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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ain Impact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on Urban Bio-
diversity and Planning Enhancement Strategies

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影响及规
划提升策略研究

李梦芸    LI Mengyun

在推进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日益重要。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中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保

护目标认识、价值理念和策略方法等方面不足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和国土空间规划的跨领域关联衔接并

提供规划应对思路，分析生物多样性本身的层次与尺度特征以及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

索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领域及要素。最后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包括构建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框架，并提出总体层面和详细层面的规划策略，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的工作提供参考。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biodiversit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values and strategies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to provide planning response ide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erarchy and scale of biodiversity, as well a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urban planning on biodiversity in China.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main sectors and key element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mpact on urban biodiversity, and then proposes urba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cluding developing a strategic framework, and proposing planning strategies at the general 
level and the detailed level,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work o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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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就地保护体系。

在此背景下，许多城市都组织编制了生态空

间专项规划和生态修复专项规划，进一步保

障生态空间底线，构建自然生态格局，修复自

然空间。总体来看，目前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尚局限在总量保

障、景观塑造、生态修复等方面，存在着对生

物多样性理念认识不足、全域生态要素统筹

不足、相关内容探索深化不足[4]等问题。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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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生物多样性持

续大衰退和同质化[1]。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是我国目前城市生态建设中重要且紧迫的工

作[2]。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

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

动的基本依据[3]。2021年10月，我国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

建设全过程，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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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在于缺乏跨领域间的影响认识作

为规划的理论依据[5]68，导致城市规划工作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的认同不足、空间需求

了解不到位，从而难以提出深入有效的引导

及管控措施。

本文旨在搭建跨领域的关联衔接路径，

探索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的

主要领域及关键要素，并以此为靶点提出生物

多样性保护视角下的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策略。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充分融入城市发展的

谋篇布局中，从而提升城市的生态环境品质，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  生物多样性与空间规划的影响关联

综述

生态学中的生物多样性概念本身就有着

层次与尺度的关系。《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

物多样性定义为：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

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

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6]。马克平[7]20提

出生物多样性由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和遗传（基因）多样性3个层次组成，其后景

观多样性被提出并被逐渐接受[8]。从尺度由大

到小来看，景观多样性是指景观单元在结构和

功能方面的多样性，其重点关注宏观层面的内

容，主要研究组成景观的斑块数量、大小、形状

和景观类型、分布及斑块间的连接性、连通性

等结构与功能方面的多样性[9]5。生态系统多样

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

多样性[9]3。物种多样性指物种水平的多样性，

其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一定区域内的物种丰富程度；二是指生

态学方面物种分布均匀程度[9]3。遗传多样性即

物种内基因和基因型多样性，主要关注微观层

面，广义上指蕴藏在地球上植物、动物和微生

物个体基因中遗传信息总和，狭义上指生物种

内基因的变化[9]2-3。

景观生态学在城市空间对城市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方面已开展了较多研究，主要涵盖：

一是城市景观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主

要关注斑块大小、形状、数量和分布与生物多

样性的关系[10]。二是生态网络与生态廊道的

影响，通过构建多维度、多功能的城市生态网

络[11]并强化生态廊道的空间结构，可以有效

加强连通性[12]。三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相关影

响，如从建成区到近郊区、远郊区，再到荒野地

区，城市生物多样性沿着城市化梯度呈现出不

同的特征[13]8。除此之外，土地利用的转变、局

地环境的污染等都会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分布格局[14]。

就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研究来看，这类跨领域研究才刚刚起步[5]68。

在国土空间规划政策颁布前，干靓[5]68围绕城市

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做了相关研究，

分类讨论了影响机制和要素，并梳理了生态用

地、植被格局、开发强度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机

理。国土空间规划政策颁布后，马远等[13]8强调

应科学划定城市的“三区三线”以保证充足的

生态空间来维持更高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

总体来看，生物多样性本身有着生态学

的层次尺度特点及递进关系，景观生态学的相

关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切入视角，目前空间层

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有点状的思考，但国

土空间规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整体上仍然

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跨领域的影响关联路径仍

不清晰，不足以支撑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策

略。因此，应首先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与生物多

样性之间的影响关联路径，明确国土空间规划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领域及要素，以此作为提

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理论依据来指导相关规

划策略的制定。

2  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主要影响

2.1  跨领域影响关联路径构建

生态学和国土空间规划之间有着不同的

学科语汇。本文通过3个思路构建跨领域关联

衔接（见图1）。一是以生物多样性的各层次有

效保护为出发点。生物多样性各层次本身具有

从大到小的空间尺度效应[15-16]。基于生物多样

性4个层次的尺度特征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相

关度识别，并筛选出直接相关的层次作为出发

点。二是引入“城市环境”作为跨领域过渡的

靶心。通过“生物多样性—城市环境—国土空

间规划”三步走，进一步聚焦生物多样性在城

市环境这一物理空间中的问题，实现从生态学

向国土空间规划的过渡。三是注重全面梳理并

聚焦国土空间规划相关领域及要素，在识别出

涉及的相关领域后，进一步梳理出最有针对性

的管控要素，以此形成空间层面的有效抓手。

2.2   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的层

次筛选

在城市和区域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可以

影响城市和区域的景观格局，故而能够直接影

响 “景观多样性”。在人居尺度，国土空间规划

涉及开发建设强度和用地布局类型，在改变城

市物理环境的同时深刻影响着城市中的生态

系统，故而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直接相关。

在局地尺度，空间管控及相关设计引导物种选

择会影响“物种多样性”中的植物种类，虽然

动物、昆虫和微生物具有活动性或难以通过规

划直接管控，但植被物种的选择改变了它们的

生存条件，故国土空间规划能与这一层次直接

相关。“遗传多样性”则需关注微观层面，规

划与其相关度较间接，通过对3个层次的干预

促进土著植物、动物和昆虫水平，提供微生物

的生存条件，提升整个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多样

性，也可进一步强化本地特色基因的保护。

综上，国土空间规划对生物多样性的直

接相关层次为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

图1 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关联

路径
Fig.1  Correlation pathways of spatial planning's impact 
on urban biodivers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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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间接相关层次为遗传多样性。本

文聚焦于直接相关层次。

2.3   相关层次在城市空间环境下的主要问题

城市空间环境既包括人为建造的建成环

境，也包括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囊括了

城市中各类物质空间要素。识别景观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在城市空间环

境中的主要问题，可以进一步与国土空间规划

所涉及领域耦合。

对于景观多样性，其主要问题是城市化

和工业化背景下土地利用的改变导致的一系

列景观功能的失衡[17]。城市发展导致原有的自

然环境不断萎缩，而新建设后的生态空间格局

没有考虑到原本的生态需求，原本整体性、连

续性的自然景观被破坏，使城市生境斑块显现

出高度破碎化和异质性[13]7的同时，生境斑块

之间的连通性也在下降[18]。

对于生态系统多样性，其主要问题是各

生态系统质量不够高。城市中有大量的生态

用地类型，如城市湿地、河流、池塘、森林、公园

等，这些多样的栖息地能有效支撑生态系统的

健康运行[19]。人类在将自然生态系统改造成人

工生态系统的城市化过程中，仅存的自然生态

系统多处于受损退化状态，栖息地的景观建设

违背了生态规律，带来了群落种类单一、结构

简单、自然程度不高、病虫害严重等问题[20]21，

使城市生态系统更加脆弱。

对于物种多样性，其主要问题是多样性

的降低和物种单一化。城市植物多样性方面最

明显的特点是外来物种的引入和乡土物种的

减少[13]6。究其原因，在于城市绿化设计多出于

人工化审美意识，追求视觉层面的形态塑造，

用一些植物配置形成伪生态局面[20]20，盲目引

入外来物种加剧了本地物种多样性消失。城

市生物的组成也明显的特化①，结构逐渐简单

化，稳定性下降[13]7。

2.4   国土空间规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领域

及要素识别

紧密围绕生物多样性相关层次在城市空

间环境下的主要问题，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所

涉及的主要内容出发，合理确定国土空间规划

各领域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及

其影响因素。其中，总体层面结合国家相关政

策指导文件和已印发的规划指南中的编制内

容框架进一步识别影响领域，如在“优化空间

总体格局”章节中主要涉及“生态格局”领

域，在“强化资源环境底线约束”章节中主要

涉及“底线约束”领域，在“优化空间结构”

章节中主要涉及“用地布局”领域等；详细层

面鉴于目前的规划编制尚缺乏国家统一的标

准或指南作为指导，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总体

层面识别，详细层面各城市可依据自身的编制

特点和需求进一步甄别和细化。总体来看，国

土空间规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领域聚焦于

生态格局、底线约束、用地布局、蓝绿空间、空

间形态、道路交通、生态修复等7类。这些领域

对3个相关层次都有不同程度且彼此关联的

影响（见图2）。

2.4.1    生态格局领域

合理良好的“斑块、廊道、基质”结构组

成的城市生态格局是景观多样性的体现，也是

支撑高质量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与保障。生

态格局领域中斑块和廊道这两个要素既存在

于规划语境中，也存在于生态语境中，因此对

其影响机理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相关要素“有

没有”，也更强调其“好不好”，即其连通性、系

统性和有效性。（1）斑块。从类型来看，规划

时是否依据城市生态网络特征区分源地或踏

脚石等不同的类型，会影响斑块发挥其生态

作用。从面积和数量来看，生态斑块的面积和

数量需要能够支撑维护本地重点物种，其中，

面积是决定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素。一般来

说，面积大的斑块具有更高的生物多样性维

持能力[13]7。从空间来看，斑块的间距设置会影

响动物迁徙的畅通性，间距过大将不利于动

物迁徙[21]。（2）廊道。从布局来看，廊道在布

局时连接隔离的斑块，可以有效加强整体联通

性。从类型来看，根据建设尺度及内部组成等

因素可将廊道分为大尺度的生境廊道和小尺

度的生物通道，规划设计时是否从类型上响应

动物利用廊道的方式会影响廊道的系统性。从

宽度来看，规划的廊道宽度是否满足不同物种

迁徙的需要会影响廊道的有效性。

2.4.2   底线约束领域

科学划定生态空间可以减少城乡建设用

地对生态空间的侵占，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栖息

地破碎化并维护栖息地空间，从而强化景观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及促进可持续发

展。根据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省级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指南》中对生态空间的定义，生态空间

区别于农业、城镇空间，是以提供生态系统服

图2 国土空间规划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领域识别
Fig.2  Identification of field impacts of spatial planning on biodivers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指一种特殊的生物进化方式，是生物发生局部的特殊变异以适应特定环境条件的现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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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生态产品为主的功能空间。限制城市蔓延

开发，预留和保护城市生态空间是保护城市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科学划定城市的“三区

三线”以保障充足的生态空间，有利于维持更

高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

2.4.3    用地布局领域

合理布局生态用地，均衡配置生态用地

的比例结构，对于生物多样性有正向影响。国

际上目前对于生态用地的内涵没有明确和统

一的定论，从国土空间规划的视角来看，建设

用地中的公共绿地、生产防护绿地、其他绿地、

广场，以及非建设用地中的湿地、林地、草地、

园地、耕地、水域、各类用海等，都是城市中提

供环境调节和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空间，因而

都应纳入考虑。一般情况下，生境面积越大，物

种数量越多，对动植物群落越有利。生态用地

作为城市生境的空间承载，通过对于其总面积

和内部比例结构的合理调控，以及对各生态用

地间距离的合理引导，有助于减少自然景观的

破碎化，促进廊道连通性，并维护物种结构和

丰富度[5]69。

2.4.4    蓝绿空间领域

城市的蓝绿空间包括了城市各类水陆栖

息地，既是城市动植物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

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空间[22]。蓝绿空间

的质量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质量。这一领域需

要考虑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不

同特征。本文选取3类空间中具有代表性的蓝

绿空间进行探讨。（1）公园绿地。一是规模方

面，总规模越大对物种越有利[23]，同时，单个公

园绿地面积越大，环境异质性越高，包含的种

类越多[24]。二是树木植被方面，选用乡土树种，

注重食源、蜜源类树种的选用，并采用近自然

的配置方式，都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改善生

态系统服务[13]8。（2）河湖水系。一是水网的回

路闭合度、线点率、网络连接度越高，其带状廊

道的作用越强，不仅对鸟类、两栖类、爬行类

和鱼类的丰富度有积极影响，还能促进生境斑

块之间的连通性，进一步提高城市整体的生物

多样性[25]。二是驳岸建设的类型也会产生重要

影响，其中硬质护岸和硬化的河道严重破坏河

湖生态系统，而通过植被等自然工程化手段构

建柔软的河床，能强化河湖生物多样性支撑能

力。三是丰富的栖息地条件如深水、浅水、浅

滩、陆地等可以提供多样的栖息和捕食环境，

有利于提升局地生物多样性[13]8。（3）森林和

草地。森林和草地面积既能够提升草地生态系

统服务效益，也能有效提升生物多样性。从物

种看上，城市森林树种和植被草种的单一性，

以及过度人工化的种植方式，会导致生态系

统的脆弱性增加，而群落结构丰富、本土树种

多样的森林和草种丰富的草地都有助于维护

生物多样性。（4）内陆湿地。面积方面，对于8 

hm²以下的小微湿地，其面积越大，水鸟和陆

地鸟类物种丰富度越高，并且面积超过4 hm²

的小微湿地能维持较多的水鸟物种[26]。相反，

硬化岸线、过度种植等工程设计方式都是湿地

生态的重要威胁。（5）滨海海岸带。陆海交错

过渡的区域是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区域，自然岸

滩是大量鸟类及哺乳动物种群的栖息地，对自

然岸滩空间的保护有助于维护海岸带的生态

系统多样性，同时有助于减少整体景观格局上

的破碎化，强化物种迁徙的连通性[27]。（6）农

田、园地、养殖水域。多种栖息地混合对当地

生物多样性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依托

农业景观生存繁衍的授粉类动物及其他特定

物种的保护，为两栖爬行类、鸟类等动物营造

栖息地[28]。

2.4.5   空间形态领域

城市开发的程度、建筑的空间形态和绿

化的方式对路面栖息地、空中栖息地、空中迁

徙的连通性以及小动物们的生存条件都有显

著影响。（1）开发强度。建筑密度、高层建筑面

积比、容积率越高，城市开发占据的空间越多，

动物在地面的栖居空间则越少[29]86。重要的生

态廊道周边减少建筑开发或高层建筑的建设

有利于保障廊道的畅通性。（2）立体绿化。在

地面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建筑表皮增

加立体空间也可以为生物提供一种离地的新

生境，增加植物多样性的同时促进鸟类利用建

筑立面绿化或屋顶绿化等空间[29]163。（3）建筑

立面。玻璃护栏和幕墙立面都是鸟类的潜在威

胁，外墙材料“鸟类可见”能够有效保护鸟类

生物多样性。（4）建筑形态。建筑造型适当预

留孔洞可以为城市野生鸟类提供筑巢的栖息

空间[29]165。

2.4.6   道路交通领域

交通廊道及城市道路的布局和密度会影

响生境斑块之间的连通性，对景观多样性造成

影响。同时，大量不透水路面也会侵占栖息地

空间，影响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同时，威胁动植

物的生存。（1）交通廊道。区域层面上，高速公

路、铁路、公路等交通廊道通常是影响城市生

态廊道连通度的重要因素，交通廊道对栖息地

的占用导致栖息地破碎化和岛屿化，对物种生

存和迁徙产生影响[30]。（2）道路。一方面，高路

网密度带来更高的城市不透水面积，不仅侵占

栖息地空间，而且阻止地上地下物质交换和循

环，使土壤微生物活性和功能下降[13]7，造成物

种丧失。另一方面，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对生物

多样性有着正向促进作用，连续树冠可以最大

限度发挥其生态潜力，有效服务鸟类迁徙[31]。

2.4.7   生态修复领域

生态修复的方法及成效与环境品质、水

土污染程度有较大关联[32]，进而影响生物多样

性水平。其中，环境干扰及水土污染加剧了栖

息地质量的下降，同时也导致动植物生理机能

和种群结构变化[5]70。（1）噪声及光照。动物对

噪声和光线非常敏感，大城市的声光污染规模

持续扩张，对生物有着长期影响。同时，夜间人

造光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光污染现象之一，其

对鸟类、植物等生物体的不同生命层次和生活

史特征均存在有害影响，容易形成孤立的种

群，增加了物种灭绝的可能性[33]。（2）空气、

土壤、水体。工业排放及市政废弃物对于空气、

土壤及水体的影响巨大，对生态系统健康产生

深远的影响。相关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一氧化碳等易造成敏感物种减少或消

失；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和富营养化等问题也

会增加外来物种入侵几率，导致喜氮植物的大

量生长[13]7。

2.4.8   小结

根据上述研究，总结形成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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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清单（见表1），

共包含18个关键要素和相关子项。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国土空间规

划策略

3.1   构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国土空间

规划策略框架

基于上述梳理的影响领域及关键要素，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各层级规划内容中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予以响应，构建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策略框架。其

中，总体规划层面重点关注对全域生态空间

的战略统筹作用，加强保护水平的正向提升

和环境干扰的负向控制；详细规划层面聚焦

落实和深化总体层面的格局和结构以提升其

有效性，强化分类型的管控引导，优化细化设

计要求，以打造更具生物友好性的空间环境

品质。同时，提出不同层次规划的实施保障策

略（见图3）。

3.2  总体规划层面策略

3.2.1   统筹空间资源配置，强化结构性布局

统筹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城市建设的

重要性，积极应对生态格局、底线约束和用地

布局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宏观层面的影响，规

划内容包括明确空间发展目标战略、优化空间

总体格局、强化资源环境底线约束、优化空间

结构等。具体策略包括：（1）将保护生物多样

性作为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要目标，充

分考量本地的资源特色和发展阶段并设定相

应的空间规划量化指标。（2）构建真实有效

的生态格局，强化对应景观多样性“斑块—廊

道—基质”的空间概念，通过空间对应或映

射在全市层面构建以“源地—廊道—踏脚石”

为空间要素的格局体系，并制定分级分类的空

间管控措施。（3）差异化引导城镇、生态、农业

空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城镇空间应兼顾提升

生态系统质量与居民生态福祉，生态空间应注

重保护自然生态本底，提升整体生态价值，突

出自然景观特色。农业空间应注重改善生态系

统健康水平。（4）识别市域及中心城区中的生

物多样性重要地区，梳理其功能特点、物种特

征、保护状态，优先保障生态资源底线，划定保

护空间，并提出相关保护要求或建设活动限制

要求。（5）合理配比不同类型的生态用地空间

结构。根据生态格局空间要素特征，以及城镇、

生态、农业空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差异化需

求，合理布局各类绿地、开敞空间、陆地水域、

园地、林地、草地、湿地、耕地、各类用海等，确

保其规模结构健康合理。

3.2.2   增强城市建设的生物友好性

强化蓝绿空间建设、保护设施建设，以及

城市空间形态对生物多样性的正向影响，提升

城市空间的生物友好性。规划内容包括完善公

共空间和公共服务功能、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

等。具体策略包括：（1）强化蓝绿空间的生态

属性。一是加强以人工化设计为主的城市公园

绿地的生态功能，推进近自然的恢复改造。二

是维护河网湿地的自然化形态，积极引导全市

生态岸线建设。三是提升森林草地的栖息地质

量，对其群落结构的保护及优化提出合理引

导。四是防止海岸岸滩退化，保护大陆自然岸

线，注重对人工及自然岸段栖息地品质的差异

化引导。五是强化健康的农业管理模式以减少

农田土壤侵蚀，可率先开展样板地区的生态环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 国土空间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要素清单

Tab.1  Elements checklist of spatial planning's impact on urban biodiversity 
影响要素 要素项 子项

生态
格局

斑块（1、2、3）

类型 源地、踏脚石等
面积 —
数量 —
间距 —

廊道（1、2、3）
布局 —
类型 生境廊道、生物通道等
宽度 —

底线
约束 生态空间（1、2）

面积 —
位置 —

用地
布局 生态用地（1、2、3）

面积 —
各类用地间比例 —

间距 —

蓝绿
空间

公园绿地（2、3）
面积 总量、单个

树木植被 物种、配置方式

河湖水系（1、2、3）
水网特征 回路闭合度、线点率、网络连接度
驳岸建设 建设类型及工程手段

栖息地条件 地形、场地景观

森林和草地（2、3）
面积 —

物种和群落结构 —

内陆湿地（2、3）
面积 —

涨落带空间 —
工程设计方式 —

滨海海岸带（1、2、3） 自然岸滩 面积、位置
农田、园地、养殖水域（2、3） 混合用地 —

空间
形态

开发强度（1、2、3） 建筑密度、高层建筑面积比、容积率 —
立体绿化（2、3） 垂直绿化、屋顶绿化 物种
建筑立面（2、3） 外墙材料、透明度 —
建筑形态（2、3） 筑巢空间 —

道路
交通

交通廊道（1） 高速、铁路、干道等 布局

道路（2、3）
路网密度 不透水面积
行道树 树种选择、郁闭度

生态
修复

噪声及光照（2、3）
大型声光设施 布局选址

夜间景观 —
空气、土壤、水体（2、3） 市政设施及工业设施 布局选址

注：“1”表示主要影响景观多样性；“2”表示主要影响生态系统多样性；“3”表示主要影响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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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策略框架
Fig.3  Strategic framework of urba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境保护管控。（2）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设施

和科普设施建设。一是建立植物园、动物园、水

族馆、种质资源库②等设施，不断完善城市生

物多样性迁地保护体系。二是建立博物馆、科

普教育基地、生物多样性体验中心等设施，满

足市民科普及游憩需求，并呼吁全民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视。（3）提升城市形态对生物

多样性的正向作用。一是在重要的生态空间和

迁徙廊道周边，基于物种的习性特点，选用合

理的开发强度，同时，合理控制建筑密度、居住

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等，以降低开发活动所

带来的影响。二是重点提升关键地区的建筑品

质，设置立体绿化，构建多层次、多形态的建筑

群落，调节周围的微气候，从而为多种生物提

供适宜的栖息地。 

3.2.3   降低人工环境干扰的负面影响

控制道路交通的干扰、强化生态修复水

平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规划内容

包括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国土整治修复与

城市更新等。具体策略包括：（1）道路交通规

划时应采取“自然优先”原则。一是区域交通

规划应注重保持大型自然空间的生态完整性，

减少穿越干扰，当穿越不可避免时应通过工程

手段保障连通性，形成人造廊道保障动物迁

徙。二是大型交通干线和城市道路应集中在非

生态敏感地段，通过疏解交通流量等方式来降

低生态敏感地区的交通干扰。（2）加强对城市

噪声、夜间光照和面源污染的控制。一是强化

敏感地区的降噪，可通过建设隔离带、隔离墙

等方式建立隔音屏障，同时制定敏感地区昼间

和夜间的环境噪声标准。二是加强城市夜间光

照的控制。如通过制定夜间景观设计规范、加

强暗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来降低光污染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三是强化面源污染控制。

加强污染控制设施建设，推广生态友好的农艺

措施、强化对敏感地区周边土壤和水污染的整

治，强化生态系统稳定性。

3.3  详细规划层面策略

3.3.1   落实并细化空间格局及结构

强化对总体层面的格局、资源及结构在

详细层面的空间落实细化。规划内容包括明确

生态格局网络、强化局地用地调控等。具体策

略包括：（1）梳理陆上生物及鸟类物种的生物

习性，明确中微观尺度上源地、廊道及踏脚石

的空间布局，并对其面积、宽度及间距进行连

通有效性论证。（2）降低周边用地对生态格

局网络的潜在影响。尽量避免在源地、廊道及

踏脚石周边布局可能产生较大声光污染和面

源污染的用地。若无法避免，应提出邻避措施。

（3）强化生态用地的复合性和兼容性。保护和

营造林草湿或农林水一体复合栖息地，通过多

种生态用地混合布局维持并提升当地生物多

样性，同时强化生态多元的景观特色。

3.3.2   提升设计要求以优化空间品质

重点通过制定工程及设计要求，强化蓝

绿空间、空间形态、道路交通和生态修复对生

物多样性的积极影响。规划内容包括增强栖息

地品质、引导生物友好的建筑设计、优化道路

工程设计等。具体策略包括：（1）加强物种管

理与搭配引导。一是强化植物群落营造水平，

促进乡土植物种类的选用并控制外来物种引

种。二是提升物种的搭配丰富度，对品种种类、

品种数量及形态要求提出引导。（2）营造健

康、自然化的栖息地。针对河湖、湿地、海岸带

等水陆交错地区，一是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多样化的场地设计手段和空间组合方式，

营造丰富的水、岸栖息地条件；二是构建柔软

的河床及驳岸，减少不必要的防渗设计；三是

针对污染水体，鼓励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来净化水质。针对农业空间，一是注重对大型

田、林、养殖水域周边进行种植补充，通过构建

树篱、沟渠等栖息地岛屿进一步提升连通性；

二是根据土壤受损情况及生物特征，明确相应

的治理技术。（3）引导生物友好的建筑设计。

② 指利用仪器设备控制贮藏环境，长期贮存作物种质的仓库，又称基因库。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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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注重为生物栖息预留空间，尤其为鸟类栖

息落脚营造更为舒适的环境。二是增强季节

性、互动性的公共空间设计，让人们在游憩的

同时观察感知鸟类、昆虫（蝴蝶等）、兽类（刺

猬等小型哺乳动物）、鱼类等动物的日常生活

特征。三是减少透明反光窗户和不必要的照明

以降低对鸟类的伤害，并制定相关标准。（4）

减少交通干扰，提升道路环境。一是注重减少

车流的噪音及夜间灯光的干扰程度，必要时应

在道路两侧设置缓冲带等措施。二是提升道路

环境，增强透水路面的面积比例，并种植树冠

连续行道树帮助增加生态连通性。

3.4  实施保障策略

总体规划层面，一是编制生物多样性保

护专项规划，衔接相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调查

评估结果开展跨学科研究，科学分析研判空间

规划策略，并根据生物的动态迁徙属性，建立

弹性调整机制。二是强化对中高密度建成地区

的管控，这些地区常因城市化程度高、人类活

动密集而忽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基于宏

观生态格局，重点构建中观尺度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网络。三是强化政策和措施的传导性，制

定可分解、可落实、可监测的指标，在设立管控

单元时充分论证其向下传导的有效性。

详细规划层面，一是针对控制性详细规

划、村庄规划、城市更新等不同类型的详细规

划，一方面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管控要素

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在成果体系上，探索将相

关要求纳入指标及图则的新方法，形成有效的

建设管控。二是为了提升规划编制的科学性，

尽快制定相关的设计建设导则及技术标准，从

而有效提升工程设计方案的生物友好水平。三

是建立审批评估机制，通过将相关原则和建设

要求纳入地块开发绩效等方式，进一步强化底

线要求，通过制定奖励机制增强开发主体对提

升生物多样性水平的主动性。

4 结语

城市生物多样性与每个居民的生活福祉

息息相关，在推进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背景下，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新时代国土

空间规划提出了新的应对要求。目前我国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理论溯

源与跨领域衔接上做了初步探索，梳理出国土

空间规划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领域及要

素，并以此为靶点，构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策略框架，提出从总体规划

到详细规划层面的策略要点，希望能为国土空

间规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工作提供参

考和启发。

（感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科学与工

程研究院院长达良俊、上海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

地研究中心主任薛程、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一级主任科

员龚珑、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总

工程师张翀、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低碳生

态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干靓对本论文的研究提出

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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