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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区划方法学研究

—
以北京市为例

姜 林 赵彤润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所

,

七京

摘要 本文探讨环境区划的基础理论 一 环境地域分异理论
,

环境区划的原则
,

以及环境空间特征分析和环境区划方

法
,

并给出了北京市环境区划的分级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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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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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区划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环境特点的空间

变化规律
,

并 由此划分 不同的环境分 区
,

为因地

制宜地制定环境规划
、

管理与政策提供依据
。

区划的理论墓础与原则

环境区划的理论基础与自然和农业区划的

理论基础相似
,

即地域分异理论
。

不同的是环境

区划的理论基础是区域环境地域分异理论
,

即由

于城市内部的 自然条件
、

社会经济发展的性质与

水平的差异
,

形成了区域内部环境的组成
、

结构
、

功能 以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

环境污染的控

制
、

环境质量改善的途径与措施的地域差异
。

环境区划的原则主要有二条 一是区域相似

性和差异性
,

即所划分的各个分区内环境的基本

特点
,

包括自然环境
、

社会环境
、

环境问题及治理

措施的相对一致性
,

而各个分区之间具有较大的

差异性
。

二是综合性与主导性相结合
,

这是因为

环境中各个因素是相互作用
,

相互制约
,

但所起

的作用是不同的
。

从环境的整体性出发
,

抓出反

映环境的本质
,

在环境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

即

主导因素
,

可抓住问题的实质
,

使区划事半功倍
。

环境区划的方法

环境区划是根据 区域环境特征的地域分异

进行综合区划
,

因而有必要在区划前对环境的主

要特征进行空间分析
。

环境空间结构分析是对 由

不同的环境因素综合形成的主要环境特征及环

境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

其主要 目的有二

一是从众 多的环境要素中迅速抓住其生态环境

本质的东西
,

为综合环境区划打好基础
,

二是提

供分析和评价结果
,

为分区对策研究提供依据
。

北京市环境区划总的研究思路便是在分析环境

空间结构或空间差异的基础上
,

根据环境结构在

空间上 或地域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综合保

护区划
。

由于规划市区和郊区在 自然和社会环境结

构上具有较大的差异
,

因而规划市区和郊区采用

了不同的区划方法
。

但最后结果纳入一个区划体

系
。

规划市区的环境区划研究方法

规划市区是人类文化
、

经济和生活的高度聚

集区
,

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也较为复杂
。

但由

于规划市区地域结构的差异最明显的反映在城

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组织形式
,

同时
,

城市土地的

空间组织形式也综合反映 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结

构和环境质量的地域差异
。

因而
,

规划市区地域

结构的研究重点放在规划市区土地利用的空间

结构的地域差异上
。

即从环境的角度出发
,

研究

城市土地利用与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
,

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综合环境区划
。

其工作步骤可分三步

空间信息数据库的建立 环境空间结构分布

特征分析与评价 即地域环境分异特点分析

年 月 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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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环境 划 见图
。

环环境空间信息数据库库

环环境空间结构分布特征征征 土地利用生生

的的分析与评价价价 态话 官席分 析析
月月 翻吕 二吕二二二 二二二盆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规划市区 人 日 经济空 间特征征征 居住生态适适

分分析析析 宜度分析析
··

城市绿地系统空间分 布分析析析
·

业生态适适
··

大气污染 与大气环境空间特征征征 宜度分析析

分分析析析析
··

城市化 上地利用强度合理性 分分分分

析析析析析

··

上地利用很 杂度分析析析析

舰舰划市氛综合环境保护区划划

··

分区特征综合研究究

··

分认视划建 议议

图 综合环境区划 作程序图

环境空间信息数据库的建库范围为规划市

所涉及到的 幅地形图所组成的 的范

围
,

并按图幅网格化
,

网格大小为
。

因而

整 个 研 究地 区分 成 个 网 格
。

建库 采 用

一 数据库管理系统
,

并在微机上进行
。

本研究中涉及的分析模型按其 目的可分为
一

三大类

”规划市区空间结构的现状分析与评价模

型 主要有城市化土地利用强度合理性分析模

烈
、

」二业和居住混杂度分析模型
,

环境质量评价

模型
,

其中土地利用强度评价模型主要是依据城

市化土地利用强度及其环境承受能力对各个土

地单元 网格 进行土地利用强度的合理性评价
,

借助此类模型可从环境质量的角度出发分析城

市土地利用所存在的间题
,

为城市环境的保护与

改善提供依据
。

上述模型除工业和居住混杂度模

创外
,

均采用加数求和的方法
。

〔 土地利用规划的生态适宜度模型 主要

有居住和 几业适宜度分析模型 分析 方法均为加

权评分求和法
。

利用这类模型可以为将来北京市

的居住和工业布局提供生态和环境 方面的规划

依据 『’
· 。

综合环境区划 本模型主要从环境角度

出发
,

采用动态聚类分析
,

依据地域环境分异的

特点划分成具有不同特点的环境分区
八

除采用上述分析模型外 还采川共他辅助 方

法
,

如生态图法
,

其主要用于绿地系统的研究
。

郊区环境区划的方法

根据郊区以 自然和半人 下环境为主的特点

以及研究范围较大及资料的限制 二要采用生态

图法
。

所谓生态图法就是收集
、

综 合和评价有关的

资料
,

把一定区域内与尘态月廿之有关的因素进行

分级评定并制成空间分布图
,

在此从础 仁进行分

析与综合
,

贯穿这
一

过程的两个基本方法为指示

法和重叠法
。

指示法就是采用定虽和半定 鱿的手段对收

集到的有关资料和数据进行评价
、

分级
、

片绘制

在地图上
。

重叠法是将各相关因素的图件叠合在

一起以获得新的
、

综合性的结果
。

它是综合处理

环境空间信息和上地利用规划中的空间信息的

一种方法
。

但传统的手描图重叠法需要花费较 多

的人力和时间
,

而且在处理比例尺不一的图件重

叠时准确性受一定的限制
” 。

本研究
,

朴
,

尝试了

利用数字化仪将所有数据
,

图件输 入到微机中
。

通过一定的程序将所有的资料变换处理成统

的标准
,

再进行重叠 然后打印出重叠结果并进

行综合分析
。

这样
,

即提高了工作效率
,

也增加
’

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

北京市郊区环境区划的工作步骤主要有

生态调查 即根据 区划的 目的 对区划

范围内的自然
、

社会
、

环境因素以及有特殊价值

地区进行调查
,

并绘制成图
。

环境空间结构分析与评价 山于各个环

境因子对北京市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不尽相

同
,

而不同的环境因素的组合所形成的环境条件

对人类的活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

甄别并评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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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进行环境区划的基础
。

本研究从安全
、

健康

和舒适等区域生态环境的一般 目标出发
,

考虑北

京地区的特点与条件
,

选择了以下生态因素和环

境条件进行评价 地震危险性分析与评 价

洪水危险性分 析与评价
,

风 沙危害性分析与评

价 水上流失状况分析与评价 土地利用类

型及分布 土地条件的分级 经济结构与人

口分布分析 水资源丰度分析 森林与动植

物 资源种类与分布评述 土壤侵蚀敏感性分

析 地下水污染敏感性分析 特殊价值地 区

的分布与分级评价 污染源的种类与分布

大气环境质量评价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

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

上述分析中
,

环境危险性分析 包括地震
、

洪

水等 指对区域 内存在的一些对生态系统
,

对人

民生命财产能产生较大的
,

突发性破坏的因素的

识别与评价
,

而敏感性是分析评价区域环境质量

不降低的情况下对外界压力或变化的适应能力
。

上述分析方法均为生态图法
。

综合环境区划 在环境空间结构分析的

基础上 在一定原则指导下划分成具有一定联 系

又相互独立的各个分区
,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各个

分区的主要特征及其环境保护 目标和对策
,

为环

境规划提供指导性的建议
。

北京市环境保护区划

北京市环境保护区划分级体系

北京市环境保护区划分级体系为 大区
、

区
、

亚区
、

小区
。

大区只有 个
,

为郊区生态环境大区

和城市生态环境大区
,

区总共为 个
,

亚区为

个
,

小区为 个
,

其中区为基本分区单元
,

整

个分区体系为 见图

郊区生态环境大区

中山森林生态恢复和保护区
,

京西中山森林生态恢复和保护亚区

延怀中部中山林业开发森林生态保护

亚区

延怀北部 自然生态保护亚区
。 ,

延庆北部自然生态保护小区

。

怀柔北部自然生态保护小区

平谷
、

密云东部森林生态保护区

低山丘陵自然灾害综合整治区

西山东北部低 山林 果粮业 生态整治亚

区

长城北京段重点保护
、

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亚区
。

昌怀低山丘陵水土流失重点治理亚区
、

平谷
、

密云北部低山丘陵水土流失防治

亚区

低山河谷水土流失
、

泥石流整治区

皿 清水河低山河谷泥石流
、

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亚区

皿 大石河低山河谷水土流失
、

泥石流防治

亚区

拒马河低山河谷水土保持
、

风暴地保护

亚区

皿 白河
、

汤河低山河谷水土流失防治亚区

山间盆地农业环境保护区

延庆盆地农业环境保护亚区

燕落盆地农业环境
、

地面水源重点保护

亚区

山前丘陵台地洪积平原环境资源保护区

京西山前风景
、

名胜保护亚区

房山
一

长辛店山前粮果业生态整治亚区

昌平山前地下水源保护亚区

密云潮白河上游水质重点保护亚区

切平原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保护区

协 ,

冲击平原粮收业农业环境保护亚区

矶 , ,

昌平海淀温榆河冲积平原农业生态环

境保护小区
,

顺义平谷冲积平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小区

城郊永定河 冲积平原菜 田环境 污染重

点治理亚区

平原农业环境综合治理亚 区

协 房山大百河
、

拒马河冲积平原农业环境

综合治理小区

大兴通县低平洼地农业环境重点治理

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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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北京市综合环境保护分区图

矶 。

潮白河冲积平原自然灾害防治小区

城市生态环境大区

姗市中心工作
、

名胜古迹保护区
。

姗居住服务用地开发过渡区

仪 工业 仓库 用地为主的混杂区

文化
、

风景旅游区

城市用地过渡区

分区对策概述

郊区生态环境大区

中山森林生态恢复和保护区 地势高峻
,

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
,

人类活动较少
,

环境质量

相对较好
。

百花山
、

东灵山
、

海佗山
、

松山均划为

丰区的自然保护区
。

今后本区除设立和加强 自然

保护的管理外
,

应加强高山林区建设
。

低 山丘陵 自然灾害综合整治区 海拔在

一 之间
,

人为影响较大
,

主要土地类型

为林
、

果
、

粮
、

牧业
。

部分地区常有暴雨
、

冰雹
、

大

风等自然灾害等
。

今后应结合治理水土流失
,

营

造水土保持林
、

走林
、

果
、

农
、

牧业综 合发展的道

路
。

皿低山河谷水土流失
、

泥石流防治区 自然

条件较好
、

农业发达
、

人 口较密 土地利用强度

大
,

河谷两岸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部分

地区常有泥石流发生
。

另外
,

乡镇企业的发展还

引起局部地段的环境污染
。

今后的对策是 搞

好山区绿化和水土保持 工作 在燕 山
,

房山可

建设以石油化工
,

建材为主的工业集中区
。

山间盆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区 海拔在

左右
,

水热条件优越
,

人 口密度较大
,

经济

较发达
。

官厅和密云水库分别位于 和 亚

区
,

本区环境质量较好
。

主要问题是森林破坏引

起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

以及农药
、

化肥的施用

对环境的污染
。

今后主要任务是两库水源的保

护
。

山前丘陵台地洪积平原环境资源保护区

本区处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带
,

其中
,

和

亚区为丘陵台地
,

以林
、

果
、

牧为主
。 。、 、

亚区

为山前洪扇冲积平原
,

以粮
、

果为主
。 ,

亚区风

景旅游资源丰富
, 、 、

亚区地下水资源丰富
,

为地下水的主要开采 区
。

土地 利用强度较

大
,

水土流失
,

同时区内堆放大量工业废弃物
,

造

成局部环境污染
。

今后应 加强污染源治理

植树造林 加强文物保护 在长辛店可建立

以机械为主的工业区
,

昌平可建设以服装
、

食品

为主的轻工业基地
。

平原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区 本区属

平原区
,

城镇和居民点密集
,

交通便利
,

城近郊以

菜田和工业为主
,

远郊则以粮
、

果业及迅速崛起

的乡镇企业为主
。

本区受城镇影响以及农药及化

肥的大量施用
,

环境污染严重 地下水开采过度

地下水质恶化以及风沙危害
。

今后应加强城市污

水治理
,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加强 乡镇及 乡镇企

业规划与管理 适 当集 中乡镇企业 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
,

节约用水
,

控制地下水的过量开采 营造

防护林减轻风沙危害
。

城市生态环境大区

诬 市中心工作
、

名胜古迹保护区 著名的故

宫
,

天安门
、

中南海
、

北海位于本 区
,

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
,

减轻对名胜古迹的污染是当务之急
。

恤居住服务用地开发过度区 本区位于

环和二环之间
,

人 口密度高 达 万人 服

务用地 比例高 王府井
、

西单
、

大栅栏均位 于本

区 土地利用开发过度 商业和居民用地混杂

环境质量差
。

今后应 改造和拆迁扰民企业
,

增



卷 期 环 境 科 学

加绿地 控制和疏散人 口 增加集中和联片

供热
。

工业 仓库 用地混杂区 本区位于二环

和三环之间
,

以工业用地为主
,

并与居住用地混

杂
,

大气质量标准超过三级
。

今后应 限制工业

用地的继续发展 发展联片供热
。

文化
、

风景旅游区 本区位于规划市的西

北部
,

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集中地
,

以及著名

的园林风景区 颐和园和圆明园
。

本区位于城市

上水
、

上风
、

环境质量尚可
。

今后本区应建设成一

个环境优美的科学旅游城
。

城市用地过渡区 本区位于三环以外
,

属

城市与农业的过渡区
,

但以农业为主
、

工业集团

与农田交错分布
。

主要工业集团为清河
、

丰台等
。

本区今后应注意城市与工业组团
、

工业组团与工

业团之间隔离带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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