的局部建设指标配套附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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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市小组团隔离带、低密度建设绿化缓冲区以及能体现城市风貌的花园

式单位等要尽量提高绿地率。

15.3 居住绿地系统规划

居住绿地在城市绿地中占有较大比重，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是居民日

常使用频率最高的绿地类型。根据青铜峡市的建设现状及发展目标，确定城

市居住区绿地的绿地率规划指标。在实际建设中，除按规划所确定的绿地率

标准实施外，还要大力提倡垂直绿化与屋顶绿化，以在尽量少占土地的情况

下增加城市绿量。

居住区是城市的细胞，其绿化是城市点、线、面相结合中的“面”上绿

化的一环，居住区绿化为青铜峡市人民创造了富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环境，是

居住区环境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志。居住区绿地的规划设计，要严格遵循国家

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局部建设指标要求配套。除了要满足

规划绿地率的指标外，还应达到国家技术规范中所规定的居住区绿地建设标

准。

第 16 条区域绿地（EG）规划

根据青铜峡市实际情况及市域大环境，本次规划不再规划苗圃用地，并

规划将现有盛邦苗圃用地调整为其他用地。

第四章树种规划

第 17 条树种规划的意义

城市绿化树种选择的好坏，是决定当地绿化工作成败和绿地建设质量的

重要环节。城市绿化一方面在时刻发挥着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等生态功能，

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城市园林绿化又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少了植物软质景观的衬托，城市中的硬质景观便会变得毫无生机。此外，

因树木生长周期长，如果前期树种选择不当，到后期出现问题时，就会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进行树种规划对于城市的园林绿化建设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它可以使园林绿化建设工作少走弯路，避免浪费，避免盲目性，

可以有效地保证园林绿化工作的开展和水平的提高。

在进行前期现状树种调查时，我们对青铜峡市绿化应用树种的种类、生

长状况进行认真、仔细地调查。同时通过对当地古树名木的细致调查，积极

主动访问当地年长的群众了解本地树种的栽培历史，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

了解本地树种生长史，为树种选择和规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第 18 条基本原则和技术经济指标

18.1 基本原则

（1）生态优先原则

坚持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植物的生态效益、

改善青铜峡市生态环境。

（2）适宜性原则

根据青铜峡市的自然地理、气候、土壤等条件选择树种，采用乡土树种

与经过引种驯化生长良好的外来引进树种相结合的方式，做到因地制宜，适

地适树，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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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调原则

以乔木作为青铜峡市绿地建设的主体，做到乔、灌、花、草、藤结合，

速生与慢生、常绿与落叶、名贵树种与经济树种合理搭配，比例协调。

（4）丰富美化原则

选用适应本市生长环境的姿态优美的乔木作孤植树，充实绿地，丰富绿

地的内容和质量。加强花灌木的种植，增加绿地的艺术性。同时应注意群体

的前后排列与组合，突出季节中个体与群体美的特性。

（5）优化与抗逆性原则

优化树种结构，要求骨干树种适应青铜峡市的气候及土壤条件，抗逆性

强，病虫害少，在局部盐渍化严重的地段还要选用抗盐碱的品种。

（6）突显特色原则

认真选定基调树种和骨干树种，彰显青铜峡城市特色。

18.2 技术经济指标

（1）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

鉴于青铜峡市所处的植物地理区划，常绿树种相对落叶树种较少，本次

规划建议从生态学角度综合考虑生态效益的发挥，合理地增加常绿树种的种

类和数量，科学合理地制定发展目标。规划时分成两个层面进行规划：一个

层面是以水系周边为主，主要参考本物候带的自然分布特征；另一个层面是

青铜峡市的以公园绿地为主的各类绿地，由于兼顾观赏功能，需要加大观赏

树种及常绿树种的种类及数量。

常绿树与落叶树的规划树种比例 1：5-8，数量比例 1：3-5；

（2）乔木与灌木

由于乔灌比因绿地种类及其使用功能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如道路绿地

及防风林等绿地乔木比例较大；公园绿地中会根据园林设计营造不同景观，

疏林草地和密林区的乔灌比都会各有不同，因此本次规划中只给出宏观比例

作为参考。

规划树种比例 1：1-3，数量比例 1：1-3；

（3）木本植物与草本植物

规划树种比例 3-4：1，数量比例 3-4：1；

（4）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

青铜峡市现有乡土树种种类多且生长良好，境内的野生植物资源在城市

园林绿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长期的城市绿化建设中，引进了大量外

来树种，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绿化的植物种类，弥补了青铜峡市园林绿化树种

不足的问题。

乡土树种与引种树种规划比例为 1:1，数量比例为 4:1。

（5）速生和慢生树种

速生树种有着投资少，见效快的优势，为了避免一段时间后形成的树种

老化现象，需要控制速生树种的使用力度及数量，有效掌控绿地的建设与发

展，使速生和慢生树种的比例均衡，科学合理地搭配种植。

速生、慢生树种比例 5：4。

第 19 条骨干树种、重点观赏树种和其他植物原料的选定

基调树种：基调树种指充分代表植物景观，体现当地植被特色，反映城

市风格，成为城市景观重要标志的观赏树种，宜选择 3种—5种。

骨干树种：骨干树种指适应性强、优良性状明显、抗逆性好、栽培管理

简便、易于繁殖，应用效果好的常见植物。它具有适应性强，分布广，对城

市生态和审美影响大、容易栽培、受人喜爱的特点，规划在青铜峡市生长良

好，并能反映地方特色的植物作为骨干树种，宜选择 20种—30种。

一般树种：为了丰富城市绿化景观，根据地方特点，树种的生长势和季

相变化，适当搭配选择的植物，在城市中已栽多年，景观与生态功能表现良

好的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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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基调树种

基调树种确定为 4种：垂柳、白蜡、国槐、桧柏。

19.2 骨干树种

（1）道路骨干树种

垂柳、国槐、刺槐、侧柏、河北杨、沙枣、白蜡、桧柏、丝棉木。

（2）公园绿地骨干树种

油松、樟子松、桧柏、侧柏、白蜡、垂柳、国槐、栾树、圆冠榆、金叶

榆、丝棉木、紫叶李、沙枣、龙爪槐、金叶复叶槭、海棠。

（3）防护绿地骨干树种

国槐、刺槐、白蜡、新疆杨、樟子松、垂柳、旱柳、沙枣等。

（4）附属绿地骨干树种

樟子松、油松、国槐、刺槐、旱柳、垂柳、垂枝榆、白榆、暴马丁香、

碧桃、丝棉木、紫叶李等。

（5）其他绿地骨干树种

樟子松、油松、侧柏、旱柳、垂柳、国槐、刺槐、柽柳、紫穗槐、花棒、

枸杞、白蜡等。

19.3 重点观赏树种

垂柳、油松、云杉、五角枫、白蜡、栾树、山桃、山杏、紫叶李、海棠、

金叶榆、龙爪槐、黄刺玫、玫瑰、榆叶梅、连翘、紫叶矮樱、山桃、山杏、

山楂、红叶李等。

19.4 不同用途的主要绿化树种

行道树：国槐、刺槐、香花槐、垂柳、白蜡等。

抗污绿化树：侧柏、新疆杨、河北杨、垂柳、臭椿、白蜡、国槐、榆树、

旱柳、卫矛、丝棉木、榆树、连翘、柽柳、紫穗槐等。

绿篱树种：侧柏、桧柏、小叶黄杨、红叶小檗、金叶榆、水蜡、紫叶矮

樱、四季玫瑰等。

地被草坪植物：冷季草坪、百脉根、苜蓿、红豆草、沙打旺、三叶草、

三七景天、德国鸢尾等。

19.5 新引用树种

选择已在公园或单位附属绿地试种，正常生长且表现优良的品种；挖掘

虽未经试种却具发展潜力的乡土野生树种，以丰富和补充骨干树种。

三角枫、山榆、毛桃、红叶碧桃、美国红枫、法桐、紫叶稠李、海棠果、

刺玫、山荆子、小叶丁香、花叶丁香、金叶白蜡等。

第 20 条市树、市花的选择与建议

市树、市花不仅代表一个地方的植物特色，更能代表一个地区的人文底

蕴与精神风貌，是一张独特的地方名片。根据青铜峡市气候特点和黄河穿城

而过的独特优势，初步建议青铜峡的市树为国槐、刺槐两种供选择，市花为

牡丹、月季两种供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