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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发展正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将韧性城市理念融

入到城市绿地的评价和优化之中能为城市规划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文章通过文献阅读梳理出韧性城市

相关的概念和内涵，以及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菏泽市老城区内绿地现状进行评价，

探究出其存在着绿地的分布、生态质量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韧性城市理念背景

下增设小微绿地、梳理景观要素、增加慢行系统的优化策略。菏泽市老城区内绿地整体状况欠佳，需针

对性的优化提升，对现状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菏泽市老城区绿地的规划和建设水平，

也为其他城市的绿地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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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is facing many 
problems such as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resource shortage.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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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t city into the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can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urban planning. Through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ated con-
cepts and connotations of resilient city, and evalu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green space in the old 
city of Heze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es the problems 
in the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quality and function of green space. On this basi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adding small and micro green spaces, combing landscape elements and adding slow-
moving syste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cept of resilient cities are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green space in the ancient city of Heze City is not good, which needs to be optimized and 
upgraded. Evalu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pos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will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level of green space in the ancient city of Heze City, but 
als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cities’ green spa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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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韧性城市理论最先由国外学者从生态视角引入到城市规划之中，国内学者对韧性城市的研究多聚焦

于城市社会的发展和城市防灾减灾的情境之下，至今仍处在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老城区内开

放绿地对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特别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具有重要作用。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将韧性城市理

论与老城区绿地优化提升相结合，是相关专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也具有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促进

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 

2. 韧性城市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1 世纪初，城市韧性理论被皮克特(Pickett)在交叉学科的基础上提出。此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参

与韧性城市理论的研究之中。戈德沙尔克(Godschalk)和坎帕内拉(Campanella)等人则从减轻灾害的角度研

究了城市韧性的重建问题。Ribeiro 等认为，城市韧性是指当外界扰动发生时，城市及城市体系能够维持

或减弱其对外界冲击的影响，从而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1]。DONG 等采用地理权重回归(GWR)与熵权法

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韧性进行全面评估[2]。 
国内学者对韧性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发展战略”、“城市治理”、“韧性治理”等宏观政策方面，

且研究维度与内容更加集中，研究对象聚焦于具体情境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防灾减灾[3]。吴晓林[4]
等从城市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将韧性社区包含了物质层面的抵抗能力、社会生态层面的韧性以及社区

成员的自主性。黄弘[5]等构建了城市安全韧性测度模型，从六个维度阐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运营”

的全流程。马奔[6]等则认为，要把恢复力的概念引入到城市管理中，就必须建立起一条多主体参与的城

市韧性的实施途径。 

3. 老城区绿地相关研究 

3.1. 老城区绿地现状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老城区的绿地规划显得尤为重要。老城区绿地不仅关乎居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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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城市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历史、空间、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老城区的绿地规划面

临诸多挑战。在建设早期，由于缺少整体、前瞻的规划调控，使得我国的城市绿化水平普遍偏低；同时，

老城区作为一个高密度的居住区，其人口与绿地结构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7]。老城区的绿地通常存在绿

地分布不均、破碎化严重、小微绿地缺失和景观效果不佳等问题[8]。在存量更新背景下，对老城区绿地

的现状优化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常采取以人均指标为目的公园建设，通过“见缝插针”的方式进行绿化，

只能确保总体的合理性，忽略了公园供应和居民休闲需要的“空间失配”现象。 

3.2. 老城区绿地优化研究 

在现有研究中，老城区内的公园绿地主要依据“存量更新”的原则来完善公园绿地体系，从点到面

再到线，渐进式的带动一整个区域的公园体系优化。在对国内老城区绿地优化的研究中可知，方舟[9]等
运用地图分类叠加法、最小路径测算和可视化分析得出山地城市的社区公园的现存问题，提出公园布局

优化策略。马跃[10]等人从供需均衡角度，对徐州市主城区公园绿化空间分布的公平性进行了全面评估，

并采用最大覆盖率模型对其进行了优化。聂玮[11]等以高校学生对合肥市公园绿地的认知参与度为研究

对象，分析了影响高校学生认知度的主要因素，并对其进行了优化。周媛[12]等以成都市城市绿化系统为

研究对象，在形态空间格局分析(MSPA)与图理论优化的基础上，围绕景观连接度评估，提出了相应的调

控对策。王云才[13]等建立了基于城镇居民休闲需要的城市微绿地系统的空间效能度量与评估指标，挖掘

和利用分散式的存量空间，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小微绿地布局的优化对策。 

4. 菏泽市老城区格局及城区内绿地概况 

4.1. 老城区城址格局与历史演变 

菏泽历史上古称曹州，地处山东鲁西南一带，古城遗址仅有 1.5 平方公里。其最具显著的特征就是古

城的选址和空间形态布局，古城的选址位于两个水系之间，即古灉河(今赵王河)与古濮水(今七里河)，其

间有大片的沼泽和河滨，水上交通和陆地交通十分便捷。菏泽古城空间形态呈外圆内方状，与中国古钱

币的形制相似。为了避免黄河决口，外环形成了防洪、排洪等功能的围堤，并形成了环形的水系；内圈

为方形城池，城内坑塘、河渠、街巷、房舍，纵横交错(图 1)。 
 

 
Figure 1. Spatial pattern of inner and outer circles in Heze 
图 1. 菏泽内方外圆的空间格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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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古城始建于金代，是金军渡江南的一处据点在军事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因黄河下游

频繁改道，经常出现决口，为保护古城，在菏泽老城外围修建城墙。据史料记载，菏泽古城先后经过三

次修筑，逐步形成了方形的城垣和回字型的平面布局，与中国“内城外郭”的城市形态相吻合。清朝时

期，菏泽古城面积约 243.22 公顷，古城仅进行修缮，“城”和“郭”两种形态被延续(图 2)。 
 

 
Figure 2. The ancient city map of Cao Zhou in Qing Dynasty 
图 2. 清朝曹州古城图② 

4.2. 老城区内绿地概况 

从整体来看，菏泽老城绿地现状分布特点突出，整体呈现滨水环状分布，绿地多与城区内的坑塘水系

相结合，面状、块状绿地鲜有分布。古城中的主要绿地有环城公园、青年湖公园两处大型公园，其余绿地

多为居住用地附属绿地。从用地平衡角度来看，菏泽古城内多为居住用地，公园绿地面积约为 32.68 公顷，

仅占古城建设面积的 15.6%，与老城内其他类型用地相比，绿地面积占比较小，城区绿地率较低(图 3)。 
 

 
Figure 3. Distribution map of land use in the old city of Heze City 
图 3. 菏泽市老城区用地分布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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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方法 

5.1. 文献调研法 

文献调研法是在收集与整理研究领域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之后形成新认

识的一种研究方法。 
文章中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是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了解并梳理相关概念，从而对

韧性城市理论和老城区绿地相关研究形成了新的认识，为后面的评价和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对于菏泽市

老城区发展和规划现状的研究，在中国知网检索的基础之上，通过微软 Bing 网站搜索菏泽市历史发展资

料，包括菏泽市志、牡丹区志等地方志，以及《菏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菏泽市古城区城市

设计方案》等规划资料，归纳总结出研究区域当前现状及存在问题。 

5.2. 实地调研法 

实地调研法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调研，并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

实地调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问题，为研究提供实证。 
对于菏泽市老城区绿地进行实地调研，调研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调研地点

主要为菏泽市老城区护城河沿线绿地以及青年湖公园等散布的块状绿地。护城河沿线绿地和青年湖公园是

是菏泽市区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公园绿地，因此选择该地点最具有代表性。调研主要通过观察、拍摄实景照

片和访谈的方式获得一手信息，为下文的评价分析提供有力证据。通过观察绿地的位置、周边环境、绿地

内外交通状况、绿地内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等，对典型性景观环境进行拍摄，为分析总结提供丰富素材。此

外，对公园内休闲活动的当地市民进行随机访谈，主要询问并记录他们对绿地环境质量、娱乐体验、交通

通达性等方面的直观感受。调研后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用以评价老城区绿地的现状条件。 

6. 菏泽市老城区绿地现状评价 

自 21 世纪开始，随着新区开发的浪潮，菏泽市中心城区开始逐渐向东西蔓延，由单一组团模式转变

为多中心组团模式，菏泽老城区的发展开始呈现出一种拼接、杂糅，混合式的发展模式。2006 年，有关

菏泽老城建设的设计导则被编制，菏泽在蓝绿空间规划方面被指出要形成“生态环城水系与坑塘”、“绿

色街区的住区模式”的控制准则。根据导则内容，菏泽编制了一套细化到街区的控制性规划，但由于老

城的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缺乏资金投入，老城内许多坑塘被填埋，城区内公园绿

地无人维护甚至被违章建设，完全忽略了市民对绿色空间的需求和向往，没有展现出当时的规划愿景。

为解决菏泽老城内绿地的现状问题，亟需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探寻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 

6.1. 老城内绿地数量较少，绿地系统联系性较差 

虽然菏泽老城城市规划中重点保护了城区内坑塘面积，规划了新的绿地，但在现状调查中发现，老

城中小型绿地斑块基本位于居住区内，多属于居住用地附属绿地类型，人居密度较大的区域缺少社区公

园、专类公园或小型游园等公共绿地类型。绿地数量不足导致现有绿地远不能达到公园绿地服务半径的

全方位覆盖，通过访谈得知，老城内居民对小型绿地的需求强烈，但现实导致居民闲暇时只能去老城外

围的环城公园或者更远的新区享受绿地资源。针对高密度城区的空气污染，没有足够数量的绿地吸纳缓

解，城市内部的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城市热岛效应加剧。 
老城中大面积的绿地多分布在老城四角，多为环城水系周围的滨水绿地，老城内部绿地缺失。经调

查发现，环城水系及周边地区的人流吸引力远远不及古城内部的高密度街区，滨水绿地的可达性差，不

能完全覆盖整个老城区，无法满足老城区“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规划愿景。块状绿地以及滨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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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斑块之间缺乏衔接联系，整体呈散布的状态，没有绿道或其他绿色廊道相联系，没有形成完整的绿地

体系，因此，绿地所能发挥的生态效益显著性较差。 

6.2. 绿地内景观环境风貌欠佳 

菏泽市老城区前期的绿化基础较为薄弱，公园绿地的建设质量不够高，近几年，随着菏泽市国家卫

生城市的创城工作的进行，菏泽市着力对城市中的公园绿地的环境进行整治，由于城市中心的转移，大

多数的整治工作更偏向于新城区公园的规划整治，而位于菏泽老城区公园绿地的整治力度相对较弱。菏

泽仍存在着老城内公园绿化与城市水系景观、古城特色文化未达到有机结合、植物配置单调且缺乏养护

管理、水环境质量不佳的问题。 
以环城公园为例，公园西南区亲水平台设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在夏季雨季水位上升时，会淹没到平

台，给居民带来安全隐患(图 4)。东段舜王桥以北，护城河穿过牡丹商业步行街广场，整体景观缺乏活力，

喷泉干枯，阶梯损坏。环城公园穿过菏泽老城内的曹州书画院、道教文化聚落和清真文化聚落，但公园

内部并没有呈现能体现老城特色文化的节点和文化要素，无法展现出老城特色文化底蕴。公园内部的植

物配置较为单一，常绿植物、水生植物和湿生植物数量和品种较少，公园内开敞的草坪空间缺少，并且

土壤出现板结现象，整个公园冬季景象荒芜(图 5)。通过蔚蓝地图 APP 和实地调查发现护城河水体质量

状态不佳，部分河段出现水体淤塞现象，水岸边垃圾漂浮，生态韧性降低。 
 

 
Figure 4. The hydrophilic platform position is too low 
图 4. 亲水平台位置过低④ 

 

 
Figure 5. Soil hardening and insufficient vegetation coverage area 
图 5. 土壤板结、植被覆盖面积不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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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绿地内慢行空间布局及公共设施配置不合理 

公园内的慢行系统主要由步道和非机动车道构成，经实地调查发现菏泽老城区内公园内常有断头路，

这使得路网的通达性不高。公园内慢行空间与外围交通和场地衔接度不够，使得公园的可达性较差(图 6)。
以上的设计缺陷使得人们为了尽快达到公园广场或者水边等目的地，踩踏公园绿化形成小路，破坏公园

的植被，严重影响公园的整体景观风貌。 
公园绿地内大部分游憩类公共设施多为凉亭、长廊、石墩、仿古长椅为主，经调查发现由于公园的

吸引力不足，公园内节点设置不合理。场地内的设施配合太过于单一和模式化，并且大部分的公共设施

并没有被很好的利用，也没有得到定期的维护，呈现出一种破败现象(图 7)。公园内部的指示牌、路灯、

垃圾桶等基础设施配置比例明显不足，使得公园内部空间活力更弱，空间更加消极。 
 

 
Figure 6. The interior of the park is isolated from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图 6. 公园内部与周围环境隔离④ 

 

 
Figure 7. Antique pavilions, corridors and other facilities are single 
图 7. 仿古亭廊等设施单一④ 

7. 韧性城市理念下菏泽老城区绿地优化提升策略 

如何让老城区绿地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将韧性城市理论引入到城市

绿地的规划和存量更新之中，是在古城区保护和传承的发展背景之下的一个重要手段。基于韧性思维，

对菏泽市老城区绿地提出以下优化提升策略。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6684


潘聪 
 

 

DOI: 10.12677/design.2024.96684 207 设计 
 

7.1. 增设小微绿地，构建老城区绿道网络 

基于韧性城市的理论，在规划制定方面，可以将绿地系统规划更加细分，主动探索在城区尺度上的

绿地规划策略。对于不同城区的特点，以“战略–反馈”的方式，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在规

划编制过程中，重点考虑老城区内小微绿地的布局、数量、服务半径等，摒弃以往的“见缝插绿”手法，

融入城市规划的刚性要求之中，发挥城市内绿色斑块的生态效益。针对于菏泽老城区内部绿地缺失但人

口密度大导致人均绿地面积不足的问题，在今后的绿地规划中应重点关注城区内的闲置地和废弃地，根

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用地类型，对适宜开发绿化的地块进行充分利用，合理布置小微绿地内部空间，满

足附近居民的日常需求。在小微绿地的规划布局过程中，充分利用场地现有资源，尤其是对场地原有地

形和植被进行合理保留，发挥场地的生态韧性。 
恢复老城内坑塘景观，构建城区绿色生态网络。以菏泽老城内各类坑塘水系为纽带，串联起城区内

部各个景观节点，将地域资源，游憩资源与历史资源联系起来，古城内部蓝绿空间与整个市域的绿地生

态网络相关联，加强古城内滨水绿带建设，构建具有弹性、抗干扰性和适应性的弹性绿地网络。 

7.2. 梳理景观要素，形成多功能蓝绿开放空间 

针对菏泽市老城区绿地内部景观风貌欠佳的现状，重点提升现状公园绿地的景观质量，首先，要完

善公园绿地的游憩功能，以此现有公园的吸引程度。重点梳理滨水绿地的景观要素，增强滨水空间的亲

水性，可达性和连续性，对生态环境质量欠佳的坑塘和河段进行梳理，对污染水体进行整治，确保水系

的连通性。对河道景观进行分区设计、指导和控制，重点关注韧性雨洪设施的布置，将雨水管网、透水

绿地、污水湿地等模块进行合理配置。将环城公园的景观节点与周边历史文脉相结合，分段设置景观主

题，体现菏泽特色文化价值，充分发挥场地的趣味性和科普性。 
其次，丰富老城绿地内的植物类型，对城区内的道路用附属绿地，应丰富行道树和道路绿带的类型，

并精细化的养护管理。对公园内部的绿地，根据城区内居民的需求，扩大开放草坪空间的面积，丰富公

园内部各种植被类型，在种植乡土植物的基础之上，适当引入能适应菏泽当地气候环境的外来物种，注

意常绿植物、开花植物与其他类型植物的合理搭配，注重康养植物的运用，增加水生、湿生植物的种植

规模，打造具有生态韧性的公园植被景观。 

7.3. 优化绿地慢行系统，合理配置韧性公共设施 

在对菏泽市老城区绿地内的慢行空间的规划设计和优化提升时，首先要做到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

相处，不得破坏场地内部原有资源，顺应场地肌理布置路网和各个节点；其次，打造人性化的慢行空间，

道路系统的优化要符合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需求，提高设计的人本意识，注意慢行空间的尺度和整体

的通达性，对环城公园靠近居民区的地段，打破居住区与公园绿地的界限，增加从小区内部到公园绿地

的游径小路；减少或清除影响游览的障碍，设置机动车阻车装置，有效防止机动车进入绿地内部带来的

安全隐患，保证居民的良好体验感。 
对场地内部的基础设施进行更新，针对不同区域节点配置不同体验功能的公共设施，在凉亭、长廊、

观景平台上增加休息设施，在靠近居民区附近绿地配置足够数量的健身器材，提高场地的活力。系统地

制作公园标识导览系统，增加环城公园公共厕所和母婴室数量，完善公园内部无障碍设施，强调人与人

的和谐，从而更大程度的发挥空间韧性。 

8. 总结 

城市是一个最大的社会–生态复杂系统，将它与韧性理论联系到一起，是一个很好的融合。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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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在维系城市绿地系统的稳定、提升城市韧性的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章运用韧性思维来评价古城区绿地现状，提出适宜的优化策略，赋予了城市设计新操作能力，以期实

现更加具有韧性的城市发展愿景。 

注  释 

① 图 1 来源：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23205357。 
② 图 2 来源：孔夫子旧书网，https://book.kongfz.com/251046/2118365891/。 
③ 图 3 来源：改绘自《菏泽市古城区城市设计方案》中现状用地格局图。 
④ 图 4~7 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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