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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城市进程下，县域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协调，城市抵御突发性灾害的能力较弱。城市绿地在城市系

统中承担了部分防灾避险功能。研究以济宁市梁山县中心城区为例开展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城区现状

绿地比例过小，缺少公共绿地以及开敞空间，绿地系统并未形成。通过对梁山县城区防灾避险绿地的适

宜性评价，结合城市空间分析，从提升绿地率、形成单元绿地以及绿地避险系统化3个方面构建中心城区

防灾避险绿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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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urbanization, the county economy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re not 
coordinated, and the city’s ability to resist sudden disasters is weak. Urban green spaces play a part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fuge functions within the urban system. This study conducted a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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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Liangshan County, Jining Cit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green space ratio in the urban area is too small, lacking public green spaces and open 
spaces, and the green space system has not been formed. By evaluating the suitability of green 
space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fuge in Liangshan County’s urban area, combined with urban 
spatial analysi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fuge green space system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from three aspects: increasing the green space ratio, forming unit green spaces, 
and systematizing green space ref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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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地大物博，自然环境各具地域特色，相应的在国土空间范围内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灾害类型

一般包括洪水、森林火灾、地震、沙尘暴、泥石流等。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分析，2022 年前三季度发生的

灾害共造成 1.07 亿人次受害，直接经济损失 2095.9 亿元[1]。灾害往往呈现地域性、季节性以及伴生性的

特点，这也为人类社会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方向。21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大爆炸，生产力飞速提升，使得

城市化进程加剧。城市边界不断向乡村扩张，建设用地逐渐侵占农田、林地等区域；发展所产生的高污

染，高排放使得区域资源日益紧缺，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加剧。这些变化使得城市环境内各类生态

问题凸显，进而诱发了洪涝、疾病、干旱等灾害。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

生态环境调节与稳定的重要程度。风景园林学科也应对灾难时的应急响应问题以及灾难后的城市重建问

题做出积极的思考。 
城市绿地属于开放性空间，这一属性决定了其避险作用。因此城市绿地承担着一定程度的防灾避险

功能。地震或火灾时人们可以从建筑物逃离在绿地避险，同时开敞的中央草坪没有永久性构筑，可用于

灾后临时避难所的搭建。另一方面，绿色植物具有杀菌作用，当城市内发生传染病时，大面具的绿地可

以杀菌，并作为天然的屏障。从文艺复兴时期，国际社会便对城市绿地的防灾避险功能展开了研究，出

现了最早的城市防灾绿地。目前对于城市防灾避险功能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绿地防灾避险功能评

价，防灾绿地选择的适宜性评价以及城市防灾避险绿地系统的构建[2]。绿地评价体系研究居多，评价指

标也各不相同[3] [4]。绿地选址的方法主要是资源分配法、邻域法与 GIS 技术相结合，Berfn Şenik 以适宜

性、可达性分析做出 Düzce 市中心的临时避难所选址分析[5]；章舒文根据多准则法并结合 GIS 分析对哈

尔滨市的防灾避险绿地展开研究，主要分析绿地的可达性、面积、位置、服务半径等要素[6]。学者张凯

云将系统论纳入城市防灾绿地系统的建设中，以整体性、层次性等原则出发，而非点状更新策略[7]。另

外还有些学者针对城市绿地防灾体系的政策以及相关法规提出改进策略。 

2. 研究区域概况 

2.1. 自然及社会条件 

梁山县，地处山东省西南，是济宁市的行政区域，总面积 960 平方公里，市区总面积 5640 公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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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人口密集，城区人口 15 万，主要集中在县域南部。梁山县位于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水资源和生

物资源十分丰富。县城西北和东北地区是泄洪区。中心城区目前有梁济运河，流畅河，四环城，龟山河

四大水系，梁济运河是县城的主要水系，但由于保护和养护工作不到位，造成了河床狭窄、两岸生态环

境差、缺少水系景观等问题。山系主要有凤凰山、龟山、小安山、独山、土山、梁山，其中梁山为为高

点，约 197.9 公尺。在全省范围内，有 11,187 公顷的水域和 2427 公顷的林地。城市工业主要分布在梁山

县城区域，近年正逐步向城镇外围及其他乡镇转移。目前尚无大规模污染型工业，主要的工业类型为机

械制造、印刷、纺织物业、专用汽车配件生产等，工业污染较轻，因此中心城区空气及水体污染并不严

重。  
 

 
Figure 1. Scope of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域范围 

2.2. 城市环境危害 

梁山县整体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农业化肥及农药使用，面源污染加重。造成土壤营养失衡、板结、

自我调控功能下降。同时，由于雨水的冲刷，残渣会渗入地表水、地下水，使城市的水环境变得富营养

化，对城市中心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县城中心城区也造成一定的危害。 
污水处理等未达到污水生产总量，水质净化效果不理想。城市垃圾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分类收集。

部分基础设施管理不完善，未能实现其规模和容量。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未达标。城区范围绿化率较低。 

2.3. 绿地情况 

梁山县城市总体规划定位包含生态宜居之城，以“山在城中，山城中，山水相依”的生态环境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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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机统一，提高居住质量，打造现代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都市。 
根据 2023 年初调研以及相关材料梳理得知，梁山县中心区目前的绿地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4.00%，

约 83.46 公顷，而城市公共绿地面积只有 2.23%，远远低于标准规定的水平。中心城区面积较大的绿地为

凤山公园，占地面积 0.51 公顷。公园现状以硬质广场为主，少植被种植，且无开敞草坪空间。另有街头

绿地 8 处，城市各处的道路绿化带以及主要用于隔离、卫生和安全的防护绿地 36.89 公顷。总体来看现状

绿地比例过小且不成系统，城市缺少公共绿地、开敞空间以及景观廊道，绿地系统并未形成[8]。 
目前在新城区规划建设的森林公园已经落地并作为公共绿地投入使用，成为梁山城区的又一天然氧

吧。但目前城市人口大都集中于老城区，而森林公园位于新城，附近人口较少，使用率较低。再者在规

划之初，并未赋予公园防灾定位，植物种植多以多层次搭配为主，高乔居多，因此不能体现城市绿地的

防灾避险功能。在现状的城市绿地规划中，并无专门用于防灾避险绿地，其他绿地也不具备防灾避险功

能。 

3. 防灾绿地适宜性评价 

3.1. 数据来源 

研究所涉及的数据及文件均为开源信息。其中研究区域经济社会信息来源于政府部门发布的《梁山

县城市总体规划(2021~2023)》；遥感影像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公布的 Landsat 8 OLI_TIRS 卫星数

字产品，云量 40%；各类 POI 数据通过规划云网站爬取。 

3.2. 单因子分析 

城市防灾绿地建设受多种因素影响。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梁山县城市基本情况，选

择人口密度、其他避难场所服务范围、应急支援范围三个因子来评价其适宜性。防灾避险绿地应设置在

人口密集区域，为更多、更危险的人群提供避难场所。当灾难发生时，人口密度越高，疏散难度越大，造

成更严重的伤亡[9]。因此，应该根据人口密度分析合理的布设防灾绿地。按照 POI 兴趣点在 GIS 进行核

密度分析得到人口密度分析图(见图 2)。在城市建设中，学校、公园、大型广场、体育馆等公共设施都可

以提供防灾避险功能，因此防灾绿地建设应远离该类型基础建设，为城市提供更大的放在空间，避免资

源重复使用。根据每类避难场地的有效服务半径，设定不同等级的缓冲半径。使用 GIS 的多环缓冲区工

具得到其他避难场所分析结果[10] (见图 3)。当灾难发生时，医院、消防、派出所等城市防灾避险系统中

的有利设施，可提供及时反应，因此在城市防灾避险绿地的选址上应当考虑该类设施的合理距离[11]。本

次评价将消防站的服务范围设定为 1 km、2 km、5 km 和 10 km。根据相关规定依次确定医院等缓冲距离

[12]，得到应急支援分析结果(见图 4)。 
人口密度分析结果表明，和谐家园以北，盛世华城以南为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从城市空间环境来

看，该区域为分布在凤山与梁山之间的平坦地区，呈现两山夹一城的山水空间格局。高人口密度代表着

片区防灾避险基础设施的高需求。其他避难场所按点状分布，表明梁山县中心城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并不

完备，以公园或大型广场为例，数量并不多且未形成面状覆盖。应急支援服务覆盖在东北区域，且与人

口分布呈现一致性。这表明当灾难发生时，快速的应急响应会很大程度上降低损失。 

3.3. 防灾绿地适宜性评价 

综合人口密度、应急支援影响、其他避难场所影响，参考相关文献得到每项影响因子的权重。人口

密度越大，赋值越高，越适宜建设防灾绿地；距离其他避难设施越近，意味着该区域满足避难条件，不

易重复建设，赋值越低；应急支援距离越近，则越适宜建设。分成四个等级，适宜建设、较适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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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nalysis of population density 
图 2. 人口密度分析 

 

 
Figure 3. Analysis of other shelters 
图 3. 其他避难场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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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nalysis of emergency support 
图 4. 应急支援分析 

 
满足建设以及不适宜建设。用 GIS 空间分析栅格计算器进行计算，重分类得到防灾避险适宜性分析图[2] 
(见图 5)。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都是较适宜或最适宜的区域，且排除农业用地的基础上只有少数位置不

适宜或中度适宜建设防灾避险绿地。这意味着在梁山县的大部分区域内，城市防灾避险绿地的建设是可

行的且具有较高适宜性的。同时侧面反应梁山县中心城区的防灾避险能力较弱，基础设施建设较滞后。

结合遥感影像来看，梁山风景区以北的城市区域最适宜建设防灾避险绿地。城区外围以及新城区较为适

宜建设；而茶庄片区以及独山、孟庄片区不适宜建设。 
 

 
Figure 5. Analysi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isk avoidance suitability 
图 5. 防灾避险适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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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灾避险绿地系统性规划 

根据梁山县城市发展纲要，结合防灾避险绿地适宜性评价结果，为提升中心城区防灾避险性能，改

善人居环境，现提出一下城市绿地建设意见。 

4.1. 提高城市绿化率 

现阶段梁山县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不足。大范围活动空间为硬质广场，包括凤山公园、德法

广场等等，缺少绿色自然空间，城市绿化率不达标。增加绿色空间，建设城区中央绿地，是建设防灾避

险绿地的基础。 
老城区，住房拥挤，在保留现状城市肌理的同时，以见缝插绿的形式进行城市微更新。在各居住区

内设置楼间绿地，街头转角设置口袋公园，道路两侧拓宽防护绿地宽度。改建现状公园定位，凭依山体

等周边环境开拓附近景观绿化，提升区域绿色空间面积；保留山脚娱乐休闲等活动区域，清空广场内永

久性建筑，增大防灾避险功能性。新城区规划建设核心公园绿地，以开敞空间为主，为城市灾难预留缓

冲空间。 

4.2. 形成单元绿地 

现代城市规划倡导形成 15 分钟步行生活圈，每个生活组团之间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城市防灾避险

绿地也应形成类似单元组团。各组团内分别具备核心绿地及相应的线性链接绿地。由于中心城区发展规

模并不庞大，可将其按照商业圈划分绿地组团，以此为龙城广场组团、伦达广场组团、三角花园组团等。

灾时以各区域面状绿地进行功能转变，实行防灾避险功能。当城市传染病发生时，组团间隔离绿带发挥

作用，净化生活组团内细菌，削弱传染途径。 

4.3. 绿地避险系统 

城市规划中包含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城市防灾避险系统规划，二者均属于协调城市系统稳定的一部

分。构建完成的城市绿地防灾体系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根据周边环境及用地性质，划分不同类型

绿地[13]，使城镇空间与自然空间相互融合，形成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系统。 

4.3.1. 核心绿地 
在城市中心地块开辟核心绿地作为应急避难场地。根据梁山县中心城区现状用地性质及其可达性分

析，可将凤山公园及环人工湖公园改造为片区内两个核心绿地，其次应充分发掘与利用梁山森林公园的

防灾避险功能。日常情境下，作为公共绿地使用，提供各项休闲娱乐活动。灾情发生时，可提供步行可

达的紧急避难场所。灾情发生后，作为建设临时安置点用地使用，安置受灾群众以及物资临时存放点，

并满足救援车辆飞机临停使用[14] [15]。 

4.3.2. 居住区绿地 
在生活片区内增加并更新社区绿地建设，尤其是一中家属院，银座小区等老旧小区改造。新城社区

绿地建设已较为成熟，老城区由于空间的限制，可以增加小面积点状绿化。社区绿地的建设可在瞬时灾

情发生时提供分钟内可避难场所，软质化景观空间，可以增加避灾时的通道弹性。以火灾为例，一定宽

度的绿化带可以阻挡空气中的燃烧物颗粒，甚至具有减缓火势等作用。灾后，社区绿地所拥有的美学价

值以及生态价值可平复受灾群众紧张的情绪，舒缓心情[16]。 

4.3.3. 线性绿地 
线性绿地主要是城市绿道以及生活片区与其他片区间的隔离带。完善水泊大道、公明大道、人民中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5627


王梦慧 
 

 

DOI: 10.12677/design.2024.95627 934 设计 
 

路、文化路等交通要道的道路绿化，与中心城区的各类公园绿地及居住区绿地联系形成便捷的步行系统。

提升各区域间的灾时可达性，以备物质、人员等转运需求。其他防护性质线性绿地，主要是与工业片区

间建立生态隔离带，延申至黄河，形成畅通的生态廊道。 

5. 结语 

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下，防灾绿地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城市绿地系统的不完善，无法有效发挥其防

灾避险功能，如何构建健全的城市防灾绿地系统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梁山县中心城区的绿地状况是城

镇化进程中经济较落后的县镇代表。研究发现梁山县中心城区绿地系统尚未形成，且急需提升绿地面积；

通过梁山县防灾绿地适宜性分析，从提升绿地率、形成生活组团以及点线面绿地系统化三个层面提出了

城市防灾绿地规划建议，以期提升其防灾避险能力。目前研究范围聚焦到县镇的中心城区，但梁山县城

市总体规划并未公布中心城区的明确范围，因此文章将老城区与东侧新城统筹考虑，仅作定性分析。希

望未来可以从防灾避险绿地的评估选址出发，明确城市绿地划线及系统性规划，为城镇避险能力提升提

供更切实的策略。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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