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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城市环境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对城市的规划建设有着抑制的作用,环境

污染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其所造成的恶劣的影响必将是长远的,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总体的规划,都不可忽视这一问

题,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建设经济,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环境问题如果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因素,就无从谈起长远

的发展,环境的保护问题是国民生存的命脉,在城市的规划中,必然要将环境问题列入其中加以重视,维持经济与环境的平衡发

展。 

[关键词]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问题；研究 

 

1 环境保护规划生态指标 

想要在城市的规划中进行环境的保护,实现环境改善,

那么就需要了解具体的环境保护生态指标,从而为城市的环

境保护指明方向。 

1.1垃圾处理,城市的垃圾废物每天都在产生,垃圾的随

意丢弃的细节问题,虽然影响的面积小,但综合来看对于环

境的破坏还是较为严重的,在垃圾的处理上,我国的诸多地

区虽然已经安置了分类空间,但仍旧缺乏分类处理,使得资

源极大的浪费,城市的垃圾分类与及时处理,不良影响的细

节规避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从分类管理,垃圾回收重复

利用,垃圾无害处理等几个指标来确定环境的问题控制。 

1.2热岛强度,以市级为代表,通常市区的城市温度比县

级的问题要高,下属乡镇的温度要低于县区,热岛效应使得

城市的温差处于循序渐变的态势。 

1.3 水体质量,水质与供应量直接决定了人们日常的生

活生产需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排水供水能力,废水的回

收等皆为环境保护的重点内容。 

1.4空气质量,我国的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有

着较大的差异,在城市的规划中,应结合南北方的环境气候

等问题,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空气规律,究其根本找到造成空

气污染的诱因,对于当地的工厂废气排放等问题,应在新城

区的设定中,隔离居民区与工业区域,构建独立的工业园区,

监测污染物项目,平均时间及浓度限值,按照《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测定空气值。 

1.5 噪声水平,噪音应结合城市的基础噪音,如：交通噪

音,喧闹噪音,音乐噪音等,与暂时性噪音。如：施工噪音,

广场舞噪音等进行控制,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调查,

日常的谈话噪音不得高于 70 分贝,城市居民在休息时间的

噪音应不高于 50 分贝,晚间还要再减 5分贝。 

2 城市建设中的常见问题 

2.1 污水排放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之前的若干年,农村人口一

直占据多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城市人口不断增 

2.2 水资源的污染与浪费严重 

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用水的需求也逐渐扩张,我国的大

部分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的河流常常漂浮不

明物体,而缺乏水资源的治理与管控,甚至在一些公园的河

流中居民常能闻到阵阵恶臭,原本怡人的景色成为了居民避

之不及的场所,对周围的居住户更是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十

三五”期间,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规模 5022 万立方米/日,对于

城区的废水与臭水处理成本以万亿来计算。 

2.3 垃圾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垃圾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

城市发展中,垃圾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大量的垃圾加

大了城市建设的难度,对其建设质量也有着严重的影响,所

以,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要重视垃圾的处理工作,许多城市处

理垃圾的能力有限,处理效果不能满足城市的建设需求,这

就会影响城市规划建设的质量,导致环境问越来越严重,这

对自然环境的平衡和城市的发展都有着抑制的作用。 

2.4 噪声污染程度明显 

基于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存在问题的种类也更多,噪

声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环境问题,很多娱乐行业亦或是种类

特殊的工厂会产生较大的声音,虽然为人类提供了服务,但

同样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若噪声较大,会直接影响人

们的听力能力,难以保证睡眠的质量,为此,必须及时采取措

施对噪声污染进行有效地处理,以免带来生态环境更为严重

的影响。 

3 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3.1 与城市规划建设情况相结合予以规划 

目前阶段,对于城市规划建设而言,环境保护是其中重

要的内容,所以,为能够将环境保护有效地融入到城市规划

建设中,就一定要与城市发展状况相互结合,明确环境保护

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市地理位置,水

文条件以及生态环境和气象特点等,深入实地调查有关环境

的问题,同时仔细地进行记录,以保证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的

分析更为科学合理,通过与城市环境状况的有机结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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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具体的功能区域,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环境保护应在

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始终贯穿,基于此,城市环境保护一定要

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全面推进规划工作开展,进一步提高城

市环境的质量。 

3.2 大气污染的治理策略 

针对大气污染应找到造成大气污染的源头,环境的治理

也是一步到位,一针见血,在收集了有效的监测信息后,制定

各个城区的废污排放量标准,压制废旧气体的随意排放量,

工业厂址的选择需要远离居民区与种植园区,合理布局,采

用现今先进的技术进行废污的筛除,严格监管执行压煤减排,

提标改造,限产停产等一系列雷霆措施,强化交通管制,舒缓

交通压力,避免车辆在堵塞期间加大废旧气体的排放,同时

减少交通的噪音污染,老城区应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减少

居民单独的小煤炉,并应严格采用生态煤球,逐步取缔分散

的小锅炉,扩大集中供暖范围,进行当地的植树造林号召,以

政府为引导,号召城市志愿者共同进行植树保护,对于当地

的林区加大保护力度,防治水土流失,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

的呼吸空间,加大在林业管理上的经费投入,跟随国家的林

业改革步伐,以生态园林扩大城市的绿化面积,在城市人流

量较大的交通中枢构建园林景观,关注城市道路兩旁的绿植

维护,使得城市规划过程中,处于一派生机盎然之境。 

3.3 如何处理城市污水 

水对人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活中缺水会带来诸

多不便,严重的情况甚至饮用水都会受到影响,供应不足,我

们为了节约用水,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大量排放废水的企

业,通过政府的协调与扶助,鼓励其安置污水处理设备,使排

放的水能够达到环保的要求,对于无视环境问题,随意排放

污水的企业,我们要加大打击与惩处的力度,使其能够充分

认识到污染的危害,另外,可以鼓励并倡导市民从自身做起,

节约生活中的每一滴水,等等,我们通过多种方式相结合的

方法,可以使水环境得到治理。 

3.4 噪音污染的整治方法 

所谓的噪音污染是指打扰人们正常生活休息的声音,主

要是来源于生活上,施工工地,交通和工业方面等各方面,为

使人们在正常生活中,不受到噪音的影响和环境,我国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里面有帮助和解决

噪音污染的方法,里面的内容细致讲解了怎么防止和减少噪

音的污染,通过法律法规来解决噪音的污染,有效的控制噪

音,减少噪音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3.5 白色污染的整改方法 

白色污染主要是来源于一些未经处理的垃圾,针对于白

色污染问题,国家也提出相应的整改和预防措施,实行垃圾

要分类处理,回收和二次加工使用等,这样可以使填埋垃圾

的土地面积得到充分的减少,纸张的二次利用和加工也会减

少树木的使用,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应该提出相应的拯救和预

防措施,人们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多用一些比较环保的用

品,对于垃圾的分类处理,使白色垃圾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减

少了环境中的白色垃圾,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4 结束语 

通过本文,我们已经了解了城市环境的重要性,我们要

在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中,将环境问题列为重点,只有将城市

的环境治理好,才能给城市的居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才能使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采取科学的城市建设

方案,保证城市环境良好,提高环境的质量,建立一个环境完

好的城市,这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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