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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生态意识的全球觉醒、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已经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和城市文明时代
。
科学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和谐社会正成为当代发展的主旋律；城镇群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主
体形态。
　　在（生态）城市（镇）群空间格局及其空间发展过程中，生态绿心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
部分之一，充分地发挥着维系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的引擎作用。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不仅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城市群绿心之一，而且还是国内第一个严格意
义上的城市群绿心，因而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生态）城市（镇）群规划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指导意义。
　　本书以我们先后完成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和总体规划的研究成果为基
础，经过多次充实与提炼，力图探索出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空间发展的研究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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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位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交界的三角地带，面积约为522．87平方公里
，是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绿肺”，国家不可多得的生态绿地资源。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空间发展研究》由赵运林、邱国潮所著，本书主要阐述了生态绿心地
区的发展理念与功能定位及该地区的生态整合、空间整合、产业整合、设施整合、机制整合五大空间
发展战略和未来发展远景。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空间发展研究》可供城市规划、城市建没、城市研究人员阅渎，也可
供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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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消防　　普通消防站以接到报警5分钟内消防队可以到达责任区边缘为原则，每个责任区面积
为4-7km2。
6个组团布局普通消防站10个，其中暮云低碳科技园3个，洞井一跳马体育休闲区1个，柏加庭院式总部
经济区1个，昭山生态经济区4个，白马垄生态旅游镇1个。
规划组团绿地和公园作为主要疏散场地。
　　组团消防给水依靠市政给水系统，适当布局公共消防水池；沿湘江和浏阳河两岸修建部分消防车
取水码头或平台。
市政消火栓设置应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统一消火栓型号，设立明显标志。
规划市政消火栓覆盖率达到100%。
　　消防站和水厂采用专线供电或双电源供电。
保证区内性质重要、火灾扑救难度较大的建筑达到一级负荷供电条件（即双电源供电）。
　　5）森林防火　　制定森林火险区划等级标准，确定森林火险区划等级。
编制森林防火规划，划定护林防火责任区，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按森林消防队服务半径建立3个森林消防队，各森林公园规划设立火警观测台。
储备必要森林防火物资，整合完善森林防火指挥信息系统。
重点防火地带应设立防火标志。
　　6）人防　　坚持人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与城镇建设同步发展原则，将人防建设纳入城镇
建设轨道。
贯彻“平战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人防工程在平时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至2030年，生态绿心地区人防工程面积达到55万m2。
6个组团修建人防指挥所，指挥通信实现生态绿心地区与三市联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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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生态意识的全球觉醒、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已经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和城市文明时代。
科学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和谐社会正成为当代发展的主旋律；城镇群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主
体形态。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空间发展研究》由赵运林、邱国潮所著，在(生态)城市(镇)群空间格
局及其空间发展过程中，生态绿心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充分地发挥着维系生物多
样性、保障生态安全、提供生态服务的引擎作用。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不仅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城市群绿心之一，而且还是国内第一个严格意
义上的城市群绿心，因而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生态)城市(镇)群规划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而言
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指导意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空间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