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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下中小城镇生态文明建设在控规层面上的绿色

低碳规划指引

——以盐边县红格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例

The Green Low-carbon Planning Guida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Medium-

and-small-sized Towns on the Level Of Regulatory Planning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Taking the Regulatory Planning of Hongge Town, Yanbian County as an Example

宋  密 姜  骜 王  芳 SONG Mi, JIANG Ao, WANG Fang

摘 要 在国家倡导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探

讨中小城镇生态文明建设在控规层面上的落

定。以新型城镇化下推崇的绿色低碳理念为

宏观视角，从生态指标、能源利用、固体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和绿色建筑设计等中微观层面

指引中小城镇在控规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全

面推进，并以盐边县红格镇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为例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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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bout medium-

and-small-sized towns on the level of regulatory planning under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It takes the concept of green low-carbon as macro perspective, and guides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 the medium-

and-small-sized towns at the stage of regulatory planning in terms of ecological indicators, 

energy use, solid waste utilization, and green building design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n it takes the controlled detailed planning of Hongge Town, Yanbian County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guidance of green low-carbon planning.

Keywords: Medium-and-small-sized Tow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gulatory Planning; 

Green Low-carbon

0  引  言

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从未中断，一直持续且愈演愈烈。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达6.91

亿人，城镇化水平达到51.27%，比2010年末提高1.32个百分比，城镇人口总数比农村人口多

3423万人[1]，城镇化的势头不可抵挡。城镇化进程中引发的诸如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生态

失衡等问题已跃然纸上、刻不容缓，2013年以来多省市持续的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及全国人

民的身心健康。党的“十八”提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强调“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绿色、低碳

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

动绿色转型，加快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为核心的“绿色经济”。绿色低碳发

展正成为国际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新领域，也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2]。

如何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以绿色低碳为目标实现新型城镇化下的生态文明建

设，成为了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城乡规划这门学科在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上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应根据不同规划类型关注的重点来明确生态文明

的建设，其中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不少学者以宏观视角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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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较为整体与全面的控制规划要求，具

体落实到了指标、交通、能源、景观规划等

方面。但大部分集中于对城市的生态建设

研究，国内较为著名的例子有江苏中新生

态科技城和无锡生态城示范区等。在我国

中小城镇所占比例不容小觑，新型城镇化

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应深入其中，由于中

小城镇的规模有限，在资源、环境与经济

等方面与城市有较大差异，中小城镇的规

划覆盖范围不及城市，笔者认为盲目套用

大城市的生态建设方法也许效果欠佳，应

更多地以中微观视角落定生态文明建设。

因此，在控规阶段将绿色低碳的理念融入

到中小城镇的中微观建设中对于推进生态

文明的全面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生态文明建设在控规层面的相

关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从城乡规划学的视角探

讨了新型城镇化下生态文明的建设，从总

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到城市设计、修

建性详细规划等不同阶段都有提出相应的

建设指导。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在控规层面上的相

关研究更多地体现在生态指标体系的建立

上，包括对生态指标体系的指标内容、指标

特点、体系架构的技术方法、体系架构的研

究意义等。陈明明以长沙市天心区解放垸

的低碳生态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为例，通

过一系列的低碳生态指标来控制、引导城

市建设低碳生态化建设[3]；夏春海从制订

单位、制订目的、指标架构、指标项构成和

指标赋值等方面对四个典型的指标体系进

行对比分析，总结了指标体系的特点与存

在的问题 [4]；龚道孝等人在参考中新天津

生态城规划、总结已有生态城指标体系，

编制经验的基础上，介绍了生态城市指标

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技术方法[5]；周银波、黄

耀志等人将低碳生态化目标分解到开发建

设的各地块的指标中并以强制性指标通过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完整表达纳入

地块开发的控制图则，并制定奖罚制度以

指导城镇土地开发的低碳化发展[6]；关琰

珠等人阐述了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的重

要意义，确定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

心、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两大主线为支撑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7]。

而我国目前通行的主要指标体系有2 0 01

年由中国科学院完成的《中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指标》、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制定

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

2007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完成的《宜居

城市科学评价标准》等[8]。

除从生态指标体系的研究上实现生态

文明的建设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外，也有学

者从能源利用的角度在控规阶段实现城市

的生态文明建设，陈国伟通过能源需求和

供应的合理规划，将新能源等能源设施纳

入基础设施规划中，对其进行图则控制和

效益核算，将宏观目标转化为控制措施[9]。

此外，宣蔚、郑炘以空间为载体，从整体空

间结构到街区布局，对城市低碳空间的建构

展开研究，提出城市空间规划的低碳优化

方案[10]。

无论是以生态指标体系，还是以能源

利用或者空间结构的角度去研究控规阶段

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是我国学者在新

型城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具

有较强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2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的角色

在我国城乡规划编制体系中，控制性

详细规划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具有宏

观和微观、整体与局部的双重属性，起到

了深化总体规划和规范修建性详细规划的

作用，确保规划体系的完善和连续 [11]。因

此，新型城镇化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策

略落实到空间、资源等微观层面的实施，

需要依靠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一宏观与微观

的纽带得以实现，充当桥梁枢纽作用。将绿

色低碳的理念融入到控规的编制之中，能

有效地控制土地利用及其空间环境的发展

方向，实现城市低碳生态化的开发建设。

3  中小城镇生态文明建设在控规

层面上的绿色低碳规划指引

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是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本文以绿色低碳规划为

指引在中小城镇的控规编制过程中以实现

这一核心理念，重点从指标体系的架构上

突出绿色低碳的规划指引。此外，对可再

生能源的规划、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绿色建筑设计等也提出了相应的指导。

3.1 生态指标体系构架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指标的确

定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我国现行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指标和指导

性指标。规定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

面积、建筑密度、建筑控制高度、建筑红线

后退距离、容积率、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

泊位及其它需要配置的公共设施；指导性

指标一般包括人口容量、建筑形式、体量、

色彩、风格要求等[12]。仅依靠常规指标不

能突出新型城镇化下生态文明的建设，因

此在控规层面，首当其冲应在指标体系的

构架上有所体现。一般而言，生态文明建

设主要反映在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自然

环境的保护上，从与自然共生共荣的角度

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资源环境的自

我承载能力，从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角

度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把低碳生态化的要

求转变成量化的指标，将这些量化的指标

作为约束性的内容融入到控规的指标体系

当中。基于此，小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指

标制定阶段可以引入地块资源与环境开发

的控制指标。    

在传统控规指标基础上，引入地块资

源与环境开发控制指标，并取可实施及控

制的可定量项目进行赋值，以此作为开发

建设、准入管理及建设评价的科学管理依

据。具体有以下两点：在环境保护系统下，

对水资源管理、固体废弃物再利用方面提

出对应雨水收集利用、再生水利用及固废

的回收收集的控制指标；在能源利用系统

下，提出再生能源利用及建筑节能方面的

控制要求。

3.1.1 生态指标选取及赋值

控规中常规指标的赋值方法已经趋于

成熟，在新型城镇化下考虑中小城镇生态

文明建设在控规层面引入地块资源与环境

开发的控制指标，在指标选取上可以大致

分为三类：环境保护指标、可再生能源利

用率和建筑环境。



ISSUE 4 AUG. 2014 / JOURN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WEST CHINA / 024

http://www.hsfwest.com

（1）环境保护指标 

由于环境保护涉及的内容繁多，但大

体上无外乎水环境和绿色植物等的保护，

鉴于实施的操作性与赋值的科学性，本文

主要提出四种环境保护指标：非传统水源

利用率、综合径流系数、乡土植物物种占所

有植物物种的比例和绿地中乔灌草配比。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指采用再生

水、雨水等非传统水源代替市政自来水或

地下水供给景观、绿化、冲厕等杂用的水

量（再生水）占最高日总用水量的百分比。

这项指标控制可以加强非常规水资源的使

用。对于它的赋值考虑各类用地杂用的水

量（再生水）占最高日总用水量的百分比的

比重。

综合径流系数指一定汇水面积的径流

雨水量占降雨量的比例。这项指标可以加

强雨水回渗透，补充地下水源。其赋值根据

不同性质的用地在综合考虑各类相关影响

因素的基础上给予最终取值范围。

乡土物种是指原产于本地区或通过长

期引种、栽培和繁殖，被证明已经完全适

应本地区的气候和环境，生长良好的一类

植物。乡土物种比例是指绿化物种中乡土

物种所占种类的比例。这项指标的制定可

以发挥乡土树种适应性强、生长良好的优

势而强化生态功能，满足城市绿地建设的

生态环境调节需求。一般而言乡土物种比

例越高越好。

绿 地中乔 灌草配比指一定绿 地面积

的乔灌草三者的比例。这项指标的制定能

增加绿地景观效果，提升绿量及其相应的

固碳能力。一般公园绿地乔灌草配比值为

7:2:1；街头绿地乔灌草配比值为3:2:1。

主要太阳能、地热能及沼气等自然界

中可以不断再生永续利用的清洁能源替代

常规能源，其所替代常规能源所占的比率

即为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每个规划区内都

具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最常见的是太阳

能的利用，在控规层面法定规定能源利用

指标，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并具

有可操作性。它的赋值应根据规划区具体

的实际情况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前期分析后

予以确定。

建筑环境主要由绿色建筑数目占城市

总体建筑数目的百分比来衡量。城市生态

的很多相关措施均会体现在建筑设计中，

因此建筑的生态技术达标是衡量城市生态

建设的重要指标，可根据具体地块的实际

情况予以赋值。

3.1.2 生态指标体系实施指导

针对提出的环境保护指标、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和建筑环境三大类生态指标，从

环境保护系统、能源利用系统和建筑环境

三个方面制定相应的实施指导以保证控规

指标的落定。

（1）环境保护系统

环境保护系统可以从水资源管理和绿

化植物利用两个方面实施。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从节水和非传统

水源 利用等方面达 到水资源保 护与利用

目标，主要考虑污水生态化处理、优质灰

水回用、雨水利用、地下水补给、使用节水

设施等，优质灰水和雨水等非传统水源的

回用均为保护城市水环境提供基础[13]。例

如，在绿化用水方面，应选择适宜物种，采

用微喷、滴灌、渗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再生

水利用方面，可再生水用于冲厕，浇洒道

路、绿化、景观水系、喷灌、洗车、消防、喷

雾降尘等方面，减少市政自来水的供水压

力；雨水收集利用方面，屋面雨水采用收

集回用的雨水利用系统，同时分散设置雨

水收集系统、雨水回用系统及雨水储存设

施；路面与停车场、广场的地面雨水径流

量较大，水质也较差，可以通过铺设透水

砖、透水地面等措施，增加雨水的下渗。总

之，可通过多渠道达到水资源的保护与合

理利用。

在绿化植物利用方面，多采用乡土植

物，提高植物的存活率以及生长适宜性，并

且在绿地规划设计中强调根据不同的绿地

使用要求，合理配置其乔灌草比例。

（2）能源利用系统

对于供电、供热、燃气等常规能源做

好 基于节能的 能源需 求预 测。对于 新能

源，强调它的能源供给系统。由于新能源

具有低碳或零碳的特性，因此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应优先发展太阳能和地热能等

新能源，形成与常规能源相互衔接、相互

补充的能源供应模式[9]。

（3）建筑环境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 命周期

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

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以及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建筑参考建

设部发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国家标准

（GB／T50378—2006），在控制性详细规

划层面上要求建设100%的绿色建筑[3]。

3.2 可再生能源利用规划

可再生能源是指从自然界获取的、可

以再生的非化石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

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在

建筑领域应用的主要是太阳能、浅层地热

能、生物质能和风能。开展可再生能源资

源的空间和时间分布特征分析，对可再生

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地域适宜性及潜力进

行评估，更好地指导能源高效利用技术手

段，制定能源集约利用方案。

制定科学合 理的可再 生能源 利用规

划，无论是城市还是中小城镇，需依据能

源需求预测与可再生能源资源评估，结合

可再生能源转换系统的性能特点，分析各

建设用地可再生能源实际供应与能源需求

之间的匹配程度与特征。具体说来，包括

可再生能源利用价值评价、可再生能源利

用优先级、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量、可再生

能源效益分析等。从可再生能源的容量、

品味、可靠性、稳定性、技术难度、经济性

和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评价，建立可再生

能源工程实践利用优先级，建立工程应用

可行性判定准则，从而将可再生能源利用

目标科学分解纳入地块控制性指标。

3.3 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在中小城镇，根据固体废弃物不同区

域种类不同的性质，建立“源头削减、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综合处理”的现代化城市

垃圾处理系统，不仅可减少固体废弃物的

综合处理量，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部分固

废所储藏的剩余价值。

有机固体废弃物进入有机垃圾资源化

处理中心进行厌氧化处理，生成的沼液可

以用来制造液肥，沼渣经过堆肥后再辅以

必要的氮、磷等营养元素制成有机肥或土

壤改良剂，用于高尔夫球场、绿化用地等，

改善当地土壤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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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绿色建筑设计指导

所有的节能技术都有其适用性和局限

性，盲目追求高科技和绿色建筑技术的罗

列，不一定能带来节能减排的效果，反而

会导致高投资和高能耗。中小城镇在设计

阶段必须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建筑使用

功能等因素，对拟采用的绿色建筑技术进

行技术经济评价，选择适宜的绿色建筑技

术。根据不同星级的绿色建筑布局，确定

各地块的绿色建筑基础技术体系，可以从

绿色建筑布局、绿色建筑技术应用和绿色

建筑单体设计等方面来对绿色建筑的设计

进行指导。

4  实证案例——盐边县红格镇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4.1 红格镇镇区基本概况

红格 镇位于盐 边县南 部，地 处 攀 枝

花 市近 郊，距 市中心和 盐 边县新县 城 均

30km，可接受双城辐射。其处于南亚热带

干热河谷气候区，属南亚热带大陆型干热

季风气候，日照充足，热量丰富，四季变化

不明显，拥有不可复制的气候条件和阳光

资源，素有西南地区的“海南岛”之称。攀

枝花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选定的5

个低碳发展的示范城市之一，肩负着探索

城市低碳发展之路的使命，红格镇凭借优

良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绿色生态骨架，具

有发 展“绿色、生态、低 碳”城镇的先天   

条件。

根据《红格镇总体规划（2012—2025

年）》要求，本次规划范围为红格镇镇区，

东至癞山，西至王家沟、益民乡边界，南至

红格体育集训基地，北至昔格达生态示范

村，总面积为661.69hm2，规划区规划人口

约49000人。规划在落实总体规划中“低碳

乐活红格、南亚热带风情旅游小镇”的总

体要求，统筹区位、资源、景观、旅游、环

境、人居等发展要素，将红格镇镇区定位

为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国际化南亚热带

风情旅游小镇。

4.2 绿色低碳规划思路

在人居环境层面上，以“生态与环境”

贯穿主线，全面创造“绿色低碳红格”的城

市形象，构建山、田、水、林、（城中）园的

绿色空间网络。结合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

条件，因地制宜地以“斑块＋廊道＋基底”

的模式形成均衡有序的生态骨架，构筑一

个人居环境优美、舒适、生态良好的“山、

田、水、林、（城中）园”的绿色低碳红格形

象，实现“阳光、青山、绿色家园”的总体

构想。

在指标体系的架构上，从旅游服务配

套、弹性开发强度、符合地域特征的角度

探索适宜的低碳生态技术，制定刚性和弹

性相融合、可量化、可操作、具有纲领意义

的城镇建设和生态控制指标指引体系，并

落实到地块出让指标中，用于规范和指导

土地开发，引导生态指标等内容能以法定

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落到实处。

在能源规划上对其进行评估诊断，着

重 抓住当地丰富的太阳能等进行能源的

绿色低碳规划，展示城镇发展新思路，传

播低碳生活的理念，推出节能环保的城镇

文化。

在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上，充分考

虑旅游城镇的垃圾量大的特点进行分类处

理与高效回收综合利用。

在绿色建筑设计上，根据红格镇气候

特点、建筑使用功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等研究制定红格镇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引

导红格的绿色建筑健康、适宜发展，并根

据地块开发建设潜力和建设时序，选择具

有代表性、示范性的重点项目进行绿色建

筑建设示范。

4.3 生态指标体系

在红格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本着

绿色幸福理念，在四川省探索新型城镇化

发展形势的需求下，整个图则的制定在传

统控规指标基础上，创新性地从生态角度

引入低碳生态的控制指标。依据各专题研

究结论对不同用地性质地块指标做出不同

生态控制要求，包括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综合径流系数、绿色建筑星级、乡土植物比

例、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等，具体赋值及要

求详见表1。这些指标的法定落实用于指导

土地开发，并从规划层面控制在建设开发

过程中对这些资源的消耗和破坏，合理引

导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土地集约高效开

发、生态环境保护良好。

4.4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规划

4.4.1 可再生能源利用价值评价

红格镇太阳能资源丰富，日照时间长，

辐射量大，适合大规模推广和使用太阳能

光热系统。为尽可能发挥太阳能热水系统

所能起到的节能作用，体现红格镇的低碳

生态建设理念，有稳定热水需求的新建民

用建筑均应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

但当前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较高，光

电利用价值不高，更适合区域示范。红格

镇应选择主要新建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

机关、事业单位和科研办公建筑开展太阳

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

4.4.2 可再生能源利用优先级

依据可再生能源利用匹配和利用价值

评价，制定红格镇各类用地可再生能源利

用优先级（表2）。

4.4.3 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量

根据前期能源评价分析，红格镇区的

太阳能充足，但因太阳能光热、光电供给

潜力受用地性质、建筑类型、建筑结构、末

端系统形式、热水系统效率、光电转换系

统效率等因素影响，因此在进行太阳能供

给潜力的计算时，应依据用地布局、用地

性质、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等基本信息，参

考当前市场化光热、光电系统转换效率进

行测算（表3）。

通 过 红格 镇 建 筑面 积、建 筑 屋顶 面

积、规 划 人口等 参 数 的 计 算（表 4），在

住宅和有热水需求的公共建筑中安装太

阳能 光 热系统 后，每 年可以提 供 2 . 2 9×

106GJ的热量的热水（约91.97t标准煤），

占建筑能 耗的5%以上。红格 镇的太阳能

光电 系统 和太阳能 路 灯，每 年可以提 供

1.15×106kW的电力。

4.5 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镇区内固体废弃物主要可以分为三大

类：居住区以厨余垃圾为主的生活垃圾、

商业办公区的生产垃圾及生态村，以及以

有机物为主的固体废弃物。镇区内固体废

弃物经垃圾中转站和垃圾分类回收点分类

回收后，可回收固体废弃物均运往可再生

资源回收处理中心进行回收处理利用，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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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不可回收固体废弃物则以近期填埋、远

期焚烧为主的方式进行处理利用。

4.6 绿色建筑设计指引要点

4.6.1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红格镇镇区搭建的绿色建筑技术体系

如表5所示。

4.6.2 绿色建筑设计指导

（1）绿色建筑布局 

规划区示范性绿色建筑应达到国家绿

色建筑一星级及以上标准；园区绿色建筑

星级空间布局应根据建设部发布的《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国家标准（GB／T50378—

2006）指引进行建设；行政办公、文化设施

等公共服务类建筑应设高星级；对于占用

过多生态资源的用地应设高星级绿色建筑

进行生态补偿。 

（2）绿色建筑技术应用 

序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名称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综合径流系数 绿色建筑星级 乡土植物比例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备注

1 R2 二类居住用地 ≥5% ≤0.60 ★ 70% ≥5% 选取部分示范

2 R2B1 商住用地 ≥5% ≤0.65 — 70% ≥5% —

3 A1 行政办公用地 ≥10% ≤0.60 ★★ 70% — 选取部分示范

4 A2 文化设施用地 ≥10% ≤0.60 ★★ 70% — 选取部分示范

5 A3 教育科研用地 ≥5% ≤0.55 ★ 70% — 选取部分示范

6 A4 体育用地 ≥5% ≤0.55 — 70% — —

7 A5 医疗卫生用地 ≥3% ≤0.60 ★ 70% ≥2% 选取部分示范

8 B1 商业用地 ≥5% ≤0.65 ★ 70% — 选取部分示范

9 B2 商务用地 ≥5% ≤0.65 ★ 70% ≥5% 选取部分示范

10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10% ≤0.65 — — ≥5% —

11 M1 工业用地 ≥5% ≤0.65 ★ 70% — 选取部分示范

12 S1 城市道路用地 ≥100% ≤0.70 — — — —

13 S3 交通枢纽用地 ≥10% ≤0.55 — — — —

14 S4 交通场站用地 ≥10% ≤0.70 — — — —

15 U1 供应设施用地 ≥5% ≤0.60 — — — —

16 U2 环境设施用地 ≥10% ≤0.60 — — — —

17 U3 安全设施用地 ≥5% ≤0.60 — — — —

18 G1 公园绿地 ≥100% ≤0.20 — 70% — —

19 G2 防护绿地 ≥100% ≤0.20 — 70% — —

20 G3 广场用地 ≥100% ≤0.20 — — — —

表1  红格镇区用地性质对应生态控制指标表
Tab.1 the ecological control index corresponding to the nature of land of Hongge Town

可再生能源利用优先级

可再生能源种类 太阳能光热 太阳能光电

利用优先级 ★★★★ ★

建筑利用优先级

项  目 太阳能光热 太阳能光电

住宅用地 ★★★★ ☆

商住用地 ★★★ ☆

行政办公 ☆ ★

教育科研设计 ★ ★

商业用地 ☆ ★

文化娱乐 ★ ★

体育建筑 ★ ★

医院用地 ★★★★ ☆

工业用地 ★ ☆

★★★★适宜 ★★★较适宜 ★★需条件适宜 ★基本适宜 ☆不适宜

表2  红格镇可再生能源利用优先级
Tab.2 the priority level on renewable energy utilization of Hongg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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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 应根据绿色建筑采取 对应

的一、二、三星级绿色建筑技术措施；高耗

能地块建筑应采取被动式设计从根本上降

低建筑能耗。

（3）绿色建筑单体设计

建 筑平面 设 计应考虑建 筑 通 风、采

光、建筑材料应注重应用本地建材，注重

可循环、可再利用等特性；建筑技术的选

择应遵循本土化、低成本、高效能的指导

方针。

在建筑平屋顶上采用种植屋面，结合

东西外墙的垂直绿化设计，能有效提高建

筑绿化覆盖率、增强屋顶和外墙的保温隔

热性能，对于改善室内外物理环境能起到

很好的效果。

红格镇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建筑单

体设计建议考虑应用太阳能光热系统，太

阳能集热板可集中布置于坡屋顶，在采取

适当防水保温措施的前提下考虑实现建筑

太阳能光热一体化设计。

用地属性
用地面积

（万平方米）
用地比例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基底面积

（万平方米）

居住用地 165.37 49.25% 1.0-2.0 ≤35% 57.88

商住混合用地 16.47 4.90% 2.0-2.5 ≤45% 7.41

行政办公 9.19 2.74% 1.5-2.0 ≤40% 3.68

文化设施 6.92 2.06% 0.5-1.0 ≤40% 2.77

教育科研 10.47 3.12% 0.5-1.0 ≤25% 2.62

体育用地 14.87 4.43% 0.5-1.0 ≤40% 5.95

医疗卫生 2.63 0.78% 1.5-2.0 ≤40% 1.05

商业用地 62.76 18.69% 1.0-1.5 ≤45% 28.24

商务用地 16.74 4.98% 2.0-3.0 ≤50% 8.37

工业用地 30.39 9.05% 1.0-2.0 ≤45% 13.68

总计 335.81 100.00% — — 131.64

技术分类 技术要求                   技术描述

节地与室外环境

场地日照、噪声、通风模拟分析 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对场地日照、通风、噪声等进行模拟分析，优化建筑规划及平面设计方案

土壤氡检测 对场地土壤氡含量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采用不同的防水做法

复层绿化和本土植物 绿化景观应尽可能采用四川本地植物，应注重采用乔、灌、草的复层绿化布置形式

公共服务配套 镇区设计应设置邮电、银行等配套设施

热岛强度控制 利用模拟技术指导区域水景绿化布置，尽可能降低区域热岛效应

节能与能源利用

围护结构节能设计 提高外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

高效节能照明 建筑采用高效节能照明灯具，并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用于降低建筑照明能耗

室内通风、采光模拟优化 利用模拟手段优化建筑平面设计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水系统规划设计 确定项目用水定额，合理设计建筑给排水系统形式等

雨水回用系统 回收场地雨水，用于室外绿化浇洒、道路冲洗、室内冲厕等

高效节水灌溉 采用喷灌、微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本地建材 尽量选用项目建设用地500km以内的建筑材料

预拌混凝土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

绿色施工 应做好施工现场可循环材料回收记录，防止水土流失等工作

可循环材料使用 建筑设计宜尽量选用玻璃、钢筋、铝材、石膏等可循环利用的材料

土建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 建筑土建与装修采用一体化设计、施工，避免二次装修带来的材料浪费

室内环境质量
围护结构隔声设计 住宅的楼板、隔墙、内门等都应采取隔声防护措施，比如楼板隔声采用浮筑楼板、实木地板等做法

外墙隔热优化 利用模拟技术实现围护结构隔热的合理化设计

运营管理
建筑设备智能化控制系统 设置网络传输、结构化布线、视频监控、门禁系统等智能控制系统

垃圾分类回收处理 住宅小区设置垃圾回收处理设备，实现生物质垃圾等的分类回收处理

用地性质
住宅

（≤12层）
商住 医疗 教育 体育 工业

行政办公和

文化设施

屋顶面积

可使用率
70% 60% 50% 60% 50% 60% 40%

表3  红格镇可设太阳能用地信息表
Tab.3 the settable solar space information of Hongge Town

表4  太阳能光热屋顶面积可使用率
Tab.4 the solar thermal utilization of available roof area

表5  红格镇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建议
Tab.5 the proposal on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system of Hongge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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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在红格 镇镇区控制性 详细规 划中将

绿色资源与道路、景观、建筑、人文、生态

等各子系统进行整合，建设完整的镇区生

态旅游体系，通过低碳技术的运用和生态

环境的建设，实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共赢，提升了土地利用价值。

总之，新型城镇化下中小城镇的生态文明

建设应更多地注重于中微观层面的落定，

以绿色低碳的宏观思路指引规划。然而，

即便是中小城镇的生态文明建设所涉及的

内容也繁多复杂，本文仅粗略地从环境保

护、资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仍需更多学者

将中小城镇的生态文明建设引入城乡规划

更深、更广的研究与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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