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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及城水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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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航拍影像图和古籍文献数据，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张掖市城市空 间 形 态 动 态 演

变规律及城水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城市由缓慢发展转向快速发展，土 地 集 约 利 用 率 提 高．城 水 关 系 由 远 至 近，由 被

动到互动，水系的城市生态功能日益凸显，水环境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基于可持续发展与水生态建设相协调

的发展目标，未来张掖应从整治城市河道水系、构筑 水 生 态 安 全 格 局，以 及 修 复 保 护 城 市 湿 地、加 强 生 态 绿 地 建 设

等策略入手，打造城市水文化名片，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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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城市的开拓、发展、兴

衰、重生都离不开河流水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水资源已成为当下聚焦的

热点．西北干旱 地 区 多 数 城 市 是 依 托 水 土 资 源 配 置

条件好的绿洲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区域水资源要素

禀赋决定着区域发展潜力［１］．张掖市位于甘肃省 西

北部，河西走廊中部，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流淌而

过．城市目前面 临 河 渠 堵 塞、水 系 干 涸 萎 缩，水 环 境

生态不成系统等问题，加上黑河灌溉分水政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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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城市地下水的开采过度，导致黑河沿岸部分水

库、湖滩等湿地处于贫水状态［２］，水成为制约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
近年来，针对黑河流域的整体性保护一直在进

行，但其生态历史文化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

挖掘．因此，探究张掖水系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特

征，梳理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变迁驱动力，对西北干

旱区戈壁绿洲水环境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

作用．
目前黑河水系与城市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

文地理学、地 图 学、水 资 源 利 用 及 城 市 生 态 保 护 方

面，偏向使用ＧＩＳ技术分析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城市

用地信息．例如，在 遥 感 影 像 的 基 础 上，石 亮［３］定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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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建了这一时期黑河流域中游地区绿洲的范围和

面积，分析了古绿洲开发与荒漠化的时空过程．汪桂

生［４］重建黑河流域历史时期高时空分辨率的绿洲演

化序列，并探讨其时空过程，辨析驱动绿洲演变的主

要因子并探讨其内在作用机制．史志林［５］在文献 考

证、实地考察和遥感分析的基础上，研究黑河流域历

史时期的环境演变过程．由于目前基于ＧＩＳ的城市

土地利用评价体系尚不完善，样本数据获得的难易

程度不同，存 在 明 显 的 差 异 性［６］．另 外，建 筑 学 及 城

乡规划学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只涉及到城镇体系

和城市建 成 用 地 的 变 化．综 上，在 文 献 总 结 的 基 础

上，论文借助相关空间分析技术，探究城市建成环境

与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环境之间的关联性，一方面总

结出张掖城市发展与水环境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历史规律，另一方面揭示出水环境在张掖发展过程

中的价值特征所在，同时充分反映张掖“戈壁绿洲”
的地域特色．

１　张掖城市水环境现状存在的问题

１．１　水系格局不成系统

张掖的城市水系主要分为城内、城外两部分，城
外水系沿东环路北段道路分布，城内水系主要在甘

泉公园内，其他部分分布在新建街西侧．现状水系存

在着水量减少，河道填埋阻塞，内外水系不联通，水

生态环境脆弱 等 问 题．目 前 城 内 水 系 结 合 城 市 园 林

景观建设，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但其功能相

对单一，未能充分体现水生态文化内涵．
１．２　水环境特色不明显

建国后，由于城市盲目建设，张掖古城“四面芦

苇三面水，一 城 杨 柳 半 城 湖”的 秀 丽 景 观 已 不 复 存

在．张掖市历史城区占地面积小，历史遗迹数量少且

布局分散．现代建筑水环境塑造方面极度缺乏特色．
从景观角度来看，规划建设时并没有考虑与水系、城
市绿地和历史空间的有机融合，忽视了城市水系与

城市景观的协调统一．
１．３　建设性水环境破坏

城市自然水环境不可再生，也不可被人工环境

代替．自清 末 起，由 于 城 市 扩 张 不 断 填 埋 城 内 外 水

系，使得苇池、沼泽、湿地等生态绿地用地性质发生

改变，成为城市 建 设 用 地．与 此 同 时，因 水 系 填 埋 导

致地下水污染、堵塞加剧了城市水环境的恶化．

２　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采用航拍影像图和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的

方法，利用年均扩张速度、扩张强度作为衡量城市扩

张的指标，利用分形维数、紧凑度指数作为衡量城市

城水形态演化的指标．如表１所示．以张掖市中心城

区为研究对象，数据分别来自《张掖地区志（远古—

１９９５）》、张 掖 市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 用 地 数 据 来 自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中心 城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图，甘 州 区 水

体密度数据来自１９８４、１９９４、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航拍影像

图．城市绿化数据来自《张掖市林业志》．
表１　城市用地评价指标

Ｔａｂ．１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评价指标 计算公式 内容

年均扩

张速度 Ｕ＝
Ｕ１－Ｕ２
Ｔ

扩张

强度
Ｋ＝
Ｕ１－Ｕ２
Ｕ２

×
１
Ｔ ×１００％

Ｕ２和Ｕ１表 示 开 始、结

束时城市 建 成 区 面 积，
ｋｍ２，Ｔ 为研究时段

分形维数 Ｄ＝２ｌｎ（Ｐ／４）ｌｎ　Ａ
Ｄ 为分形维数，Ａ 为城

市用地面积，Ｐ 为 为 用

地周长

紧凑度 Ｃ＝２ π槡Ａ／Ｐ
Ｃ为 城 市 紧 凑 度，Ａ为

城市用地 面 积，Ｐ为 为

用地周长

水体密

度指数
Ｗ＝

Ｗ１
Ｗ２

Ｗ１为水 域 面 积，Ｗ２为

区域面积

３　基于水环境的张掖城市空间形态演

变及分析

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甘 州 城 周 十 二 里，多 系 砖

筑，辟四门，各门均有重闉．城内房屋众多，车店多在

府内王府街．民 国 七 年，《亲 历 西 北》：“环 览 各 处，见

城内水塘极多，几占全面积三分之一．甘省东南西北

各地 均 高 燥，唯 此 不 然，故 能 辟 田 种 稻，供 给 全 省

等．”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西北随轺记》中关于

城市水系的记载：“折东又至甘泉，林木葱茜，飞絮漫

天，泉水清冽，阴幽送凉．”由此可以看出，民 国 时 期

张掖城内生态环境良好，虽然清末填埋了部分水池，
但水塘、苇池还是具有一定的数量且分布面积较广．
３．１　基于水环境的张掖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城市建设，张掖以原古城

范围为核心呈核状扩展．城外护城河全部填埋，城内

部分苇池 被 填 埋．张 掖 地 势 南 高 北 低，苇 塘 被 垫 平

后，造成城内地下水位上升，地表水增多，低洼街巷

的污水、雨水排放不出去，只能通过修补、疏通水道，

新建明渠排水［７］．至１９４９年，城区面积达３．３平方公

里，街道２８条，城区人口３．６５万．１９５４年对东西 南

北４大街及县府街进行改造，新建连接张掖站的张

火公路．
张掖发展跳出原古城范围，城市开始向西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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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向发展，尤其是张火公路成为新的城市拓展轴

线．１９７８年建设道路３０条，长３６公里，面积２８．４平

方公里．１９８３年 利 用 一 园 旧 址 修 建 了 甘 泉 公 园．９０
年代，结合城区改造延伸街道，拓宽城区道路．

西部大开发后，城市继续向东北部发展，同时也

加大了 北 部 湿 地 的 恢 复 与 建 设．２００９年 在 城 市 北

郊、黑河东侧修建湿地公园、生态绿地等，疏浚水系、

建造人工景观改善城市面貌（图１）．
３．２　张掖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分析

分形维数的大小表征城市地域边界的复杂曲折

程 度，分 形 维 数 值 越 高，边 界 线 的 复 杂 程 度 也 就 越

大［８］．张掖市１９４９、１９７８、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 的 分 形 维 数

分别为１．０２０、１．０７３、１．０７８、１．０６３，总体呈先增长后

降低的趋势．表２数据表明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分形维

图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年中心城区空间形态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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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升，城市用地分散且边界轮廓复杂．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分形维数下降，城市用地紧凑且边界轮廓简单．

紧凑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城市资源的利

用效率．从表２可知，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城市紧凑度先下

降后上升．１９７８年 之 前 城 市 紧 凑 度 由０．７６３急 剧 下

降 到 ０．４９６，１９７８—２００４ 年 缓 慢 下 降 至 最 低 的

０．４６０，２００４年后缓 慢 上 升 至０．５１２．整 体 来 看，城 市

土地利用率提高，用地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表２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中心城区分形维数及紧凑度变化

Ｔａｂ．２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ｔｏ　２０１２

时间 分形维数 紧凑度

１９４９年 １．０２０　 ０．７６３

１９７８年 １．０７３　 ０．４９６

２００４年 １．０７８　 ０．４６０

２０１２年 １．０６３　 ０．５１２

４　张掖城水互动关系研究

由于城水关系复杂，影响因素较多，本文主要从

水体密度、绿地 格 局、空 间 结 构 等 角 度 展 开 分 析．因

２０１２年至今张掖市城水互动关系变化不大，文章重

点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
４．１　城市扩张变化

由表３可知，城市建成区面积逐年增加、年均扩

张速度逐年增长．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共

增加２５．９ｋｍ２，年 均 扩 张 面 积０．４１１ｋｍ２．其 中，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城

市建成区面积分别增加４．３３、９．９１、１１．６６ｋｍ２，年均

扩张速度分别为０．１４９、０．３８１、１．４５８ｋｍ２·ａ－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城市扩张强度由慢加快，但各时期

扩张强度不一．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城市处于缓慢发展，扩张

强度４．３３％·ａ－１．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城市扩张速度加快，迈
入低速发展，扩张强度增至９．９１％·ａ－１．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城市扩张强度持续增加，城市快速发展，扩张强度

达到１１．６６％·ａ－１．

表３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中心城区扩张速度及强度变化

Ｔａｂ．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９ｔｏ　２０１２

时间
年均扩张速度

（ｋｍ２·ａ－１）
扩张强度

（％·ａ－１）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０．１４９　 ４．３３

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 ０．３８１　 ９．９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 １．４５８　 １１．６６

４．２　城水关系变化分析

１）水体密度．张掖市的水系由天然河流和人工

渠系组成．由表４可知，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水体密度指数

分别为０．６２０、０．６２７、０．６４８、０．６７０，水 域 面 积 占 城 市

用地的比例不断升高．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水体面积共增

加１８９．０２ｈｍ２，其 中 １９８４—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４—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年均水系扩张速度分别为２．７３１、

７．８５７、８．３１４ｈｍ２／ａ，水系面积扩张呈低速—快速—
缓慢增长的趋势（图２）．

表４　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中心城区水体密度指数变化

Ｔａｂ．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ｔｏ　２０１４

时间 水体密度指数

１９８４年 ０．６２０

１９９４年 ０．６２７

２００４年 ０．６４８

２０１２年 ０．６７０

图２　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甘州区水体密度指数图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ｐ　ｏｆ　Ｇａｎｚ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ｔｏ　２０１４

　　从１９８４—２０１４年的城水关系分布可以看出，张
掖的城水关系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趋势是城水互

动越来越紧密，呈现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水系呈枝

状分布，与城市形成嵌套关系．由西向东支流水系密

集度升高，数量增加．１９８４—１９９４年处于改革开放时

期，城市东北部存在呈点状分布的水系，嵌套在城市

建成区内．西北部黑河水系支流少，水系面积小．城市

建成区 与 水 系 之 间 有 间 隔，彼 此 之 间 联 系 不 紧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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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处于西部大开发时期，城市东北部点状

水系汇集形成枝状水系，西北部黑河水系逐渐分裂成

多个支流水系，城市转向东北部发展，建成区外出现

少量点状水系．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随着黑河湿地的修复，
城市东北部、北部水系面积增加，支流增多．水系对城

市的吸引力增强，城市建成区与水系的聚集距离由远

及近，同时黑河水系周围水环境更加丰富．
２）水环境与绿地格局．自然环境（尤其水系）是

张掖城市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条件，也是城市绿色

空间形成的基 础．整 体 来 看，随 着 用 地 的 扩 张，城 市

生态空间———绿地的分布范围也不断变化．１９４９年

后，人们的生产生活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张掖古

城内．城市绿地 靠 近 居 住 区、办 公 区 布 置，绿 化 覆 盖

面积１０ｈｍ２，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３８ｍ２［９］，水系与

城市绿地关联性不强．１９８４年后将绿化纳入统一规

划，至１９９５年全区园林绿化面积２５９ｈｍ２，公 共 绿

地面积８２．１ｈｍ２，人 均 公 共 绿 化 面 积５．１ｋｍ２［９］．
２００４年，在明清古城的基础上，城市向西部、东北部

发展，绿地零 星 布 置 在 学 校、居 住 区 以 及 商 业 区 附

近，城内水系面积减少，绿地面积增幅不大．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北郊大面积湿地构成城市绿地

最主要的部分，其他地区绿地穿插在地块内，如图３
所示．绿地整体 布 局 过 于 分 散，显 得“头 重 脚 轻”．不
同类型绿地未形成系统，各区域绿地分布不均的问

题较为严重，尤其是东北部的工业．２００８年后，大面

积修复城市北部的湿地，将其纳入到城市绿地的保

护范围内，水 系 与 绿 地 相 融，张 掖 中 心 城 区 水 系 面

积、绿地面积明显增加．至２０１０年底，建成区绿地率

３６．０６％，人均公 园 绿 地 面 积 提 高 到１５．０７ｍ２［９］，如

表５所示．城市绿地格局的变化，也从侧面说明了张

掖水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表５　张掖中心城区绿化统计

　Ｔａｂ．５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Ｚｈａｎ－

ｇｙｅ　ｃｉｔｙ

时间
绿化覆盖面积

（ｈｍ２）
绿化覆

盖率／％
人均公共绿地

（平方米／人）

１９７８年 ２３　 １５．３　 １．６３

１９９０年 １３３．９　 １９．４　 ３．８５

２０００年 ３０１．３　 ２８．５　 ７．０７

２０１０年 ９０１　 ４０．９４　 １５．０７

３）水环境与城市空间结构．随着城市湿地的恢

复，水环境从依附于城市总体空间结构到影响城市

空间结构的拓展方向．１９４９年后城市发展以明清时

期的张掖古城作为城市核心区向周边辐射，城市水

系仅剩城北 侧、西 侧 两 块，传 统 水 文 化 景 观 受 到 影

响．１９７８年沿水 系 向 城 东 北 部 发 展，１９８４年 利 用 原

有水系建成甘泉公园，１９８６年张掖市获批成为第二

批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名城．２００４年围绕黑河流域、

３１２国道转向北部发展，形成两核两带的发展结构，
依托自然资源与交通优势发展城市．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
年，北部湿地保护区与西部滨河新区建设完善．将楔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心城区绿色格局变化图

Ｆｉｇ．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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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斑块引入城市绿色空间，将湿地作为生态节点引

入城市发展核心，交错的道路网与城市水系构筑成

城市绿色生态廊道，形成多核多带多片区的空间结

构，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心城区水环境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ｔｏ　２０１２

５　张掖城市水环境的保护目标与发展
策略

从全局来看，地域环境（尤其是水环境）是城市

发展的基础．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是 水 系 与 张 掖 城 市 形 态

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作为内陆城市，政府行为与规划

思想主导着城市发展趋势，决定着基于水系的城市

空间形态的演 变 方 向．随 着 我 国 城 镇 化 进 程 的 不 断

加快，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水资源已成为聚焦热点．张
掖作为典型的绿洲城市，其城水互动机制不同于其

他类型城镇，分析张掖城水形态发展演变历程，进一

步探讨张掖城市水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策略，有利于

促进张掖以及其他绿洲城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５．１　张掖城市水环境保护与发展目标

１）继承和发展传统水环境营建理念

古代营建城市，侧重因地制宜，推崇人与自然和

谐．张掖距今已 有 上 千 年 的 历 史，其 早 期 选 址、布 局

等受水环境影响较大，依附地域环境，形成山、水、城
相融的生态格局．现代张掖城市的建设发展，更应该

传承和延续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念，充分利用自然禀

赋和资源优势，积极营建城市水环境，这也是城市水

文化的内涵所在．
２）可持续发展与水生态建设相协调

水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水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张掖作为西北地区典型的缺水型城市，水资

源不足限制城市长远发展．从古至今城市因水而兴、
因水而衰，水生态建设是城市人水和谐的基础和人

居环境提升的保障．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脚步的加快，
人们对水生态 环 境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强 烈．推 进 生 态 文

明建设，打 造“塞 上 江 南”的 城 市 特 色，提 升 城 市 品

质，是张掖城市水环境保护与发展的重要目标．
５．２　张掖城市水环境保护与发展策略

１）整治城市河道水系，构筑水生态安全格局

城市水系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生态基础，张掖应

通过以下具体措施，来恢复城市水系生态环境：利用

控源截流、清理淤泥等方式综合整治，疏通张掖古河

道，构筑水生态廊道；保护现状河流、湿地、沟渠等水

生态敏感区，利用自然排水系统，实现雨水的自然积

存、渗透和净化，增强城市储水能力，涵养水源，维持

城市水环境平衡；积极建设滨水空间、绿色开放空间

等，增强城市的开放性，有效调节城市的微气候与微

环境；完善城区垃圾、污水等排放收集设施，保障河

道水系的通畅，维护城市良好的生态功能．
２）打造城市水文化名片，提升城市特色风貌

２０１３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要依托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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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水环境是城市形成

及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历史文化形成的基石．一座

城市的空间品质是人文空间与自然空间的结合，尤

其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山水格局正是城市魅力所

在．张掖的历史文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城市山水

格局、水系肌理、水环境特色、生态湿地景观和黑河

水系文化等．
甘州八景曾是张掖的标志性景观，城水相融，和

谐共生，水文化凸显历史的厚重感，彰显绿洲城市的

特征．因此应围 绕 水 文 化，维 系 自 然 的、传 统 的 水 环

境风貌，构建区域水生态网络，充分展现“戈壁水乡”
的城市风貌与特色．
３）修复保护城市湿地，加强生态绿地建设

张掖市湿地有２大 类、４个 类 型 和１３个 类 别，
总面积３１５．６３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５．０２％．其中，
天然湿地占全市湿地总面积的９４．９％，人工湿地占

全市湿地总面积的５．１％．湿 地 具 有 很 强 的 典 型 性、
稀有性、代表性，是阻挡巴丹吉林沙漠南侵的天然屏

障［９］．目前，应持续加强祁连山及黑河湿地的生态保

护修复．另外，绿 地 建 设 也 是 保 护 水 资 源 环 境、实 现

可持续发展的 重 要 手 段．现 城 市 的 绿 地 率 和 绿 化 覆

盖率较低，在保护好现有绿化的同时，应通过设置湿

地公园、沟渠水系绿带、广场绿地和公园绿化等，对

城市内部的径流进行吸收、储存和净化，有效减少雨

水径流产生量以及径流污染带来的水环境污染，积

极恢复水生态环境．
４）坚持生态规划理念，推进可持续发展

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更应注重生态规划的理

念．区域的整体 生 态 格 局 与 生 态 网 络 是 城 市 生 态 发

展的基础和保障，也是建设一个稳定健康的城市生

态系统的前 提［１０］．张 掖 作 为 西 北 内 陆 地 区 城 市，城

市发展（尤其是近现代水环境建设）受规划理念影响

较大，例如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均应体现

出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的理念．

６　结论

１）水系与城市形态的变迁是相互作用的．戈壁

绿洲城市受水资源制约，早期城市的选址、发展、演

变都与水系环 境 息 息 相 关．近 现 代 随 着 城 市 建 设 的

盲目扩张，张掖城市水环境受人为因素影响越来越

明显．城市水系 由 依 附 于 城 市 空 间 结 构 到 主 导 城 市

发展方向，城水互动关系由被动到紧密，彰显了张掖

水生态环境建设的一波三折．
２）张掖是河 西 地 区 重 要 的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和 交

通枢纽，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张掖

市环境保护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城市由

最初的物质需求转变为精神需求，由功能性需求转

变为生态性需 求．未 来 张 掖 城 市 建 设 应 遵 循 城 市 发

展规律、协调功能布局、保护城市风貌、建立相关地

方法规，以促进城市水环境整体性建设，保障城市生

态安全，维护城市水环境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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