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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生态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内容提要：本书从社会生态适宜性的角度出发，围绕“土
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和“基于适宜性管理的社区开发”来探索生态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图景。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依循先原理后途径的逻辑递进结构和内容体系，在系统分析和把握基于社会生态
原理的范式内涵、结构内涵和机制内涵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其思想源流和历史演进进程，并就生态
社区规划前期的区域和场地要素调查、分析和适宜性评价展开初步探讨，进而提出基于“宏观社区价
值中枢中观杜区基盘再造一微观社区组织动员”的生态社区规划策略、方法与实施机制，并结合案例
研究，通过实践分析、检验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城市生态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可供城市规划师、城市规划理论作者及建筑规划院校师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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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7.1 当前住区规划设计中的误区和矛盾 我国社区土地开发和建设的结果是形成各
种的住区（或称为住宅区、居住区，其中居住区是城市规划中的规范用语）。
住区是社区的物质载体，与居民的切身福祉息息相关。
对居民的生活水平、社区形态和城市形象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力。
显然，按严格的社会生态学定义，成为生态社区对于现阶段大部分住区而言更多地是一种理想目标而
非现实模式。
此外，生态社区具有地域性和时段性特征，不同国家和地区生态标准各不相同，生态社区的概念和标
准也处于一个动态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社区的规划和建设并不可能一步到位，也没有所谓的终
极状态。
不过，以当前形成普遍共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社区定义来衡量，浙江及周边省市范围内住区建设
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5.7.1.1徒具形式的生态表象，反生态的生活实质（生态矛盾） 对于住区来说，自然的亲和性是生态性
的重要体现。
但目前实际建设中正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很少。
许多住区为求建设速度和环境效果的速成，通过大量使用人工草坪以及移栽树木替代原有的植被系统
，而将原有大树修枝移栽，建筑施工中基本不考虑场地原有表土的剥离储存和回填，基地挖填方、整
平、铺装以及场地排水条件改变带来的新增径流侵蚀都会破坏或改变难以再生的表土。
部分新建的住区为了保证绿化率，在地下车库顶面以覆土层栽种植物来满足规划要求，然而这些覆土
层在施工中普遍质量不高，且开发商对覆土层不愿意实际投入，普遍以草坪代替乔木和灌木，造成小
区绿地的高大乔木数量不达标，降低了绿化的生态质量，而实际上，在住区后期的绿化管理中，草坪
的管理费是一般乔木、灌木的3～5倍，其所发挥的生态效益则是同样面积乔灌草复合群落的1／4（王
承慧，2001）。
居住区场地规划中应结合水文特征尽量减少对原有自然排水的扰动，杭州城西许多住区开发前，原是
大片的湿地和鱼塘，但在住区建设中，几乎所有的鱼塘都被填没，另建人工湖和游泳池，不仅丧失了
土地的自然特征，还易造成原有径流和地下水补充系统的改变，导致水土流失或塌方下陷等危及住区
安全的隐患。
近年来新建的住区由于在规划上提高的对停车率配套指标的要求，普遍采用了地层架空的停车形式，
住区内较大比例的场地被挖空后改建停车架空层，加之地面大量使用不透水材料的铺装，自然雨水难
以循环和下渗，且铺装地面储热易导致“热岛效应”，同时带来冰冷、生硬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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