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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壶口瀑布是黄河中游流经秦晋大峡谷时形成的一个天然瀑布。 此地两岸夹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宽达 30
米,深约 50 米,最大瀑面 3 万平方米。 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涛怒吼,震声数

里可闻。 其形其声如巨壶沸腾,故名壶口。 300 余米宽的滚滚黄河水至此突然收入壶口,有“千里黄河一壶收冶之
说。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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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研究

夏本安1,*,王福生1,侯方舟2

(1. 湖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长沙 410007;2. 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 常德摇 415128)

摘要:构筑城市(群)生态屏障是我国生态建设的重点之一。 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范围、征用土地、人口数量、建设规模不断

扩大,生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 长株潭城市群是国家“两型冶社会建设试验区,生态屏障建设备受

关注。 在广泛开展社会调研、专项调查、专题研究、学术讨论的基础上,根据景观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的相关原理,通过对区域

生态压力、需求、承载力的分析,借助 RS、GIS、GPS 等现代高新技术,科学区划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的空间层级、结构、布局、
功能区,明确了各功能区的建设方向、目标,提出了分区管理和分级保护等具体空间管治措施,规划 2020 年前保护建设工程项

目。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必须根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按生态隔离组团方式科学布局城市空间,预留足够的生态基地,优先构

筑稳固的生态屏障;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和目标定位,严格管治和合理布局生态用地,加强部门规划统筹协调,依法严格保护森林

和湿地;加强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融资力度,抓紧实施生态屏障工程建设,努力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努力实

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提高城市品位和综合竞争能力的社会发展目标。 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生态屏障建设提供科学方法和依

据,同时也可为全国其它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群;“两型冶社会;生态屏障;森林;湿地;生态基地;环境;空间;保护;建设

Research on ecological barrier to Chang鄄Zhu鄄Tan metropolitan area
XIA Benan1,*, WANG Fusheng1, HOU Fangzhou2

1 Hunan Institute of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Changsha 410007, China

2 Huayanxi National Forest Park Service, Changde 415128,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of the city (group) ecological barrier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urban areas, land acquisition,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scale expand continuously,
ecological security situation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ssure increases. The
ecological barrier construction of Changzhutan ( CZT)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aroused much concern since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approved as an experimental area of Two鄄oriented Society.

According to relevant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biology, based on the social research, special
investigations, monographic studies and academic discussion, the pressure, demand and capacity of regional ecology were
analyzed, the space level, structure, layout, function areas of ecological barrier in CZT city cluster were scientifically zoned
by Modern high鄄tech as RS, GIS, GPS, etc. , the direction and the goals of the various functional areas construction were
defined, the measures of the partition management and classifying protection were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protection planning before 2020 were programm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ity group must arrange city space scientifically, and reserve enough ecological bases to build a
strong ecological barrier preferentially based on the capacity of eco鄄environment, by way of ecological isolation group.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in functional division and targeting, we must manage and arrange ecological lands strictly and
rationally, strengthen plan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conserve forest and wetland according to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laws strictly. In addition, we must enhance public finance trans鄄payment and social financing efforts, carry out ecological
barrier project construction earnestly, try to improve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maintain regional ecological balance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al goal of resource鄄saving, environment鄄friendly society with high urban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a scientific method and basis for urban ecological barrier construction, which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barriers of other cities (city groups) .

Key Words: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 resource鄄saving and environment鄄friendly society; ecological barrier;
forest; wetland; ecological base; environment; space; conserv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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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城市群森林分布图

Fig. 1摇 Forest distribution map of urban agglomeration

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加大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
人地矛盾日趋严峻。 如何做到一方面保护城郊生态屏障、生态空间,另一方面仍然服务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

展。 有研究表明:各区域生态压力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明显梯度,高水平区域的生态压力较大,生态空间处

于“被掠夺冶的境地[1],亟需建立一定范围的生态屏障区,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是新时期城乡生态建设所面临

的挑战。
建设好城市森林生态、西部高原生态、长江流域生态、北方防风固沙、东部沿海防护林等“十大生态屏

障冶,是我国生态建设的重点,长株潭城市群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冶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冶,即定战略目标要求将长株潭打造成“具有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生态型城市群冶,
长株潭生态屏障建设备受关注,对此展开了研究。
1摇 研究区概况与生态屏障层级划分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长株潭城市群的具体范围系指“3+5 地区冶,即长沙、株洲、
湘潭、岳阳、益阳、常德、娄底、衡阳 8 个地级市。 总面积 969. 12 万 hm2,占全省总面积的 45. 8% ;人口 4111
万,占全省的 60% ;2010 年 GDP 8760 亿元,占全省的 78. 5% 。 根据不同空间区位、地理特征、经济特点、生态

要素和保护城市群生态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将整个城

市群划分为绿心区、核心区、核心区外围 3+5 地区(简
称“核外 3+5冶)3 个不同生态屏障层级(图 1)。

绿心区系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结合部位,545km2,
为三市生态屏障的关键区,极其敏感,是城市群生态屏

障建设重中之重和“两型冶成果展示窗口;核心区(含绿

心区)为长株潭三市近郊生态圈,是城市群生态屏障的

重点区域,影响至关重大。 包括长株潭 3 个中心城市和

11 座县城,8448km2,占城市群总面积的 8. 7% ,人口

782 万,占城市群总人口的 19% ,GDP 占 38% ;“核外 3
+5冶系指核心区外围的 8 市空间范围,分布有岳阳、益
阳、常德、娄底、衡阳五个中心城市和 31 座县城,8. 85
万 km2,占城市群总面积的 91. 3% ,是城市群生态屏障

重要辅助区。
2摇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 1摇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2010 年湖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省林业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GIS)、湖南省森林资源调查资料、湖南省湿地资源调

查资料、2010 年湖南省森林资源统计年报、2009 年 TM

2326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1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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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感数据(分辨率 10m)、1颐1 万地形图、各市县土地利用规划(修编)等。
2. 2摇 研究方法

生态压力评价、生态屏障功能区和生态规划,是研究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充
分参考国内标准和国际方法,同时更注重长株潭城市群实际,研究主要采取社会调查、专项调查、专题研究、学
术讨论等多种方法交叉进行。

(1) 社会调查摇 调查 2010 年(基期)生态屏障建设财政投入、工程征占用林地和湿地、土地审批程序、群
众意愿和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城郊基层组织土地开发意向、对森林湿地保护选择取向等。 不论城市乡村,普
遍反映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有基础,山水洲城共融,但城市绿地面积少,城市过度连绵,人口过于集中,社会重

视不够,投入较少,环境质量堪忧,饮用水质量差,空气水体污染严重,灰尘噪音影响大,建设规模膨胀,对森林

绿地保护不力,征地毁灭森林湿地太多,热岛效应加剧,核心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仅 43. 5% ,“核外 3+
5冶仅 51. 7% ,对改善城市环境、构筑生态屏障、维护生态安全要求强列,期望值较高。

(2) 专项调查摇 城市群绿地系统调查、森林资源调查、湿地资源调查、征占用林地调查、林业基础地理信

息系统档案更新与统计等,查清核实城市群生态本底,查阅国土、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等部门的档案,各部门

处理违规占用森林和湿地面积,全面掌握生态屏障构成现状。
淤 城市绿化摇 长株潭三市建成区绿地率 33. 4% (县城 26. 5% ),绿化覆盖率 38. 2% (县城 33. 3% ),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8. 4m2(县城 4. 5m2),综合物种指数 0. 5,本地植物指数 0. 6。 2006 年长沙市创建为“国家

森林城市冶,8 个中心城市中有 5 国家园林城市。
于 森林资源摇 城市群森林广阔,动植物资源丰富,林地面积 487. 77 万 hm2,有林地面积 341. 48 万 hm2,

活立木总蓄积 12041. 5 万 m3,森林覆盖率 47. 76% (表 1)。

表 1摇 城市群森林资源现状与所占比重一览表

Table 1摇 A data shee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区域名称
总面积

/ 万 hm2
林地面积

/ 万 hm2
有林地面积

/ 万 hm2
占全省有林地比重

(% )
活立木总蓄积

/ 万 m3
森林覆盖率

/ %

湖南省 2118. 35 1293. 29 974. 70 100. 00 36621. 03 55. 86
长株潭城市群合计 969. 12 487. 77 341. 48 35. 03 12041. 54 47. 76
核心区 84. 49 30. 98 22. 65 2. 32 859. 89 40. 75
“核外 3+5冶地区 884. 63 456. 79 318. 83 32. 71 11181. 65 48. 43

盂 湿地资源摇 3+5 地区湖泊沼泽星罗棋布,河溪纵横交织,以“一湖四水冶为主,湿地类型齐全,资源丰

富,各类湿地总面积 373. 23 万 hm2,占城市群国土总面积的 38. 51% (表 2)。

表 2摇 城市群各类湿地面积统计表

Table 2摇 A list of wetland area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生态屏障层级
总面积

/ hm2
河流湿地

/ hm2
湖泊湿地

/ hm2
沼泽湿地

/ hm2
水库山塘

/ hm2
农田

/ hm2

核心区 299984 31587 4438 1392 9071 253496
“核外 3+5冶 3432315 780220 385114 52793 496133 1718055
城市群总合计 3732299 811807 389552 54185 505204 1971551

榆 生态园区与生物多样性摇 建有森林(湿地)公园、自然(湿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各级各类生态园

区 127 个(采用 GPS 定点定位),总面积 90. 10 万 hm2,占城市群国土总面积的 9. 3%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植物有 3 个植被类型、9 个植被亚型、49 个群系,木本植物共 113 科 500 属 2217 种,其中国家玉级保护树种 9
种,域级 33 种;动物,有动物 26 目 88 科 403 种,其中国家玉级保护动物 6 种,域级 40 种,湖南省地方重点保

护动物 206 种。
虞 征占林地摇 2006—2010 年,仅核心区城市扩容与各项工程建设年均征占林地 2127hm2,其中有林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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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756hm2、灌木林(含经济林)面积 194hm2,因此造成核心区森林覆盖率年均下降 0. 23% 。
(3) 专题研究摇 围绕“两型冶社会生态屏障建设的突出问题进行:一是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控制与审批程

序管理对城市群生态屏障的影响,如何长期有效保护城郊森林湿地,二是土地所有制关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对构筑城市群生态屏障产生的影响,三是城市群发展模式选择对构建“两型冶社会和安全生态屏障的关系,四
是保护与发展矛盾中如何准确把握空间管治措施,五是经济发展、生态投入与加快推进生态屏障工程建设。

(4) 学术讨论摇 构筑城市群生态屏障面临的突出矛盾,以保护和发展矛盾为主线,包括:管理层认识不

高、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局部利益与整体生态环保诉求矛盾尖锐、山林所有制严重束缚、生态基地保护与土地

开发矛盾、怎样保护如何建设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形势错综复杂。 认真面对现实矛盾,
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科学构筑城市群生态屏障刻不缓,任务极其艰巨。 以在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规划设

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为主,邀请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围绕生态屏障建设中的突出问

题进行讨论,借鉴和学习国际国内生态环保城市的先进经验,提出建设方案,先后召开座谈会 8 次,征集各部

门讨论意见 600 多条。
在全面系统掌握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本底资源构成、社会各阶层对生态屏障建设意见的基础上,根据

景观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的相关原理,对生态屏障建设中资源人口等生态压力、建设目标和需求、生态承载

力、生态空间结构与布局、生态功能分区与建设目标、空间管治与建设工程等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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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城市群遥感影像图

Fig. 2摇 Remote sensing image map of urban agglomeration

3摇 生态压力、承载力与人口资源协调发展要求

3. 1摇 态压力与需求

根据《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30 年,核心区总人口将由 2008 年的 782 万人增加到 1600 万,人口密

度由 926 人 / km2增加至 1894 人 / km2,城镇化率由 70郾 8%提高到 87. 5%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由 550km2扩大

到 1400km2,长株潭三市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378km2扩大到 980km2,GDP 总量由 3352 亿元提高到 56245 亿元,
人均 GDP 由 42850 元提高到 13 万元,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 ,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达到

98郾 0%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 2020 年比 2005 年下降 4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 15%
以上,生态需求处超饱和状态,压力巨大(图 2)。
3. 2摇 生态承载力分析

生态学家与生物保护学家普遍认为,“生态足迹冶
值越高,生态赤字越大,代表人类所需资源越多,社会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就越严重,可持续发展阻力越

大,生态保护的需求越强烈,生态安全形势更值得高度

警惕[2鄄5]。 根据湖南大学熊鹰博士论文“湖南省生态安

全综合评价研究冶,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由 1996 年的

1. 25hm2提高到 2004 年的 1. 64hm2,人均生态承载力则

由 0. 48hm2下降至 0. 46hm2,生态赤字由 0. 77 增加至

1. 18hm2。 长株潭城市群(特别是核心区)GDP、人口增

长速度不断加快,区域石化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征占森

林和湿地(含农田)规模扩大,居民家用汽车、房屋、电
器等物质生活消耗越来越多,生态足迹不断增长,生态

承载能力逐渐下降,生态赤字明显增加。 根据湖南省林

业厅编制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建设规划》,2010 年核

心区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2. 43hm2, 人 均 生 态 承 载 力

0郾 38hm2, 人均生态赤字 2. 05hm2,生态足迹是生态承

载力的 5. 39 倍; 整个 3 + 5 地区人均生态足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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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85hm2,生态承载力 0. 45hm2,生态赤字 1. 40hm2,生态足迹是生态承载力的 3. 11 倍。 表明城市群生态环境

承受压力较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容乐观,生态屏障保护建设形势紧迫。
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相关研究,如果不考虑大气环流影响,要维持区域二氧化碳和氧气之间

的平衡关系,现代城市每人至少应拥有 200m2的森林或绿地。 根据对核心区卫星影像图的解译结果、林业基

础地理信息系统的统计数据,核心区现有森林(乔木林+竹林)22. 65 万 hm2、灌木林 5. 87 万 hm2、四旁林网

5郾 90 万 hm2(含城市绿地),绿色空间总面积 34. 42 万 hm2。 人均拥有绿色空间面积取 200m2计算,核心区现

有绿色空间可承载 1721 万人。 考虑到核心区绿色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湿地等因素,实际容量引入一个绿色

空间承载力校正系数 0. 9,即使今后 22 年不再征占森林和绿地,则核心区绿色空间最多只能承载 1549 万人。
3. 3摇 人口资源协调发展的生态服务需求要求

从长株潭城市群综合发展形势研判,人口增长压力、土地使用空间压力、绿色生态环境压力及水资源、能
源等各方面的压力逐步加大,即使维持森林与城市绿地的占补动态平衡,到 21 世纪中后期,核心区生态环境

承载能力将突破警戒线出现生态承载危机。 生态保护压力巨大,绿色空间承载能力与 1600 万人口的发展规

模存在一定差距。 核心区绿色空间有限,生态服务能力不足,是制约城市群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未来发

展中,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屏障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 8448km2的核心区,而应将生态保护范围和生态屏障建

设空间扩大到整个 3+5 地区。 同时,需要积极采取相应对策,努力维护核心区生态基地“征占冶与“增补冶的良

性循环,着力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构筑城市群生态屏障,必须把城郊生态基地保护置于优先位置,其次是改善林分结构,提高森林质量,增

强森林综合效益,满足生态服务需求,通过实施“补大于占冶、“补充面积与人口增长相协调冶的发展方针和策

略,即新城开发区的绿化覆盖率>核心区现有森林覆盖率,或“三边冶、“四旁冶绿化总面积>征占林地总规模、
绿地增长率>人口增长率,控制人口增长,努力维护区域人口资源的协调发展,逐步建成具有地方特色、忍耐

性强、景观效果佳的城市群生态安全屏障。
4摇 生态屏障空间结构与布局

长株潭城市群强调自然资源承载条件,突出集约统筹,追求空间和谐,摒弃传统工业化、传统城市化“摊
大饼冶模式,按照紧凑布局、生态隔离组团、友好集约型发展的新理念,按组团特色鲜明、内在联系紧密在 3+5
广阔空间布局特大网络城市群的生态屏障。

在“五山四水冶(即 3+5 地区的幕阜山脉、罗霄山脉、武陵山脉、雪峰山脉、衡山山脉、湘江、资水、沅江、澧
水)良好外围生态环境和巨大绿环背景下,城市群生态屏障由郊野森林植被、江河湖洲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

和城市绿地、生态廊道等人造生态系统两部分组成。 山脉水系是骨架,森林绿地是主体,湿地是重要支撑,纵
横交错的防护林带为城乡生态斑块的链接纽带。 构建“一心冶、“四带冶、“多廊道冶、“多斑块冶的网状生态

结构[6]。
生态屏障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城市群总体空间发展战略和生态结构,以防止土地空间的过度开发、城镇空

间过度连绵、提高生态安全保障、建设生态型城市群为核心,以郊野自然生态本底保护、都市绿地系统建设、无
公害农产品开发、治江保绿保环境为首要任务,以植树造林、绿化国土、治理生态脆弱区、保护生态本底、生态

园区、生态廊道和公共绿地建设工程为重点。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

用优良生态空间结构和战略资源,充分发挥绿心区、核心区及核外 3+5 各级各类生态园区、生态廊道的

“绿肺冶功能;治理“一湖四水冶及沿岸,打造生态良性循环、景观环境优美的沿湖、沿江生态经济带和区域景观

链接中轴线;坚持生态优先、保护重于治理、规划先行、城乡一体、补大于占的发展理念,按照点面结合、近征远

补、突出城市绿化的生态建设总策略,分阶段征收近郊潜在热点开发区的永久性重要生态基地;以提高生态效

益补偿标准为重点,提高远郊生态安全保障能力。 以发展生态旅游、花卉苗木、高产油茶、无公害农产品为主

体,大力发展合符循环低碳经济和“两型冶社会建设要求的生态产业链;以绿色通道、江河风光带、防洪景观道

路、公益林保护为重点,加强生态廊道建设;通过串联区域水系、丘陵山体、各类生态园区和生态廊道,促进生

5326摇 20 期 摇 摇 摇 夏本安摇 等: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屏障研究 摇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绿心区
老城生态扩建养护区

生态廊道与江河水系
生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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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城市区生态结构分析图

Fig. 3摇 Analysis cha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logical structure

态斑块、网络、种源之间的内在生态联系,构筑城市群生

态防护网络和绿化隔离带,维护生态稳定和生物多样

性[7]。 在中心城市和组团城镇之间,形成外楔内延、内
外环抱、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的区域生态网络格局。
郊野森林、湿地环抱中心城市并拱卫片区组团和小城

镇;城区绿地系统点缀都市景观,并将绿地向郊外延伸。
生态田园、生态村庄镶嵌其间,城乡生态融为一体(图
3)。

合理布设生态用地、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规模,
加快城乡绿化建设,留足森林、湿地和城镇绿化用地;保
护开发兼顾,创建生态景观,协调生态功能,合理利用生

态空间。 区内山、水、洲、城、森林、田园、林网、村庄等各

种生态要素有机结合,因势造形,因形布绿。 形成点线

面网有序分布、水景和乔灌花草结合、平面立体错落有

致、疏密相间、均匀适度、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的区域

生态网络,着力打造长株潭城市群有山皆青、有水皆碧、
城区绿美交融、城郊森林环抱、利用充分、质量良好的生

态系统。
5摇 生态屏障功能区划分及建设方向、目标

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类型进行不同程度的开发利

用,确定各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以此确定开发强度,引导

建设朝着尊重自然生产力、优化生态功能的方向发展。

图 4摇 城市区功能区划图

Fig. 4摇 Functional regionaliz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通过土地集中布局,保留充足的郊野大型植被斑块和湿

地,尽可能拓展和保护城区绿地、湿地。 在农业生产区,
沿自然廊道布设小型斑块,增加绿地面积,通过廊道、河
岸绿带、绿色路网实现区域大小斑块的有机链接。 实现

最佳土地生态组合和景观整体布局。 按空间位置、服务

功能、突出矛盾、建设重点、发展现状和要求、承载能力

的不同,以绿心区、核心区为重点,辐射周边,将 3+5 地

区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城际生态绿心区、城市生态绿化

区、近郊生态屏障圈、远郊生态屏障区、生态廊道与江河

水系生态网络(图 4)。
5. 1摇 城际生态绿心区

绿心区丘岗起伏,森林、田园、湖泊、村落交织,周边

铁路、公路、航运形成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区位优势显

著。 森林覆盖率 48. 4% ,生态基底良好。 目标定位:低
密度建设、高绿化覆盖,严格管治城市空间,阻隔三市发

展过度连绵,创新发展和保护生态本底;以生态景观、观
光旅游、休闲度假、康体健身为重点,打造“两型冶示范

平台,森林覆盖率、建设用地绿地率均要求逸45% 。

6326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1 卷摇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5. 2摇 城市生态绿化区

该区包括 3+5 地区 8 个中心城市、42 座独立县城

建成区范围,简称“八团多点地区冶,处“四水冶河谷盆地或洞庭湖滨,生态屏障建设包括:城区绿地系统建设、
给水排水排污、环境卫生等。 占地面积小,但与广大城镇居民关系密切。 区内人口稠密,建筑密度大,原生性

自然生态系统破坏殆尽,被人工再建绿地、湿地生态系统所取代,环境自然性程度低,城市生境呈破碎化、孤岛

化、人工化局面。 城市园林绿化、给水排水排污、环境卫生、小区和院落生态等都具有极大的人为性、单调性和

不稳定性;绿地再建空间小、工程大,维护养护成本高。 在生态学上,城市生态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种破坏

和干扰,难以构成稳定的生态体系,只能作为城市宏观生态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和点缀局部生态环境

中发挥有限作用[8]。 因地制宜,大力开展城市绿化、生态景观、环卫设施建设,既满足居民生活工作的需要,
又可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展现城市特色和风貌,建设美好人居环境,是城市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重点

工程。
按“两型冶要求,加强城市绿化美化和环卫设施建设;着力建设城市绿地系统,确保绿化用地面积,提高绿

化园艺水准;开展生态社区、生态楼盘、立体绿化建设,努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绿地公园

化,城市生态化[9]。 2020 年,长株潭三市及核心区各县城建成区达到或超过“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冶,创建

全国第一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冶群;核心区外围 3+5 地区,五市建成区达到“生态市冶标准,31 座县城全部创

建为“国家园林县城冶。
5. 3摇 近郊生态屏障圈

该区包括 3+5 地区 8 个中心城市、42 座独立县城的近郊生态圈,简称“八环多圈地带冶,是未来 10—30a
开发建设的重点区域,城市向周边扩张,开发范围广,征地面积大,地价高企,土地商业化程度高,规划协调、部
门协调关系复杂。 用地审批、项目审批成为城市扩张的核心环节。 随着城市开发的持续发展,自然生态基底

不断消失,新城人工再建绿地不断扩大。 在自然生态系统逐渐向人工再建生态系统过渡演替中,新城绿地恢

复与自然生态孤岛保护、原生态破坏并存,建设规模控制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矛盾突出,是城市群生态高度

敏感区域。 要求千方百计、尽可能多的保留近郊原生态基地和自然山水景观,对新开发区进行高标准、高规格

的生态修复与园林绿化重建,努力维持“补大于占冶的生态基地消长关系,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冶社会生态屏

障建设保护、治理的重点、热点、难点、焦点,对城市群生态格局和环境质量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要求近郊生态园区建设与征地控制审批并举,新城绿化与建设工程竣工同步,严格实施各项建设保护控

制刚性指标。 环境友好型城市需要尽可能保留部分原生态斑块,实施建园—征地—保绿方案,将近郊现有好

山好水建设为永久保留、禁止开发的各级各类生态园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植物园等),总规

模占近郊森林总面积的 57. 8% 。 通过依法管理,强化保护,逐步调整森林结构,提升森林湿地景观,建设公众

度假游憩地,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质量。 各级政府根据财政能力,逐步对近郊各级各类生态园区尽早实

施国家征收,彻底解决城郊生态保护中的所有制瓶颈制约问题。
5. 4摇 远郊生态屏障区

该区为广泛分布于远郊地区(10—30a 内不会开发的地区)的森林植被、田园村舍、山塘水库等。 空间范

围广,覆盖面积大;原生态组分占绝对优势,森林覆盖率较高,生物多样性良好;释氧固碳、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较强。 是实施生态公益林保护工程、发展无公害农产品、提供竹木资源、发展生态产业、实施碳汇造林工程的

主要空间。 以发展生态林业和现代农业为主体,是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处于良好状态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城市

群生态安全的基本保证。
按生态功能属性划分,可分为“远郊森林植被生态区冶和“远郊农业种养生态区冶两个亚功能区。 以森林

生态保护和农业生态种养为主,慎重进行开发活动。 该区主要功能包括:有机质的合成与生产、无公害绿色食

品的生产与加工、生态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维持、营养物质贮存与循环、土壤肥力的更

新与维持、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调节气候、环境净化与有害有毒物质的降解、植物花粉的传播与种子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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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的控制、减轻自然灾害、提供清洁饮用水源等许多方面。
远郊森林植被生态区建设方向和目标。 依法护林,碳汇造林,绿化国土;推进林权制度改革,提高生产力

水平;保护森林,改善林分结构,提高森林质量和森林覆盖率;防止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
提高补偿标准,发展生态旅游,充分发挥森林植被生态功能和防护作用,构筑城市群外围生态安全屏障,营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园区,加强新农村、新环境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 2020 年核心区森林覆盖率逸42. 75% ,核外 3+5 森林覆盖率逸52. 20% ,森林(有林地)保有面积:
核心区逸23. 11 万 hm2,核外 3+5逸341. 68 万 hm2,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核心区逸56. 6m3 / hm2,核心区外围

3+5 地区逸55. 0 m3 / hm2。
远郊农业种养生态区建设方向和目标。 保护基本农田和水利设施,发展无公害生态农业,节能减排防污,

高标准建设生态村镇;挖掘潜力,提高农业单产;防治和控制农药、化肥、薄膜、激素等面源污染,打造新农村新

产业;按相关标准严格控制和处理污水、生活垃圾,加快改水、改厕、改灶、改能步伐,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改善乡村环境。 2020 年核心区国家级生态村达标率逸50% ,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比例逸55. 0% ,规
模化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逸95%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逸80% ,农膜回收率逸85% ,清洁能源使用及

沼气池、改厨、改厕、改圈普及率逸80% ,生活污水处理率逸80% ,卫生厕所普及率逸90% ,生活垃圾定点存放

清运率达到 100% ,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 100% 。
5. 5摇 生态廊道与江河水系生态网络

该功能区可分两个亚功能区:一是陆地绿色生态廊道网络,包括绿色通道和江河风光带两部分组成;二是

河江水系(含湖泊洲岛与水库)湿地生态网络。 为郊野自然生态系统和城市人工再建生态系统的连接纽带、
城乡生态走廊。 个体多为线状,整体呈网状分布。 发挥内连外延、廊道沟通、互相补充的生态调节作用,是改

善城市居民出行环境、营造生态防护林网、维护生物多样性、确保城市群生产生活水源的重要功能区。
优 绿色生态廊道:铁路、高速路、公路组成的绿色通道和江河两岸风光带;
悠 江河水系:以核心区湘江干流、主要支流(浏阳河、捞刀河、汩罗江、靳江河、沩水、涟水、涓水、渌水)、湖

泊水库等湿地保护为重点,兼顾核心区外围 3+5 地区洞庭湖、沅江、资水、澧水及湖泊、水库的保护治理。
主要功能包括:绿化美化交通网络,改善出行环境,构建城市群多层次防护林网,防御自然灾害;保护水生

物及其栖息环境,提供生产生活水源,稀释和降解污染,疏导河水与防洪滞洪,提供湿地水文景观,水面旅游场

所等。
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方向和目标。 利用优良绿化乡土树种绿化美化铁路、公路、江河、堤渠两侧和湖泊水库

沿岸,营造防护林带,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和屏障网,改善道路景观,保护湿地资源,构建生态网络和动物迁徒走

廓[6]。 2020 年,城市群铁路公路、江河两岸绿化达标率逸80% 。 江、河、湖、路、堤等沿岸沿线绿化效果较好,
注重自然生态保护,按照生态学原则进行规划,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明显,形成城市群特有的风光带。

江河水系建设方向和目标。 依法治水,疏通河道、筑堤引水防洪抗旱,确保生命财产和生态安全;改善江

河洲岛及山塘水库的生态环境,营建防护林,提高防护功能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营造生态景观,改善人居

环境,发展生态旅游。 确保城乡清洁饮用水源,提升江河水运能力和水环境质量,衡阳以下航道提高到三级以

上标准。 维护水体生态安全,抗御自然灾害,改善生态景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生态宜居型滨江生态体系。
6摇 空间生态管治对策

根据“区域规划冶和发展现状、要求及生态承载能力,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空间管治实行空间分区管理

和分级保护制。 要求进一步明确不同保护对象的范围、保护级别和空间管治层级,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制定

相应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态保护措施,为各类开发建设制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动纲领和行为准则。 按主体功能

区要求,生态空间管治层级划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适度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四类区域进行有序开发

和分类管理。 保护管理级别划分为特级保护、重点保护、一般保护、加强绿化四类。 其中,禁止开发区、限制开

发区对构筑城市群生态屏障具有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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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摇 禁止开发区———特级保护的区域或对象

禁止开发区———特级保护的区域或对象,对区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主要分布

在丘岗山地森林地带,江河湖泊及其主要支流水体、绿心高丘山地、各类生态园区等,是区内最为重要的森林

绿地、湿地分布区,依法实行强制性保护。 只能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改造、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展

示等低密度建设,不得征占森林绿地和移山填湖开发作业,严禁商业性采伐和非法经营竹木加工,防止都市绿

地系统、风景区、保护区、公园、国家公益林区转化为房地产开发区、大型场馆,除与生态保护所需直接相关的

建筑外,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建设。 具体包括:
(1) 生态园、区摇 现有和规划的各级森林(湿地)公园、自然(湿地)保护区或小区、风景名胜区、动植物

园、度假区等。
(2) 湘资沅澧四水干流和主要支流、洞庭湖等重要湖泊、主要山塘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地,永久性生态保

护洲岛。
(3) 城市建成区绿地系统及环卫设施用地。
(4) 重要生态廊道。 包括“四水冶及主要支流江河风光带、城市绕城环线及重要连接线绿化林带、铁路高

速公路和国道两侧绿化林带。
(5) 相对高差 30m 以上的山头地块或坡度 25 度以上的高丘山地。
(6) 国家玉、域级保护和濒危动植物、珍稀物种,百年以上古树名木。
(7) 特殊地质地貌区、泄洪区、滞洪区、堤防区绿地;文物保护地、考古地的森林绿地,严重地质灾害和生

态环境极端脆弱区的绿地。
(8) 除以上范围之外的国家公益林。
(9) 相对集中连片的优质基本农田保护区(湿地)。

6. 2摇 限制开发区———重点保护的区域或对象

限制开发区——— 重点保护的区域或对象,对区域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具有较大影响,是区内森林湿地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布城市群组团之间、呈斑块状分布的区域,坚持保护优先、适度经营、限制开发、
点状发展,控制区内地方公益林和湿地转变用途,加强生态整治,保护自然生态,适度发展休闲旅游,逐步恢复

植被与水体。
(1) 乡镇驻地、工厂、学校、居民区绿地,花木基地和经济林地。
(2) 基本农田保护区外的各类宜农土地和主要蔬菜种植区。
(3) 一般支流、湖泊和山塘水库,规划为旅游开发的洲岛等。
(4) 一级支流江河风光带、农田渠堤防护林网、省道县乡道绿化道。
(5) 城市总规明确控制蔓延、不允许搞工业和房地业开发的区域。
(6) 相对高差 15—20m 的山头地块或坡度 15—25毅的低丘山地。
(7) 除以上范围之外的一般(地方)生态公益林区,30—99a 的古树名木后续资源。
(8) 生态脆弱地区等。

7摇 生态屏障工程建设规划(2011—2020)
7. 1摇 森林生态保护建设工程规划

核心区各项建设征占林地总量控制<2. 0 万 hm2,年均<2000hm2,对 2500km 特级保护对象周界测量立碑,
设宣传牌 3000 块;城市群国家征收近郊永久性保护生态基地(生态园区、重要生态廊道)1. 3 万 hm2(核心区 1
万 hm2);完善生态公益林保护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核心区国家公益林提高至 40 元·666郾 7m-2·a-1,省级公益

林提高至 30 元·666郾 7m-2·a-1,“核外 3+5冶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提高至 20 元·666郾 7m-2·a-1(生态园区和重要生

态廊道征收前按国家公益林标准补偿)。 城市群新建各级森林公园 103 个、扩建 2 个、续建 46 个,总面积

212858hm2,新增森林公园面积 104037hm2;新建自然保护区 21 个,续建 9 个,总面积 293099hm2;新建风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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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核心区生态园园规划图

Fig. 5摇 Planning map of the core area on ecological park

胜区 3 个,扩建 2 个,续建 10 个,总面积 57627hm2(图
5);新建、续建动植物园 6 处,总面积 1326hm2;完成植

被恢复与碳汇造林 23. 42 万 hm2,坡耕地退耕造林

30758hm2,矿山生态整治与修复 735948hm2 (核心区

897hm2),石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 102024hm2(核心区

3152hm2 ), 森 林 抚 育 改 造 25850hm2 ( 核 心 区

14850hm2),封山育林 2郾 5 万 hm2(核心区 0. 5 万 hm2),
楠竹垦复 1. 8 万 hm2;建森林防火物质储备库 8 座,视
频监控监测站 200 个,主了望台 20 座,辅助了望台 50
座,生物防火林带 1800km;飞防 5 次 25 万 hm2,年防治

蛀杆害虫 2000hm2、毒蛾 2000hm2。 建简易生防机场 3
个,直升机起降点 5 处,检疫除害处理中心 5 处,应急防

治物资储备库 3 个,放鸟巢 8000 个;建设大型植物展览

温室 1 座,物种收集保育区 15hm2,种质资源原保护基

地 240hm2;财政按树头 200 元 / a. 棵标准拨付补偿,对
城市群 56825 株古树名木实施就地保护。
7. 2摇 湿地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规划

核心区湿地保有面积逸4. 63 万 hm2(不含农田);
核外 3+5逸174. 34 万 hm2,国际、国家、省级“重要湿地冶
增加到 71 块 797903hm2;建立健全湿地生态保护支撑

体系和湿地生态旅游格局,新建、续建各级各类湿地生态园区 107 个 765089hm2,其中新增面积 207257hm2;新
建湿地公园 63 个、续建 5 个,总面积 162890hm2;新建湿地自然保护区 8 个,续建 11 个;新建湿地自然保护小

区 6 个,续建 13 个,湿地自然保护(小)区达到 602199hm2;湘江防洪景观道路二期工程(长沙猴子石大桥—株

洲县空灵岸)71. 7km,三期工程 150km;湘江生态风光带单边绿化总长 215 km,林带宽两侧各 50m 或第一层山

脊线。 完成洲岛保护与开发,重点保护城镇生活饮用水源地。
7. 3摇 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长株潭三市新增城市园林绿地 20138hm2,规划市级、区级、社区公园 182 个,总面积 4379hm2。 其中:新建

市级公园 24 个 1767hm2,区域公园和居住区公园 162 个 3021hm2;新规划市级、区级、社区公园 69 个

2229hm2。 其中:市级公园 14 个 1569hm2,区级、社区公园 55 个 660hm2。 产业园区绿地率逸40% ,绿地养护优

良率逸90% 。 保护长株潭临江带状城市群特色和丘岗地貌特征,明确樟树为长株潭三市市树,杜鹃花为市花。
7. 4摇 绿色通道和江河风光带建设规划

核心区建绿色通道单边总长 3205km,防护林带总面积 13261hm2,核外 3 +5 地区五中心城市绕城环线

100km,绿化带 2000hm2,铁路高速公路绿色通道 800km,绿化带总面积 4000hm2;核心区新建沿江防洪景观道

路工程 492km,江河风光带 1007km,适宜绿化单边总长度 580km,宜绿化总面积 5538hm2;核外 3+5 地区江河

风光带总长 600km,绿化带总面积 3000hm2。
8摇 结论与讨论

良好的生态基础设施、优美的人居环境,是长株潭城市群的亮点、特色和名片;稳固的生态安全屏障,是打

造符合“两型冶社会要求、具有国际品质生态型城市群的基础。 面对城市快速扩张,生态基地高度商业化和地

方涌跃卖地、开发商大肆圈地、地价攀升、生态建设资金严重短缺、法规疲软且不健全等复杂的发展形势,以森

林湿地保护为重点的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和环境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不断深入和《物权法》的贯彻落实,保护发展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战略的不和谐与局部矛盾更加尖锐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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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绿化与远、近城郊生态屏障建设要求越来越高,人民大众对改善人居环境品质、建立生态屏障的诉求日益

强烈,国际社会对保护森林、减排温室气体的呼声逐渐高涨,生态保护压力越来越大,代价越来越高。 如果生

态屏障建设方向目标与保护方法、策略不当,结果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最终只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

经济,城市仍然沿袭“摊大饼冶发展模式,继续走先破坏、后建设、再治理的传统城市化、传统工业化老路,新型

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将会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与“两型冶社会建设初衷和可持续发展要求背道而驰。
建设“两型冶社会,构筑城市群稳固生态屏障,必须以人为本、与时俱进,提高全民生态意识,居安思危,彻

底转变观念,坚决摒弃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发展、轻生态环境保护,甚至

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局部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观意识和错误行为;必须转变城市群发展观念,坚
决摒弃传统的摊大饼模式,按照紧凑布局、生态隔离的组团式、友好型、集约化发展的新理念,优先做好城市群

中长期发展规划,布局组团特色鲜明、内在联系紧密的生态型城市群。 完成这一规模浩大的历史性工程,必须

在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和增强财政实力的基础上,调整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改革生态建设社会融资模式,适时发行生态建设中长期债券,开征生态环境保护税,努力拓展生态建设的

收费渠道,才能确保各项生态屏障建设重点工程的如期实施。
总之,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没有生态基地作基础,大量资金投入作保障,强有力的法规、机构、队伍、

人才作支撑,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两型冶社会建设、构筑城市群生态安全屏障等各项宏伟目标,都将变成空

中楼阁,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形象品位及人民生活幸福指数都将逐步下降。 城市

群一定要根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按生态隔离组团方式科学布局城市发展空间,预留足够的生态基地,优先构

筑稳固的生态安全屏障;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和目标定位,严格管治和布局生态用地,依法保护森林湿地;抓紧

实施生态工程建设,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努力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提高城市品位和综合竞争能

力的社会发展目标。
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生态屏障建设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同时也可为全国其它城市(群)生态屏障建设提

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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