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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在北京落地生根的生

动实践，是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优化调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的重要举措。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贯穿本轮植树绿化过程的重要策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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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任务与目标

一、着力建设北京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二、着力构建完善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三、融入创新理念的多功能种植类型

四、建设健康完善的近自然植物群落结构

五、注重以丰富生物多样性为导向的植物配置



一、建设北京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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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历经七

版，期间建设用地增长迅猛，绿色生态空间

持续缩减，呈现城进绿退的总体趋势。

当前首都发展建设进入“减量规划”的新

阶段，新版总体规划突出减量提质，绿进城

退。明确提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要由现在的

2945平方公里到减少到2035年的2760平方

公里。

北京市域空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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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结构的提出

1. 贯彻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耦合“一核一主

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布局，实现“一屏、三环、五河、九楔”的

市域绿色空间结构。

市域绿色空间结构规划图（2016-2035）北京市域空间结构规划图（2016-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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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筹协调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加强衔接区域的环境建设，

助力京津保湿地生态过渡带、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构建。

东部地区生态格局示意图京津冀空间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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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版《北京平原造林工程总体规划》

提出规划在北京平原地区范围内构建“两环、

三带、九楔、多廊”的绿色空间结构。

2012版平原地区平原造林规划结构图

经叠合分析，“两环、三带、九楔、多

廊”与全市绿色空间结构全部吻合。需将两

环补充为三环，三带补充为五带。

3. 与第一轮平原造林工程充分衔接和融合，共构市域绿色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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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进核心区和中心城区生态景观重塑，助力副中心、临空经济区环境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空间结构规划图（2016-2035年） 新机场周边绿地布局结构图北京核心区的绿地格局

《首都核心区园林绿化提升规划研究 》提

出“一轴一街，四重城廓。五坛雄踞，绿网

棋布。九河六海，多园溶城” 的理想绿地格

局。

《通州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提出构

建通州区 “一环、两带、两区”蓝绿交

织，水城共融的绿色空间整体结构。

《北京新机场周边绿化建设规划》提出

新机场周边构建 “一环，一带，一轴，

六片，多廊” 的绿色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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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斑块的完整性与其他斑块之间的相互渗透是重

要的景观生态空间组合格局。斑块之间的渗透是丰

富景观生境、景观类型、镶嵌格局的重要过程，是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在空间

生态格局中，景观生态规划要求保护大型自然斑块

的完整性，同时在大斑块内部形成的异质性小斑块，

构建形态完整、渗透充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格局。

借鉴 “完整与渗透格局”及“集中与分散格局”理论

完善“水平+垂直”层面的生态系统

完整与渗透格局

斑块组合的空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集中与分散的格

局。在区域内保留大型自然斑块用以涵养水源、保

护稀有物种；有足够宽的廊道以保护水系并满足物

种、能源的流动；在栖息地之间与关键生态位引入

小斑块或恢复乡土植物改造生境，建立物种运动的

“跳板”以连接破碎的栖息地，同时通过廊道连接分散

的小斑块，构建连片成网的生态结构。

集中与分散格局

大型斑块 大型斑块

异质性小斑块

单一大斑块，生态类型单一 大斑块与小斑块渗透，增加生物多样性
仅有大型斑块，连续性差，
生态格局不稳定

小型斑块增加大型斑块连续性，
利用廊道整合斑块，形成网络

5.构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空间结构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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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态理论形成方法

完整与渗透格局 集中与分散格局

山水林田湖草与城垂直统筹、渗透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城

“廊道-斑块-基质”水平搭建生态网络

垂直 +  水平
生态类型叠加 形态与格局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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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工程空间结构图

一屏：浅山生态屏障

三环：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城市公园环

二道绿化隔离地区郊野公园环

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环

五带：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

马河、泃河滨水生态带

九楔：九个楔形绿色空间

在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绿色空间结构

之上，提出向多廊、多片区聚集，其中：

多廊：多条重要生态廊道

多片区：城市发展重点区域周边的绿色空间

及森林湿地群建设重点区域

空间结构：一屏、三环、五带、九楔、多廊、多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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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规划后新建公园示意

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

新建约28个公园，提升11%绿地率，建成一道
绿隔102个公园环绕的城市公园环

二道绿隔郊野公园环

提升6%森林覆盖率，建成二道绿隔44个大型公
园串联的郊野公园环

九楔

聚连度提升27%，破碎度降低17%

多廊

重点加强六环路、新机场高速、京台高速、京福路、京
塘路、永兴河、大石河、小中河、凉水河等52条绿色廊
道的连通性。加速推动形成绿色通风廊道。

多片区

促进形成核心生态栖息地47处,促进形成生态
跳板52处。

（二）造林绿化建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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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搭建市域绿色空间“四梁八柱”骨架提供了支撑

山区生态屏障

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

二道绿隔郊野公园环

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环

永定河滨水绿带

拒马河滨水绿带

北运河滨水绿带

潮白河滨水绿带

泃河滨水绿带

楔形绿色空间

多廊多片区

山区生态屏障

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

二道绿隔郊野公园环

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环

永定河滨水绿带

拒马河滨水绿带

北运河滨水绿带

潮白河滨水绿带

泃河滨水绿带

楔形绿色空间

多廊

多片区



二、着力构建完善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坚持生态优先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策略

用地类别
面积

（平方公里）
占比
（%）

森林 2416.66 56.5

生态空间 3668.37 85.76

其他土地 609.08

总计 100

林地总量不够，森林覆盖率不高。

现状森林

现状林地

现状农田
其他土地

浅山区作为首都城市建设发展的

第一道生态屏障，56.5%的森林

覆盖率不足以支撑其生态功能。

一道总面积310平方公里，其中

已实现绿化107平方公里（《行

动计划》中数据），占总面积的

34.5%

1.总量

二道现状森林覆盖率达到36.6%

（《行动计划》中数据），全部

生 态 空 间 约 占 二 道 地 区 59%

（《北京总规》中数据）。

用地类别
面积

（平方公里）
占比
（%）

绿地 107 34

生态空间 116.0 37.4%

其他土地 194.0 62.6%

总计 310 100

农用地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现状林地

现状森林

水域水域

用地类别
910.78

面积
（平方公里）

占比 对外公布

森林 329.17 36.15% 36.6

生态空间 500.25 55% 59

其他土地

总计 910.78 100

现状绿地

现状农田
建设用地
水域

（一）以锚固空间结构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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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森林

现状林地

现状农田

其他土地

现状森林

其他土地

现状生态空间

用地类别
面积

（平方公里）
占比
（%）

森林 941.85 35.05%

生态空间 1771.79 65.93%

其他土地

总计 100%

林地总量不够，森林覆盖率不高。

九楔对比《北京平原地区造林工

程总体规划》对于九楔具体要求，

楔形内部森林总量还需大幅度提

升。

五带现状森林覆盖率为41%，永

定河绿带森林覆盖率最低 ,仅为

36%。

用地类别
面积

（万亩）
占比
（%）

森林 33.84 41%

生态空间 57.25 70%

其他土地 24.43 21%

总计 115.52 100%

多廊森林覆盖率为44%，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

用地类别
面积

（万亩）
占比
（%）

森林 36.11 44%

生态空间 53.33 65%

其他土地 29.32 35%

总计 82.64 100%

1.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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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个数 总面积（万亩） 景观破碎度

楔1 425 25 0.26

楔2 591 28 0.31

楔3 548 22 0.37

楔4 331 19 0.26

楔5 204 15 0.20

楔6 354 22 0.24

楔7 3 6 0.01

楔8 214 19 0.17

楔9 138 8 0.27

九楔现状林地聚集区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大型林地聚集斑块，但300亩（20公顷）以下斑块数量占总斑块数量

的86.7%。同时基于林地聚连区分析测算，1、3 、6、9号楔景观破碎度较高，应进一步提升林地斑块的聚连程

度。

10000亩以上

3000-10000亩

300-3000亩

300亩以下

林地聚连度不高，斑块较为破碎。

九楔现状林地聚连区分析 九楔现状林地景观破碎度分析

楔5：

永定河两岸

地区

楔3：凉水河至台湖至西集

林地聚连区

九楔范围

2.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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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连续性有待加强，尚未形成绿色网络。

廊道沿线林地断线较多，不能形成连续绿色线性空间，尤其是河道等生态敏感区域，缺乏连续绿带进行生态保

护与隔离。现状廊道绿化宽度有限，也尚未形成较为稳固的绿色网络。

现状林地

现状农地

现状未绿化空间

图例

六环

五环

新
机
场
高
速

京
台
高
速

京
台
高
速

六环

五环

示例：六环沿线林地断线较多，道路绿带尚未形成网络。 示例：潮白河河滨河林地断线较多，村庄紧挨河流建设。

苏庄 崇国庄村

微型工业园

潮白河

2.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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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依然存在公园绿地服务半径盲区。

示例：核心区1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分别为东城区86.64%，西城

区91.98%，依然存在服务盲区。（数据来源：

北京市园林科研院）

现状核心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盲区分布
（来源：北京市园林科研院）

示例：丰台区5000平米以上500米服务半径及2000-5000平

米300m服务半径覆盖率为74.7%，依然存在服务盲区。

现状丰台区公园绿地服务半径盲区分布
（来源：《提升丰台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对策研究》）

服务盲区

公园绿地

服务半径

居住区

2.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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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气候环境改善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改善

冷岛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森林的空间布局与建设需求

通风廊道 涉禽类

潜在核心栖息地分析

阻力扩散模拟

地禽类
小型哺
乳类

生境网络格局

核心生境 廊道 跳板

热岛分布特征 冷岛功能效益

水源涵养格局

水源涵养雨洪安全

防风固沙治理区
冷岛建议格局

冷岛规模 冷岛形态重点区域

易积水区域识
别

潜在地表径流
模拟

集水区分析

地表水源涵养

地下水源涵养

1. 理想生态格局分析——绿与生太安全

合作单位：清华同衡技术创新中心、北京林业大学

研究工作框图

（二）以提升系统质量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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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分析图 地表汇水模拟 集水区分析图

易积水区域分析图 地表水涵养区分析图 地下水涵养区分析图

（地表水涵养与保护区、地下水涵养与保护区）
水环境敏感区分析

地表水保护极重要区域

地下水保护极重要区域

水环境改善研究成果

水环境敏感区主要集中于密云水库周边、官厅
水库上游、野鸭湖周边、潮白河沿线、永定河周边、
大石河周边等。

结论：加强水环境敏感区域生态环境建设。

内容来源：欧阳志云, 李小马, 徐卫华,等. 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对策[J]. 生态学报, 2015, 35(11):3778-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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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生境网络保护格局

核心保护区

生态廊道

踏脚石

建设用地

市域边界

平原地区

白鹭种群保护格局

黄鼬种群保护格局

雉鸡种群保护格局

*针对本节内容开展专题研究，目前已形成《生态多样性保护专题》初稿。

加强核心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联通生态廊道，
在生物廊道现状林地不足的区域营造生物迁徙踏脚
石。

结论：加强核心保护区等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生境网络格局*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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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 面积效应

大于20公顷的才具有作为生

物栖息地的意义。——具备

一定规模

➢ 距离效应

岛屿离陆地和其它岛屿越远，

其上的物种数目就越少。—

—连续性高

⚫ 相关理论支撑

“ 斑块一廊道一基质” 模式

➢ 斑块面积越大，所能维持生物多样性越高。

➢ 斑块密度原理，认为同等面积下，斑块数

量越少，所发挥的生态功能越好。

➢ 斑块形状原理，形状越紧密，越有利于内

部蓄积养分和生物。

➢ 廊道数量，两条优于一条

➢ 廊道宽度越宽越好

城市冷岛研究

➢ 城市公园绿地可以明显发挥温湿效

应的最小面积为3h㎡（绿化覆盖率

80％左右），最佳面积为5h㎡。

➢ 当公园长宽比接近1时，城市公园冷

岛影响距离是最远的。

➢ 混交林效果较好，尤其是针阔混交

林。结构越丰富、绿量越大的植物

群落在温湿效应方面的效果越明显。

生态交错带

➢ 形成特有的边缘小气候及边缘

生物种或特有种，生物多样性

增加，种群密度提高。

➢ 生态交错带的三维结构宽度

（交错带空间宽度或形成时间

长短）、垂直性（交错带结构

单元的高度或深度）、形状

（交错带边缘的曲面格局）。
规土选地

现状森林

现状林地

现状农田

建设用地

基本农田

示例——生态交错带生

态保护要求

浅山区作为平原、山区的

生态交错带，生态敏感度

极高，现状交错带建设用

地占比较高，应结合整治、

拆违腾退后可用地增绿，

提高绿色空间比例，构建

良好的生态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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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展科学分析——公园绿地可达性分析

公园绿地可达性通过对全市8728个社区的

中心点与现状公园入口点进行路径规划分析，

计算公园可达性，提出公园绿地服务盲区及公

园可达性有待提升的区域。

现状公园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地块

居住小区

朝阳区界

2. 绿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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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阳区百子湾地区为例

区域内现状公园绿地覆盖情况：

可达小区23个，不可达13个。

规划公园绿地建成后：

可达小区28个，不可达8个，提升数量5个。

现状公园

规划公园

可达小区

不可达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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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土委138万亩供地情况

规土委本轮供地涉及13万个地

块有可能绿化用地，统筹考虑21万

块现状林地小斑的分布，以保障规

划可实施性为先决条件，结合总规

减量规划疏解整治促提升，锁定需

要重点腾退和调整用地性质23万亩

建绿区域，切实助力总规调整，促

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

规划选地

区界

水面

现状林地

农地

3. 绿与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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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亩选地中顺义赵全营镇周边与现状林地重复 100万亩选地中延庆区选地十分零碎

100万亩不包含门头沟区18年任务选地 100万亩选地中延庆区涉及深山部分

1

2
4

3

1 2

3 4

100万亩规土选地

100万亩规划选地

现状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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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森林空间结构为重点，依据各结构的主要功能开展需求分析，结合现状薄弱环

节分析、功能需求及生态保护格局需求因地制宜锁定重点绿化区域。

一屏 三环+九楔 五水 多廊、多片区

结构 主要功能 主要需求

一屏

生态（水源涵养，生态保育）
景观（风景林营造）
游憩（浅山游憩带，美丽乡村建设）

保护水环境敏感区
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
落实两线三区规划要求
支撑浅山游憩带规划

一道
生态（城市绿色生态屏障）
游憩（城市公园建设）

落实北京绿化隔离地区绿地系统总体规划要求
落实北京绿化隔离地区公园环总体规划要求

二道
生态（保障基本生态空间，维护组团布局）
游憩（郊野公园建设）

落实两线三区规划要求
落实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规划要求

五带
生态（水源涵养，生态保育）
景观（滨水景观绿带）
游憩（湿地公园等建设）

保护水环境敏感区
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
落实北京十三五湿地实施方案

九楔 生态（联通城市与自然的通道）
与一道、二道重合区域按一道、二道需求
提升林地斑块聚连度分析

多廊
生态（防护隔离、水源涵养）
景观（道路、滨水景观绿带）

满足生态联通、安全防护、景观等需求

多片区
生态（水源涵养，生态保育）
景观（风景林营造）
游憩（郊野公园、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建设）

落实京津保地区森林湿地群建设规划要求
落实北京平原地区城郊森林公园建设规划要求
落实“十三五”时期北京万顷湿地恢复与建设方案

重点布局区域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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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布局区域

一道

二道

森林湿地群

九楔

五带

多廊

多片区

区界

基于对现状生态环境

多方面的分析、理想生态

格局的规划要求，并结合

休闲游憩需求，应在以下

255处重点区域开展集中

绿化造林工程。

结构 重点造林区域个数

九楔 171

五带 22

多廊 13

一道 12

二道 4

多片区 6

三道 21

浅山 6

总计 255

重点布局区域拟定:

重点布局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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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地策略

集聚策略

连小片成大片

连通策略

去薄弱联绿廊

渗透策略

环村镇织网络

（三）成网连片理性精准增绿补绿

连小增大

增补跳板

迂回串联
农田

村庄

环村建绿

村庄

农田

护田融绿

农田

填平补齐

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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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聚策略——连小增大

现状森林 选择现状森林间可造林地块进行绿化 形成千亩以上的森林斑块

重点区域

大厂高速

北石槽村

沙峪口村

大厂高速

北石槽村

沙峪口村

区域索引图

在现状林地斑块聚集区域选择斑块间的零散用地优先进行造林

绿化建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森林斑块。

策略示意

规划选地

森林

一般农田

其他林地

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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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通策略——迂回串联

选择廊道周边可拆迁腾退用地进行绿化 连通重要廊道，形成大型森林斑块

区域索引图

公路、河流、铁路等重要绿色廊道沿线，不能造林的断点区域，

在周边采取迂回的方式造林，能连则连、能宽则宽，增强生态廊道

的联通性。

规划选地

森林

一般农田

其他林地

基本农田

现状森林

京
承
高
速

清河营郊野公园

天通苑
重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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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策略——环村建绿

现状森林 选择环村庄周围可造林地块进行绿化 形成环村林带

通香路

在村庄外围，合理设置一定厚度的环村林带，过滤环境污染，

遮挡杂乱视线，有效降低噪音，起到生态隔离防护的作用。

规划选地

森林

一般农田

其他林地

基本农田

农田

村庄 村庄

潮白河

协各
庄村

区域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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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总体指标

规划新增森林108万亩（720平方公里），涉及

17000个地块。其中平原地区新增森林总量86.6万亩

（577.4平方公里），

加上现有森林面积1134万亩（ 7560平方里）（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公布2016年年底数据），

北京市森林总量将达到1242万亩（8280平方公里），

市域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6.8%

（市域面积按16406.7平方公里计算，来源：规土委2014年最终国标区界）

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35.5%。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规划总图

规划选地

区界

水面

现状林地

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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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规划后大型绿色斑块示意

⚫ 大尺度斑块

以林为主的万亩绿色斑块78个

新增林地形成的万亩绿色斑块有50个，

千亩绿色斑块3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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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斑块类型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规划后大型绿色斑块示意

规划选地

生态涵养主导型

森林湿地复合型

生态廊道型

景观游憩主导型

44

16

12

6

个数

生态涵养主导型 景观游憩主导型

森林湿地复合型 生态廊道型

生态涵养主导型：44个

景观游憩主导型：16个

森林湿地复合型：12个

生态廊道型 ： 6条



三、融入创新理念的多功能种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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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涵养主导型

是指为保障城乡生态安全、改善城市景

观环境而建设的绿化工程，以生物多样性保

护、防风固沙、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

修复、滞尘抗霾、降温降噪等生态功能为主

导功能，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

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生态修复林、城市

冷岛、景观生态林等。该类绿化地块只设有

作业道路，不鼓励游人进入。

规模 要素类型 设施 游憩行为

—— 山水林田湖 极少 较少

规划依据现状条件及场地特色，将造林绿化地块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生态涵养主导

型、景观游憩主导型、森林湿地符合型及生态廊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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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要求

➢ 尊重自然，保留原生植被，尊重场地原有地形及现状资源，因地制宜地选择相应的绿化方式。

➢ 坚持生态优先，在涵养区、修复区通过封育、造林等多种方式，进行生境修复。生态效益的

最大化是生态涵养型绿化应关注的重点之一。

➢ 选用“乡土、长寿、抗逆、食源、景观”树种，宜采用“混交、复层、异龄”的近自然结构营建

植物群落，为提升生物多样性创造条件。

➢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理有效的排蓄水措施，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结合地形塑造进行雨水收

集等， 广泛应用节水灌溉技术。

复
层
异
龄
混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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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 5年 10-20年

➢ 设计建设之初即应主要选用需低度养护的植物品种和种植方式，种植2-3年内，需要进行除草

施肥、择伐等一般性养护；待植物进入正常生长阶段，应充分发挥群落自维持作用促进群落

自然发育及演替。

➢ 其他建设要求应符合相应设计规范技术要求，如《水源涵养林建设规范》、《农田防护林工

程设计规范》等。

植物群落自然发育及演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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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观游憩主导型

是指景观要求较高且需要承担游憩功能、或作为公园雏形进行建设的地块，需同时兼

备生态游憩、景观功能。主要包括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森林湿地公园、城市公园、城市

森林、镇村公园等。

规模 要素类型 设施 游憩行为

大于3公顷 山水林田湖 数量合宜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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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要求

结构背景林

重点建设区域
➢ 根据地块所处区位和周边环境条件，对其进行准确的功能定

位。设计建设要求应符合相应规范要求，如《公园设计规

范》、《北京市城市森林建设指导书》等。

➢ 大型景观游憩绿化空间兼顾游憩休闲、科普、生物栖息、场

所协调等多重需求和因素，在充分发挥森林生态和景观功能

的前提下，丰富森林的功能和内涵特色。将游憩休闲等功能

融合于优美、浩大的森林景观之中，在重点建设区域如重要

景观节点、场地出入口等，结合林窗空间、林缘空间合理布

置游憩、体验、科普教育等游憩服务设施，形成粗中有细、

开合有致的景观空间特色。

➢ 结合调节小气候、丰富景观多样性、海绵城市等需求梳理并

营造地形，营造丰富灵动的竖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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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森林景观的构建仍应坚持局部服从整体，注重森林的整体色彩、植被和空间层次、林缘线及林

际线的变化、季相变化特征等。路侧、景观节点的树种选择从树形、色彩、季相变化、无过敏源、

减缓热岛效应等方面考虑，以景观、长寿、抗逆为原则，营造景观丰富的植物群落。

➢ 设置标识系统，尽量就地取材或利用自然环保材料，保持自然景观原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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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森林湿地复合型

是指在湿地资源周边具备提供动物栖息和迁徙地生境、保护物种多样性、发挥景观

美化和雨洪利用等多重功能的地块。包括湿地公园、生态栖息地、生境岛等。该类地块

分类型、分区域适当开展游憩、科普活动。

规模 要素类型 设施 游憩行为

大于20公顷 水林湖 极少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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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要求

白鹭生态隔离保护区域示意图

60m

➢ 森林建设与湿地保护建设内容相协调，通过森林建设为湿地营建更好的外围大环境，在湿地范围内坚持

“有水则湿、无水则林”，通过营造生态林、种植水生植物等丰富湿地生物的生存环境，使森林、湿地植物、

水体、地形地貌等要素之间形成一个连续体，加强湿地生态系统的联通性、完整性和稳定性。

➢ 该类地块以生态保护与修复为主，建设应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法，树立“保护也是

修复”的理念。对场地内具有特殊保护价值，或生态系统较为完整、生态环境敏感性高的区域及其它自然

群落栖息地，应划定生态隔离保护区域。

➢ 增加水系及周边绿色空间连通性，有条件的区域依据动物活动路径营造互联互通的栖息地网络，保护并逐

步恢复活力有机的生境。

➢ 综合考虑区域防洪及其它水利要求，在保障游人安全和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实现对森林湿地复合生

态系统的有效调节。



坚持生态优先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策略

➢ 在植被选择、地形营造上充分遵循

自然规律，充分考虑生物生存与繁

衍所需要的条件。植物种植可参考

《北京市级湿地公园建设规范》，

选择能为动物提供栖息环境和食源、

耐水湿的树种。积极构建沉水、浮

水、挺水、湿生、旱生等不同类型

植物组成的湿地植被带。

➢ 分类型、分区域开展游憩、科普活

动，设施及建构筑物须与周边自然

环境相协调。在生态隔离保护区域

严格限制人为干扰，必要时可在外

围设立观景点或短暂停留区域。

➢ 采取减量化设计，尽量减少后期人

工维护。

➢ 其它建设要求应符合相应规范要求，

如《城市湿地公园设计导则》等。
观景点及停留区域示意示意



坚持生态优先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策略

⚫ 水陆栖息地建设模式示意

林地 河心岛浅滩 深潭

丰富的植物群落和地形是动物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营造
林地-浅滩-河心岛-深水域的栖息地生态环境。构建沉水、
浮水、挺水、湿生、旱生等不同类型植物组成的湿地植
被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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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廊道型

是指道路、河流周边线性绿色空间，具有污染防

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调控洪水、景观营造、联

通生境等生态服务功能。主要包括滨水绿色廊道、交

通绿色廊道、高压走廊安全防护廊道、生态廊道四种

类型。

类型 规模 要素类型 设施 游憩行为

滨水绿色廊道 按照总体规划宽度要求 水林湖 适量 适中

交通绿色廊道 按照总体规划宽度要求 林 较少 较少

高压走廊安全
防护廊道

按照相关规定要求 林 无 无

生态廊道 按照总体规划宽度要求 山水林田湖 极少 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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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要求

➢ 廊道建设宽度应符合总体规划要求。

➢ 设计应考虑廊道景观的整体性与连

续性，不宜过于杂乱零碎。在重点

区域可加入视觉兴奋点，控制景观

节奏。

➢ 结合廊道外部空间如公园、片林等

进行整体设计建设，注意与周边城

市风貌及功能相协调，体现场地特

色。

➢ 廊道建设应符合相关安全防护要求，

如滨水绿色廊道应考虑防洪要求，

交通绿色廊道在交叉口处应符合视

距三角形要求等。

增加视觉兴奋点模式图

交通绿色廊道与片林分离 交通绿色廊道与片林整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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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水绿色廊道种植应营造陆生-水生植物

群落；交通绿色廊道种植应选用抗污染、

具备一定观赏价值、易管理的树种；高

压走廊安全防护廊道种植应符合相关规

范要求；生态廊道应考虑增加食源、蜜

源等植物选择，同时通过选用多种植物

类型形成多样化生境。

➢ 廊道建设应与海绵功能相结合，积极建

设植被浅沟、下凹式地形等措施。

➢ 在不妨碍廊道主要功能的前提下适当融

入科普教育等活动场地。

➢ 其它建设要求应符合相应规范要求，如

交通绿色廊道应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

划与设计规范》要求等。

高压走廊安全防护廊道植物高度变化与高压导线关系示意

建设海绵城市的道路生态系统示意
来源：《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下凹式绿地



四、健康完善的近自然植物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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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自然地形营造

结合海绵建设理念，营建微起伏地形，创造多样化的近自然微小生境。营造对视野有聚焦和引导作用

的土丘、谷地、台地、斜坡等各类凸地形、凹地形和自然起伏的微地形，提升景观、调节小气候、丰富物

种多样性，为景观打造奠定丰富的地形基础。

生态涵养型绿地营建上，要体现“混交、复层、异龄”结构特征。通过近自然地形营造、

造林地块边缘自然化处理、乡土植物应用以及近自然的后期管护措施，全面构建物种多样

性丰富的、具有较强抗逆性的地带性植被群落结构。

设计驳岸线

水生植物栽植区

纯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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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林地块边缘自然化处理

对地块边缘进行形态优化，降低整齐划

一的边缘处理，尽量模拟自然形态的凹凸边

缘，以增加小的边缘生物隐蔽环境。

3.立足可持续发展,采取沃土行动

在土壤进行本地调查的基础上，遵循

“土壤肥力低要改、土壤偏酸偏碱要改、砂

砾含量高要改、建筑垃圾多要改、土层厚度

浅要改、土壤有污染要改”的原则，进行土

壤改良。土壤肥力提升原则上均施用腐熟的

园林绿化废弃物或有机肥，针叶树施菌根肥；

必要的酸碱度调节和客土改良。对于枯落物，

坚持“还肥于林、落叶化土”，促进土壤肥力

提升。 可循环模式

加强土壤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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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交、复层、异龄”结构营建

采用“复层、异龄、混交”、乔灌草搭配

的配置模式，进行自然散点栽植，形成错落

有致的近自然植物群落，尤其林下尽量采用

野生草本地被，避免裸露地面。

5.自然更新管护措施

保留林下天然生长的地被和落叶，创造

微生物生境，实现养分循环。因鸟类和动物

传播种籽，在每个鸟类、动物食源筑巢区域

周边会自然萌发天然更新的幼苗，用树枝进

行围挡保护幼苗不被啃食。

补植，营造混交林

追生物肥

扩埯

天然更新幼苗保护



五、以丰富生物多样性为导向的植物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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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植物配置上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的需要

⚫ 加宽加厚河流、道路两侧绿地，构建具有一定宽度的带状生态廊道。

⚫ 在生物多样化保护的基础上，强调乡土植物的运用，

⚫ 在地形整理中注重创造不同的生境，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

⚫ 注重复层种植，乔灌草地被的合理搭配和应用，

⚫ 常绿植物和落叶植物比例的科学设置，根据地块类型采用不同的种植模式；

⚫ 通过生态岛的营造丰富生物多样性。如在森林湿地以及河流廊道、道路廊道、生物廊道

内强调鸟类等动物食源植物配置以及筑巢场所设置，要求与原有林连接后面积超过300

亩以上的区域，每100亩1处食源、饮水、筑巢场所，面积不少于4亩。

⚫ 食源植物配置：乔木层和灌木层选择果实丰富的植物不少于5种，结草籽草本层植物不

少于5种；灌木层盖度达40%，草本层高度约30cm、盖度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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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苗木使用上坚持“乡土、长寿、抗逆、食源、美观”十字原则

乡土树种的运用能较好的营造具有高质量生态系统功能的森林

⚫ 适合北京地区的长寿树种 ：油松、侧

柏、水杉、楸树、榆树、国槐、圆柏、

栎类、黄连木、车椋木、栾树。

⚫ 适合北京地区的抗旱、抗寒、抗污染

树种、地被 ：白皮松、国槐、构树、

臭椿、栾树、刺槐、榆树、皂荚、栎

类、沙地柏、沙棘

⚫ 适合北京地区的动物鸟类食源树种 ：

侧柏、圆柏、国槐、构树、桑树、酸

枣、山桃、山杏、海棠、金银木、玉

兰、柿树、黑枣、栎类、伞花胡颓子、

山楂。

黄连木 白皮松

金银木

海棠

栎类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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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苗木质量的管理

突出“本地、实生、带冠、健壮”四个要求，做到“山地苗、
截干苗、带病苗、受损苗”四个禁止，

要求使用北京本地苗木，实生苗优先，禁止使用山地苗。如确实需要从外地调运苗木，苗源距离造林地不得超过300公里，

在苗圃培育3年以上。其中，油松、白皮松等松类苗木不同高度所对应的冠幅和修枝点高度有相应的参数规定；侧柏、桧柏

等柏类要求冠形圆满、长势旺盛、顶芽健壮、无干枯枝；白蜡、臭椿、杜仲、七叶树、栓皮栎、雄性毛白杨等有明显主干的

落叶乔木要求主干通直、中央领导枝明显、树形端正均衡；国槐、栾树、五角枫、雄性柳树、元宝枫、玉兰等主干不明显的

落叶乔木要求有中心干且基本通直，有中央领导枝；观叶类亚乔木及独干灌木要求分枝均匀且不少于5条；丛生灌木要求灌

丛丰满，分枝不少于5个。裸根苗根冠直径需达地径8倍以上，根系不劈裂、截口平齐，长度大于10cm的Ⅰ级侧根数不少于

10条，必须保留护心土。土坨苗土坨直径为地径的8-10倍，土坨不散、包装材料完整。

具备“两证一签”

即本地苗木应具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产地检疫合格证和苗木标签；外埠苗木应具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植物检疫证书和苗
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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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坚持规划统筹，运用系统性思维大格局、前瞻性地谋划全

局，通过对山区、平原、城市多层次把控，实现上一轮与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的有机融

合，带动首都生态成果由增绿向系统提质的飞跃。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秉承发展的

思维，因地制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立体生态空间，注重系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在实际操作层面，注重全过程的管理和精细化的建绿，尤其重视植物的选择和群

落配置的科学性，从而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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