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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兰州新的城市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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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山夹一川”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兰州沿河发展的狭长的带状城市布局�以旧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已不
适合城市发展的需求．兰州的空间发展模式应从现在的“外溢”式发展调整转向为“跨越”式发展�可向5个空间方
向发展�坚持“带状组团分布�分区平衡发展”的原则�以形成“一河、两城、八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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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argement of new urban development space for Lanzhou

HU Qin-yong1�ZHONG Tian-lei2�ZHAO Yu-min3
（1．College of Designing and Art�Lanzhou Univ．of Tech．�Lanzhou　730050�China；2．Lanzhou City Planning and Country Resource Office�
Lanzhou　730000；China；3．Lanzhou Reconnoissance and Mapping Institute�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A narrow ribbon urban layout of Lanzhou along the river is inevitable due to its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of “being on a river sandwiched by two mountains”�so that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Lanzhou
should shift f rom recent mode of “overflowing” to the one of “transiting”�and there are five spacial arientation
available for its development．The principle of “disposition in the manner of ribbon groups and development into
balanced districts” is to be observed in order to form a urban spacial configuration of “a river�two towns�and
eigh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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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概况
兰州�甘肃省省会�辖五区三县�市域面积

13086hm2�地处甘肃中部�史称金城�一座有着
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西北第二大区域中心城
市．自古以来就是西北边疆军事重镇�古丝绸之路上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兰州市具有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网络模式“三纵三横”主体骨架中陇海兰
新经济带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承东启西的重要地

位．40km 黄河段自西向东横贯兰州城市市区�南北
两山隔河相对�沿狭长的黄河河谷小盆地分布的城
区构成了兰州“两山夹一川”的带状城市的特殊风
貌�造就了兰州独特的山水城市形象．

兰州市区范围主要包括四区�沿黄河从西向东
分别为西固区、安宁区、七里河区和城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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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空间布局分析
城市的发展过程受到城市内部活动需求及既定

城市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城市所在地区的自然
条件及行政区划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两山夹一川”
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兰州沿河发展的狭长的带状

城市布局．全市130hm2建设用地中�实际居住162
万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仅为80hm2．以城关区为
中心的东片区是全市的核心�由于城市的长期发展�
城关区已呈现超饱和状态．目前城关区土地容量有
限�且开发过度�造成建筑密度过大�人口拥挤�生态
环境较差．车流人流交通混杂�开阔的绿地与水面奇
缺�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中心区城市居住生活环
境．作为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尤其是一个十分狭长
的带形城市�城市生活服务中心同城市结构重心又
远远偏离�从而造成城市发展极不均衡�东西向交通
十分拥挤�影响了整个城市健康持续地发展．同时�
以单一核心外溢形成的城区特征�使得周边区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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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对中心的绝对依赖�从而使中心既定的社会
和生态基础出现超负荷运行�导致城市中心功能下
降．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市场的拉动和经
济的推动下�兰州必然要进入一个发展的加速期．目
前�突出的交通区位条件�密集的人才与智力资源�
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城市发展

的优势；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土地资源有限�水资源
存在结构性缺陷等是城市发展的弱势；经济由稳定
型平台增长向突破型加速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是城市发展的机遇；环境污染难以有效根治�道
路系统不完善�城市开发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是兰州
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兰州城市空间规划的目的就
是要主导城乡空间结构调整�指导城市基础设施配
置�引导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兰州目前以旧城为中心
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合城市发展的需求．兰州的空间
发展模式应从现在的“外溢”式发展调整转向为“跨
越”式发展．在调整中心城区内部结构的同时�需要

建设和发展另一个市级中心区．在此前提下�编制第
三版总体规划及新城区规划［1�2］�以适应和指导新
世纪兰州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
3　城市空间发展及拓展方向

兰州市第三版总体规划和新城规划认真研究和

把握了兰州城市结构的精髓．从50年代的第一版规
划到70年代的第二版规划�一直秉承着统一的规划
思路 即带状组团式城市空间发展结构�并在历
次规划中对这一空间结构模式进行不断的补充和完

善．事实表明�针对兰州特有的自然和用地条件�这
种结构模式明确了城市功能区划和合理的用地布局

结构�为城市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是合理、有效的．新的规划和建设应当延续科学、合
理的城市结构�并使新的规划与原有各功能组团之
间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所以兰州城市发展应该坚
持 “带状组团分布�分区平衡发展”的原则�以形成

图1　带状组团分布的区域平衡规划
Fig．1　Balanced district planning with ribbon group disposition

“一河、两城、八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
1） 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兰州�支持着兰州城市空

间的发展�相反�兰州城市空间的扩展对河流的整体
系统和自然演进过程有很大的改变［3］．这一点从城
市规划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城市空间的扩展占用了
河流赖以稳定的流域空间（河床�河漫滩�自然堤�阶
地�植被�支流�湿地�堤岸人工裁弯取直�动物等）�
进而也改变了城市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如水质恶
化�河流调蓄能力差�洪泛频发等．通过黄河四十公
里风情线的规划建设［4］�穿城而过的河流空间将成
为兰州一条生态环境发展的锦带�串起城区各个功
能区�成为兰州最有吸引力和最具自然活力的地方．

2） 兰州市城市空间发展结构类型属带形结构
（主轴线型结构）�这种结构形态的城市发展到一定
程度后�要培育次级中心�以克服边缘与中心区较远
的缺陷［5］．新规划设想在市区建设兰州城市副中
心．在这种前提下�选择三滩地区（迎门滩、马滩、崔

家大滩）建设新城是适时和必须的．兰州新城不是要
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它是兰州城市总体结构（空间发
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兰州城市市区空间的拓展与
优化�并将与目前的城市中心共同组成未来“大兰
州”的城市核心�即以兰州城市市区为核心�二级市
和县域中心城市为纽带�小城镇为扩散点组成的“多
中心�多层次�组团式”的大圈层城市空间布局．

3） 市区分为八个组团：城关中心组团、东岗组
团、雁滩组团、盐场组团、七里河组团、三滩新城组
团、安宁组团、西固组团．各组团功能互补�形成组团
集合．

兰州城镇发展经过独立城镇膨胀的阶段�开始
进入城镇空间定向蔓延阶段．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
城市同心圆膨胀的边际效益下降�出现了沿交通轴
线生长的形态�由于交通网分布的不均匀性及郊区
基础条件的不同�城镇扩展表现为明确的空间指向
性．交通轴线往往沟通的都是城市（镇）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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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层面来看�城镇群体呈沿轴发展的主体态势．
城镇的发展具有沿交通线发展最优的趋势�城镇在
空间结构上将呈现聚合发展的态势通常以中心城市

为辐射中心或节点�城镇沿连接各节点的区域性基
础设施�特别是高速公路、铁路及信息高速公路聚
集�形成城镇聚集的发展走廊．据此�兰州城市空间
布局可分为4个层次．

1） 中心市区：将由一河、两个市级中心和四区
构成�如图2所示（空间要向立体层次发展�充分利
用土地空间�扩大城市建设用地范围）．

图2　中心市区的空间规划
Fig．2　Spacial planning of down-town area

2） 兰州中心城市：以中心市区为主体�东到桑
园峡�西至宣家沟口�南到皋兰山头营村�北至甘肃
铝厂、九州开发区一带．

3） 大兰州城市圈：东到榆中�西至连城�西北至
永登、秦川�东北至白银．南至兴隆山�如图3所示．

图3　大兰州城市圈的空间规划
Fig．3　Spacial planning of urban-ring of Big-Lanzhou
4） 甘青都市群：以兰州为中心建设陇海、兰新、

青藏铁路及国道一线甘肃、青海指状产业经济走廊�
甘、青各城市区域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协同发展成
为中国西北部最大的联系新疆、西藏、宁夏、陕西的

网络枢纽中心．都市群的形成将打破行政界限的束
缚�按经济与环境功能的整合需求与发展趋势构筑
相对完善的城镇群体空间．

由此兰州可向5个空间方向发展�即沿国道交
通干线、河谷川地5条轴线展开�为兰州未来城市空
间发展提供了5种可能性：1） 以兰州市区为中心�
连海经济开发区为副中心�沿黄河、湟水、大通河下
游河谷地带向西发展；2） 沿庄浪河谷地带和兰新铁
路、国道312向西北发展；3） 沿中川机场高速公路
至秦王川盆地向西北发展；4） 沿国道109向东北发
展轴线．以皋兰为重点�延伸至白银；5） 沿宛川河下
游及陇海铁路、国道312向东发展轴线．

通过对5个发展方向的分析判断和比较�可以
看出近期兰州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跨出峡谷�东进
西出�组团集合�优化结构�构建大兰州城市格局．

跨出峡谷是兰州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兰
州特殊的地形制约�峡谷用地已经趋于饱和�环境资
源难承重负�已经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跨
出峡谷寻求新的城市发展空间．

东进西出是东进和平榆中片区�和平榆中片区
用地充足�交通便捷�环境良好�可规划为居住配套
组团�以疏解旧城区的人口压力；西出河口片区�河
口片区距离工业区较近�交通便捷�规划为工业组
团�同时吸纳老城区的工业�与现状工业组团形成新
的工业基地．

组团集合是指兰州带状组团式发展的城市格局

中的各个组团间功能互补�相互呼应�组团间通过绿
化进行隔离�以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借助“东进西
出“战略缓解目前城市容量压力的同时�对兰州河谷
地区现有城市建设区域进行结构性优化．以三滩（迎
门滩、马滩和崔家大滩）地区建设新城为契机�培育
新的市级中心区．缓解目前城关区建设压力�并引导
七里河、安宁、西固等三区旧城改造�为新世纪兰州
城市发展建构一个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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