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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9F_8E_E5_c57_644890.htm 经过长期努力，北

京市的绿地面积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人口、建筑

、交通、通讯等因素的高密度化，绿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比例不断减少，使之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环保和绿

化美化需求.据调查，1995年北京市平均绿化覆盖率为32.68%

，人均绿地面积为30.75m2.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比1990年分

别提高了27.19%和12.96%.市区平均绿化覆盖率为24.57%

～39.92%，远郊区县为11.3%～55.13%；人均绿地面积市区

为28.87m2，远郊区县为41.93m2.绿化覆盖率和绿地面积在市

区和远郊区县的分布格局还有一定的差距。 目前，北京在城

市规划、管理和建设中，普遍存在以工程条件、资金条件为

由任意改变地形地貌，破坏气候、土壤、水文循环条件的现

象，造成了轻视对自然资源条件特别是潜在条件的利用和发

掘的结果。而且，总体规划缺乏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承载

力的研究，使绿地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综合效益很低，城市

生态系统缺乏对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力和回弹性。 从生态学

的观点来看，目前的北京市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生态系统，

缺少血液系统，即水路网络系统；缺少大自然的肺脏，即森

林生态系统.这种格局的形成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行政管

理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讲表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北京市的人

口越来越多，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密度过大，不

但影响和限制户外活动的空间，而且更加直接地形成住房以

及基础设施滞后、城市交通拥挤、能源不足、淡水资源缺乏



、污水处理能力低下等，造成了北京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

大气、水体的污染，超大量垃圾的产生。严重不足的绿地遭

到不同程度的蚕食，城市热岛效应日趋加剧，生态环境质量

不断下降.在城市绿化中绿化植物材料相对单一，绿地建设只

注重平板（地表）的建设，而忽视了立体绿化，缺少高层建

筑的屋顶绿化措施。同时由于养护管理水平所限，农药、化

肥的大量使用使原本不多的绿地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生态效

应.不合理的经营造成的病虫害和污染带来的病虫害都威胁到

首都绿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采集者退散 城市绿化必须从城

市规划阶段开始做起，必须引用生态理论，顺应自然环境的

循环规律，对气候、大气、水文、地形、土壤、动物、植物

、微生物、景观、“三废”、物资等合理安排，在充分研究

自然环境资源及其承载力的基础上，以单位资金的投入获得

最大城市生态效益为目标进行规划，优化城市结构，建立功

能效益高、物能消耗低的城市生态系统。为此笔者认为在首

都绿化中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