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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样生境保护的城市生态系统规划研究

——以重庆国际生物城总体规划为例

陈希希 1 李璋 1*

（1.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摘要：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认识，注重绿色发展模式，

创新保护措施和规划模式，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本文重

点研究了城市规划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对研究区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本底特征

的识别和不同生物群落的保护规划，探讨多样生境保护和规划模式，包括鱼类、鸟类

和虫类生境的研究与保护规划。在此基础上，建立生态空间保护网络和完善城市公园

绿地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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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

市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共同面临

的难题。如何保护和恢复城市的自然

生态环境，既是保护生命和生命相关

领域的基本需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必需之举。城市生态绿地系统是

城市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护

城市生态环境稳定和良好的社会运

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基于多

样生境保护的城市生态绿地系统规

划，将成为城市生态环境稳定和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功能的

关键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的基础 [1]。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警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人类历史上

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生物多样性的

维护与保护至关重要，因为其对环境、

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而城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作为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维护生态系

统功能和促进其恢复的有效方式之

一 [2-3]。因此，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

入城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将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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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重

要的贡献。

中国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资源，包括许多独特的物种和

多样的生境类型。保护这些多样性资

源对于当地人民的生计、经济发展、

生态安全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该地区的生

物多样性资源为当地的渔业、农业和

林业等传统经济提供了支撑，同时也

在维持土壤肥力、水循环、气候控制、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等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这些环境服务与当地

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最终促进生态和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保护西南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具有重要意

义，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生计、经济和

生态安全至关重要，还对全球生态系

统的平衡和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本次研究区域位于中国西南地

区的重庆市巴南区国际生物城先行

区区域，总面积 104 平方公里。

1 研究领域概述

近年来，规划领域生物多样性研

究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规划与管理者们

意识到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的必要性

以及生物多样性对于城市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规划领域生物多样性研究

逐渐引入规划的各个环节。随着国家

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生物多样

性保护逐渐在规划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城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作为

城市规划和绿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重要意义。其多样性的生境

保护在城市生态绿地系统规划中被

广泛应用，其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

1.1 国内外研究进展

俞孔坚等学者研究指出，生态景

观规划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

手段。生态景观规划需要充分考虑城

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和城市环境

的可持续性，并且重视多样性的生境

保护。通过生态景观规划，能够提高

城市绿地的生态效益，满足不同居民

的需求，并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5

-6]。张远景等学者指出，城市生态网

络的规划和设计是城市生态绿地系

统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能增强城市

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在城市生态系统

服务的提供和城市中种群的体积中

发挥重要作用 [7]。曲艺等学者认为规

划和设计城市生态网络时，多样性的

生境保护能够增加城市绿地的覆盖

率，提高生态连通性，促进更多的动

植物种群的繁衍和栖息 [8-9]。保护城

市内的生态系统，特别是保护生物多

样性，可以通过绿道、生态公园、城

市森林等绿色空间的规划建设实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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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通过构建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和

采用多样生境保护的原则，城市可以

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良好平

衡，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和水

平 [12-15]。

1.2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

在政策层面，我国相继制定了

《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野生动物保

护法》等环境保护法规。随后，国家

在立法层面不断制定完善了相关的

法律法规，强调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1994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联

同其他相关部门发布了《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行动计划》。随后，2008

年发布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 2

010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一个重要

方面。2010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发布，提出了中国未来 20 年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目标、战略任务、

优先区域和优先行动 [16-17]。

2 城市生态系统规划方法

生态本底特征识别：利用收集到

的资料和数据，对研究区域的生态本

底特征进行分析与识别，包括土壤类

型、地形地貌、水域分布等，并对其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评估。

生物群落保护规划：基于生物多

样性调查和生态本底特征识别结果，

确定需要重点保护的生物群落类型，

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和管理措施，包

括栖息地保护、种群保护等。

多样生境保护规划：探讨多样生

境保护的规划模式，针对鱼类、鸟类

和虫类等不同生物群落的保护需求，

设计合理的生境保护措施和规划方

案。

建立生态空间保护网络：基于生

物群落保护规划和多样生境保护模

式，建立生态空间保护网络，确保研

究区域内生态环境的良好连接和持

续健康发展。

完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规划：在

生态空间保护网络的基础上，对城市

公园绿地系统进行规划和设计，以提

供城市居民的休闲娱乐场所，并促进

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3 研究区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本底

特征

3.1 研究区域生物多样性特征

3.1.1 种质保护、江鱼洄游的天然江

湾

研究区域涉及到四大家鱼国家

级水产资源保护区，其所在江段具有

天然的优良基因遗传库。四大家鱼分

别是刀鱼、草鱼、青鱼和鲢鱼，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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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湖泊和河流中鱼类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保护区域内水域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极为重要。此外，研究区域

水域还拥有 136种鱼类，分属于 5目、

16 科、89 属，其中国家级保护鱼类

3 种，包括达氏鲟、中华鲟和胭脂鱼，

以及重庆市重点保护鱼类 14 种。在

这些鱼类的生态系统中，它们不仅是

组成部分，也是食物链关键的环节。

此外，研究区域水域还是重要的

长江鲟鱼类洄游通道与鱼类卵苗的

漂流通道。长江鲟是中国珍贵的物种

之一，被誉为“活化石”。长江鲟和

其他鲟鱼类在其中繁殖和孵化的卵、

幼鱼等在水域中漂流，从而保证了这

些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保护江

鱼洄游的天然江湾不仅是维护长江

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

保障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途

径之一。

3.1.2 旅鸟迁徙、水鸟栖息的自然天

堂

研究区域的生态环境为迁徙候

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重庆是候

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通道和越冬地，是

大批候鸟迁徙廊道的重要节点，也被

称为“旅鸟天堂”。目前，重庆境内

的鸟类已达 502 种，占全国鸟类总数

的 40%。在到达重庆的 218 种候鸟中，

像红嘴鸥这样的水鸟类有 114 种，是

其中的重要类别之一。水鸟类候鸟主

要分为旅鸟、夏候鸟和冬候鸟。随着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重庆

各处的江心绿岛，如木洞中坝岛、桃

花岛、南坪坝岛等，具有丰富的湿地

资源，成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护区，

为迁移鸟类提供重要的食物补给和

驿站，同时也是部分候鸟的越冬地。

3.2 识别生态本底特征

3.2.1 重要的生物廊道

生物廊道是生物在城市绿地系

统中进行迁移和栖息的重要通道。研

究区域内区域性河流廊道和重要山

脉都是生物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中，区域性河流廊道五步河是长江一

级支流，是自然界中生物栖息和迁徙

的重要通道。五步河的水系纵贯南北，

河床平稳，河面宽阔，坡度小，是重

庆市政府确认的一级水源保护地区。

该河流发源于万盛金桥镇金子山，流

经万盛、巴南区，成为区域景观中连

续性最强的廊道网络之一。

除了五步河作为重要的区域性

河流廊道之外，研究区域还有 7 条主

要汇水冲沟，它们汇聚成较为完整的

河流系统，构建了基础性的河流廊道。

这些河流廊道宽度不等，大多数在 1

0-50 米之间，并起到了基础性的作

用，充分发挥了河流在生物迁徙、生

态恢复以及水土保持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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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重庆国际生物城总体规划

中的研究区域内还拥有东西两侧的

明月山和天坪山两大山脉，它们也是

生物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山脉

地势陡峭、海拔高，形成了不同的生

态环境，内部林木茂密，生物资源丰

富。这些山脉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

生态系统有机结合，构建了完备的生

物廊道，为城市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保障与支撑。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应该注重

保护和科学合理地利用这些生物廊

道资源，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完备性

和健康性。特别是需要加强对生物廊

道的跨界保护和管理，保证其生态价

值和功能的充分发挥，为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3.2.2 重要栖息地斑块

重要栖息地斑块在城市生态绿

地系统规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区域内存在着许多重要的栖息

地斑块，包括碛、滩和两岛等。

碛是长江川江段最长的天然石

梁地质奇观之一，是城市生态系统中

的重要产卵场和庇护场。碛生态系统

中存在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和许多鸟

类的栖息地。滩是重要的自然消落带，

具有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等重要

功能。主要植物包括狗牙根、巴茅、

水蓼等，为了贯彻落实保护修复长江

生态的要求，研究区域还在西段消落

带上栽种了大量播种生长快的波斯

菊，以实现滩涂到花海的转变。两个

岛——木洞中坝岛和桃花岛则分别

具有独特的地质构造和生态系统。其

中，木洞中坝岛为二元构造冲积沉淀

型生境系统，在枯水期形成大面积草

洲，是一个重要的生态保育区和野生

鸟禽的栖息地。桃花岛则是长江重庆

段第二大岛，是一个罕见的长江江心

山地型地质构造，生物多样性集中的

宝地。然而，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和

地势高差大，这些栖息地斑块在一定

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和威胁，保护这些

栖息地斑块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多样生境保护与规划模式探索

规划生物多样性生境的目的在

于构建具有更完整功能的城市生态

系统，通过和谐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的

搭配，从而更好地提高城市环境生态

稳定性和社会可持续性。

在城市规划中，选择鸟-鱼-虫三

类生境进行规划模式探索是因为这

三类生物在城市生态系统的维持和

平衡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鸟

类在城市内有繁殖、觅食、栖息等需

求，因此，建立具有多样性的鸟类生

境能够满足它们的各种需求，从而保

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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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如鱼类在城市生态系统中

也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帮助

净化水质，维持水体生态平衡。同时，

鱼类也是食物链上的关键物种，依靠

鱼类所在的生境来维持整个生态系

统的平衡。此外，昆虫也是城市生态

系统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虫类

群体数量众多，种类繁多，且在城市

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可供

众多鸟类、鱼类等其它生物取食。它

们还有很强的分解能力，可以有效地

降解有机物，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

更新，维持生态平衡。

4.1 鱼类生境研究与保护规划

4.1.1 鱼类生境研究

鱼类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指标

之一，其生存状况、数量和多样性水

平反映了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区域鱼类的繁殖和生存受到周围环

境的影响，因此生境的特征和质量直

接关系到鱼类数量和多样性水平。在

研究区域内，鱼类生境的保护重点在

于保护其产卵场、索饵场、觅食地等

重要生态单元，以确保其生存繁衍环

境的保护。

研究表明，在研究区域内，鱼类

产卵场主要分布在山溪、浩、碛等水

文生态单元。这些生态单元的特点包

括水流清澈、湍急，水底多石子、沙

子等不同质地物体。鱼类产卵场作为

保持鱼类多样性和数量的重要生境

之一，需要加强生境研究和保护，尤

其需要注意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问题。

索饵场是鱼类觅食的重要场所，

河漫滩、滞水凼、江心洲滩等生态单

元是重要的索饵场所。这些生态单元

的特点包括水域环境、岸边植被、营

养物质含量等，对鱼类数量和生态稳

定性的影响非常关键。为维护和提高

鱼类数量和生态健康性，需要做好保

护索饵场的工作，加强鱼类觅食场地

的生态环境修复和管理。

觅食地是鱼类进食的重要场所

之一，河漫滩、江滩草洲等也是鱼类

觅食的主要区域。这些生态单元的特

点包括水域水质、水深、养分含量、

水温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影

响着鱼类的生长和繁殖，因此对于觅

食地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4.1.2 鱼类生境保护规划

研究区域作为长江四大家鱼国

家级水产资源保护核心区，以四大家

鱼“三场”资源保护为鱼类生境保

护核心。在实施鱼类生境保护规划方

面，应实施四大规划保护策略。

一是设立保护区，保护鱼类产卵

场区域。研究区域内的苏家浩区域是

鱼类产卵场和繁殖区的重要区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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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护鱼类的栖息地和迁徙路线，需

要划定保护区，并限制人类活动和捕

捞。同时，为了防止非法捕捞和盗捕，

需要加强保护区的监管力度，保护鱼

类生态系统。二是恢复和保护湿地，

增加鱼类栖息地。重点保护研究区域

内独特的“石梁+草洲”湿地，是许

多鱼类的重要生境。针对部分损毁的

湿地，需要进行恢复，建立湿地生态

保护区。通过湿地的恢复和保护，可

以增加鱼类的栖息地，促进湿地生态

系统的恢复和保护。三是保护长江鱼

道、设置禁航区，提高鱼类繁殖和生

态舒适性。建立长江鱼道，促进鱼类

迁徙，增加生存几率。针对部分危险

航道和繁殖期、禁航期，需要设置禁

航区，以避免人类活动对鱼类的干扰。

四是关注桃花岛周边独特的生态环

境，打造长江鱼类博物馆和基地，并

兼具科普教育功能。以江鱼为特色，

建立长江鱼类博物馆，展示长江鱼类

资源、生态和保护经验，加强公众对

鱼类保护的意识和认识。同时，建立

长江鱼类救护科普基地，提供鱼类救

护和科普教育服务，并设置重点监控

区，加强鱼类生境保护和鱼类保护相

关信息的采集和监测。

4.2 鸟类生境研究与保护规划

4.2.1 鸟类生境研究

鸟类是生态系统中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处于重要的位

置，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指标。

因此，对区域内不同生态类群鸟类的

生境和习性特点进行研究总结（表 1），

并制定相应的鸟类生境保护策略。根

据鸟类的行为习性，鸟类可分为 6 大

生态类群，分别是陆禽、游禽、涉禽、

攀禽、猛禽和鸣禽。在研究区域内，

由于水资源丰富，游禽和涉禽成为了

主要研究对象。

游禽是指在水中和水边活动的

禽鸟，如大白鹭、燕子鸥、鸬鹚等。

这些鸟类主要栖息在江河湖、水库、

水塘等水体周边，其觅食和繁殖需要

有充足的水源和水草。研究表明，在

研究区域内，大白鹭、鸬鹚等水鸟主

要栖息在江河和水库附近的水边溪

滩、沙洲、芦苇草滩等处。同时，这

些鸟类也对污染和噪声等环境干扰

非常敏感，因此需要关注周边人类活

动对其生态系统的影响。

涉禽是指善于在水生湿地或浅

水区生活的禽鸟，如红头䴙䴘、黄莺

沼鹿、斑嘴鸭等。这些鸟类主要栖息

在湿地、沿海滩涂、河流边缘的沼泽

地等环境，其觅食和繁殖活动需要有

充足的水源、植被和食物。在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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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涉禽主要分布在岸边、河口地

区和湖泊等处。涉禽的保护需要关注

生境研究、种群数量监测和保护区的

建立等方面。

表 1 鸟类的生境习性特点分析

品种 鹭类（涉禽） 秧鸡类（涉禽） 雁鸭类（游禽） 䴙䴘类（游禽）

食物 鱼 类 和 小 型

水生动物

小鱼、虾、昆虫、

软体动物、种子

植物性食物 鱼、虾和水中昆虫

栖息地 湿地、稻田、

湖泊、池塘

水塘、湿地和河

流岸边灌丛

淡水湖泊、池、塘、

沼泽等水边

湖泊、水库、水塘、

湿地

建巢地 高树 地面、灌丛 水 边芦 苇丛 或蒲 草

丛

水边草丛

4.2.2 鸟类生境保护规划

研究区域作为全球候鸟重要的

迁徙路线之一，场地水资源和林地资

源丰富，具有很高的鸟类生境保护和

利用价值。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研

究区域内鸟类资源，在实施鱼类生境

保护规划方面，应实施三大规划保护

策略。

一是通过重点营造“江滩+水田

+密林”的鸟类栖息觅食生境，以提

供鸟类食源性植物，招引留鸟和候鸟

栖息。构建生态浮岛、浅滩等鸟类栖

息地，供游禽类栖息和觅食。在江滩、

水田和密林之间建立鸟类生境网络，

为鸟类提供完整的栖息、迁徙和觅食

过程。二是依托两山保护鸟类迁徙廊

道，依托江滩、河口湿地、连续水田

山塘等梯田系统形成 5 处鸟类踏脚

石，在区域内构建完善的廊道-基质-

踏脚石系统。建立鸟类迁徙观测站和

鸟类保护站，对鸟类迁徙路径和数量

进行监测和统计，为研究区域内鸟类

生境保护提供支持。三是以木洞中坝

岛为主体打造国际研学营地岛，将白

鹭鸟岛作为营地的主题，通过设置无

人区、保障惊飞距离和规范人为扰动

的管理，打造一个人与白鹭共栖共憩

的共生生态。同时，在研学营地岛附

近设置鸟类观赏席，为游客提供观赏

鸟类的机会。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建立

起完整的鸟类生境网络，促进鸟类的

繁衍和迁徙。同时，鸟类生境网络的

建设也需要加强研究和监测工作，建

立鸟类生态保护数据库，不断完善鸟

类生境网络建设方案，提高鸟类生境

保护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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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虫类生境研究与保护规划

4.3.1 虫类生境研究

虫类是城市生态系统中至关重

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是生态系统中重

要的食物来源，同时也是地球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内虫类种

类丰富，包括各种昆虫、蜜蜂、蝴蝶、

蝗虫、蚂蚁等。同时，虫类数量也比

较丰富，它们适应于生态环境的多样

性，不同环境对于虫类数量和种类也

有着不同的影响。

虫类的栖息地主要分布在草地、

土壤、水域和湿地等区域。其中，蜻

蜓是湿地和水域的典型昆虫，是保障

湿地和水域健康、控制蚊蝇的指示物

种。增加小微湿地是提高蜻蜓等昆虫

生境质量的方式，部分水面保证常年

有水，丰水季保证 500m²以上区域水

深大于 1.5m，利于沉水植物生长，

帮助提高虫类生境质量。

虫类的食物来源主要包括植物、

细菌、腐生物等。在重庆国际生物城

内，蜻蜓成虫的食物来源主要为蚊、

蝇、蛾等。因此，为了保护虫类，需

要加强对其食物链上下游环境的保

护和恢复，并开展蚊蝇等虫害的防治

工作，以提高虫类生境质量。同时，

多种花卉和植物的引入也可以帮助

提高虫类生境质量，为虫类提供更多

的食物来源。

表 2 虫类的生境习性特点分析

4.3.2 虫类生境保护规划

为了保护生态系统中的虫类，促

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本研究提出

了以下虫类生境保护规划。

一是结合“浅滩+湿地+水田”，

呵护虫类产卵到成长的全过程。通过

结合“浅滩+湿地+水田”，我们可以

针对不同生态阶段的虫类提供适宜

的生境和食物来源。在浅滩和湿地等

区域，我们可以种植蒲草、水葱等水

生植物以净化水质，为昆虫提供丰富

的食物来源。在水田等区域，我们可

以采取混作种植的方式，为虫类提供

丰富的食物来源和栖息环境。

名称 栖息生境 营巢 食性

霜白蜻蜓、黄

蜻、长痣绿蜓

玉带蜻、霜白

蜻蜓、红蜻蜓

一般在池塘或河

边飞行，幼虫在水

中发育

幼虫为水生，成虫

为局飞行能力的陆

生昆虫

成虫大量捕食蚊、蝇、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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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控制光源污染，通过设置禁

光区以保护以萤火虫为代表的趋光

昆虫。由于光源污染对趋光昆虫群体

的影响比较大，本规划提出控制光源

污染的方案，并在部分区域设置禁光

区以保护以萤火虫为代表的趋光昆

虫，在此基础上建设观鸟塔、散步区

等公共场所，为公众提供了解虫类的

机会。

三是建设小微湿地生态公园。本

规划将建设中坝岛萤火虫营地园、竹

溪湿地公园、小微湿地蜻蜓园、水田

虫趣园等 5 个小微湿地生态公园。这

些公园将提供适宜各种虫类生存的

环境，包括不同类型水生植被和草本

植物，以及适宜的气候和温度环境。

这些公园将向公众开放，为他们提供

了解虫类的机会。

以上是本研究关于虫类生境保

护规划的提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措

施，提高城市生态环境的质量，保护

生态系统中的虫类种群，促进生态平

衡和可持续发展。

5 生态管控发展分区及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

5.1 生态空间保护网络

生态空间保护网络是城市生态

系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重庆国际生物城总体规划中，

研究区域的生态空间保护网络是围

绕场地两大平行山脉之间的水系密

布区域而构建的。为了实现生态空间

保护长效机制的目标，以上养中蓄下

修三大空间策略被采用，并结合地形，

因地制宜规划生态管控发展分区。

在明月山、天平山“上养”护山

育林，重点保护水库周边的涵养林，

以及陡坡林地，防止水土流失，增加

水土涵养与森林碳汇价值。加强对山

区生态环境的管理、疏浚堰塘水道，

加强防洪抗旱的措施，提高水利工程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加强生态补

偿力度，进一步促进生态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结合。

在坡谷“中蓄”方面，则连通青

年湖水库、向阳水库等现状湖塘，连

通溪沟塘渠及山地梯田、冲田系统，

创新性地引入稻田生态系统，构建生

态海绵，以逐步实现生态空间保护网

络的可持续发展。引入稻田生态系统

以构建生态海绵，也可以在农田中推

广绿肥覆盖和耕作方式的改变，加强

农田水土保持的工作，并推广生态农

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高当地居

民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

在江岸“下修”方面，重点保护

长江岛、滩、浩、沱、梁等水文单元，

修复 12 公里长江生态消落带，推进

五布河生态综合治理，以塑造“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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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能亲水”的滨水空间，最终实现

生态空间保护网络的优化和完善。重

点推进长江生态消落带的修复和治

理，加强水利工程的安全检查和维护，

同时加强污染物排放的监测和管控，

提高生态保护工作的整体水平。同时，

加强五步河流域等生态保护工作，实

现区域协同发展和生态系统的互联

互通，推动整个生态空间保护网络的

可持续发展。

5.2 城市公园绿地系统规划

城市公园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规划合理

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对于提升城市

生态环境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具有重

要意义。在重庆国际生物城总体规划

中，城市公园绿地系统规划注重生物

多样性保护，结合生物迁徙廊道和生

态斑块，构建区域的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六廊百园”绿地系统。该

绿地系统旨在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规

划东西贯通的六条生态廊道，利用现

有生态基础，针对现状汇水冲沟及高

等级道路两侧防护林进行绿廊建设，

系统性提升生态价值。同时，规划要

求在城市公园绿地系统中规划东西

贯通的六条生态廊道，以便野生动物

迁徙，保持生物多样性。在廊道所经

过的山地、水体等关键功能区的植被

保护中，要尽量保持或者依据不同特

征采取挖掘、补种等手段，最大程度

上利用植被和地貌的作用改善当地

的生态环境。建设了 1 条贯穿江镇及

产业社区的林荫大道，为人们提供良

好的交通条件，同时也为周边的自然

环境提供了更好的保护。沿长江及五

布河规划 60 公里滨水绿道，将自然

风光和人工景观融合起来，为城市居

民提供观光、娱乐、健身等多种选择。

此外，该绿地系统还规划了多个

城市公园，包括 5 个山体公园、5 个

湿地公园和若干社区公园。在本规划

中，城市公园绿地系统中的公园和绿

地可以形成生态斑块，以便于增强不

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为生境提供更好

的连通性，培育更多野生物种的生存

环境。同时也可以建立野生动物的栖

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其中南山寺

公园、关山公园、仰天湾公园等 5 个

山体公园分布在重庆国际生物城附

近的山区，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休闲、

健身、观光等服务。稻香园等 5 个湿

地公园可以为周边生态环境提供保

护，同时也可以成为重庆市民了解湿

地生态的教育基地。此外，增加带状

公园，提升可进入性，可形成“两岛

一湾、两山一河、蓝绿相织”的生态

格局。

规划中保留了 75 公顷的山体绿

心，保护山体自然景观，同时也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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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选择。

利用现状山塘打造 10 公顷的湖景公

园，既满足了市民的休闲需求，又增

加了城市的美观程度。

通过规划生物迁徙廊道和生态

斑块，可以促进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内

不同区域生态连通，实现空间上的流

通性，促进生物的交流繁殖。本规划

中的城市公园绿地系统规划不仅注

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还充分

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连通的问题，

为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可行

的方案。

6 结语

本文重点研究了城市规划中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对研究区域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本底特征的识别和

不同生物群落的保护规划，探讨多样

生境保护和规划模式。在此基础上，

建立生态空间保护网络和完善城市

公园绿地系统规划。该研究揭示了城

市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规划

思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保

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

重要任务之一，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加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认识，注重绿色发展模式，创新保护

措施和规划模式，促进生态环境的持

续健康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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