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特 别 关 注
���������	
�����

“华夏奖”年刊

一、立项背景 

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和2009年颁布的《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将设区以上城市的总体规划纳入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但既有的针对建设项目环评的技术

手段远不能满足规划环评的需求。

2007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将涉及城市发展的资源

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列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

在规划编制的实践中缺少与之配套的适用技术方法。

因此，无论是从贯彻《城乡规划法》，还是从落实《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角度看，都迫切需要开展针对性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解决环境影响模拟预测的关键技术

难题，建立适用于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技术

方法体系。

而在国际上，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美国、英国、

新西兰等国家分别在上世纪80-90年代提出了战略环境影响评

价方面的要求，欧盟也在1997年颁布了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指

南，由各成员国独立开展环评工作。总结各国实践，可见各

国在战略环评的技术方法上是灵活多变的，没有统一的“蓝

图”式的方法，不同国家通常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以解决规划环评适用性问题。因此，我国也有必要研究建立

适合自己国情的城市总体规划的环评技术方法。

在上述背景下，国家科技部将《城镇总体规划对人居环

境影响的总体评价技术研究》课题列入“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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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本课题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城镇人

居环境改善与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中唯一一个针对规划层面环

境问题的综合性课题。课题针对实施《城乡规划法》和《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如城市总体规划环

评的指标难定量、技术方法不适应和技术规程缺位等问题，开

展相应的关键技术和适应性政策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城镇发展

及其规划要素的环境影响机制、辨识技术方法、适用于城市总

体规划评价的指标体系、面向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信息模型和

多尺度空间信息平台、城镇多尺度气象及大气、水、声环境影

响评估模型和改善城镇人居环境的生态修复技术政策等。

本课题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1、针对性很强

随着《环境影响评价法》、《城乡规划法》和《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条例》的颁布实施，城市规划的环境问题被上升为

法律层面的约束，城市总体规划也被纳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

范围。本课题就是在此背景下围绕法律层面的迫切需求而展开

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课题建立的适用于城市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方法体系，为从规划源头减缓、遏制，甚至避免环境

恶化，减少因规划不当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撑。

2、创新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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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课题取得5项国家发明专利和4项软件著作权，填补了多项

国内空白。1）研究和发展了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因子辨识

的技术方法，提出了针对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的评价指标体

系；2）开发了多尺度的针对气象及大气、水、声的环境影响

评估模型，研究集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GIS的城市规

划环境影响模拟预测评价技术平台；3）编制了《城市总体规

划环境影响篇章编制办法》(以下简称《编制办法》），对城

市总体规划环评的程序与内容进行了规范，有助于推动规划环

评的实施。

3、实用性较好

课题开发的城市规划环境影响模拟预测评价技术平台和编

制的《编制办法》，已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保部，以及多

个省、市的城市规划中得到了应用，在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课题提出的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方法和措施，已在北京等地

的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三、详细科学技术内容

针对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特点，以科学预

测、分析和评估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可能产生的多种环境影响，

基于源头控制和减缓增长型环境压力、结构性环境隐患和布局

性环境风险的目标，以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模式，综合应

用和集成生态环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技术手段，研究并建

立了城镇规划生态环境影响辨识、空间信息模型、动态模拟的

技术方法体系，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面向城市规划环境

影响预测评价的技术平台；提出了《编制办法》，规范城市总

体规划环评的程序与内容，推动了规划环评工作的实施，并结

合生态修复技术研究，提出了改进和完善城镇规划设计策略，

从而宏观调控和综合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选择典型城镇和典型地区作为示范，综合应用和集成上述

技术方法，通过案例与示范验证，反复修改和验证指标体系、

技术方法的可行性，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和

完善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完善城镇边缘地区人

居环境的生态修复集成技术。

四、主要创新点

创新点1：提出了适用于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的指标体系，为城镇规划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本课题突破了从污染源到环境影响的传统思维和分析

方法，在城市发展规划的宏观因子与环境要素之间建立了逻辑

关系，研究和发展了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因子辨识的技术方

法，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总结凝练并形成

了适用于我国国情的涵盖3个领域9大类的指标体系。

创新点2：构建了适用于城镇规划环境影响辨识和预测评

价的技术方法体系，为城镇规划环境影响辨识和预测评价提供

了重要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地物基元空间格局的分析，突破

了面向城镇规划的空间信息的动态模拟关键技术，开发了多尺

度的针对气象、大气、水、声的环境影响评估模型，集成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GIS的城市规划环境影响模拟预测评价

技术平台。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将三维球体模型与GIS空间分

析功能相结合，使得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浏览、分析地理空间

数据，并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果进行三维可视化的展示。

创新点3：提出了《编制办法》，为在城镇规划中分析、

预测和评价环境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程序要求。且规范了环

评的工作程序与技术方法，将规划环评充分融入到规划编制的

各个阶段，为规划方案的比选、论证及最终环境可行规划方案

的确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城乡规划部门提供了综合考虑环境

影响的技术路径。

五、应用情况

城镇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模拟评价的空间技术平台在《大

连市城市发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抚顺市城市总体规划环

境影响篇章》中应用。气象数值模拟技术在《北京市中心城排

涝规划》、《北京市海淀山后气象环境评估研究》、《昌平区

七北路区域气象环境评估》和《抚顺市城镇总体规划（2010

版）》中应用。通过分析模拟规划方案实施后对气温、风速、

流畅、热岛的影响，为规划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编制办法》通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

设计统一技术措施》的颁布试用和行业协会的宣传推广，已形

成一套业内比较公认的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方

法。其成果也已应用于大连、抚顺、保定、天津生态城的总体

规划，以及浙江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澳门总体发展战略方案中

的环境影响篇章或环境影响评价的编制。通过规范化、早期介

入、全程参与的环评程序和内容要求，减少规划环评中的不当

问题，提升了总规环境影响评价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的科学性、

有效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六、社会效益

课题集成研发的城市高分辨率影像处理与分析平台及城市

水、大气、声环境质量模拟评估系统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建立

在这些新的技术方法基础上的城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能够为城

市总体规划提供更加清晰有效的环境信息，使城市决策者在确

定规划方案时能够更加综合地考虑生态环境问题，并通过对负

面环境影响的预防控制实现广泛的社会效益。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