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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性一年。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北京要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极大地鼓舞了
全市人民，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北京园林学会在年初曾组织过两次研讨会，就园林绿化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进行
了初步探讨，在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行政主管部门主动要求听取建议，与会专家做了充分准备，内容涉及城市规划、城市生态、城市安全
、城市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既有国外成功经验的介绍，也有对北京市建没世界城市的建议，为制
订北京市园林绿化的“十二五”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市长远的奋斗目标，其中城市园林绿化如何发展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课
题。
本年研讨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目的是要引起大家更大的关注。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众多的历史名园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历史文化名城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文北京的重要体现，此方面文章一并收入论文集中。

本论文集还涉及一个新内容——气候变化对园林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对策。
去冬今春以来，北京市气候出现了异常，过早的头场雪和超长的低温致使许多园林植物发生了冻害，
个别种类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死亡。
这一情况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许多单位开展了对寒冬后植物生长状况的调查，并研究如何应对气
候异常变化条件下的栽培技术措施，包括如何防止、应对融雪剂对园林植物的伤害等都是其中重要话
题。
此外，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郊野公园、滨水森林公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等也是大家十分
关心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107篇，经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严格审查收入文集的共83篇，文集
涵盖内容广泛，基本代表了当前北京园林绿化工作者的学术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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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世界城市建设篇
　历史名园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世界城市目标的北京园林绿化建设的思考
　首都园林绿化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发展对策研究
　以世界城市为目标构建首都公园体系
　东京城市公园绿地建设的历史发展、课题与目标
　颐和园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
　瞄准世界城市，对接休闲需求
　发挥文化优势书写新的篇章——北海公园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中的思考和探索
　基于SWOT分析方法的北京园林绿化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发展对策研究
规划设计篇
　北京小城镇绿地系统规划研究
　试论北京皇家园林植物景观特色在首都园林建设中的运用——以北海为例
　试论北京郊野公园的建设和发展
　城市绿色开放空间发展策略借鉴思考——以美国的城市绿色开放空间策略为例
　浅谈园林驳岸景观设计——以大兴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南区公园为例
　浅谈水生植物在大兴新城滨河森林公园中的应用
　初探城市特色景观塑造——以北京道路交通入口地段规划设计为例
　北京南海子公园规划设计
　超越绿地实现梦想——北京园林绿化的探讨与思考
　叠加与融合——通惠河庆丰公园景观设计
　浅析城市道路绿化景观设计
　浅谈园林工程项目中的现场设计——以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太平郊野公园为例
　景观种植设计中缀花草坪的设计要点
　圆明园盛期植物景观及配置方式研究
　关于构筑北京绿道系统的探讨
　打造有生命力的道路风景——国门商务区道路景观规划设计探讨
　现代与自然交融——浅谈立水桥公园的景观特色
　历史名园植物景观的传承——以香山公园历史文化植物景观的保护和恢复为例
　花园城市堪培拉的首都开放空间系统
　浅谈城市发展中的边缘化开放空间
　⋯⋯
园林植物篇
园林工程篇
园林养护管理篇
城市生态篇
综合研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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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3年，北京市园林局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对北京历史名园进行界定，提出了21个历史名园的名
单，这些历史园林大多是皇家园林或坛庙，少数为风景名胜区，包括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香山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景山公园、日坛公园、地坛公园、月
坛公园、什刹海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恭王府花园、宋庆龄故居、莲花
池公园、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和八大处公园。
这些历史名园后来在北京市政府批转的《贯彻《北京市公园条例》加强公园整顿的意见》中得到确认
，将历史名园与其它公园进行区别对待，显示了政府对历史名园在建设世界城市问题上认识的高度。
　　与中国不同，西方对于园林的理解主要是作为建筑的附属品。
因此，西方对于历史园林的保护也是从保护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等展开的。
　　1982年12月15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注册通过的关于历史园林保护的《佛罗伦萨宪章》，对历
史园林的概念界定如下：　　第一条：“历史园林应是以其历史性和艺术性被广为关注的营造兼园艺
作品”，同时它应被视作历史古迹（历史园林本质的界定）。
　　第二条：“历史园林是主要以植物为素材的设计营造作品，因而是有生命的，意即有荣枯胜衰，
也有代谢新生”。
因此，其表象反映着四季轮转，自然的兴衰与造园家和园艺师力求保持其长盛不衰的努力之间不断的
平衡（特征的界定）。
　　第三条：作为古迹，历史园林必须根据《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予以保存。
既然它是一个“活”的古迹，其保存亦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进行（保护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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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北京园林绿化新起点》包括世界城市建筑篇、规划设计篇、园林植物篇、园林工程篇、园
林养护管理篇、城市生态篇、综合研究篇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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