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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城市生态环保与建设专项规划（2018-2030 年） 

（公布稿） 

为充分展示“江北水城”的大美形象，使聊城市综合环境有一个

更大提高、更深层次的改善，以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来提升、促进经

济社会生态的大发展，我市启动了《聊城市城市生态环保与建设专项

规划（2018-2030 年）》的编制工作。2020 年 4 月 7 日，该规划经聊

城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聊政复[2020]45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布如

下： 

一、规划范围 

重点区域——总规划定的中心城区范围：北至聊城市城区规划的

北外环、西至德商高速公路，东至聊城现状机场规划东侧城市道路，

南至规划城市南外环，面积 386 km2。 

规划涉及区域——聊城市市域范围：辖临清市、高唐县、茌平区、

阳谷县、东阿县、冠县、莘县和东昌府区等 6 县、1 区、1 市，总面

积 8715 km2。 

水生态环境保护、绿地生态环境保护主要规划范围是中心城区，

因河流、绿地等周边环境间相互影响，规划还会涉及市域范围； 

大气及噪声环境治理规划范围是中心城区； 

土壤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范围为市域范围。 

二、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与《聊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 年）》一致，

规划年限为 2018-2030 年，其中： 

规划基准年：2017 年； 

近期：2018-2020 年； 

远期至 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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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总体目标 

1、远期目标： 

到 2030 年，全面改善聊城市的生态环境，建成促进国民经济健

康发展、城乡环境清洁、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实现环境优美的

生态市目标。 

2、近期目标： 

（1）生态环境保护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

（2）生态环境要素整体质量持续提升

（3）治污减排和生态修复工作水平全面提升

（4）规范各类生态环境控制工程措施

四、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目标：建立完善聊城水系生态环境的科学保护体系、系统工程及

管理措施。在规划期内逐步建设成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水量调

配体系；雨水径流污染对河道水体的影响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规划

近期中心城区实现雨污分流，有效的控制排入水体的污染负荷；东昌

湖、徒骇河等主要河流水系水质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水环境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为 95%，现有水环境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1、中心城区水系规划 

1）将聊城市中心城区主要河流水质划分为两个控制区，分别是

三类水质区和四类水质区。 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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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湖泊水系规划

通过“两轴三环，四湖多线”的建立，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道

防线，充分利用水生态环境因素低敏感区来保护重点生态区的生态环

境，分别形成水生态环境控制治理区、保护过渡区、生态中心区。 

2、水系生态修复，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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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为基础，通过保护现有生态基

底、打通生态廊道、建设生态节点，构建“以现状为基底、以河流为

廊道、以公园绿地为节点”的稳定水生态系统格局。 

（1）水系连通，强化水体自净功能

（2）划定中心城区水系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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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城区河流水系生态修复

1）上游控污，设置过渡区，将上游水质提升至地表水Ⅳ类，保

障中心城区水质； 

2）设置南外环河闸，上游来污量大于徒骇河城区段纳污能力时，

关闭闸门，将上游来水导流至四新河，绕过中心城区，异位修复，降

低污染的同时保障徒骇河城区段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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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中心城区径流污染，减少面源污染量 

中心城区雨水径流污染在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全流

程控制，规划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利用低影响开发设施对径流污染进

行源头削减；完善雨水排水系统，使雨水有组织就近排放，并利用雨

水湿地、好氧净水塘、雍水坝、雨水生态处理池等措施对主要雨水排

河口进行改造，对排河雨水进行生态处理后排入水体，减小雨水径流

污染对河流水系水质冲击。 

4、治理中心城区点源污染，控制污染产生 

（1）节约用水，减少产污；

（2）完善排水管网，提高污水收集率；

（3）优化污水处理设施，减少点源污染；

（4）规划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厂尾水除回用外，剩余尾水排至

河道前利用人工湿地进行净化。 

5、水量调节，保障生态用水 

为保证水系生态景观需求，实现“河湖相通、城在水中、水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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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水城特色，进行河湖水量平衡分析，继而确定河湖补水方案。

城区湖河补给水源主要为黄河水，也可通过市域南边界河——金堤河

调水；利用再生水进行城区内河道水系补水。另外，结合南水北调工

程，引用长江水来补充水源。 

6、市域水系连通 

依托位山、彭楼、陶城铺、郭口引黄干渠，南水北调输水干渠，

徒骇河、马颊河及支流实现聊城市水系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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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态水环境管理措施 

（1）加强水质、水量监测

在河道进出中心城区及汇入徒骇河的关键节点设置水质、水量在

线监测系统。 

（2）结合河湖长制，落实水系管理

五、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 

绿地保护与建设的目的，一是建立稳定健康绿地生态系统，二是

为其它生态提供良好生态基底。 

1、市域生态空间布局 

市域生态格局为“一心、两廊、四区、多带、多节点”。 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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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心城区绿地生态空间布局 

中心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空间布局确定为“两核、两带、三环、

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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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 

（1）公园绿地保护与建设措施：结合现状、相关规划对现有公

园绿地改建和扩建，满足新时代生态游赏需求。 

（2）广场用地措施：在满足市民活动需求下，最大限度增加绿

地；选用透水铺装；搭配丰富植被；加强乔木建设形成绿茵广场；落

实管理单位，做好后期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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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护绿地保护与建设

1）道路防护的保护与建设措施

2）水系防护的保护与建设措施

丰富植物群落；增补断带、增加防护林的宽度；改造修复河岸；

丰富河岸形式；海绵城市措施；体现水文化。 

（4）附属绿地保护与建设措施：1）居住区附属绿地措施——对

老旧小区进行增绿、增彩，见缝插绿，增加绿化面积丰富树种种类；

从多方面提高新建居住区绿地水平与城市规划管理控制。2）道路附

属绿地措施：严格按照《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的规定，对

不同等级的道路附属绿地进行保护与建设。 

六、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是努力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和

利用水平，增加城市园林植物种类，丰富景观内容，建设具有地域特

色的森林城市，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创造和谐的城市景观。 

1、基调树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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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树种选国槐、垂柳、法桐、白腊、圆柏等；骨干树种选栾树、

楸树、合欢、刺槐、苦楝、旱柳等。 

2、植物病虫害防治 

（1）把好植物检疫关；

（2）搞好城市园林植物的种植规划；

（3）加强养护管理，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等。

3、生物栖息地建设 

（1）加强水系生态建设提升水系生境。

（2）加强浅滩湿地建设，为鱼类、鸟禽类、爬行类动物提供栖

息地。 

（3）加强陆地植物建设，维护自身生态系统的同时，为陆生动

物提供栖息地。 

七、大气及声环境保护规划 

1、大气环境保护 

大气环境保护的目的是确保聊城中心城区全年空气环境质量好

于二级标准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 90%以上，工业废气处理率 100%，

空气中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

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主要采取调整产业结构及能源结构、加强工业废气污染防治、加

强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控制道路和工地施工扬尘、加强生活污染废

气防治等措施。 

2、声环境治理与保护 

至规划期末，在城区范围内，城市环境噪声和交通噪声稳定达到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要求，工业企业达到国家

厂界噪声标准，城区噪声控制区覆盖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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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农田及土壤生态环境保护 

到2030年，全市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农业环境突出问

题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农业生态功能得到有效恢复；生态退化地区

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盐渍化得到遏制，土壤环境质量保持总体稳

定，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环保工作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进一步

增强。 

首先在完善农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且

通过严格控制灌溉水质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合理利用农业资源，调

整农业结构，进行水土保持；优化灌溉方式，灌排结合，防治沙化和

土地盐渍化。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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