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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园林是在保证城市水环境安全和绿地生

态环境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采取各种工

程和非工程措施，合理开发利用城市中的各类水

资源，建设高效的水资源配给系统，以及构建高

效的水分转化利用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城

市生态绿地建设和改善城市环境要求的节水技术

体系［ 1］。随着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不断快速发展，

园林用水比例将不断加大，发展节水型园林，保护

城市水资源，实现园林用水从“耗水型”向“节水型”

转变，已成为节水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1 基本现状

兰州市为甘肃省省会，地处西北，位于黄河

上游，市区南北群山对峙，东西黄河穿城而过，

城市依山傍水而建，有着“西部黄河之都，丝路山

水名城”的美誉。兰州市受大陆性气候的影响，降

水量少，地下水匮乏，干旱严重，土地蓄水保墒

性差，森林覆盖率低、植被稀疏、群落单纯。开

展植树种草，绿化兰州南北两山，改善兰州生态

环境与投资环境，是兰州市实施开发大西北战略

的重要举措［ 2］。据统计，截至 2013年底，兰州市

建成园林绿地面积 6 039.25 hm2，绿化覆盖面积

7 022.38 hm2，公园绿地面积 2 004.86 hm2。绿地率

为 31.13%，绿化覆盖率为 36.2%，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9.97 m2，全市基本形成了以南北两山绿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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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以城区主次干道绿化为骨架，以黄河风情

线绿化美化为主线，四季常青、三季有花、景观

优美的城市绿化新格局［ 3］。

2 面临问题

2.1 水资源短缺，园林绿化用水总量严重不足

兰州市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为温带干旱半干

旱气候，降水少，日照多，气候干燥，年平均降

水量为 325 mm，年蒸发量达 1 486 mm，7— 9月

份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2/3。兰州市自产地表

水资源仅 2.23亿 m3，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2.74亿 m3，远不能保证远期城

市发展的需要［ 4］。

目前，兰州城区绿化带主要以自来水为主，

年用水量 0.6～0.8 m3/m2，单位庭院和住宅小区绿

地水源以自来水为主，绿地管护要求较高，年用

水量 4.0～5.0 m3/m2。城市绿地目前基本没有采用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水资源浪费严重［ 5］。

由于气候干燥，城市绿地面积和绿地覆盖率

远低于我国东南地区同等规模的城市，生态十分

脆弱。制约兰州绿化的因素主要为水资源短缺，

在今后 5 a内，按每年新增绿化面积 0.8万 hm2计

算，则每年新增用于绿化的水量将达到 450万 m3，

南北两山绿化工程用水量将达到 2 300 万 m3/ａ，

这将加剧兰州市的可用水源不足的矛盾［ 6］。随着

兰州工业和城市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需水

量急剧增加，对生态环境用水量的保证形成了很

大的威胁，应用于城市园林的水资源更加紧缺，

也成为制约园林生态绿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

因素。

2.2 绿化节水技术不足，用水管理不合理

目前兰州市仍依靠传统的园林绿化技术，科

技含量低。一是种苗生产除部分草花利用穴盘育

苗外，乔木、灌木等苗木均未采用容器育苗、囤

苗等生产新技术；二是园林灌溉仍采用大面积漫

灌，浇水次数及浇水量依靠管护人员的经验确定，

无章可循，不计成本［ 7］。三是园林灌溉管理和土

壤水分管理不重视，水分利用率低；四是园林用

水管理不统一、不协调，没有合理的绿地用水分

配和管理制度等问题。

2.3 灌溉设备落后，配给系统亟待建设

兰州市夏季高温干燥，各类公共绿地 20 d左

右浇灌 1次，才能保证苗木正常生长，为了防尘

和增加空气湿度，每天喷灌 2～3 h左右。其中公

共道路绿地中的黄河风情线绿化带沿线通过泵房

直接抽取黄河深井水进行灌溉，水质清澈，主要

用于喷灌或取水口漫灌；少数无泵房的绿地由管

护单位利用柴油抽水机直接抽取黄河水进行灌溉，

泥沙含量大，不能用于喷灌，只能漫灌；沿黄河

两岸的绿地灌溉区域主要依靠黄河水和自来水资

源，单位庭院、高校及住宅小区及公园绿地主要

是依靠自来水资源，采取漫灌方式居多，跑、冒、

漏等浪费现象严重。兰州市东西大通道、安宁东

西路、黄河风情线等绿地管护中均以黄河深井水

或黄河水进行灌溉。

3 发展建议

3.1 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和优化配置植物

绿化植物选择与配置的好坏是反映城市绿化

水平高低的一个窗口。随着城市园林绿化要求越

来越高，在保证优质的园林景观效果同时，又要

保证绿化效果能够充分发挥其生态作用。充分利

用乡土植物资源，不仅可以保证树种对本地生态

条件的适应性，而且能形成地域性植被特色的景

观。为适应兰州市干旱少雨、冬季寒冷和土壤贫

瘠的自然地理特征，城市绿化应优先考虑耐干旱、

耐低温且少管护的物种，如侧柏、圆柏、臭椿、

白蜡树、悬铃木、国槐、刺槐、泡桐和家榆等。

若易于人工浇灌，可适当种植合欢和银杏等喜湿

的树种。根据兰州市的气候、人文、城市发展的

需要，在树种选择与配置上以西北特色为前提，

以植物的生态条件为基础，以适应性强的乡土树

种为主。首先考虑选树适地，减少用水。选择树

冠浓密、树形优美、分布广泛的乡土树种，构成

城市生态群落中的优势树种。其次注意树种配置

的多样性，各类绿地植物配置强调乔、灌、草、

藤本合理搭配，除了选择林相、季相丰富多彩的

乔、灌木外，需进一步挖掘一些观叶、观花、观

果的乡土宿根花卉和园林地被植物。同时，要注

意引进新品种，提高物种的多样性，使兰州绿地

的色彩和景观层次更丰富。

3.2 科学规划，合理配套和综合应用技术措施，提

高园林水资源利用效率

城市园林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最积极的

建设者，它的发展不应以水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

节水型园林主要是以少量的资金投入换取最大的

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是

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地表水资源远远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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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发

展节水型园林的意义重大［ 8］。兰州地区水资源严

重短缺，在城市节水绿化建设中应以生物措施为

主、多种措施并举，生态治理与资源保护并重。

一是科学设计，节约用水。今后新建绿化项目在

总体规划阶段就应贯彻节水的理念，从设计布局、

雨水回收、植物选材、中水利用等方面综合考虑

节水问题。合理的灌溉技术必须要具有全局性和

长远性，必须依据园林建设的的需求对整个系统

的管理方式和供水能力进行调整。二是积极推广

滴灌、喷灌、微灌等节水型灌溉方式，减少漫灌，

以减少绿地养护的水消耗。三是通过松土、整树

穴等方式，增加土壤的透水性，加大土壤的蓄水

量，减少地面径流，以更多的储蓄和利用天然降

水。四是城市人行道的铺设可以采用透空砖，以

增加路面的透水性。五是将绿色草坪铺设低于人

行道，使雨水流入到草坪中，进而使地下水得到

补充。

3.3 加大污水灌溉力度，降低园林绿化成本，节

约水资源

在我国，污水灌溉还处于起步阶段。调查显

示，城市中排出的多数污水通过简单的处理后便

可达到园林用水的要求。因此，利用工业废水和

城市污水对园林植物进行灌溉是保护和节约城市

水资源的重要途径。

4 展望

兰州市节水型绿地系统规划建设要充分考虑

兰州“两山夹一河”的地理特征和东西狭长的典型

山水盆地城市特点，创造性的运用现代生态理论，

以南、北两山绿化屏障和 40 km黄河风情线为规

划和建设的重点，规划设计城市生态空间布局，

形成西部山水城市格局与山水城市景观［ 9］。城市

园林绿地作为城市中唯一具有自净能力的系统，

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美化城市

景观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在城市可

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已为人们所认

同［ 10］。随着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进程的加快，城

市绿化、美化面积扩展迅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

益突出，且绿地管护成本中水费的比例不断提高，

如何最大效率利用水资源是节约型园林绿地设计

和建设的重要指标。从长远来看，将饮用自来水

作为绿化用水是不可行的［ 11］。雨水是自然界水循

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城市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对调节、补充水资源和改善、保护生态环境具有

重要作用［ 12］。园林绿地具有良好的入渗性，宜将

公园、道路绿化带、单位庭院及居住区花坛绿地

等现有绿地改造成下凹绿地，修建渗水井、渗水

边沟等良好的入渗场地来接纳居住区和道路上的

雨水径流。在居住区、高校等建筑物密集的地区，

除以下凹绿地收集雨水外，还应在绿地内修建蓄

雨设施，收集屋面雨水进行储存，在干旱时用于

浇灌绿地，以减少自来水的用量。在城市广场、

人行道、停车场、住宅小区、公园、游园道路等

铺设透水铺装，主干道和景观道路的行道树穴及

景观树穴可采用生态透水树穴，一方面可提升路

面装饰景观，增加道路舒适性，另一方面又可对

雨水进行收集利用，将不同景区的道路建设成不

同颜色和花样的彩色透水混凝土路面，建设具有

代表性和标志性的道路和广场，形成兰州城市和

区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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