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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鉴国内外城市群绿心保护的经验，以长株潭三市交界处的绿心为研究对象，结合南方丘陵地区的自

然地理特色，针对绿心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从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空间结构布局、集约化土地开发、节能减排、

发展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的可持续运营机制等方面，提出长株潭丘陵地区城市群绿心示范区保护性开发的相关策略，

以及“一心八组团”的绿心组团式空间布局模式。 

【关键词】城市群绿心；丘陵地区；保护性开发；区域规划管理；空间结构布局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1 城市群绿心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绿心(Green heart)作为城市系统主要的绿地景观形式之一，用作城市与郊区的隔离要素[1]。绿心规划学说的主要假设是一

个开放的绿色空间（山丘、绿地、江河、农田、果园）将不同的城市连接成一个一致的空间[2]，如荷兰大都市兰斯塔德等，或者

通过这些开放绿色空间分隔不同的城市片区，如法兰克福、乐山等[3]。大面积的绿心对城市有着生态、经济与社会学等多层重要

意义[4- 5]。但绿心兼具的经济地位、快速城市化、土地资源稀少、人口增长及政策与管理方面的缺陷使绿心面临用地矛盾突出、

景观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新的问题和压力。绿心的保护成为这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6]。 

总结国内外城市绿心保护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两点：①区域规模上的规划管理是维持绿心形状的基本保证。稠密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可持续的开放空间。以单一城市为单元的城市市域规划很难真正解决好城市间整体的开放空间问题，如果

不从区域规模上加以协调管理与引导，任何绿心开放空间都终将被城市各自的蔓延蚕食殆尽[7]。与各自为政的市域规划相比，荷

兰的5 次国家空间规划在区域规模上形成、控制兰斯塔德与绿心空间形态方面功不可没，尤其是通过建立区域性联合机构、使

空间规划走向明确与具体、增强保护政策的弹性、制定自然生态政策等措施来保护绿心开放空间。德国黑森州政府于2003 年启

动了“大法兰克福地区土地利用规划”，将法兰克福与临近的旅游城市威斯巴登、美因茨，以及工业城市达姆施达特作为一个

整体来考虑，以避免城市无序发展过度绵延，并以黑森州国家公园为切入点，提出了绿心和“绿色隔离带”明确的概念。通过

土地置换，将原有的相对分散的林地，绿地连成一片，成为永久性的绿地和公园[8]。②“保护性开发”是绿心保护的重要支撑。

对绿心的保护，从着重于简单的控制性保护策略转变为注重绿心功能的多元化的“保护性开发”[9- 10]。1960 年以来，随着城市

                                                        

收稿时间：2009 - 04 - 18；修回时间：2009 - 08 - 20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编号2006BAJ04A13）和湖南省科技支撑项目（编号：2008JT1013，

2007SK4012）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周永广（1967—），男，安徽黄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社会学和旅游规划。E- mail：

eikou67@163.com。 



 

 2 

发展对空间需求的增加和农业本身规模经济的扩展，兰斯塔德绿心成了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用地矛盾最突出、空间争夺最激烈的

区域，在管理与利用上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与冲突。荷兰政府通过一系列具有“弹性”的“保护性开发”措施，如集约化使用

城市土地和营造紧凑的城市空间、积极发展休闲、旅游等服务业，甚至允许有条件地建设具有区域重要性或很高经济效益的政

府项目，来保证兰斯塔德地区空间增长需求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明确的绿心保护法规，特别是自1990 年

代以来，在国家“生态重要结构”、国家生态网络、国家景观等一系列法规及规划建设的指引下，绿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恢

复。 

国内的乐山市为保护城市绿心，对乐山生态型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建设、传统产业的调整与改造、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分

期实施等都做了全面地规划。在近20 年的城市规划建设历程中，乐山市规划管理者很好地秉承和发扬了绿心环状城市保护性开

发理念，现已基本形成绿心环状组团式的空间形态，8.17km2 的城市绿心已成为城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生态空间，

是国内首个城市绿心保护性开发的成功实例[11]。 

2 丘陵地区城市群绿心示范区保护性开发策略研究 

2.1 绿心对丘陵城市的重要意义 

城市绿心模式适用于丘陵城市。我国丘陵面积占有很大比重（习惯上所说的丘陵包括丘陵低山以及部分崎岖不平的台地），

由于丘陵城市地形条件复杂多变，城市用地往往被山脉、江河、冲沟、丘谷所分割，高差起伏较大，城市的布局结构在很大程

度上不能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像在平原城市那样采取集中紧凑连片的布局形式。而是必须结合丘陵地区自然地形特

色与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布局。通常有组团式、带状、串联式等布局结构形态[12- 14]。而组团式与串联式城市群之间

通常为绿心所分隔。例如长株潭三市位于湘江流域的中游地区，沿湘江两岸呈“品”字形分布，相互之间距离约20—40km 之间。

湘江和三市交界处的绿心将长株潭三市连接成一个兼具组团式与串联式布局结构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绿心一方面担负着所在城

市群的绿肺功能，也是丘陵地区宝贵的农业生产基地。绿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长株潭三市宝贵的特色资源，也是城市群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依托。 

2.2 现状概况 

绿心位于湘浏盆地的南侧，湘江以东的长株潭三市交界处，以湘江为纽带，以昭山乡和跳马乡的交汇处为中心，包括长沙

市长沙县的暮云镇、跳马乡；湘潭市岳塘区的昭山乡、易家湾镇；株洲市石峰区的云田乡、龙头铺镇，荷塘区的仙庾镇7 个乡

镇，面积约350km2，现有人口24 万人。该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类型，典型的夏热冬冷高湿地区，热量丰富，四季分

明，雨量充沛，对多种植物生长极其有利，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绿心片区以低山丘岗为主，区域内高差变化较大，最大相对高差约180m。西部区域沿湘江向基地腹地分布有多级冲击阶地。

中部区域分布有西南—东北走向的集中高丘陵带。绿心内冲沟呈树枝状分布，宽度20m 至300m 不等。 

绿心片区内地质结构主要由砂砾岩、粉砂岩、砂岩、砾岩及板岩等岩层组成，最上层则多为网纹红土。地层中孔隙多，有

较好的含水层，地下水源丰富，水资源开发前景极好。整个绿心地貌丘涧交错，地形地貌丰富多变，森林覆盖率高，林木葱郁，

风景秀美。区域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著名的昭山风景名胜区，石燕湖生态公园、长沙野生动物园等。 

2.3 机遇与挑战 

由于三市行政体制分割，造成绿心成为“三不管”地带，存在着无序蔓延、各自分散的低层次开发、简单外延式扩张的混

乱局面，征地批地速度过快，土地使用效益偏低，生活环境品质较差，公共配套设施沿街蔓延、配套滞后，道路交通缺乏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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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开放空间保护失衡、休闲娱乐场所严重匮乏等状况，对长株潭城市群绿心保护形成严峻的挑战。 

2007 年12 月14 日，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确定在长株

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的成功经验，将位于长株潭三市交界地区的绿心发展成为长株潭城市群

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绿心的生态屏障与“两型”社会“核心”示范区的综合功能，为从区域规模上对绿心的规划管理创

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为抓住长株潭绿心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解决现有问题，本文提出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示范区的保护性开

发策略以及空间布局构想。 

2.4 保护性开发策略 

在综合归纳国外城市群绿心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各自特点和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来看长株潭三市以及绿心的未来发展。

我们认为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的保护，必须发挥“两型”社会“核心”示范区的综合功能，从区域规模上的规划管理的层面，

来保障绿心的开放空间。绿心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抓好以下几点： 

2.4.1 生态优先，保护为主。①全面实施建设“绿色城市”的战略，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

低效率”的传统经济粗放发展模式。②利用斑廊基理论与生态链的概念，建立绿心城市（城镇）生态系统保护圈—生态圈、生

态链、绿地系统。确定重要的生态保护区段，以及重大生态建设项目，如昭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石燕湖生态湿地公园、野生动

物园、湘江沿江防洪景观生态保护带等。③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健全和完善绿色环境评价体系，在实施过程中，把“绿色

城市”战略落实到生产、建设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做好绿色GDP 核算试点工作，把中心示范区建成人口、经济、环境和社会相

协调的绿色生态城市，发挥先导示范作用，同时，研究确立长株潭绿心示范区“绿色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和技术路线。 

2.4.2 统筹规划，集约开发。首先，结合绿心丘陵地区地理气候特征，在更好地保持生态屏障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

绿心的开发利用功能，改变绿心地区原来以城镇开发建设为主的单一发展模式，扭转建设性破坏的局面，实现该地区生态优先

的多元化开发建设模式[15]。优化城镇建设空间、生态环境保护区与农业生产保护区的整体空间格局，城市功能组团按照紧凑发

展、生态隔离的集约化发展模式；小城镇发展实施城乡统筹、节约土地的原则；生态环境保护区发展按照与农林产业发展结合、

与区域经济结合、与休闲旅游结合、与社会发展趋势结合的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形成区域特色，妥善处理生态保护和城乡发

展的关系，打造绿色产业基地、生态休闲旅游服务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基地、高端服务业中心；其次，通过对绿心土地进行生

态适宜性评价，确定禁建区、限建区以及可建区，关注景观、场地、环境设计的生态化设计标准，避免大面积硬地广场，人工

人造景观；第三，充分结合绿心多丘陵低山的地形地貌特征，集约化地利用土地以及生物的关系，结合南方地区山地、坡地建

筑研究成果，关注绿心丘陵地区城市形态特色保护与营建———坡地建筑、微地形设计，设计出适应地形、灵活多变的台地式

建筑以及多层立体化交通模式。 

2.4.3 生态旅游、持续运营。城市绿心采取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的运营模式[16- 17]，开发以石燕湖生态湿地公园、长沙野生动

物园、昭山风景名胜区、湘江水上运动基地等为核心的生态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体育旅游、文化旅游、会展旅游等多

种旅游形式。通过上述的绿心开发模式，深入挖掘绿心资源，使得绿心的开发与保护得以结合。既实现了绿心资源价值的最大

化和与城市的密切融合，又保证了绿心生态得到更积极、更有效的保护，同时丰富了长株潭三市以及周边地区市民的休闲生活，

使绿心生态、社会及经济多种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从而为绿心发展的可持续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2.4.4 高效复合、优化空间。按照组团化布局模式，根据长株潭3 市发展轨迹以及绿心7 镇各自的特点，围绕绿心建设多

个高密度紧凑的组团。一方面各组团尽量围绕其主导产业紧凑发展，集工作、居住、购物、娱乐等于一体。就近就业，最大限

度地缩短绿心居民的通勤成本，也极大减少了交通出行需求，实现最大限度的土地节约利用以及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另外也发挥组团内部以及与三市之间功能上的互补性，优化公共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最大程度避免重复建设，并构建联系各

组团以及外部的以轻轨、公交车等为核心的公共交通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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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循环利用、节能减排。①循环利用包括水循环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水循环利用包括中水回用、雨水收集、

洼地、池塘等水体的保护以及可渗水地面的设计；后者包括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金属、塑料、旧电器等再生能源回收加工利用

等；②节能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前者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地热能利用；后者包括增强节

能建筑材料以及技术、高效率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能源消耗收费调控系统等；公交优先与步行优先，紧凑式布局，减少交通

能耗等；③减排主要指通过严格的管理、监督以及培训，力求使绿心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以及建筑设计符合国家颁布的《建

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要求。绿心以建筑节能标准为主线，全面推动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并在园区建设以及今

后运行中推广应用。关注绿色、可循环，有特色的建筑材料体系的建设，建立材料最低标准准入制度。 

2.5 绿心示范区空间布局构想 

三座城市中心地带绿心的功能以生态、休闲为主，按照组团布局、疏密有致的原则，根据长株潭三市发展轨迹以及绿心7 镇

各自的特点，围绕绿心建设多个紧凑的组团，各组团之间有山体、水面、绿地相间隔。同时避免传统农村相对分散的模式，将

除农田外的建设用地相对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包括长沙暮云组团、跳马组团、株洲龙云仙组团（石峰区的龙头铺镇、云田乡、

荷塘区的仙庾镇）、湘潭昭山—易家湾组团。组团作为高密度紧凑的斑块，被大片自然山体、丘陵、湖泊以及河渠等绿色开敞

空间所环绕，组团与外部、组团之间通过以轻轨等快速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交通廊道联系。 

根据长株潭三市发展轨迹以及绿心7 镇各自的特点，初步构想“一心、八组团”的空间布局模式（图1），在绿心中央布置

高端服务中心，主要包括行政核心区、商务办公核心区两大部分；围绕绿心布置“四紧、四松”八个功能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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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在已有 7 镇集镇的基础上，根据未来发展需要优化整合，集中建设 4 个紧凑的城镇组团，包括长沙暮云组团（组

团中心在现暮云镇）、跳马组团（组团中心在现跳马镇）、株洲龙云仙组团（石峰区的云田乡、龙头铺镇、荷塘区的仙庾镇，

组团中心在现龙头铺镇）、湘潭昭山—易家湾组团（组团中心在昭山镇）。作为高密度紧凑的城市建设区，主要布置行政、商

务、老年文化以及文化创意、信息产业等功能。各组团设置组团内居民所需完整的公共生活服务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市政设

施以及相应建设管理的经济规模。 

“四松”：在紧凑的城镇组团之间，布置4 个相对比较松散的功能组团，包括文化旅游区、石燕湖生态旅游区、昭山风景

名胜区以及生态保育区。以生态保护、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农业示范与休闲旅游为主，建设强度较小，空间布局相对比较松

散。 

组团之间为大片自然山体、丘陵、湖泊以及河渠等绿色开敞空间所环绕。为减少由于地形复杂和江河阻隔带来的生活与交

通的不便，组团与长株潭三市、组团之间通过以轻轨等快速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交通廊道联系。 

3 结论 

城市群绿心的“保护性开发”涉及生态、经济与社会等多个层面。本文针对长株潭城市群的丘陵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以

及资源条件，提出通过区域规模上的规划管理、空间结构调整与土地开发、节能环保、可持续运营等多个目标的优化及集成，

来解决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示范区的保护性开发问题，并提出该绿心组团布局、疏密有致的城镇空间布局模式。对长株潭城市群

乃至广大的南方丘陵地区的城市建设与空间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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