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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Urban Riverfro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Yangtze River Conservation——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HE Hui, WANG Shu, HUANG Yaping, GUO Liang, PENG Chong，ZHU Yunyi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Yangtze River conservati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iverfront spaces for the cities on the River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strategic measure to realiz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land-use GIS da-

ta and relevant planning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land-use control method of Wuhan Riverfront Belt by following the ecological

assessment method and logical induc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uhan is a typi-

cal city with equal emphasis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However, river-oriented de-

velopment has compromised 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the riverfront belt.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overall urban spatial pattern, the Wuhan Binjiang Belt should adopt

the differentiated functional optimization path of "main city + new city + country",

and the spatial optimization model of "axis combination, converging to the main

city + organic combination of new city +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unit of the coun-

tryside". In addition, Wuhan City should adopt four types of control methods: struc-

tural control, subregional control, segmented control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st

control. As Wuhan has typical riverfron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its riverside

belt function, spatial optimization model and spatial control strategy can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other riverfront cities.

Keywords: urban riverside belts; ecosystem; space organization; land use control; Wu-

han

1 研究背景及对象

1.1 长江大保护背景

自2016年1月以来，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中央到省、市等地

方层级逐步出台了多项规划政策，以推动这一国家政策主旨在省市地方层面的行动落

实。在国家层面，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突出强调“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①，按照“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思路②，实现建设和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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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长江大保护背景下，沿江城市

滨江带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成为践行生

态文明理念的重要战略举措。基于国土

用地GIS数据及相关规划资料，采用生

态环境评估及逻辑归纳方法，探索武汉

滨江带空间组织模式及用途管控方法。

研究表明，武汉是一江两岸并重发展型

城市的典型代表，以江为轴的发展带来

了明显的滨江带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问

题；契合城市整体空间格局，武汉滨江

带应采用“主城+新城+郊野”的差异

化功能优化路径，“轴廊结合，集聚主

城+有机组合新城+郊野独立开发单元”

的空间组织优化模式；国土空间管控应

采用结构管控、分区管控、分带管控、

正负面清单管控等四类管控方法。武汉

具有典型临江发展特征，其滨江带功能

及空间优化模式、国土空间管控策略可

为其它滨江城市提供实践借鉴。

关键词 城市滨江带；生态环境；空间

组织；用途管控；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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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健康长江、清洁长江、优美长江、

安全长江的目标③。随后举行的第二次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化了“坚持生

态优先、修复长江生态环境”这一主

题④。上述从中央到部委一系列政策文

件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促进长江经

济带沿线健康发展、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的总体战略意图。为响应中央战略部

署，湖北省提出“长江大保护九大行动

方案”⑤，打好“十大标志性战役”⑥，
并公布了《湖北省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工作方案》（鄂政发〔2018〕 24号文

件）⑦，为推动湖北长江沿线地区“生

态修复”“绿色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对长江沿线城市而言，除了生态修复与

治理以外，如何提升滨江区域整体功能

与空间格局是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

挑战。为此，武汉市在2017年提出“为

推进长江武汉段大保护，加快建设滨水生

态绿城，要建设安澜长江、清洁长江、

绿色长江、美丽长江、文明长江的行动

计划”⑧，希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长江大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范式”⑨。
基于以上目的，本文将以武汉市域

为对象，借助对现有滨江区域基本生态

环境的评估，识别滨江带保护与利用关

键问题，在对比分析国内外大江（河）

流域滨江带空间组织模式的基础上，提

出适宜武汉滨江带的功能与空间组织优

化模式，并制定相应用途管控策略，以

期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滨江带功能与

空间优化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

1.2 相关研究述评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与长江

经济带沿线城市滨江带功能与空间优化主

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江经济带沿线

城市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以及滨水区域城

市空间优化等方面。其中，有从长江经济

带整体出发研究其产业结构协同（王维，

张涛，王晓伟，等，2017）与布局优化

（周冯琦，陈宁，2016），或运用评估与测

度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

水平（李华旭，孙凡斌，陈胜东，2017；
吴传清，黄磊，2017），或从法规制定、

生态修复、产业转型等方面对沿线区域城

市发展提出战略对策（杜耘，2016；黄

娟，程丙，2017）；有关长江经济带沿线

生态保护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沿江土地利用及可持续的生态评估

（张荣天，焦华富，2015），其二是研究城

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评价

（彭建，吴健生，蒋依依，等，2006；曹

慧，胡锋，李辉信，等，2002），其三是

研究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格局（李宗尧，

杨桂山，董雅文，2007；王伟霞，张磊，

董雅文，等，2009；孙洪波，杨桂山，苏

伟忠，等，2010）与生态效率测度（何宜

庆，陈林心，周小刚，2016；曹俊文，李

湘德，2018）；有关滨水区域城市功能和

空间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针对生态功能区

划、产业及功能分区的相关研究（贾良

清，欧阳志云，赵同谦，等，2005；徐海

贤，Robin Tomson，陈闽齐，等，2005；
蔺雪芹，方创琳，宋吉涛，2008；蔡佳

亮，殷贺，黄艺，2010；吴建寨，赵桂

慎，刘俊国，等，2011），针对空间与结

构优化的相关研究 （黎夏，叶嘉安，

2004；鲍海君，徐保根，2009；樊杰，王

亚飞，陈东，等，2015；干靓，邓雪溪，

郭光普，2018），以及针对水生态功能及

土地利用分区的相关研究（刘洋，蒙吉

军，朱利凯，2010；蒙莉娜，郑新奇，赵

璐，等，2011；蓝希，刘小琼，郭炎，

等，2018）。
总体来看，针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区

域的研究从生态格局与产业发展区域

协同方面展开的较多，但对沿江城市滨

江带空间发展与功能优化等方面的研

究尚不足以指导当前的实践需要。在大

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总体理念背景下，如何围绕

长江沿线城市生态环境格局，推动沿

江城市转变发展方式，优化滨江带功

能空间组织，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新

课题。

1.3 研究对象及范围界定

（1）研究对象：研究围绕落实国家、

省、市各级长江大保护战略要求，按照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思路，以武汉滨

江带为样本，探讨城市滨江带空间组织

优化模式及国土空间用途管控方法。

（2）研究范围：研究以武汉长江滨

江带为核心，覆盖长江沿线 2—3km陆

域范围，总面积约 1925.6km2，涉及长

江左岸岸线 140.6km，右岸岸线 91.9km
（图1）。

2 生态环境评估及关键问题识别

2.1 生态环境评估

长江沿线城市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沿

江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为测度识

别滨江带现状特征及问题，拟采用滨江

带生态环境评估方法，通对滨江带生

态（服务）功能评估、生态格局评估、

生态安全评估，识别现状特征及问题。

2.1.1 生态服务功能评估

（1）生态（服务）功能概念：是指

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为了人类生存所

形成和维持的自然环境和效用；主要涉

图1 武汉滨江带空间范围
Fig.1 Spatial scope of the riverfront zone in Wuhan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图2 生态（服务）功能评估路线图
Fig.2 Ecological(service) function evaluation route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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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供、调节、支持三类；其评估路线

如图2所示。

（2）指标体系（见表1）
（3）评估结果

总体层面：2009—2016年间，耕地、

园地、林地、草地、水域五类生态要素均

呈现不同幅度减少状态，与之相关联的

干扰调节、气候调节、净化水体、物质

生产、土壤保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

态（服务）功能均降低（图3）。
分类层面：气候调节能力下降显

著，耕地（减少 42.5hm2）、林地（减少

6.7hm2）导致区域碳储能力降低，参与

气候调节能力变弱。净化水体能力下

降，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共计

50.7hm2转化为城镇用地中的硬质铺地，

富含植被、土壤的用地类型减少对径流

中营养物的滤除量将大大减弱，参与净

化水体能力则大大降低。

2.1.2 生态格局评估

（1）评估的基本思路（图4）
两层级：分为全局分析和分要素分

析。全局分析主要是计算生态景观格局

的整体特征，分要素分析主要针对某一

类生态景观要素进行特征分析。

多指数：FRASTATS提供了众多指

标，此次分析针对规划区特点，选择具

有普遍性的形状、多样性、破碎程度、

聚散性等指标进行分析。

（2）主要指标及含义（表2）
（3）评估结果

针对滨江带非建设用地布局，分别

从 2009—2016年间斑块密度、形态指

数、破碎度和多样性等指标层面的变化

展开分析（图5）。
面积与密度：2009—2016年间非建

设用地斑块面积减少 17 829.95hm²。非

建设用地斑块密度逐渐增加，其中农林

用地增加 34.3%，水域增加 6.7%，说明

指标

类别

面积与

密度

形状

指标

聚散性

多样性

（仅限全

局分析）

具体

指标

斑块面

积（TA）
斑块密

度（PD）
分维数

（FRAC）

聚合度

（AI）

分离度

（SPLIT）

破碎度

（DIVI⁃
SION）

香农多样

性指数

（SHDI）

指标含义

反映斑块面积的总和

反映斑块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值

越大，表示区域内斑块分布越密集

反映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分维

数越趋近于1，斑块形状越简单，

越趋近于2，斑块形状越不规则

反映不同斑块间的聚集程度，

值越大，表明所对应的景观斑

块空间分布越聚集

反映不同斑块间的分离程度，

值越大，表明所对应的景观斑

块空间分布越离散

反映景观要素在自然或人为干

扰的活动下，由单一连续整体趋

向于复杂不连续的斑块的过程，

值越大，表明斑块分布越破碎

反映景观类型的多少和各景观

类型所占比例变化

表2 主要指标及含义
Tab.2 Main indicators and their meanings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图3 武汉滨江带2009年到2016年历年用地
类型变化情况

Fig.3 Changes of riverfront landuse types in Wu⁃
han between 2009 and 2016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图4 生态格局评估基本思路
Fig.4 Basic ideas of ecological pattern evaluation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功能类型

一类

调节

功能

提供

功能

支持

功能

二类

干扰调节

功能

气候调节

功能

净化水体

功能

物质生产

功能

土壤保持

功能

生物多样

性持

功能测度

指标

水源

涵养量

碳储量

营养物滤

除量

物质产品

价值

土壤

保持量

生境质量

系数

技术方法

水量平衡方程

InVEST碳存储

模型

InVEST营养物输

送比率模型

市场价值法

InVEST土壤流失

方程

InVEST生物多样

性模块

表1 生态（服务）功能测度指标及其测度方法
Tab.1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methods of the
ecological(service) function

图5 滨江带整体生态格局评估
Fig.5 Assessment of the overall ecological pattern of the riverfront zone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9.

2016年景观层面斑块密度空间分布

2016年景观层面破碎度空间分布 2016年景观层面多样性空间分布

2016年景观层面分维度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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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农林用地干扰显著，破碎度

不断加深。

形状指数：2009—2016年间，分维

度指数均低于1.33，且不断降低。表明斑

块形状趋于简单化，人为干扰愈发显

著。其中，农林用地斑块形状比水域更

为简单，表明人类活动对农林用地的影

响大于水域。

聚散性：2009—2016年间长江沿岸

非建设用地斑块的破碎程度随时间变化

而加深。2009—2016年间，绿地破碎度

均约 0.99，趋近于 1，说明生态用地斑

块分布极为破碎；水域破碎度由0.34上
升至 0.39，斑块完整度相对较高，但呈

现逐年破碎趋势。

多样性：2009—2016年间非建设用

地香农多样指数增加，说明用地类型逐

渐丰富，其中，非核心区斑块多样性远

远高于核心区。

2.1.3 生态安全评估

（1）概念内涵：生态安全是指在人

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

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

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

状态, 是包括自然、经济和社会于一体

的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目前，学者

们主要从总体层面、分要素 （水、耕

地、林地等）层面进行生态安全评估，

前者将自然、经济、社会一般性指标纳

入评估体系，后者重在从要素特征出

发，选取的指标针对性较强，对具有典

型生态要素的区域更为适用。

（2）指标体系：由于研究范围内水

要素、农林用地要素较为突出，且研究

区范围行政边界不完整，因此，从分要

素层面对研究范围内的水生态安全、农

林用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估（图6）。
（3）评估结果（图7）
水生态安全评估：主要体现在水生

态压力、水生态状态、水生态响应等方

面。其中，水生态压力表现为土地利用与

生境状况受人类活动的影响逐年显著。

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保护受到较大威

胁，流域水文循环过程以及河流生物栖息

地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农业面源污染影

响最为突出；水生态状态表现为水量时

空分布不均，长江水质局部污染，生物

多样性下降；水生态响应表现为城市建

设活动严重降低了水资源的自净能力。

洪水风险等级评估：主要体现在涨渡

湖郊野区段以及长江新城段，洪灾风险

相对较高；汉南金口郊野、江夏区及武

钢左岭新城部分地区，洪灾风险相对较

低；中心城区虽降雨量较高，但防洪标

准较高，洪灾风险等级相对较低。

用地生态安全评估：在2009—2016
年间，农林用地斑块密度、破碎度、分

离度逐渐增加，导致水文调节功能逐步

下降。同时，污染指数有所上升，单位

耕地化肥负荷居高不下。

2.2 关键问题识别

以滨江带生态环境评估为基础，结

合现状功能与空间布局，可以发现当前

滨江带在保护与开发两个维度面临巨大

挑战。

2.2.1 保护维度

（1）生态用地斑块破碎化，总体生

态格局完整性降低。长江沿线范围内现

状生态用地占比达到68%，但是存在生

态空间碎片化、孤岛化现象，大部分

山、水、公园、绿地、林地等要素间缺

乏有效的连接和沟通，整体生态保护和

功能效益不足。

图7 滨江带生态安全评估示意图
Fig.7 Ecological safety assessment of the riverfront zone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9.

降水因子影响度分布图 洪水危险性分区图

社会经济易损性影响度分区图 洪灾风险性分区图

图6 滨江带生态安全评估流程
Fig.6 Process of ecological safety assessment of the riverfront zone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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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水林田湖生态要素减量比

高。近20年来的快速发展，使武汉市的

城镇面积增加显著，对生态空间造成大

量侵占，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系统保护

受到较大威胁。

（3）水生态安全及用地生态安全下

降。人类活动和城市建设活动加剧了对

武汉长江沿线水域岸线的侵蚀，导致其

气候调节能力和净化水体能力下降，城

区段污染指数上升。

2.2.2 开发维度

（1） 滨江带整体用地布局较为松

散，沿江蔓延式发展阻碍了生态廊道。

（2）滨江带国土空间管制体系尚待

完善。由于对产业与空间发展缺乏准入

条件引导，使部分滨江区段污染企业集

中，破坏了生态环境，降低了国土空间

利用效率。

（3）沿岸一体的特色管控体系尚未

形成。就整体景观而言，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主城区建筑风貌特色缺失，新城

区都市风貌特色不显，郊野区局部岸线

建筑杂乱。

（4）部分地区沿江交通的通达性不足，

顺江、垂江道路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5）岸线利用上总体仍显粗放。在城

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岸线利用与自然资源

条件、城市腹地条件的矛盾日益突出。

3 保护利用目标及空间组织模式

3.1 保护与利用目标

总体愿景：立足自身生态发展格

局，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

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建设长江大保护与

绿色发展示范区。

（1）生态目标：以建设“绿色滨江”

为目标，突出滨江带生态格局的整体保

护，强化生态要素与系统修复，逐步推进

滨江带产业发展的绿色转型，着力构建

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城市化格

局、农林业发展格局和自然岸线格局。

（2）安全目标：以凸显“安全滨江”

为目标，提高城市管网、排水防涝、消

防、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质量、运营标准和管理水平，消

除产业安全隐患，提升农林用地生态安

全水平，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保障

城市运行安全。

（3）功能目标：以强化“服务滨江、

智慧滨江、文化滨江”为目标，通过产

业功能升级，突出滨江核心区段的服务

功能；借助智慧科技力量，推进产业智

造升级；融合历史文化资源，体现功能

空间文脉。

（4） 景观目标：以体现“美丽滨

江”为目标，立足地域特征、构建与自

然融合的基质环境，传承民族特色、延

续地方历史文脉，体现时代特点、反映

发展先声。

3.2 功能及空间组织优化模式

（1）对比世界大江大河大都市，其滨

江（河）功能与空间组织模式可划分为

“单岸侧重发展”和“一江两岸并重发展”

两种类型。其中，“单岸侧重发展”型城

市如纽约（哈德逊河）、南京（长江）：

“一江两岸并重发展”型城市如大巴黎都

市区（塞纳河）、大伦敦都市圈（泰晤

士河）、上海（长江）和武汉（长江）。

（2）“一江两岸并重发展”型城市

滨江带空间布局特点：城市发展中心临

江，以江为轴，滨江带空间布局往往呈

现明显的“核心主城段——中间新城

段——边缘郊野段”的分区段特征。对

照武汉滨江带，其空间格局表现为“以

江为轴、南北并重”的特征；生态特

色，体现了“江河交汇、河湖联通”的

特点；功能特征，体现了明显的“主城

服务、新城产业、郊野乡村”的空间特

色（图8）。
（3）耦合城市整体功能分布格局，

构筑滨江带分段功能组织优化模式。以

武汉滨江带现状生态环境与功能布局特

征为基础，按照“主城、新城、郊野”

区段划分（图9），提出“主城文旅商务

集聚+新城智慧产业居住集中+郊野农林

保育”功能组织优化模式。

主城区段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大

力发展金融、文化产业、现代物流、旅

游会展等产业，改造提升传统商业、服

务业，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新城区段要

努力实现产业提档升级，重点培育科技

图8 武汉滨江带现状用地布局示意
Fig.8 Sketch map of current layout of the riverfront zone in Wuhan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图9 滨江带分段示意图
Fig.9 Section diagram of the riverfront zone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图10 武汉市2010版总规“1+6”空间结构示意
Fig.10 "1+6" spatial structure of Wuhan Comprehen⁃

sive Plan 2010
资料来源：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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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类产业、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郊野

区段要在满足生态安全与生态保育功能

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郊野旅

游，提升乡村活力，实现乡村振兴。

（4）契合城市整体空间结构，构筑

滨江带空间组织优化模式。

武汉2010版总体规划中强化了“一

核为主、多轴多心、轴楔相间”空间发

展模式，其中，长江承担着城市通风道

的主要功能（图10）。
近10年以来，武汉沿江发展态势日益

明显，长江主轴地位日趋突出。在“以

江为轴，南北并重”布局基础上，滨江

带分区段特色更为分明，因此，结合滨

江带现状布局和功能优化，提出“轴廊

结合，主城集聚+新城组合+郊野单元”

的带状空间组织优化模式（图11）。
轴廊结合：以长江为主轴，垂江方

向强化以水系、生态绿化为主的蓝绿生

态走廊，形成“水网绿网轴廊相间”的

生态网络结构。

主城集聚：指主城发展较为成熟，

空间布局相对集聚。

新城组合：邻近主城，以多功能产业

与居住组团组合为主，间以自然生态网

络，形成具有生态本底的功能组团组合。

郊野单元：以完整的生态基质为基

础，间以独立开发单元布局，形成大开

敞、小集中的郊野单元布局。

4 用途管控策略

与全域国土空间的全要素“分级分

类”管控思路不同，滨江带管控需要结

合滨江带自身范围、功能特色、空间布

局特点来看，其用途管控难点主要体现

在保护性基础上的开发控制，因此管控

还是需体现在“保护”与“开发”两方

面。“保护”的途径是“分级分类”保

护；“开发”的途径是“高质量开发”，

即空间集聚、高效开发。滨江带用途与

空间管控策略主要包括：格局管控、分

区管控（顺江方向）、分带管控（垂江

方向）、正负面清单管控。

4.1 格局管控

主要指保护格局与开发格局管控。

（1）保护格局管控：围绕长江大保

护战略要求，以解决生态系统化保护、

品质化发展为基本导向，通过整体生态

格局、生态要素与生态功能的保护性控

制，结合分区段自然人文景观要素，突

出江、河、湖、山、田、绿、城融合，

建立从“框架保护——要素修复——功

能引导”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体系。

锚固生态保护格局：锁定长江大保护

生态本底空间。以长江为核，以贯通长江

的多条生态廊道为骨架，以涨渡湖、大

东湖等功能片区为支撑，构建滨江带“一

带多廊多片”的总体生态框架。在此基

础上，落实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划定

基本生态控制线 1144km2，线内非法建

设逐渐退出，实现“减量化”发展。

加强生态修复：打造碧水、青山、

沃野、绿城。推进水体修复，促进水系

贯通，实施大东湖等7片水网建设，新、

改建花山渠等37条港渠；全面实施截污

治污工程，确保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达85%以上；加强山体修复，重点针

对 9处破损山体，实施回填加固、植被

恢复、功能发展等工程，受损山体治理

率 达 100%； 严 格 保 护 耕 地 ， 落 实

450km2耕地保护目标，划定基本农田保

护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

治；完善城市绿化体系，以生态园林城

市为目标，重点“增绿量”，新增迎鹤

湖公园等约50余处市区级公园，均衡布

局口袋公园，确保公园绿地 500m覆盖

率达到 90%以上；加强“织绿网”，打

造连续、成环、成网的“蓝绿网络”，

构建“区域+城市+社区”绿道体系。

（2）开发格局管控

按照“主城集聚+新城组合+郊野单

元”的带状空间结构，控制主城区段建

设规模，合理优化新城组团区位及规

模，严格控制郊野区段开发单元区位及

规模。从滨江带各区段规划指标统计中

可知，主城区段尽管建设用地规模已达

到 74.49%，但仍保留了 25.51%的生态

用地；新城区段的建设用地比例则降到

了 36%—51%左右，生态用地保留了

50%以上；郊野区段建设用地维持在

20%左右，生态用地占主导。

4.2 分区管控

（1）分区功能管控：结合武汉长江

岸线“保护与建设并重，分段分带差异

化发展”的特点，按照“一轴三区六

段”的总体结构，完善滨江带功能空间

体系，优化提升长江主轴，引导“三区”

“六段”差异治理，形成“主城升级+
新城重构+郊野保育”为特色的武汉滨

江带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策略（表3）。
主城突出“商贸升级、绿廊串联”，推

动商贸服务向精细、品质升级，串联景

观廊道，打造活力、连续的魅力空间。

新城加强“动能升级、空间集聚”，

建设现代都市板块，推动居住商业、先

进制造业、仓储物流、港口码头组团发

展，适当引导工业布局紧凑集约发展，

严控企业污染排放。

郊野凸显“污染防治、生态保育”，

加强水源地污染防治，修复“山湖相连、

绿廊贯穿”的生态格局，打造“三生”

共融的“郊野绿肺”，形成开敞空间。在

满足生态安全要求的基础上，发展生态农

业、郊野旅游，实现乡村振兴。

（2）江滩公园分区管控：打造百里

图11 滨江带空间组织优化模式示意图
Fig.11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ptimization mode of the riverfront zone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86



2020年第 4期 总第 258期

江滩公园。按照主城“城市阳台、文娱

风情”，新城“游憩健身、休闲体验”，

郊野“田园风光、生态体验”的特色定

位，采取“分类差异打造、凸显桥头公

园、新建改建结合、玉带串联珍珠”的

策略，营造“城绿相融、蓝绿交织、安

全高质”的百里江滩公园。

（3）江滩绿道分区管控：按照主城

“文化娱乐道、历史风情道”，新城“都市

休闲道、远足健身道”，郊野“郊野林

荫道、生态体验道”的特色定位，采取

“顺江通、垂江连”的营建策略，打造

“左右岸双绿道并行”的百里江滩绿道。

（4）景观风貌分区管控：按照“一

廊入画、两岸诗和、百年风华”的总体

特色，将长江武汉段打造为世界级城市

中轴滨江景观带、中国长江绿色生态廊

道示范区，体现“一江多河交汇、山水

田城交融、百里江滩连绵、滨江现代都

市”的景观风貌。

主城景观风貌：根据主城区段现代

新城、历史老城、滨江商务和服务展示

的风貌分区，体现“两江四岸、古今交

融”的景观风貌特色。

新城景观风貌：根据新城区段生态

科普、滨江商贸、科技新城、生态湿地

和工业产业的风貌分区，体现“蓝绿融

城、科创新姿”的景观风貌特色。

郊野景观风貌：根据郊野区段生态

湿地、古镇文韵、新城产业的风貌分

区，体现“古镇新城，田园沃野”的景

观风貌特色。

4.3 分带管控

在城市景观风貌上，分段体现了武汉

文化、人工和自然景观风貌的结合，分带

体现滨江带的景观层次性。分带与分段相

结合，共同营造出差异化的滨江带景观

风貌特色。垂江分带管控主要针对核心

带、重点带和协调带三个层级（图12）。
核心带：完善滨江绿色开放空间，

通过大规模整治沙石码头、水厂、污水

厂、岸线，搬迁设施和各类建设，形成

集“长江水体蓝线管控+岸线设施统筹

管控+江滩林带（含江滩公园、江滩绿

表3 武汉滨江带分段景观特色
Tab.3 Landscape features of the Wuhan riverfront

区段名称

汉南—金

口郊野

区段

沌口—青

菱湖新城

区段

主城区段

长江新城

区段

武钢—左

岭新城

区段

涨渡湖

郊野区段

总体景观特色

保生态湿地、

展郊野灵秀

显山水绿廊、

展产业新姿

显古今文化、

展荆楚底蕴

显绿城风貌、

展科创新姿

塑湿地林带、

构产业新貌

保生态湿地、

展郊野灵秀

具体内容

金口山水古镇风貌

金口特色生态农业风貌

沉湖生态湿地风貌

汉南生态田园风貌

纱帽新城风貌

黄家湖科教新城风貌

湿地生态风貌

青菱湖滨江高智产业新城风貌

军山滨江居住新城风貌

沌口工业风貌

汉阳文化古城风貌

武昌历史古城风貌

汉口近代历史风貌

现代城市中央活动区风貌

谌家矶现代服务展示风貌

滠口商贸物流功能区风貌

现代商务新城风貌

生态绿地风貌

宜居宜业新城风貌

未来智能创新城市风貌

现代港贸新城风貌

武钢转型都市风貌

滨湖蓝城生态风貌

左岭智能智造新城风貌

化工产业综合区风貌

北湖绿城风貌

涨渡湖生态湿地风貌

生态特色小镇风貌

阳逻智造新城风貌

武汉航天产业园风貌

生态旅游风貌

分段图示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市规划研究院，2019.

图12 滨江带分带示意图
Fig.12 Schematic diagram of zoned riverfront

资料来源：武汉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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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控+堤防道路管控”于一体的管

控体系。

重点带：强化滨江天际线景观，以

建筑风貌及竖向空间形态管控为主，调

控建筑高度以营造优美的沿江风貌。

协调带：凸显“山水融城”的景观风

貌，协调山水与城市整体空间风貌格局。

4.4 正负面清单管控

根据发改委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8年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年编制，2013年修正，2018
年修订）》，一律不批国家《调整目录》

的淘汰、限制类项目，一律不批国家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内

的项目，以此为基础，制定分区、分带

正面、负面清单。

（1）分区分段产业正负面清单（表4）。
（2）化工产业分带管控清单（表5）。
同时，依据各片区相关规划，以及《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确定每区段的产业发展及准入引导。

5 结论及讨论

基于用地GIS数据、遥感数据的空

间测度分析表明，武汉城市滨江带开发

与保护存在开发用地集中度低，山水林

田湖生态要素减量比高，生态用地斑块

破碎化、总体生态格局不完整、水生态

及用地生态安全性下降等突出问题。

“一江两岸并重发展”型城市滨江

带空间格局多呈现“核心-边缘”模式，

表现为主城区段、新城区段、郊野区段

明显的功能及空间异质性。滨江带开发

与保护应立足于资源禀赋特征，实现功

能目标、生态目标、安全目标及景观目

标；契合城市整体空间格局，采用“主

城文旅商务+新城智慧产业居住+郊野生

态保育”的功能组织模式，“轴廊结合，

主城集聚+新城组合+郊野单元”的空间

组织优化模式；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应采

用开发与保护整体格局管控，顺江方向

的主城、新城、郊野差异化分区管控，

垂江方向的核心带、重点带、协调带层

次性分带管控，以及正负面清单管控等

四类管控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对大江大河沿线城

市而言，不同江-城关系，其城市滨江

带土地利用及空间组织模式也有差异，

其管控内容有共性，管控侧重则有差

异，因应势利导，差别引导。

感谢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

汉市规划研究院的合作与支持！感谢华

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郑朝

阳、张秋圆、王定、罗佳、李佳敏、彭

雨晴、唐楷等同学的辛勤付出！

注释

①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

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② 2016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长江

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形成了“生态优

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思路，提

出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空

间发展格局。

③ 2017年7月由环境保护部、发改委、水利

部共同制定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提出了建设和谐长江、健康长江、

清洁长江、优美长江、安全长江的目标。

④ 2018年4月，在主持召开第二次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

优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逐步解决长江生态环境透支问题。

⑤ 2017年8月，《湖北省长江大保护九大行

动方案》出台，明确实施森林、湖泊湿地

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污染防

治和产业园区改造、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

设施建设、农业和农村污染治理、江河湖

库水质提升、重金属及磷污染治理、水上

污染综合治理等九大治本工程，力争在

3—5年内显著改善长江湖北段生态环境。

⑥ 2018年6月出台的《湖北省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行动方案》提出，

要扎实推进“三水共治”，做好“生态修

复”文章；打好“十大标志性战役”，做

好“环境保护”文章；落实“十大战略

性举措”，做好“绿色发展”文章。

⑦ 鄂政发[2018]24号文件提出，2020年12月

31日前，完成沿江1km范围内化工企业关

改搬转；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沿江

1—15km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同

时，严格产业政策，沿江1km内禁止新建

化工项目和重化工园区，沿江15km范围

内一律禁止在园区外新建化工项目；淘汰

落后产能，严控过剩行业新增产能。

⑧ 详见2017年9月出台的《中共武汉市委市

政府关于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实施意见》。

⑨ 详见2018年4月出台的《武汉建设长江大

保护与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20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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