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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进与流变
Changing Prototypes



生态学视角的道路认知论

市政建设：

道路 = 区域 or 城市系统的血管

——主导功能 = 人流、物流 通道

城市生态学：

道路 = 生物流、生物信息 通道

——辅助功能？！



林荫道&道路绿化
Boulevard & Greening

服务对象：行人、低速车
关注重点：提供公共开放空间、
影响：城市线型绿化萌芽，随拿破
仑传至欧洲

•1625年英国伦敦出现第一条林荫
道，种植4-6排法国梧桐；
•1885年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初具规
模。（盖世杰 and 戴林琳 2009, 
严巍, 杨瑞卿 et al. 2012）

美国Kansas林荫道 1910s，from Google

道路的发展历程

一、早期人本主义阶段



服务对象：行人、各种车辆车
关注重点：形式、隔离、滞尘
影响：成为道路规划设计原型，主
要模式沿用至今

•1960s德国制定系统性道路绿化方针
•1965年 美国《道路美化条例》
•1997年 中国《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
设计规范》
•2010年 中国《城市道路绿化建设规
范》

苏维埃式城市道路，from Google

林荫道&道路绿化
Boulevard & Greening



景观公路/高速
Scenic Highway

服务对象：高速机动车
关注重点：结合自然景观、车辆快
速安全通行
影响：加快物质流动和景观破碎化

•1932 德国建成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
科隆-波恩 含绿化带
•1961 美国《高速公路景观发展方针》
•1975 苏联《公路建设和景观设计规
范》
•1980 德国《公路景观设计规范》
•1983 中国《公路标准化美化标准》

苏维埃式城市道路，from Google

德国波恩高速公路 1930s，from Google



绿色公路/道路
Green Highway/ Road

服务对象：高速和公路 高速车
关注重点：绿色技术智能建造
影响：

•1969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降低公路
对周围环境的冲击
•1987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国际阐述
•2010 我国《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2013 我国《绿色公路评价标准》
•2018 我国《绿色交通设施评估技术要求
第1部分：绿色公路》 降噪挡板，德国A9高速 München-Freimann

二、现代绿色环保主义阶段



绿色道路-国家行业标准 《绿色交通设施评估技术要求 第1部分 ：绿色公路》JT/T1911.1-2018



绿色街道/道路
Green Street/ Road

服务对象：城市道路人与中低速车
关注重点：雨洪管理
影响：海绵城市组成部分

•1998 美国马里兰州 低冲击设计 LID, 
Low Impact Design
•1999 美国波特兰市政府发起“绿色道
路计划”
•2016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2018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植物沼泽



生态道路
Eco-road

服务对象：生态系统
关注重点：缓解道路负面影响
影响：从掠夺到反思

•1976 德国 颁布《联邦自然保护法》
•1996 德国《道路事业自然保护和景观保护指南》
•1997 日本 龟山章《生态道路》
•1998 美国 R. Forman奠定道路生态学研究基础
•2003 四川公路改造工程提出生态原则

道路杀伤，栖息地丧失
生境片段化，景观破碎化

青海扎碾公路



日本南知多道路
遮光隧道

地上动物通道，德国 B38高速 Birkenau

澳大利亚红螃蟹桥



道路

绿色公路/道路

生态道路

通行功能

+环境功能

+生态功能
林荫道/景观道

+舒适/美观功能

绿色街道
+海绵功能

多元复合功能

？！

三、主导-辅助多元复合功能道路新阶段

主导功能

人本主义

绿色环保主义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

+ 人文关怀型

魏霖霖，达良俊（投稿中）



二、城市发展趋势与
生态型绿色道路定位

Trend & Orientation



导向意识

国家战略目标：生态文明理念—战略—思想

社会发展需求：洁居 — 易居 — 宜居 —安居

现实瓶颈问题 ：假-伪生态、非生命善待现象



改革开放前四十年：城镇化、工业化 = 现代化

城市为中心建设发展的40年
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18.9%（低于北宋时期20.1%、南宋时期22.4%）

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城镇化率超过50%  = 中国历史标志性事件

1995年29.04%  2009年46.6% 2012年52.6% 2013年53.73% 2014年54.77% 

2015年56.10%  2016年57.35% 2017年58.52% 2018年59.58%  2019年60.60%  

2020年63.89 % 2021年 64.72%
（2021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46.7%，比上一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



人们的需求发生极大变化

富足、便利生活的追求 = “易居”

渴望生态环境的改善、人居环境的提升

（生态需求 = 第一社会需求） = “宜居”

今后？



阶段 建设侧重/群落特征 目标

洁居城市 卫生城市 清洁健康

美居城市 园林城市（花园城市、公园城市） 景观美化

适居城市

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无废城市 治污防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生物友善型城市
低碳城市、循环型城市、紧凑型城市

循环持续

易居城市 数字城市、智能城市、智慧城市 便利智慧

宜居城市
森林城市、湿地城市、韧性城市 生态游憩

公园城市/“田园都市” 舒适和谐

安居城市
平安城市、健康城市、幸福城市、品质城市、海绵城

市、文明城市、人民城市、公园城市？
品质幸福

顶极 全球城市 生态城市 新田园都市（=乡村）终极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城市发展（改自 达良俊 2005,2017,2019,2020，2021）

生
态
型
城
市

动
态
发
展
过
程
与
方
向

“都市演替论”
（达良俊，2012

,2017,2019,2020）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目标

“十五”规划（1996-2000年）

结构合理

＝ 建设 生态城市 功能高效

关系协调 （宋永昌，1998）

存在 + 发展状态皆优、可持续发展城市

（达良俊等，2010）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目标

“十五”规划（1996-2000年）

结构合理

＝ 建设 生态城市 功能高效

关系协调 （宋永昌，1998）

存在 + 发展状态皆优、可持续发展城市

（达良俊等，2010）



*“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

2010前，建设成生态型（动态观体现）城市

＝ 生态上海建设 —— 迎接世博会

“两型”城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循环城市、低碳城市

“易居”城市（数字城市、智能都市、知恵都市）



“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

后世博时代新目标 = 生态型宜居城市

（Livable city）



上海市“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五大主要战略任务：

1、创新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2、协调发展，构建便捷畅达的综合交通网络

3、绿色发展，共建生态宜居家园

4、开放发展，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5、推进共享发展，增进市民福祉

“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设 生态宜居城市

上海“十四五”目标（上海市委，2020.11.25）

基本建成 令人向往的 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

园林城市(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新田园都市

上海2035远景目标 = 十六五（上海市委，2020.11.25）



思考：生态宜居城市建设 为何这么难？！

我们离生态宜居城市 究竟有多远？！

原因：城市存在生态环境 高风险？

城市生态更新 投入不足？

城市生态环境更新改造中

生态学缺位 + 生态学家失职？！

—— 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自然再造中的“假生态-伪生态”

“非友善”的做法



2012年12月15日，

《解放日报》思想者

（第8版面）第448期。

城市发展的“三相” = 城市演替论

城市“真生态”的演绎与展示

《新华文摘》
2013,5:114-116

城市生态的“三观”



城市生态更新/都市自然再造

野生动植物“回家”的困惑 =“假-伪生态”

—— 我们身边城市生物的生存状态？



“虐待”型园林绿化

＝ 大量修剪
—— 致敏性植物

法国梧桐（悬铃木）
非自然态？！



非自然生长——树木损害 2021.07.28



2021.11.27



树种选择及植物配置未充分考虑群落的动态发展，个体之

间过多重叠，导致群落后期发育不良

由于乔木层树种种植过密，群落内

植物个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过多

重叠而承受较大的竞争压力，出现个体

畸形、树干倾斜以及枝叶枯损等现象，

严重影响了群落的稳定发展和绿地景观

民星新村（雪松＋湿地松群落）



杀头树、腰斩树

2009.01.14树木回缩修剪 =“残疾树”



2021.11.03 金沙江路

金沙江路景观灯光

2020.12.17

影响生物节律：

植物、昆虫、鸟类、、



2021.11.27

花境 = 高成本 = 低生态



2016.03.23 **公园



世界级生态岛:(2019.05.29)



沿路背景林带中意杨的虫害

大量杀虫剂的使用——二次污染

“绿色沙漠”＝有绿无虫、有绿无鸟



群落结构单一，物种丰富度低，自然度不高

群落平均物种为3种，乡土种比例平均为32％，其中大部分群落

内无乡土种，采用苗圃式单种种植模式

外环绿带（意杨纯林） 外环绿带（香樟纯林）



棕榈科植物的种植

何
方
神
圣

为营造异域景观，种植昂贵的热带树种，所构建群落需大

量的人工维护，增大了绿地养护压力 —— “跨地带性种植”

这是那哪，我们的城市？！



2007年12月

华棕 跨地带性种植

*热带植物种植

*温带色叶树种植

*高山植物种植

＝ “伪绿”

需要真绿：

生命支持之绿

生态服务之绿



“城市窗口”的

非本土化展示
= 本土文化

自信不足

城市生命“地标”性缺失

塑料树＝“假绿”

水泥榕树＝“假绿”



胡杨林（杨晓东 摄于2019年8-11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塔河中游的轮台县 ，博州精河县）

海南省：椰子林 北京：香山红叶 广州：榕树



上海：法国梧桐？
= 海派文化

or 租界印记“洋乡愁”

水杉、香樟

白玉兰 = 市花？！



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

—— 都市“生态三观”
（达良俊，2012,2017,2019，2020，2021）

生命观 动态观 系统观
（有机性、延续性） （阶段性、驱动性） （整体性、复合型）

“三观论”



城市地标

=  建筑、构造物

—— 非生命

=  母亲河

—— 自然地标

城市 生命地标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及崇明生态岛应用

E s t i m a t i o n



生态型绿色道路

理念与目标

生命友善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 +

——生物保育
——人文关怀

——污染控制
——环境条件

——节地
——节水
——节材
——节能



目标层 子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生态型绿色道路

环境友好A1

污染控制B1

空气环境质量OC1

水污染程度OC2

声环境质量OC3

光污染程度OC4

土壤污染程度OC5

环境调节B2

空气净化能力OC6

水源涵养能力OC7

林带隔音能力OC8

增湿降温能力OC9

生命友善A2

生物保育B3

生境多样性OC10

物被丰富度OC11

植被乡土性OC12

植被健康度OC13

生态系统连接度OC14

人文关怀B4

视觉质量OC15

道路安全OC16

基本服务OC17

绿色出行OC18

文化宣传OC19

生态型绿色道路评价指标体系



“三横七纵”道路网络
“北农南城”布局特征
“世界级生态岛”战略发展空间

崇明生态岛主要道路评价

结合植被调查、现场打分、软
件模拟等方法，

共调查13条道路75样段。
其中包括北沿公路、建设公路、
环岛路、陈海公路、崇明大道等
崇明骨架道路。



评价结果

高于80分路段

低于60分路段

• 75个路段平均综合得分为70.34
• 其中74.32%的路段得分在60-80区间
• 7个路段得分高于80分，仅占9.3%，为花博大道、北沿公路花博地块周边、

建设公路和崇明生态大道。
• 10个路段得分低于60分，则占13.3%，主要分布在老北沿公路和环岛大堤

花博大道(2021)及北沿公路毗邻花博地块路段

建设公路(2021) 老北沿公路(1970s)

崇明生态大道(2021)环岛大堤(2000前)

• 新建道路优于建成多年道路，
非城镇段优于城镇段



园林绿化质量较高 生态思考仍显缺失

• 物种多样性高
• 植被色彩种类多样（多花卉）
• 群落结构层次较丰富盖度高
• 植被健康度较高（无虫害）

• 乡土植被比例低
• 生境类型单一
• 缺乏动物通道或廊道
• 绿色防控缺位

崇明岛道路仅有的动物通道（小型两栖动物）北沿公路-港沿路交口绿化小景

>80分（优）路段特征



差（<60分）路段分析

乡村段（老北沿公路）城镇段

• 路面窄、绿化少
• 仅有乔木和野生草本植物
• 绿视率高（乔木树龄较大）
• 乡土植被比例相对较高

• 道路红线紧贴建设用地
• 道路绿色空间受限
• 车流大，空气污染、噪声大

编号1-13:北沿公路（合五公路-汲浜公路段）编号13-1:东旺公路（团旺路-前哨公路段） 编号2-11:环岛路（宏海公路-庙港段）



生态学者 ＝ 批评者 ＋ 建设者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創造性源泉）

“看法 —— 想法 —— 做法”
（观点：人文理性）（观念：科学理性）（技术：工具理性）

三法论

“文理工兼容并蓄”（思维模式）



四、上海生态道路的实践
Practices in Shanghai



上海外环林带 - 环城绿带 - 环城公园带

Green belt :

L98km,W500m

《上海市现代城市森林
规划》（2004年）

外环林带、郊环林带
— 生态廊道化建设建议

林带宽度设计for廊道

《上海市林业十三五规
划》（2016年）

生态空间网络体系
— 生态廊道建设实施

栖息地重构for土著生物



上海市外环林带近自然森林建设
2002.03.06

2004.06.11         

2001.04.12

2003.08.26         



2015.10.13

优势：

乡土种

自更新

低成本

零养护

Shrub and seedling layer for regeneration 
自更新、自维持、自循环 = 健康生态系统



文汇报

2008.10.05

（头版）



（编者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这不仅是要让人类社会更美好，还要让人类与自然

更和谐”

——在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达良俊教授看来，绿化不仅

仅是多种树，河流治理也不应该仅仅是让河流符合人的需求，而要

以更尊重自然的态度推进绿化、河流等生态环境建设。



城市生物空间的提供

达良俊教授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要考虑人，也要

考虑为与我们相伴的生物朋友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

在他看来，在生态建设和改造时用模拟自然的方法提供多

样性的生物群落，就是为我们的生物朋友提供更好生活场所

的做法。



健康安全的生态系统

“当身边有很多生物朋友存在时，我们才有可

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周边的生态系统是健康安

全的。

当我们的身边非常寂静，就应该反问这个系统是否健康。



城市需要虫鸣鸟啼

绿化建设，我们需要绿，但同时需要虫，需要鸟，

要虫鸣鸟啼，这样我们才可以说这个系统是健康安

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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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不要过分追求“好看”

—— 专家呼吁珍视本土树种的价值，上海应该有自

己的“地标性植物群落”

建筑地标 生命地标

习近平：美丽中国不是涂脂抹粉而是健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1年4月2日上午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



2020年7月17日,《解放日报》

解放周末（第9版面）独家专访

城市生态“三观”“三法”

城市生命地标构建





城市生命地标:长期演化、进化、演替过程

—— 适配性极高 生命组合 - 共同体！

= 乡土植物 + 土著动物 + 自生微生物

—— 上海市“十四五”林业规划

中性生物 摈弃：有害生物 or 有益生物

追求：生物种类之间的平等 —— 生态伦理！

韧性 ≈ 稳定性 = 抗逆性 + 弹性（恢复力）



万紫千红、争奇斗艳

草木苍翠、虫鸣鸟啼

水木清华、鸢飞鱼跃

“水清绿岸、鱼翔浅底”

人水至和、欢声笑语

城市的理想像：

=  生态宜居城市

≠ 美 丽 城 市

—美好城市！

Beautiful

Wonderful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 生物友善型-人文关怀型
= “三型”道路 走向 三型城市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感谢：城市生态与植被工程学（UEVE）团队

魏霖霖博士、李梦晗硕士的工作！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