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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Line Delineation of Urban Waterfront Area: A Case Study of Nanfei 
River in Hefei

城市滨水地区绿线划定研究*

——以合肥市南淝河为例

曹  靖    CAO Jing

为了在生态文明国家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筑的大背景下，有效引导老城区更新改造、还绿于民，预控新城新区开

发建设对生态空间的无序侵占，划定城市滨水绿线，已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议程。绿线的划定事关经济、生态

与社会等维度的平衡，需要政府、公众、开发商与私人业主等多方利益的博弈，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提出在顶层设计的引

领下，从生态安全、城市设计和城市更新3大维度的视角入手，在此基础上，按照坚持生态安全底线、合理的空间关系和

具备可操作的拆迁复绿3大原则，划定合理滨水绿线范围，谋求一条以价值为导向的、理想与现实相平衡的理性绿线，以

期为国内其他地区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科学合理地划定滨水绿线提供借鉴。

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many local governments 

emphasize on effectively guiding the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old urban areas and returning green to residents, pre-controlling 

the disorderly occup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wns, and delimiting the urban waterfront green line. The 

delineation of the green line is related to the balance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It is a game among governments, 

the public, developers and private owners. Under the top-leve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safety, urban design and urban 

renewa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rinciples to delimit reasonable waterfront green lines: adhering to the bottom line of ecological 

safety, reasonable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operable demolition and greening. The author proposes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ideality and 

reality with a value-oriented perspective,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area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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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等自然生态空

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党的十九大将“必须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大

会报告，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的思想。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

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将生态保护

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

不可逾越的红线。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划定城

市滨水地区绿线是城镇开发边界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与保障地区生态安全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国外对于滨水绿带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

主要集中在廊道价值、生态效应对应的合理廊

道宽度和政策机制3方面。廊道价值的研究中，

Fabos等[1]认为野生动物生境保护和水资源保护

是滨水绿带的核心价值；Jongman等[2]梳理了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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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廊道价值的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然和

文化资源重要载体，到20世纪80年代后的控制

洪水、改善水质、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城市滨

水开发兴起后，又融入滨河休闲、城市游憩、开

放空间、地标性区域等社会功能。与生态效应对

应的合理廊道宽度的研究成果较多，Cooper[3]、

Budd[4]等研究认为，当河岸植被宽度大于30 m

时，能够有效地降低温度、增加河流生物的食物

供应、有效过滤污染物；Lowrance[5]、Cooper[6]

等研究认为，当河岸植被宽度大于100 m时，能

较好地控制沉积物及土壤元素流失。政策机制的

研究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出台的

系列相关河流保护法案，例如1968年出台实施

的“国家自然及风景河流法案”保护了125条

河流，标志着河流保护已经成为国家环境政策的

一部分。华盛顿州海岸线管理法案明确规定位于

河流60 m范围内或100年一遇河漫滩范围内，以

及与河流相联系的湿地都应该受到保护[7]。国外

关于滨水绿带的实践丰富，例如马萨诸塞州绿道

方案划定了78条河流廊道的保护范围，保持水质

的同时连接野生生物的生境，保护和恢复美国河

流历史遗产。

国内近年来关于滨水绿线划定与管理的实践

经验颇丰，青岛、昆明、南京等城市在国内较早完

成了包含滨水绿线在内的城市绿线划定工作，分

别针对城市总体规划和详规阶段提出差异化的绿

线划定方法与深度要求，并出台适宜当地的城市

绿线管理办法[8-10]，之后较多城市针对城市主要河

流开展了滨水绿线的划定工作。但国内关于城市

绿线的研究起步较晚[11-14]，较国外的理论研究水平

有较大差距，尤其是滨水绿线或滨水绿带的理论

基础较薄弱，目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滨水绿

线的合理宽度与相应生态效应的研究多是对国外

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15]384，[16]20，[17]2409，[18]58；二

是对在滨水绿线划定与管理的实践工作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提出工作优化方法和思路。例如郑段

雅等[19]从流域视角划分蓝线等级，采用“通则+专

项技术修正”的思路划定滨水绿线；杨春侠等[20]

运用城市设计方法，探讨适应不同滨水地区建设

目标的优化组织方式，并提出对蓝、绿、红线进行

综合组织的实施对策。

目前国内关于滨水绿线划定的研究或实践

更多地强调上位法定规划的刚性传导，主要体现

3个特征：一是基于生态安全的单一视角，从生态

效益对应的适宜宽度入手划定绿线，往往存在一

刀切的问题；二是基于单个建设项目或局部片区

视角，缺乏对大尺度片区建设空间与非建设空间

的合理关系研究；三是缺乏从城市更新视角思考

片区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以及单个地块未来改

造的方向，对绿线划定的可操作性研究不足。在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对地区开发保护格局重构的

大背景下，应思考如何深化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指

南中关于“确定结构性绿地、市级公园等重要绿

地控制范围”的要求，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引领，

综合生态安全、城市更新与城市设计等多维度视

角，科学合理地划定滨水地区绿线，引起学界及

规划编制与管理行业的关注。笔者以安徽省合肥

市南淝河为例，结合当前南淝河区域开展的景观

空间顶层设计，从城市安全、城市设计和城市更

新的多维度视角，尝试探索滨水地区绿线划定的

技术路径与方法，以期为国内其他地区在当前国

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科学合理地划定滨水绿线提

供借鉴。

1   研究区域概况

南淝河源于江淮分水岭大潜山余脉长岗南

麓，东南流向合肥城区后，于施口注入巢湖，全长

70 km，是流入巢湖的最大支流，也是城市生态

系统中最主要的生态廊道，南淝河水生态、水环

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巢湖流域的生态环

境质量。流淌千年的南淝河沉淀着合肥生生不息

的文化过往，记载着文化名城的荣耀与光芒，是

合肥人民心目中的“母亲河”（见图1）。

现实中的“母亲河”与她应有的生态与文

化地位不相匹配。一方面，长期以来受到上游董

铺、大房郢水库截流的影响，南淝河成为一条季

节性缺水的河流，由于缺乏清洁的持续水源，加

上未经处理的初期雨水和农业面源污染，造成南

淝河整体的水生态、水环境质量急剧下降，水质

长期处于劣V类。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南淝河对

于城市的重要战略地位未得到重视，两岸滨水空

间不断被房地产、城中村与低端专业市场蚕食，

穿越城市建成区的滨水空间大多在30 m以下，

局部地区建设甚至紧邻河道，蓝绿生态系统遭受

严重割裂。

近年来合肥市全力推进南淝河流域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沿南淝河的截污及水质改善项目迅

速启动，源头的流域治理和生态改善项目全面铺

开，南淝河生态环境取得根本性改善，迎来了千

载难逢的战略窗口期。在此背景下，合肥市开展

了南淝河两岸景观空间总体规划，将其作为未来

指导南淝河沿线规划建设的顶层设计，其中滨水

绿线的划定成为全市关注的重点任务，并纳入正

在编制的全市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刚性管控。

2   三维视角下的滨水地区绿线划定研

究框架

目前学术界对于滨水绿线的范围界定有一

定争议，起点有常水位线、堤防上口线、蓝线以

外等多种提法，根据《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 

50513-2009）（2016年版）》，滨水绿化控制线应按

水体保护要求和滨水区的功能需要确定，有堤防

的滨水绿化控制线应为堤顶背水一侧堤脚或其防

护林带边线；无堤防的江河、湖泊，其滨水绿化控

制线与水域控制线之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21]。南

淝河全段均有防洪堤，以堤防外坡脚线作为绿线

控制起点（见图2）。

城市滨水地区的绿线划定应基于滨水地区

顶层设计的系统考量。过去滨水绿线的划定往往

受到上位法定规划的局限，摇摆于合法与合理的

天平两端，当前自上而下推进的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为系统开展滨水地区顶层设计带来重大契机。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从生态安全、城市设计和

城市更新3大维度的视角考量的滨水绿线划定方

法，谋求一条以价值为导向的、理想与现实相平

衡的理性绿线。

生态安全维度：从降温增湿、净化空气和生

物多样性等不同生态效益的对应廊道宽度入手，

诊断滨水蓝绿空间现实存在的生态问题，构建出

理想生态空间，是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下的绿线划

定方法。

城市设计维度：从滨水地区的顶层设计出

发，构建合理的滨水地区空间结构，分别针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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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的节点与线性空间运用城市设计手法形成

合理的滨水绿线，是理想空间目标导向的绿线划

定方法。

城市更新维度：主要针对水岸两侧的城市

建成区，通过建筑属性和规划重要性进行多因子

复合评价，研判合理的城市更新空间，结合滨水

地区顶层设计提出分类更新模式，其中腾退作绿

地的空间属于滨水绿线的组成部分，是基于城市

更新可行性的绿线划定方法。

3个维度的绿线划定方法分别以生态安

全、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为出发点，视角不同，

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划定过程中需要分析

差异矛盾并开展进一步协调博弈，按照保障基

本的生态效益、构建理想而合理的空间和具备

可操作性、可实施性3大原则，基于综合价值判

断，针对冲突点逐一分析，最终得出一条兼顾

城市长远战略与近期实施可行性的合理绿线

（见图3）。

3   南淝河滨水地区绿线划定实践

3.1   维度一： 生态安全视角下滨水理想生空

间的构建

3.1.1    生态效益与廊道宽度的对应关系

国内外对生态廊道宽度的研究成果较丰

富，多与要达到的生态效益与生态目标相关联，

主要体现在降温增湿、净化空气、生物多样性、休

闲游憩、水土保持和污染控制等6个方面，生态

效益与生态廊道宽度呈现出规律性的对应关系

（见表1）。

3.1.2    生态问题诊断

南淝河滨水生态有3方面问题：一是滨水地

区生态用地挤压严重。伴随着城市扩张与南淝河

河道扩宽，近10年南淝河滨水开放空间下降8%，

绿地空间减少175 hm²，渠塘湿地减少125 hm²，

城镇建设空间逼近河道，50%的滨水岸线活动

空间不足5 m，沿岸生态绿地分布零散，生态系

统破碎。二是河道基本丧失生态功能。自净能力

差，70%为硬质护岸，尤其四里河口、板桥河口

等地区的硬质护岸严重制约着河口地区的生态

活跃度。三是水陆生态系统割裂。通过动物栖息

地分析，陆生生态廊道在建成区内受到两岸建设

的影响存在19处中断；河道内设置了两处拦水

坝，阻碍鱼类迁徙，造成水生生态廊道的中断；由

于绿带宽度不足，飞鸟飞行路径单一，停留点较

少，飞鸟生态系统不连续。

3.1.3    滨水理想生态空间的构建

笔者尝试针对性地解决以上3个生态问题，

构建理想的滨水生态空间，由生态效益对应的合

理廊道宽度、滨水生态化设计空间和绿道绿廊空

间3部分组成。

（1）生态效益对应的合理廊道宽度。针对

南淝河各段的特点，从生态效益的角度出发，预

留对应不同目标的生态廊道宽度。依据现状建设

条件与未来规划空间，南淝河可以划分为4段：

上游庐州公园段、下游铜陵路以东段多为非集中

建设区，滨水空间非常充足，以生态涵养为目标，

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和农业面源污染

物控制等方面的生态效益，宽度宜控制在100 m

以上；中游城市建成区段受到现状开发建设的影

图3  技术路线
Fig.3  Technical rout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南淝河与合肥城区的关系

Fig.1  The location of Nanfeihe River and Hefei C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滨水绿线范围界定

Fig.2 Definition of the waterfront green lin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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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滨水空间较为局限，以缓解城市热岛、提升舒

适度为目标，重点关注休闲游憩、净化空气、降温

增湿等方面的生态效益，其中琥珀街道、环城公

园、逍遥津、大东门、坝上街段滨水空间最为紧

张，宽度多在15—50 m之间，局部地块完全紧邻

河道，宽度宜控制在30 m以上；半岛公园、东一

环段滨水空间相对充足，宽度多在40 m以上，宜

控制在50 m以上。

（2）滨水生态化设计空间。为解决硬质护

岸生态功能较弱与滨水空间不足的问题，需要

增加两岸滨水空间的生态设计。以上游庐州公

园段为例，利用周边现状苗圃，增加40余公顷

的河道漫滩，打造林下湿地，提高生物多样性的

同时保护上游水体；在保障董铺水库溢洪安全

的同时提升河口湿地生态性，增加6 hm²河口湿

地，提升生态弹性；清理现状垃圾填埋场，进行

无害化处理后打造40余公顷的净化湿地，用于

蓄滞雨洪；设计65 hm²的潜、表流湿地处理清溪

污水厂中水与现状污染沟渠，解决南淝河生态补

水的水源问题；围绕清三冲调蓄池打造18 hm²雨

水花园，解决雨水调蓄问题。将这些生态设计全

部纳入绿线范围，作为绿线合理性的重要支撑

（见图4）。

（3）绿道绿廊空间。为重新缝合出现割裂

的水陆生态系统，需要实现南淝河40 km绿道的

全线贯通，打通19处生态断点，通过绿道与两侧

的绿廊，实现陆生生态廊道与飞鸟生态廊道的连

续性；另外将现状两处拦水坝改造为鱼类可以迁

徙的亲水汀步，保证水生生态廊道的连续性。将

绿道与绿廊的范围全部纳入绿线范围（见图5）。

通过不同生态目标对应分段合理宽度、滨

水生态化设计空间以及绿道绿廊的全线贯通，最

终划定1 412 hm²的滨河绿线范围。

3.2   维度二： 城市设计视角下的滨水空间

设计

基于单一的生态安全视角划定滨水绿线是

不够的，还需要从大尺度区域城市设计的视角统

筹考虑滨水建设空间与非建设空间的合理关系，

从节点和线性空间设计两个方面，考虑理想城市

设计空间下的合理滨水绿线范围。

3.2.1    滨水空间结构

依据顶层设计，南淝河滨水地区按照“四段、

六心、十二节点”的空间结构控制，其中上游曲水

漫滩段和下游野趣田园段以生态功能为主，中游

庐州古今段和活力新城段分别以老城保护更新与

新城生活服务功能为主，围绕市图书馆、大窑湾等

重点营造6处一级节点和12处二级节点。下文分

节点和线性空间两个层面来分析城市设计构建的

理想空间对滨水绿线划定提出的相应控制要求。

表1  生态效益与廊道宽度的对应关系梳理

Tab.1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corridor width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4  上游段生态理想空间设计

Fig.4  Design of ecological ideal space in upstream section

图5  生态断裂分析

Fig.5  Ecological fracture analysi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生态
效益

生态廊道
宽度/m 功能 适合的阈

值范围/m

降温
增湿

6 绿地内部具有一定的增湿效应，但降温效果不明显[15]383

16—4016—27 降温增湿效果较明显[15]383

40 降温增湿效果极其明显且趋于稳定[15]383

净化
空气

6—27 具有一定的负离子浓度效应，但效果不明显[16]20

30—8034—42 负离子浓度效应明显[16]20

80 负离子浓度效应显著[16]20

生物多
样性

12—30 包含草本植物和鸟类多数的边缘种，但多样性较低，满足鸟类迁移，
保护无脊椎动物种群，保护鱼类、小型哺乳动物[17]2409

≥100

30—60
基本满足动植物迁移和传播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保护鱼类、小
型哺乳、爬行和两栖类动物，为鱼类提供有机碎屑，为鱼类繁殖创造多
样化的生境[17]2409

60—100
对于草本植物和鸟类来说，具有较大的多样性和内部种；满足动植物迁移
和传播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满足鸟类及小型生物迁移和生物保
护功能的道路缓冲带宽度；许多乔木种群存活的最小廊道宽度[17]2409

100—200 保护鸟类，保护生物多样性比较合适的宽度[17]2409

600 —1 200

能创造自然的、物种丰富的景观结构；含有较多植物及鸟类内部种；森
林鸟类被捕食的边缘效应大约范围为600 m，窄于1 200 m 的廊道不会
有真正的内部生境；满足中等及大型哺乳动物迁移的宽度从数百米至
数十公里不等[17]2409

休闲
游憩 12 设置园路、休憩设施并形成宜人游憩环境的宽度下限[22] ≥12

水土
保持

30 控制养分和水土流失[18]58

30—10080—100 控制50%—70%的沉积物[18]58

污染
控制

30 控制磷、氮素，有效去除污染物[18]58

30—4040 减少汇水中50%的细菌[18]5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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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节点空间设计

18处节点空间的设计思路基于城市设计

视角下理想空间的营建，追求开放空间与建设

空间之间的协调。以大窑湾为例，现状老旧小区

紧邻河岸，滨水空间严重缺乏，规划释放银屏

街、坝上街等滨水空间，还绿于民；疏解滨河机

动交通，释放河口空间，恢复板桥河口漫滩湿

地；保留有价值的老建筑，打造文化艺术商区，

将建筑界面后退，还河岸于人的活动，绿线平均

宽度控制在50 m，板桥河口绿线按照80 m控

制，滨水商业街考虑一定的亲水性，绿线宽度按

30 m控制（见表2，图6）。

3.2.3    线性空间设计

节点之间的线性空间按照分类控制提出绿

线控制要求，按照防洪要求、滨水城市功能和现

状岸线类型，将线性空间划分为生态型、生活型、

文旅型、商业型和办公型5大类及9个小类，分别

提出差异化的空间设计策略，赋予绿线宽度的原

则控制要求（见表3，图7）。

3.3   维度三： 城市更新视角下的滨水更新模

式研究

滨水绿线划定需要从城市更新视角思考片

区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在研判更新空间的基础

上，结合多种更新模式的选择来制定合理的更新

方案，将退而作绿地的空间作为滨水绿线的组成

部分，提高绿线划定的可操作性。

3.3.1    更新空间研判

通过建筑类型、建筑质量、建筑年代、建筑层

数、利用状况等多因子叠合分析，摸清滨水沿线建筑

的基本情况，按照可改造度分为高、中、低3级。同时

通过城市中心体系、轨道站点、交通可达与滨水距

离，将滨水沿线建筑按照规划重要性分为一、二、三

级，两方面叠加研判城市更新的重点空间，主要集中

在城市建成区内的老旧小区、旧工厂、专业市场及城

中村，这些是未来更新改造的重点区域。

3.3.2    更新模式选择

在摸清更新改造空间的家底之后，需要确

定更新空间的分类更新模式，共5类：一是退而作

绿地类。拆迁原有建筑腾退为绿地开放空间，满

足滨水活动需求。二是退而作商住类。拆迁原有

建筑转为商业、居住等经营性用地，但要严控建

筑体量与建筑风貌。三是退而作公共服务类。拆

迁原有零星建筑，转为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如社

区中心、体育场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四是微更新

类。对面向河道的现状建筑立面实施风貌改造与

裙房增建，完善滨水开放空间节点的配套设施，

增强步行街道的体验感。五是功能活化类。保留

工业遗产等建筑，拆除地块中状态较差的旧建

筑，以插建的方式局部新建，植入相应的配套功

能，丰富文化与创意产业功能。

3.3.3    更新方案

结合顶层设计，确定城市更新方案，将5类更

节点名称 绿线宽度/m 节点等级
林溪巢径 200—800 一级
品读之悦 30—40 一级
逍遥仙渡 30—100 一级
五里园驰 100—200 一级
关镇新象 100—200 一级
水颂名城 100—300 一级
四里波滩 40—50 二级
合钢绿洲 50—80 二级
龙栖生息 100—300 二级
施口涟漪 200—500 二级
秦汉古韵 50—80 二级
二里河港 30—40 二级
轮渡遗迹 30—40 二级
圩田乡愁 100—200 二级
悦活半岛 50—100 二级
动舞莲塘 50—70 二级
裕丰市井 30—50 二级
隆岗柳荫 50—80 二级

线性空间类型 绿线宽度/m
生态型 100

生活型（草坡） 50
生活型（斜坡） 30
文旅型（草坡） 50
文旅型（垂直） 80
文旅型（台地） 60

办公型 50
商业型（垂直） 30
商业型（台地） 50

表2  节点空间绿线宽度控制表

Tab.2  Green line width control of node space

表3  线性空间绿线宽度控制表
Tab.3 Linear space green line width control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7  线性空间分类分析
Fig.7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linear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节点空间设计（以大窑湾为例）

Fig.6  Node space design (a case study of Dayaowa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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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综合视角下南淝河绿线宽度一览表

Tab.4  Summary of the width of the Nanfei River green line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新模式落实到更新空间，其中退而作绿地类的更

新空间，纳入绿线范围，主要集中在半岛社区中

心、板桥河口文化商区、左岸新天地、大东门纪念

公园、裕丰花市、二里河港等区域，共135 hm²。该

类空间具备可实施性，同时符合规划重要性的要

求，是近期城市更新的重点区域（见图8）。

3.4   基于3大维度的滨水地区绿线划定

生态安全视角基于生态效益目标，城市设

计视角基于理想空间目标，城市更新视角基于可

实施性目标。3大维度视角分别基于不同的目标

考量来划定绿线，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矛盾，

需要博弈协调，兼顾生态安全底线、合理的空间

关系与具备可操作的原则，最终划定滨水绿线范

围。以大窑湾片区为例，生态安全视角基于降温

增湿、净化空气与休闲游憩的效益考虑，要求绿

线宽度为12—80 m，休闲游憩功能的实现要求

宽度不低于12 m，降温增湿功能的实现要求宽

度不低于16 m，净化空气功能的实现要求宽度

不低于30 m，在此基础上，宽度越宽，实现的生态

效益越理想；城市设计视角基于开放空间与建设

空间的理想协调，要求绿线宽度为50—100 m；但

城市更新视角基于现状建设更新复绿的可操作

性，50 m绿线宽度涉及的拆迁难度非常大，不

具备可操作性，最窄绿线宽度只能达到30 m。

按照3大原则进行协调：一是坚持生态安全

底线，最窄宽度需要满足最基本的生态效益；二

是合理的空间关系，开放空间与建设空间实现基

本的尺度与比例协调关系；三是针对建成区，绿

线宽度对应的拆迁要具备可操作性。基于此，将

绿线宽度控制在30—100 m，是理想与现实平衡

博弈的结果。综合3大维度视角，最终划定南淝河

滨水绿线范围共1 396 hm²，并提出分段范围控

制要求（见表4，图9）。

  

4   结语

很多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河流对于城

市的生态与休闲价值越来越引起各地的重视。通

过划定滨水绿线，应绿尽绿，留足生态开放空间，

预控新城新区开发建设对生态空间的无序侵占，

有效引导老城区更新改造、还绿于民，为城市创

造更多的呼吸空间，为人们创造更多的休闲场

图9  3大维度综合视角下的南淝河滨水绿线划定
Fig.9  Delineation of the waterfront green line of the 
Nanfei River from a three-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基于城市更新视角的滨水绿线划定
Fig.8  Waterfront green line deline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newa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分段名称 分段
起点

分段
终点

生态视角绿线划定 城市设计视角绿线划定 城市更新视角绿线划定 综合视角绿线划定
生态
效益

绿线
宽度/m

线性空间
分类 节点 绿线

宽度/m
更新
模式

绿线
宽度/m

绿带宽度
下限/m

绿带宽度
上限/m

庐州公园段 西二环 潜山路 生物多样性、水土
保持 ≥100 生态型 林溪巢径 100—800 — — 100 800

半岛公园段 潜山路 西一环 生物多样性、水土
保持 34 —80 生活型 悦活半岛 50—200

退 而 作 公 共
服务类、退而
作绿地类

50 50 200

琥珀街道段 西一环 亳州路 降温增湿、净化空
气、休闲游憩 12—80 生活型 四里波滩、秦汉

古韵、品读之悦 50—80 退 而 作 公 共
服务类 30 30 50

环城公园段 亳州路 宿州路 降温增湿、净化空
气、休闲游憩 12—80 生活型、文旅型、商

业型 动舞莲塘 50—70 微更新 30 30 50

逍遥津段 宿州路 寿春路 降温增湿、净化空
气、休闲游憩 12—80 生活型、文旅型、商

业型 逍遥仙渡 50—100
退 而 作 绿 地
类、退而作商
住类

30 30 100

大东门段 寿春路 长江东大
街

降温增湿、净化空
气、休闲游憩 12—80 生活型、文旅型、商

业型、办公型 逍遥仙渡 50—200 退而作绿地类 30 30 200

坝上街段 长江东
大街 芜湖路 降温增湿、净化空

气、休闲游憩 12—80 生活型、文旅型、商
业型、办公型 逍遥仙渡 50—80 退 而 作 绿 地

类、微更新 30 30 50

东一环段 芜湖路 铜陵路 降温增湿、净化空
气、休闲游憩 34—80 生活型、商业型 二里河港、裕丰

市井 30—50
退 而 作 绿 地
类、退而作商
住类、微更新

30 50 100

铜陵路以东段 铜陵路 G40
高速

生物多样性、水土
保持 ≥100 生活型、生态型

隆岗柳荫、五里
园 驰 、关 镇 新
象 、水 颂 名 城 、
合钢绿洲、轮渡
遗迹

100—300

退 而 作 绿 地
类 、功 能 活
化、退而作商
住类、退而作
公共服务类

100 1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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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已上升至很多城市的顶层战略高度。

绿线的划定涉及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

利益，需要平衡政府、公众、开发商与私人业主等

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公众从休闲游憩的

角度出发，希望有大绿地、宽绿廊；开发商从经济

效益的角度出发，希望占用一线滨水空间；私人

业主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希望维持既得利益

甚至争取更大利益；政府从生态优先、民生优先

的角度出发，需要做好几种关系的平衡。笔者提

出在顶层设计的引领下，从生态安全、城市设计

和城市更新3大维度的视角入手，生态安全视角

追求理想的生态效益，城市设计视角追求建设空

间与开放空间之间的理想关系，城市更新视角追

求划线的可操作性与可实施性。在此基础上博弈

协调，兼顾生态安全底线、理想而合理的空间关

系与具备可操作、可实施原则，最终划定合理的

滨水绿线范围，并纳入正在编制的全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加以严格管控。

“三分划、七分管”，绿线划定之后的管控更

加重要。当前的《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明确了绿

线范围内建设管控的基本原则，但未来在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下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绿线的技术

标准与法规体系，妥善处理好绿线与3条控制线

之间的关系，并将绿线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对于各地来说，仍需要结合自身

实际，制定适宜本地区的管控细则，明确绿线内

能否做、能做什么、能做多少的问题，以人民为中

心，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

们有更多获得感，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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