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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震及其次生灾害发生时避难疏散的经验与教训表明!中小型城市公园是重要的紧急避难场所#

火灾隔离带"针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现状!从城市震灾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中小型城市公园

发展中所面临的公园分布的均衡性#公园边界的开放性#公园设计的多组合策略#广泛的公众参与等相

关问题!以期对我国城市管理的科学化#人性化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小型城市公园$地震灾害$紧急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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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在试图创造更

好的城市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必须牢记地震灾害$如中

国唐山地震和日本阪神地震%带给我们的教训'城市防

灾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城市公

园除了美化城市环境(为市民提供休憩场所以外'其防

灾作用在地震灾害发生时市民避难疏散的实践中逐步

得到了肯定)具有广域防灾(避难功能的大型城市公

园$面积
B"2/

以上%往往需要较大的规模'城市用地

的紧张使其通常位于城市的外围)而中小型城市公园

$面积
*2/

以下%虽然规模和服务半径都较小'但由于

其造价低'分布广'且距离城市人口密集区较近'因此'

在地震灾害发生时的避难(疏散方面有着大型公园不

具备的优势)

B

!

中小型城市公园与城市地震灾害

当地震发生时'建筑物破坏(人员伤亡及交通混乱

随即产生'但是'灾害所产生的混乱和破坏程度的最大

值并非发生在地震的瞬间'而往往出现在灾后
!

至
C

小时期间'如图
B

所示)由于市民的恐慌及散乱'次生

灾难的产生容易造成更大的伤亡)调查显示地震等灾

害发生后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迅速从建筑物疏散到空旷

地)而中小型城市公园往往靠近城市人口密集区'市

民可在地震发生后十几分钟内迅速到达避难)在日本

阪神大地震中'神户市人口密集区周围有较多的中小

型公园'地震发生后人们迅速跑到这些公园里避难'有

效地减少了余震及次生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图
B

!

震灾发生时间与灾害曲线对照图

!!

中小型城市公园也是地震造成火灾时的有效隔火

带)日本阪神大地震在神户引发了火灾
B?D

起'火灾

面积
DC')C

公顷)由于地震破坏了城市的供水系统'

道路又被倒塌的建筑物阻塞'因此'救火工作十分困

难)但许多火头烧到公园前就熄灭了'虽然这些广泛

分布于市区的"街区公园#和"近邻公园#面积都很小'仅为

"'#C

公顷至
#'"

公顷'但却有效的阻止了火势的蔓延)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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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城市公园发展中的思考

就世界范围来看'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建筑密度

大'土地价格高且土地利用呈细分化趋势'城市环境美

化和城市震灾防治的要求直接促使了大量中小型公园

的诞生)如日本东京'到
#"""

年
*

月为止'东京市区

共建造街区公园
#?A*

处(近邻公园
AD

处(地区公园

B)

处(综合公园
!A

处(运动公园
#D

处(特殊公园
C!

处(广域公园
#

处.

#

/

'形成了以中小型公园为主的城市

公园系统)对于我国正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而土地相

对缺乏的大中城市而言'发展中小型城市公园将在美

化城市环境的同时'大大加强城市的防灾能力'保障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小型城市公

园应注意以下几点!

#'B

!

公园分布的均衡性

当地震等灾害发生时'城市道路会遭受不同程度

的破坏'一些被破坏的街道家具(建筑部件往往散落在

道路上'加之人多(车多'道路一般会很拥挤'这时候乘

车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冒更大的风险'因此'到公

园等避难场所的到达方式通常以步行为主)

同时'灾害发生时'居民往往情绪紧张'需要尽快

疏散到安全的区域'这就要求以就近避难为主'从而缩

短到避难地的距离'避免灾民盲目逃生带来的潜在

危险)

.

!

/

但是'居民是否会在灾害发生时首先认知并选择到

附近的中小型城市公园避难'能否迅速(安全地到达这些

紧急避难所'该公园的避难能力有多大'这些因素对于能

否有效发挥中小型城市公园防灾避难功能非常重要)

因此'为方便居民步行就近避难'中小型城市公园

应均匀分布在城区'其服务范围的确定'应考虑接受避

难人员的能力和人员的流动需求'宜以周围的或邻近

的居民委员会和单位划界'这样便于公园的管理与有

组织地疏散'同时还应考虑河流(铁路等的分割以及避

震疏散道路的安全状况&其服务半径一般为
C""I

左

右'步行大约
B"I5.

之内可以到达)同时'还应考虑

人站立时所需的面积'人均有效避难面积应至少达到

BI

#

)

图
#

!

公园边界的开放性与避难路径

#'#

!

公园边界的开放性

研究指出'在避难逃生时'避难道路越长(道路交

通越拥挤'越会增加逃生者的紧张情绪)传统封闭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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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在居民避难过程中'往往会对避难路线造成

无益的延长$图
#/

%)

因此'为了确保灾害发生时避难者能尽快进入紧

急避难地'中小型城市公园除了分布均匀'满足避难服

务半径的要求外'还应使避难者能就近进入公园'以提

高避难逃生的效果)

#'#'B

!

不完全开放的边界
!

对于传统的封闭式城市

公园'公园周边通常用栅栏(树篱$矮树篱笆%等围成

$图
!

%'其边界是不完全开放的)为了保证灾害时避

难者能尽快就近进入公园避难'栅栏(树篱$矮树篱笆%

的高度不宜太高$图
*

%'栅栏不能用锐利的尖端'

.

*

/公

园边界内外应尽量避免较大的高低差异$如较陡的坡

度%)

图
!

!

广州东山湖公园周边栅栏

图
*

!

南京鼓楼公园边界上的低矮树篱

此外'也可结合周边居民的避难线路'采取多点开

放的形式'增设公园的临时出入口$图
#S

%)

#'#'#

!

完全开放的边界
!

边界完全开放的"开放式#

城市公园相对封闭式城市公园'则更能确保灾害发生

时避难者能尽快就近进入公园避难$图
#K

%)但同时'

其边界需要具有一定的防护功能'防止火灾辐射热对

避难疏散人员的伤害'防止(延缓火灾蔓延'减轻建筑

物等倒塌或坠落物造成的灾害'以及起到标界作用)

通过局部微地形设计来进行防护'是有效的方法

之一)如上海静安公园$图
C

%'在位于城市高层建筑

一侧的公园边界'通过抬高地形的设计'结合绿化植

栽'不但对外部环境的干扰进行了屏蔽'使视线集中到

公园内部'同时也起到了灾害发生时的防护作用)

图
C

!

上海静安公园边界的微地形处理

此外'设置防灾植被也是增强公园边界防护作用

的有效方法)规划防灾植被时'需按照市区的状况设

定防火规模'相应地规划植被带的构成'从火灾现场到

居民避难所依次规划为火灾危险区(防火植被区(居民

避难区)防火树林带以对火焰的遮蔽率高(抗火性能

强的树种为主体'树间的缝隙应易于避难者逃进去)

#'!

!

多组合的设计策略

一种设计模式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同时也会造

成单一雷同'因此'应针对中小型城市公园不同的空间

环境和特质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B

%可达性和便捷性)通过精心设计的道路(场地

和入口'提供安全便利的交通)

.

C

/车辆进出口应无台

阶(车障和较大的陡坡)人员进出口应无过高的台阶

和障碍物'尽可能考虑残疾人坡道)公园内主要道路

的宽度'要考虑大型紧急车辆的来回进出&同时道路应

避免高低不平(坡度过大)

#

%适度的开放性)为了防灾的需求'某些地段的公

园边界不适宜过于开放)如位于城市主导风来向的公园

边界'应设置防火隔离带&位于等级较高的(交通量较大(

车行速度快的城市干道一侧的公园边界'亦应设置必要

的隔离'合理组织出入口'并通过设置指示牌(增强空间引

导性等手段疏导人流'尽量降低灾难爆发时大量人流车

流的交叉干扰'以避免进一步衍生的危险)

!

%物质保障性)公园边界周边的路面应避免使用易

溶解(易燃烧且燃烧时产生有毒气体的材料'宜采用耐高

温(耐久性好的材料)一旦破损'还应很容易应急修补)

*

%可持续性)设计中应结合管理和维护的考虑'

"平灾结合#'从而使公园在灾害发生时能较好地发挥

防灾减灾作用'并为今后进一步提高公园防灾减灾能

力提供发展空间)

C#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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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

进!等%从城市震灾的角度探析中小型城市公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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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公众参与

#'*'B

!

公园建设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

从公园的设计

阶段就在临近居民的参与下来进行公园建设是今后重

要的课题)在日本神户市六甲南的再开发中'进行了

以居民为主体的研究会'将居民意见反映在最终的公

园建设方案中)居民从公园规划的探讨研究阶段就参

与'会增强其对公园的感情(理解公园的机能'使其在灾害

时认知并选择该公园进行避难'并准确采取对策)

反观我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一些也进行了所谓的

"市民公示#'但其本质大多与公众参观无异'往往是领

导专家定夺好了之后拿出来做秀'公众得到的是事后

知情权'而对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很难产生能动的影

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

!

临近居民的联合管理
!

中小型城市公园的数

量很多'其管理人员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地震等灾害

的发生往往是未知的'即使在公园管理人员上班的时

间内发生了灾害'也很难完全依靠行政机制的管理来

进行避难疏散)实际上'很多公园最初来避难的都是

附近的居民'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相互帮助非常重

要)在日本阪神(淡路大震灾中'平时有居民进行较好

管理的公园'灾害时公园的利用效率就会较高)

在平时的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利用公

园'居民们可定期举行一些娱乐活动等'提高公园日常

的利用频率'使邻近的人们建立起相互熟识的关系)

这种市民参加型的管理和利用'有助于形成居民之间

的协作感'使居民在灾害时能判明救助(消防(恢复活

动等的适应机制'在灾害发生时谁来管理和调整公园

空地的利用则提前由地区居民自主防灾组织来决定)

#'C

!

新建与改建相结合

目前'我国已建的大量中小型城市公园内一般都

有面积较大的可利用的开放空间'以及不同规模的树

林(草地(水体和其它可用于防灾减灾的设施)如果能

够依据防灾减灾的实际需求实施普通中小型城市公园

的改造'在其现有基础上完善必要的防灾减灾机能$增

设防灾减灾设施(避难道路(防火隔离带(抢险救灾物

资仓库等%'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新建避难场所'节约

大量的城市用地'而且由于充分利用了普通公园原有

的防灾减灾功能'还可以明显减少建设投资)

对于新建的中小型城市公园'则应将其与城市绿

地系统规划和综合防灾规划相整合'明确其有效避难

范围'配置相应的防灾减灾设施)

#'D

!

防灾减灾设施的配置

在灾害发生时'水电(通讯(卫生等生活设施极可

能被中断)一般电力及电话需在地震发生
!

日后方能

修复'自来水通常修复时间更长'卫生(盥洗及垃圾多

以运补或清运方式解决)因此'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的

中小型城市公园'除了确保足够的避难空间规模外'还

应具备一定的硬件设施!

$

B

%应急水电&$

#

%应急厕所及盥洗设施&$

!

%消防

用水&$

*

%应急救护站&$

C

%广播设备&$

D

%接收灾区外救

援信息以了解救援进度救援政策之用的收音机(电视'

通讯之用的公用电话&$

?

%应急物资仓库等)

在规划防灾减灾设施时'应当考虑防灾减灾性能(

美观与安全'做到"平灾结合#'不影响平时公园的使用

功能)同时'这些设施还应方便残疾人与伤病员'考虑

电器设备的备用手工启动'易于检修与管理等)

!

!

结语

无论从城市震灾时避难疏散的角度'还是从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美化城市景观面貌(增进人民身心健康

的角度看'中小型城市公园都是建设的重点区域)人

们对中小型城市公园在城市防震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认

识'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的'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

与思考'为我国中小型城市公园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

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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