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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factor of the natur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Dongying C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things to be 
impro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space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Dongying City: 1) The 
concept of ecotype and economization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implemen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urban green space. 2) The target orienta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man-
agement has not risen to the ecological level. 3)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such as excessive reliance on local greening, excessive use of trees, un-
reasonable plant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ree-dimensional greening. 4) Water 
eutrophication and self-purification are poor. 5) The disposal methods of garden waste are un-
reasonab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
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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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东营市中心城区自然生态建设的主要因素——城市绿地建设的调查分析研究，指出东营市中心城

区绿地建设中尚有以下可提升之处：1) 城市绿地建设与管理没有彻底贯彻生态型、节约型的理念。2) 城
市绿地管理目标定位没有上升到生态层面。3) 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存在过度依赖客土绿化、过多使用大树、

植物配置不尽合理、立体绿化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等问题。4) 水体富营养化、自我净化能力差。5) 园林

废弃物处理方法不合理等。通过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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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广义的生态城市建设包括了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狭义的讲，就是按照生

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设计建立的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自然环境。本文从狭义城市生

态角度，对东营市中心城区生态城市建设进行分析研究。 
东营市作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国家战略的核心区，承担着生态文明建设试验田的历史

使命。东营市地处退海之地，市区内大部分土地都是滨海盐碱地，自然环境恶劣。建市之初，市区到处

都是盐碱荒滩，盐碱轻的生长芦草、黄蒿，重的地方寸草不生。东营市的建设者们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

努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在盐碱地城市生态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近十几年来，

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现代林业建设示范城市”、“中国人居

环境奖”、“国家卫生城市”等诸多殊荣，2018 年荣获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近年来，坚决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将生态理念贯穿到城市园林建设中，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这标志着东营市的城市生态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阶段。 
随着人们对城市生态建设认识的加深，城市生态建设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在东营市的城市生态建

设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还有一些惯常的做法有待改进；还有一些新的理念、技术可以推广。 

2. 研究背景 

东营地处渤海之滨黄河入海口，滨海盐碱地，地下水位较高。东营市地理位置为北纬 36˚55'~38˚10'，
东经 118˚07'~119˚10'之间。背陆面海，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基本气候特征为冬寒夏热，四季分明。

全年平均日照时数 2657.5 小时，多年平均气温 12.8℃，1 月最冷，月平均气温−3℃；7 月最热，月平均

气温 26.6℃。无霜期 206 天，10℃的积温约 4300℃，可满足农作物的两年三熟。年平均降水量 555.9 mm，

多集中在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 65%，降水量年际变化大，易形成早、涝灾害。沿海滩涂地貌，滨海盐

土分布广泛。滨海盐碱地滩涂植物群落结构简单，常见盐地碱蓬(Suuedu salsa)，怪柳(Tumurax chanensas)
等自然群落分布，浅水区域生长低矮的芦苇(Phrugmates uustrulas)群落，现在部分区域仍保持着原始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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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营是黄河尾闾的中心城市，15.3 万公顷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最

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2]。在城市生态上，东营市贯彻了“大水面、大空间、大绿地、大湿地”

的黄河三角洲特色城市风貌。按照“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要求，进行街头游园建设。在中心城区

内构建生态湿地系统,实施湿地恢复保护工程等。早在 2012 年，中心城区绿地率达 36.51%，绿化覆盖率

达 39.10%，人均公园绿地 17.45 平方米，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城市生态环境、景

观环境、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2012 年 2 月，东营市在 37 个参评城市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评“国家

级园林城市”。城市绿化覆盖率不断提高、城市绿地率比重增大，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上升，初步形成自

然与艺术相结合，风景与特色突出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正在进入资源环境友好，人文关怀至上的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

然共和谐是当前乃至将来很长的时间我们城市建设的目标。城市生态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生态绿地建设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生态、节约的理念没有完全贯彻到城市绿地建设与管理全过程 

在东营市，人们一直以来普遍把城市绿地建设和高投入联系在一起，这可能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本来中国的园林传统从来都与节约无关；二是特殊的土壤条件造成的高成本客土绿化的有效性和实

用性使然。因此，我们的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理念亟需变故革新。首要的是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基础，回

归生存的艺术，更应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白话景观和白话城市，用节约和可持续的理念和生

态科学知识，营造充满和谐的城市大绿地。 
2011 年，李成，梁文超，赵入臻应用特尔菲专家评价法，从绿化及植被指标、对有害生物抗性指标、

立地土壤指标、环境条件指标、生态效益指标五个大的方面的建立了东营市绿化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且分别得分为 63.7557、51.3569、31.8037、61.6317、69.150，对东营市绿化生态安全现状进行了综合评

判与分析，结果东营市绿化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值为 56.5562，东营市绿化生态安全等级处于 IV 级[3]。见

表 1。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green ecological security in Dongying City 
表 1. 东营市绿化生态安全分级 

等级 
Grade 

综合评价值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等级描述 
Level description 

I 91~100 绿化生态安全水平处于理想安全等级 

II 76~90 绿化生态安全水平处于比较安全等级 

III 61~75 绿化生态安全水平处于临界安全等级 

IV 50~60 绿化生态安全水平处于较不安全等级 

V 50 以下 绿化生态安全水平处于很不安全等级 

 
东营市绿化生态安全等级得分较低，主要原因是立地土壤指标得分拉低了综合评价值，这与东营市

地理位置及立地条件密切相关。土壤盐碱程度、地下水水位均高，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城市大环境绿化

生态效益形成的长期性等原因，致使绿量总体不足，分布也不够合理，植物品种较少且配置不够合理，

抗病虫害等干扰能力差[4]。但除土壤指标外的其他指标的得分也只在Ⅲ级，处于临界安全等级。即抵御

病虫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处于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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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绿地管理目标定位没有上升到生态层面 

一直以来，东营市的城市管理者就非常重视城市管理，这表现在城市管理的方方面。尤其是在城市

绿地管理方面，城市绿地管理责任明晰，分段包干，管理周到入微。但由于受上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虽然重视，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取得的生态效果却不能与投入相称。注重绿

地的美化作用而不注重其生态作用，从而使城市绿地的生态效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甚至认为城市绿地

的管理，就是园林养护，浇水施肥防治病虫。如花大气力严格清扫绿化带中的落叶，甚至动大型吹风机

将落在绿篱中的落叶逐一清除。然而，从城市生态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管理工作并没有完全到位。 

3.3. 滨海盐碱地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存在误区及成因分析 

3.3.1. 过度依赖客土绿化 
土地盐碱化一直是影响东营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主要因素，东营市绿化用地原为退海之地，存在

着高地下水位、高地下水矿化度和高蒸降比(蒸发量:降雨量 = 3.3:1)，从而形成了典型的滨海盐土。多数

土地土壤含盐量在 1%以上，植被稀少，生态脆弱，制约了造林绿化。整个中心城区的绿地建设，还是多

采用传统的客土绿化，即采用工程措施，清运碱土，更换外地运来的优质绿化种植土进行绿化。这虽然

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绿化美化效果，但该方法要经过开槽铺设隔离层、敷设排碱管、回填好土等多道

工序。难度大，成本高。后期维持管理费用高。大量从外地取土，对取土地的生态也造成很大破坏。 

3.3.2. 过多使用大树 
城市绿地建设中适当使用大树材料，可迅速形成景观，加快城市绿化、美化的进程，其出发点是好

的。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做法，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上世纪末，刮起了一股“大树进城风”，

不惜以牺牲、破坏外地农村、山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城区快速绿化、美化。多年来的实

践表明，欲速则不达。过分信赖移植大树的绿化、过多地移植非苗圃生产的大树，不仅难以获得好的景

观效果，更达不到应有的生态效果。不少大树在移植过程中夭折了，活下来的也是毫无生机。 

3.3.3. 植物配置不尽合理 
一是在植物品种上过度重视外来植物不够重视本土植物。城市绿地建设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引种一

些优良的外来树种，对于丰富我市的植物资源，促进园林绿化建设发展是有益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外

来植物可以满足人们对新奇特植物的观赏需求。外来植物对于丰富我市植物景观，满足人们的观赏需求

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外来植物大多不能很好的适应我市的自然生境，往往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容易造

成毁灭性的后果。 
二是在植物植配置未能充分考虑植物的生态习性。在快速的园林进程中，设计师缺少了对设计的植

物配置景观的持续性的考察，从而忽略了群落的生态永久性，缺少将生态习性与植物配置相结合。导致

了很多绿地的植物配置不尽合理，有的刚建成后效果不错但数年后植物生长面目全非，远离设计初衷。 

3.3.4. 立体绿化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随着东营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面积的不断扩大，建筑物高度、密度不断增加。空气质量恶化、

热岛效应严重等城市问题开始显现。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需要大幅度增加绿地面积，增加绿植生物量。

然而，一方面紧张的城市用地与增加绿化面积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高层建筑物、构

筑物立面和顶面都没有植物覆盖，处于裸露状态。城市立体绿化总体面积少，普及率低。 

3.4. 水体富营养化、自我净化能力差 

东营市由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地下水位高，园林水体建设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长期的城市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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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仅中心城区就形成了大大小小水面几十处。由于中心城区高差小，大部分水体流动极其缓慢或

只是一潭死水，导致水体交换作用减弱。中心城区几乎所有的水体都是石质驳岸，自我净化能力差。如

果换水不及时，就会出现水体黑臭，或是每年春秋季节藻类大量繁殖，有个别水体甚至会产生藻类水华。 
另外，黄河三角洲是中国最大的一块新生湿地，鸟类资源丰富，但在中心城区的水系内却很少见到

有成群的水鸟类造访。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水系中缺少供鸟类栖息繁殖的“安全”地带。 

3.5. 园林废弃物处理不尽合理 

园林废弃物，也被称为园林垃圾，主要是指园林植物自然凋落或人工修剪所产生的枯枝、落叶、草

谢、花败、树木与灌木剪枝及其他植物残体等[5]。随着东营中心城区绿地率的提高，园林绿地所产生的

废弃物数量也不断增加，绿化率的提升和不断增加的园林废弃物矛盾凸显。 
目前，我们对园林绿化废弃物虽然有一少部分利用性的处理，但规模较小，难以形成产业化，不能

持续发展。但大部分的园林废弃物是与其他城市垃圾一起进行异地填埋或焚烧等处理；占用了大量的垃

圾填埋场地，还易腐解产生臭味，对填埋场周围的土壤、水源、空气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城市园

林废弃物的焚烧处理通常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烟尘，造成空气污染。 

4. 东营市绿地生态建设提升策略建议 

4.1. 滨海盐碱地城市绿地建设与管理要彻底贯彻生态型、节约型的理念 

东营市城市生态建设的提升，首先要从合理编制生态城市规划与设计上入手。要加强生态城市规划，

确立生态建设的目标与原则，规划不仅仅局限于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城市规划中，而更要将其思想渗透

于方方面面，使城市规划“生态化”。也就是既考虑到现今的生态关系和生态质量，又要考虑到城市未

来的生态关系和质量[6]，使城市生态系统持续发展。 
而绿地管理工作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我们除了要制订科学合理的绿地管理

措施外，还需要通过提高门槛、培训学习、技术指导等多种方式，尽快提高绿地管理一线工人的素质。 

4.2. 滨海盐碱地城市绿地建设管理的最终目标应定位到发挥最大生态效能上来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城市绿地建设管理的目标，就是为城市创造美的环境。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城市的绿地管理不再是单纯的园林养护，绿地的意义也不单纯是为人们提供优美

休憩场所，而是除此之外还要为城市的生态建设，实现其更大的实际效能。一切绿地管理的制度和技术

管理措施的制订，都应该紧紧围绕生态效能最大化这个目标。这应当是将来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

城市绿地管理的主要目标。 

4.3. 关于滨海盐碱地城市绿地系统建设生态提升策略建议 

4.3.1. 推广盐土植物绿化，减少客土绿化面积 
随着东营市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绿化覆盖率面积的提高，蒸发量逐步降低，雨水淋洗作用逐步显

现，特别是东营中心城区水系建成后，对整个城区土壤绿化条件的改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给推广盐

土植物绿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大力倡导不换土，或少换土的绿化模式，在需要美化的重点地段

进行客土绿化，而在大部分地段，采用少或不换土绿化，利用本土植物和耐盐植物相结合的方式，合理

设置植物类型，形成极具特色的盐土城市植被，以低成本换取好的生态效益。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要自上而下形成正确的生态审美观，重新认识入海口湿地自然景色和乡土

树木的生态美。倡导在城市建设中大胆使用独具特色的乡土植被群落。其次，要加大力度，支持盐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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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乡土植物在绿化中的利用研究，走出一条东营市独有的生态绿化之路。 

4.3.2. 绿地建设中不用或少用大树 
在园林建设中使用成年大树，成本高、成活率低、管护难度大，栽植过程中还需要大量的动用大型

设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制订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不准使用或规定使用大

树材料数量。并对大树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价和奖惩。其次要建设大树苗圃，直接培养容器大树材料，供

必须使用的特殊地段城市绿地建设使用。再次，要在城市绿地建设规划设计上下功夫，制订长远规划或

种植计划，培养“本地”大树，形成良好健康的大树景观。长期的绿地建设经验证明，只要有好的植物

配置设计，不使用大树照样可以建设优美的园林环境，大可不必为了追求短期的效果而不惜破坏生态。 

4.3.3. 适地适树、合理配置 
九十年代以来，全世界开始对乡土生物多样性的强调，世界各国把乡土物种的保护作为重要的生态

和环境保护战略。我们在城市绿地建设中，却很少利用当地丰富的乡土植物。这不符合适地适树、合理

配置的生态园林原则，我们必需改变城市建设者和开发商那种普遍的珍奇花木高大上，而乡土物种粗俗

不堪的陈旧观念；其次，建立以乡土植物为主的苗圃基地。 
而乡土植物适应性、抗逆性强，种植成活率高，管理方便，养护成本比较低，整体性价比较高。能

够彰显当地的乡土气息和文化底蕴，形成当地独特的植被景观。目前乡土树种逐步消失已成为许多城市

普遍存在的最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所以保护和利用乡土树种也是时代对城市生态建设的要求。 
在植物配置上，一是必需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以乡土树种为主，适应性强健、低养护的乡土

树种既有利于植物景观的地域特色构建，又可降低资本投人和维护成本，实现植物生态系统稳定可持续

循环。二是科学配置合理组合，根据植物的固有特性来进行种植搭配，充分发挥每一种植物的观赏特性，

做到尽其材、尽其用。 

4.3.4. 积极倡导和开展立体绿化 
城市生态的改善与植物的生物量呈正相关，生物量越大，城市生态就会越好。要继续增加绿地面积、

扩大绿植生物量，在我市倡导立体绿化势在必行。 
城市立体绿化是城市中除平面绿化以外的所有绿化方式的统称。它是指充分利用城市不同的立地条

件，选择攀援植物及其它植物栽植并依附或者铺贴于各种构筑物及其它空间结构上的绿化方式[6]。包括

墙面绿化，廊架、棚架、凉亭绿化，低矮护栏、围栏绿化，公路桥、铁路桥、立交桥绿化，屋顶绿化，

露台、天台、阳台绿化，假山、置石、坡面绿化[7]。 

4.4. 在城市水体中建设人工生物浮岛或湿地型生态岛 

建设人工生物浮岛或湿地型生态岛是目前较好的解决水体富营养化和共鸟类栖息的方法。 
人工生物浮岛，又称为生态浮床。把高等水生植物或改良的陆生植物，以浮床作为载体，种植到富

营养化水体的水面，通过植物根部的吸收、吸附作用，削减富营养化水体中的氮、磷及有机物质，从而

达到净化水质的效果，同时又可营造水上景观[8]。 
人工湿地型生态岛，是一种有较好生态景观效果的污水处理技术，由于湿地基质具有水力传导率高、

渗透能力强及良好布水系统使污水能均匀流过基质的特点，使得基质上的微生物和湿地植物能够高效、

持续捕获水体中的污染物，将其吸收、降解、转化[9]。人工湿地型生态岛是以泥土堆筑的实体岛屿，在

水体净化方面，湿地型生态岛比生物浮岛有一定的优势。 
以上两种人工生态岛，是目前世界上较为科学先进的城市水体净化技术措施。在具体使用时，可视

水体的具体情况如面积、深度、景观环境、生物因素等来来加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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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多途径科学合理地处理园林废弃物 

城市绿地面积大，在建设和管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园林废弃物。为适应现代化生态城市的发展

趋势，我们必需对园林绿化废弃物进行无公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1) 用作饲料。可把园林绿化废弃物中的青草等进行收集、晒干、处理做成饲料。也可利用青贮饲料

技术，将园林绿化废弃物中的新鲜草、叶制成青贮饲料。 
2) 生产沼气。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园林废弃物处理方法，将园林废弃物粗加工后加入适量畜禽粪便

或厕所污水，投入沼气池，在无氧情况下，有机物在微生物发酵作用下可生成沼气，用作清洁燃料。剩

下的沼液和沼渣，是很好的肥料和土壤改良剂。 
3) 压制板材等。园林绿化废弃物经分类后，可以将较粗的树枝经粉碎后压制成板材，园林绿化废弃

物中树木粉碎颗粒材质较疏松，承压能力较弱，可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 
4) 用于食用菌培养料。园林废弃物经过技术处理后可以用于食用菌培养料，出菌后的废料依旧含有

大量的营养物质，可以用于堆肥。 
5) 利用园林废弃物生产工业酒精或燃料乙醇，以生物质(园林废弃物)纤维为原料来生产燃料乙醇，

是融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为一体的“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的“低

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新生产方式[10]，能变废为宝。 
6) 用于堆肥改良土壤。这是目前园林废弃物利用的主要途径。 
园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虽然好处很多，但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处理成本高、工艺技术不完善等

系列问题。不过园林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是大势所趋，是园林绿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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