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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随着近几年来乌海市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以及新一轮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完成，为巩

固和扩大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果，适应乌海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与管理的需要，整合并优化乌海市

城市绿地系统的布局和结构，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可行地指导城市绿地建设，为城市绿地的系

统性、持续性发展提供指导依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编制《乌

海市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23-2035 年）》。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 年)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10 年 12 月修订)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5 部委《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2018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2021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2021 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选管理办法》（2022 年）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绿化管理办法》（2015 年）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科学绿化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 年） 

乌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推动城市管理“八个一样”实施方案》（2020 年） 

 

2、相关标准规范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2007)(2016 年版) 

《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GB/T 51163-2016)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 50563-2010)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 

《居住绿地设计标准》(CJJ/T 294-2019)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97) 

《绿道规划设计导则》(建城函[2016]211 号) 

《国家园林城市评选标准》（建城〔2022〕2 号） 

《城镇绿地养护管理标准》（DB15/T 2959—2023）(2023) 

其它相关国家、地方规范标准 

3、相关规划成果 

《乌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乌海市海勃湾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乌海市乌达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乌海市海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乌海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4-2030）》 

《乌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9-2030 年）》 

《乌海市绿道系统规划》（2018 年） 

《乌海市品牌旅游线路建设规划》（2018 年） 

《乌海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规划》（2018 年） 

《乌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乌海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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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基期年为 2022 年，规划期限为 2023-2035 年，其中近期至 2025 年，远期至 2035 年。 

第四条 规划范围与规模 

本次项目研究范围为乌海市市域全部国土空间，总面积约 1668.67 平方千米。规划范围为乌海

市 3 个中心城区部分，与《乌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各中心城区范围保持一致，

规划范围规模约 95.12 平方千米，其中海勃湾区 59.79 平方千米，乌达区 16.64 平方千米，海南区

18.68 平方千米。 

第五条 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 

1、指导思想 

（1）树立生态园林观念，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坚持“城市与自然共存”的原则，充分利

用自然资源，建立“斑块—廊道—基质”的绿地结构，将中心城区周围的自然环境引入城市，进一步

体现乌海市园林城市特色。  

（2）健全整体规划思路，城市的绿地逐步形成内外有机结合，互成网络、结构完整的绿地系

统。  

（3）生命共同体思想：“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

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山水林

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实施城乡统筹，

建成具有“以人为本”的城市绿地环境。形成自我调节、自我持续、自我提升的城市生态园林，最终

达到提升城市的整体魅力的要求。 

2、规划原则 

（1）生态为先，尊重自然 

（2）统筹兼顾，科学布局 

（3）以人为本，功能多元 

（4）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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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指标 

第六条 规划目标 

巩固扩大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果，加强黄河等重要水系廊道与基础设施廊道绿化，加强乌海市

“区域、城城、城景、景景”的生态与休憩的连通，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提升城市环境形象，改善市

民生活环境质量。 

第七条 规划指标 

建成区绿地率现状为 41.2%，至 2025 年维持现状的 41.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现状为 43%，

至 2025 年不低于 44%。规划近期至 2025 年，城市绿地率为 2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4 ㎡/人。

规划远期至 2035 年，城市绿地率为 4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23 ㎡/人。 

表 2-1 指标体系表 

指标 

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类型 

指标值 

现状 2025年 2035年 

总 

量 

指 

标 

城市绿地率 % 约束性 27.15 ≥28 ≥40 

蓝绿空间占比 % 约束性 30.24 ≥30 ≥4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人 预期性 12.78 ≥14 ≥23 

10万人拥有综合公园个数 个 预期性 1.96 ≥2 ≥2 

宜 

居 

指 

标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

盖率 
% 约束性 87.81 ≥89 ≥95 

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

率 
% 约束性 73 ≥8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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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域绿地系统规划 

第八条 市域绿地系统布局结构 

以乌海独特的“沙-草-山-田-河-城”一体化的生态宜居型绿地生态网络，参照乌海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和上版绿地系统规划中确定的市域空间结构，结合乌海生态建设规划和水系建设规划，将乌

海市域绿地系统结构规划为：“一心两廊、三核多片”的绿地格局，形成具有乌海特色的绿地系统和

生态结构空间。 

“一心”——一个景观核心 

甘德尔山与乌海湖通过黄河实现连接，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两块较大型的斑块，是城市的两个活

力肺。通过对甘德尔山景观提升、乌海湖生态修复建设，构建一个蓝绿交融的城市生态绿心。 

“两廊”——两条景观廊道 

黄河生态绿化廊道：结合黄河和乌海湖绿化景观带、滨水空间、自然公园等绿地空间建设，串

联龙游湾湿地公园、甘德尔河公园、巴音赛河公园、金水乐园等各景观节点。人文旅游景观廊道：

沿国道 G6 串联起城市公共空间与文物古迹景点，提升与主要人文节点的连接度，综合提升沿线景

观，形成具有乌海特色的人文旅游景观廊道。 

“三核”——三个中心城区绿核 

以三个中心城区中重要的公园绿地为依托打造城市绿核，通过两廊相互联系，串联起中心城区

多个绿地节点，共同形成“点轴状”的中心城区绿色系统基本构架。 

“四片”——四个景观特色片区 

分别为沙漠整治区、农业生态景观区、牧草生态整治区、矿山生态修复区，共同构建市域绿地

系统的基质。 

第九条 市域生态廊道规划 

1、一级廊道 

结合市域范围主要的河流、铁路、公路等规划生态廊道，一方面将市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有机

的整合在一起，另一方面，通过廊道建设，界定不同的区域，有利于城市组团发展。 

黄河生态廊道：作为重要的一级生态廊道，规划控制滨河两岸 50-200 米保持良好的生态景观

效果，并结合黄河沿岸湿地保护，逐步形成一条物种丰富、景观多样的绿色空间系统。 

铁路防护林带廊道：沿包兰铁路、包银高速铁路两侧规划 50-200 米宽的生态防护林带，城市

段可根据用地条件调整宽度，但不低于 30 米宽。 

沿 G110、G109、G6、G18 等重要道路建设一级生态廊道。 

2、二级廊道 

结合市域范围内的沟渠、小型河流、运煤大道、三区快速路等规划二级生态廊道，与一级廊道

共同构成廊道网络，将市域范围内不同生态分区中的绿地有机的联系起来。 

 

  



5 

 

第四章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结构与分区 

第十条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结构 

结合乌海市市域绿地系统规划结构布局以及中心城区总体格局，以乌海湖-甘德尔山景观核为

中心，将中心城区绿地系统主结构定位为“一区两轴、三环多带、多园多点”。 

“一区”为乌海湖-甘德尔山绿化区，包括四合木自然保护区等多个生态绿化区。 

“两轴”为黄河生态绿化轴与人文景观绿化轴，在黄河滨河区域营造公共绿地和生态绿地，以

G6 国道为载体形成轴线，连接分散在城市周边的各类特色人文与自然景观，同时加强各中心城区

之间的生态网络联系 

“三环”分别围绕三个中心城区的绿地环，由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态绿地组成。 

“多带”指沿城市主要干道和主要水系构筑绿色景观带，形成城市带状绿地结构，将绿带切入

城市内部。 

“多园”为乌海市三个中心城区内的各类特色公园绿地。 

“多点”指乌海市的多处街旁绿地。街旁绿地在城市中心区分布较广，利用率较高。在绿地系

统中街旁绿地与城市其他用地同等重要。 

第十一条 分区绿地系统结构 

根据乌海市三个中心城区分布特征，规划形成三个中心城区各自的绿地系统结构。 

1、海勃湾区 

海勃湾区公园绿地规划充分利用现状建设优势，结合中心城区近湖近山的山河格局特色，构建

“三片、四轴、多点”城市绿地系统结构，充分彰显乌海市多民族文化特色。 

“三片”：即新城魅力片区、老城特色片区、滨河活力片区。将中心城区分为三大特色片区，以

综合公园为统领、社区游园为网络分布于四大片区中，凸显各分区特色。 

“四轴”：即新城风貌景观轴、中心串联景观轴、滨水乐活景观轴、滨河生态景观轴。四条轴线

贯穿三大片区，串联城市主要公园资源和文化资源，凸显自然人文特色，使轴线充满蓝绿相交的景

观。 

“多点”：即各类公园。城市公园绿地作为中心城区中较大的绿色斑块，为市民提供环境好、功

能多的交流活动空间，依托现有绿地网架，形成乌海生态和文化相融的城市景观风貌。 

2、乌达区 

充分利用乌海湖、巴音赛河、沃尔特河等河流资源，依托中心城区内现有各类公园资源，结合

城市特点，打造“两片三带多园”的绿地系统结构。 

“两片”：即北部新城片区、南部老城片区。以巴音赛河为重要景观廊道，结合乌达区城市建设

特点，各片区内的街旁绿地具有统一主题，打造特色鲜明的南北片区。 

“三带”：即巴音赛河景观带、中心景观带、沃尔特河景观带。依托乌达区重要河流，沿岸布置

滨水绿地，同时以中心景观带联系新城、老城各类公园绿地，同时也将乌达自然、人文特色串联起

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多园”：即各类公园。多处游园覆盖全城，与综合公园、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形成整个城市

绿地系统点、线、面结构，方便市民休闲游憩，营造了中心城区宜人的景观休闲环境。 

3、海南区 

结合现状公园、恩格尔河等生态资源，打造“一带两轴多点”的绿地系统结构。 

“一带”：即恩格尔河滨水景观带。依托恩格尔河生态资源，布局两岸滨水绿地空间，打造海南

本地生态特色的景观环境。 

“两轴”：即依托巴彦乌素街和黄河路的景观联系轴。一横一纵两条轴线串联起海南区内主要综

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和游园，较为全面地辐射居住用地，打造环境优良整洁的街道空间。 

“多点”：即各类公园。海南区公园绿地与道路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等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

城市绿网，构成统一的绿色环境，为海南区人民营造丰富、多彩的城市休闲空间。 

第十二条 分区规划引导 

1、海勃湾区 

重点要做好老城区内部公园绿地的质量提升和旧区改造时新建绿地的控制；甘德尔河水系、城

中水系等河渠两侧的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的建设，以及新区建设中对各类绿线、蓝线的严格把控。 

2、乌达区 

重点是对老城区的公园绿地、道路绿地及居住区周边绿地的质量提升和新城区公园绿地的建设，

完善巴音赛河与沃尔特河等滨河绿地建设，提高中心城区绿地的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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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南区 

重点是完善中心城区内各类现状绿地的改建和扩建，物流仓储区和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隔离带建

设、内部的公园绿地的建设及恩格尔河等滨河绿地建设，以及新建道路的防护绿地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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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心城区绿地分类规划 

第十三条 城市绿地分类 

根据《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 2017），城市绿地分为公园绿地（G1）、防护绿地（G2）、

广场绿地（G3）和附属绿地（XG）四类，以中心城区范围作为统计的边界，统计并规划各类城市

绿地布局与规模。 

第十四条 公园绿地规划（G1） 

1、综合公园（G11） 

规划新增的市级综合公园主要有黄河沿岸滨河区域生态建设项目三期，位于海勃湾区甘德尔河

南部；海南区公乌素街绿地，位于海南区南部；优化现有市级公园在各中心城区中的布局，使得绿

色空间均衡发展。 

在海勃湾区海北新城片区、甘德尔河南部片区规划 2 处区级公园。 

表 5-1 综合公园规划一览表（2035 年） 

序号 名称 区属 面积（公顷） 性质 备注 

1 乌海市人民公园 海勃湾区 29.63 市级公园 已建成 

2 彩虹桥北绿地（暂命名） 海勃湾区 35.55 区级公园 已建成 

3 
黄河沿岸滨河区域生态

建设项目三期 
海勃湾区 13.37 市级公园 规划新建 

4 滨河三期中心公园 海勃湾区 12.04 区级公园 规划新建 

5 中河源公园 海勃湾区 6.28 区级公园 规划新建 

6 运动公园 海勃湾区 20.25 市级公园 已建成 

7 桥头公园 海勃湾区 7.95 区级公园 改造提升 

8 海北中心公园 海勃湾区 5.13 区级公园 规划新建 

9 城南公园一 海勃湾区 1.82 区级公园 规划新建 

10 城南公园二 海勃湾区 6.50 区级公园 规划新建 

11 乌达区人民公园 乌达区 4.48 区级公园 已建成 

12 
乌达区维邦公园（暂命

名） 
乌达区 16.43 市级公园 已建成 

13 海南区人民公园 海南区 16.61 市级公园 已建成 

合计     187.25     

2、社区公园（G12） 

结合居住区规划多处社区公园，规划总面积为 97.38 公顷。社区公园服务半径为 500-1000 米。 

3、专类公园（G13） 

乌海市内专类公园数量较多，规划总面积为 783.49 公顷。 

本次规划中重点增加海勃湾区滨河二期，乌达区巴音赛河西侧、沃尔特河北侧，海南区北侧、

恩格尔河等地区滨水类型的专类公园。 

4、游园（G14） 

在居住用地片区内布置游园，弥补各类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盲区，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多类型的休

闲场所。到规划期末中心城区游园总面积达 305.07 公顷。 

第十五条 防护绿地规划（G2） 

1、滨水防护绿地 

市区内河道两侧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防护林带，一般地段滨河防护绿带不低于 30 米宽，达到水网

林网化的目标。 

2、道路防护绿地 

规划沿城市快速通道两侧各建设不小于25米的防护绿带；城市干道规划红线宽度26米以下的，

两侧各建设不小于 10 米宽防护绿带，26-60 米的，两侧各建设不小于 15 米的防护绿带，60 米以上

的，两侧各建设不少于 20 米的防护绿带；铁路两侧建设不低于 10 米宽的防护绿带；与市内铁路有

部分交叉的轨道交通两侧各建设不低于 50 米的防护绿带。增强防护功能，改善沿河的生态环境，

构筑道路、河流生态走廊。通过加强主干河流的绿化建设，达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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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压走廊防护绿地 

建设时与周边的城市生态廊道相结合，220 千伏的防护绿带建设宽度不少于 30 米,110 千伏的防

护绿带建设宽度不少于 15 米。 

4、卫生隔离防护绿地 

主要设在工业区内部、工业区与居住区之间以及水厂和加压泵站等公用设施周边，其中一类工

业用地的防护林带宽度不小于 20 米，二类工业用地的防护绿地宽度不小于 50 米。水厂、加压泵站

燃气设施等公用设施防护绿地宽度不小于 10 米。 

根据乌海市的现状，结合多方面因素，规划区内规划防护绿地为 189.46 公顷。 

表 5-2 海勃湾区防护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规划面积（公顷） 建设性质 备注 

1 G110 两侧防护绿地 海勃湾区西部 79.71 道路防护绿地 扩建 

2 城中铁路防护绿地 海勃湾区中部 6.38 道路防护绿地 扩建 

3 交叉轨道口防护绿地 
S217、海拉线与铁路交叉轨

道口 
37.06 道路防护绿地 扩建 

4 甘德尔河防护绿地 甘德尔河各桥梁道路接口处 1.00 道路防护绿地 新建 

5 市政设施防护绿地 海勃湾区南部市政设施四周 10.65 
卫生隔离防护绿

地 
新建 

6 城南防护绿地 海勃湾区南部 12.01 道路防护绿地 新建 

7 S217 两侧防护绿地 海勃湾区东部 2.07 道路防护绿地 新建 

合计   148.88   

表 5-3 乌达区防护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公顷 建设性质 备注 

1 
苏三路防护绿地 乌达区苏三路两侧 5.54 道路防护绿地 新建 

2 
G110 防护绿地 乌达区 G110 两侧 13.98 道路防护绿地 扩建 

3 
给排水设施防护绿地 

乌达区南部给排水设

施四周 
28.36 卫生隔离防护绿地 新建 

4 
北部供热设施防护绿地 

乌达区北部供热设施

四周 
1.86 卫生隔离防护绿地 新建 

5 滨河大道防护绿地 乌达区滨河大道西侧 2.14 卫生隔离防护绿地 新建 

合计   51.98   

表 5-4 海南区防护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面积公顷 建设性质 备注 

1 
S37 两侧防护绿地 海南区 S37 两侧 0.76 道路防护绿地 新建 

2 
S217 两侧防护绿地 海南区 S217 两侧 0.90 道路防护绿地 新建 

3 
G6 两侧防护绿地 海南区 G6 两侧 5.50 卫生隔离防护绿地 扩建 

合计   7.16   

 

附属绿地由于具有安全防护等特殊功能，不宜随意变更布局和原有的绿地形态，因谨慎进行低

影响改造以确保其防护功能能够顺利实现。 

第十六条 广场用地规划（G3） 

1、规划管控要求 

参考《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城区需适度控制广场用地的规模，结合乌海市

现状单地块一般不超过 5 公顷，最大不超过公顷。 

广场用地的构成既要保证居民正常活动的需要，又不宜形成过大的硬地空间，广场内绿地率宜

大于 35%。广场用地内不得布置与其管理、游憩和服务功能无关的建筑，建筑占地比例不应大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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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内容 

结合城市发展导向，规划广场用地共 49.96 公顷。 

表 5-5 广场用地规划表 

区域 现状面积（公顷） 比例 规划面积（公顷） 比例 变化量（公顷） 

海勃湾 11.9 61.15% 35.84 71.74% 23.94 

乌达 1.93 9.92% 9.78 19.58% 7.85 

海南 5.63 28.93% 4.34 8.69% -1.29 

总计 19.46 100.00% 49.96 100.00% 30.5 

第十七条 附属绿地规划（XG） 

1、居住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居住区附属绿地总面积为 279.03 公顷。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附属绿地面积 137.02 公顷。 

3、工业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工业用地附属绿地面积 11.99 公顷。 

4、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面积 73.60 公顷。 

5、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附属绿地面积 315.07 公顷。 

6、物流仓储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物流仓储用地附属绿地面积 10.96 公顷。 

7、公用设施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公用设施用地附属绿地面积 21.89 公顷。 

8、特殊用地附属绿地 

至 2035 年，规划公用设施用地附属绿地面积 8.39 公顷。 

表 5-6 附属绿地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用地类别 旧城 新区 

1 居住用地 5%-10% 25%-30%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5%-30% 25%-30% 

3 工矿用地 ≤20% ≤20% 

4 商业金融用地 5%-10% 20% 

5 

道路 

城市干道（规划红线宽度 26 米以下） 10%-20% 10%-20% 

6 城市干道（规划红线宽度 26 米以上） 20%-25% 20%-25% 

7 仓储用地 ≤20% ≤20% 

8 市政设施用地 10%-20% 20%-25% 

9 特殊用地 ≤20% 25%-30% 

表 5-7 附属绿地规划一览表 

 

居住用

地附属

绿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设施用

地附属绿

地 

商业服务

业设施用

地附属绿

地 

工业用地

附属绿地 

物流仓

储用地

附属绿

地 

道路与

交通设

施用地

附属绿

地 

公用设

施用地

附属绿

地 

特殊用

地附属

绿地 

合计 

海勃湾 194.87 92.98 58.75 6.86 5.11 208.9 17.42 4.85 589.74 

乌达 55.52 33.34  8.56 3.3 2.79 73.67 4.35 2.74 184.27 

海南 28.64 10.70  6.29 1.83 3.06 73.44  0.12 0.80  124.88 

合计 279.03 137.02 73.6 11.99 10.96 356.01 21.89 8.39 8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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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乌海市绿地分类统计 

乌海市中心城区各类绿地规划规模详见下表。 

表 5-8 乌海市规划绿地统计表 

类别代

码 
类别名称 

现状 规划 

变化量（公顷） 

面积（公顷） 占比（%） 面积（公顷） 占比（%） 

G1 公园绿地 717.18 51.63% 1362.3 54.07% 644.81 

G2 防护绿地 63.89 4.60% 208.02 8.26% 144.13 

G3 广场用地 19.62 1.41% 49.96 1.98% 30.34 

G4 附属绿地 588.32 42.36% 898.89 35.69% 310.57 

合计 1389.01 100.00% 2519.17 100.00% 11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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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树种规划 

第十九条 树种规划原则与目标 

1、规划原则 

（1）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根据乌海的生态环境条件选择植物，以体现现代景观风貌和高原植物特色为目的，遵循乌海植

被的自然规律，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实行乔、灌、藤、草的复层结合及常绿和落叶的合理搭

配，因地制宜地科学配置。 

以乡土树种为主。乡土树种对当地土壤、气候适应性强，并具有地方特色，基调和骨干树种的

选择上应以乡土树种为主，适当引进一些园林观赏价值较高，又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外来树种，

丰富乌海市的园林树种资源，提高物种多样性。 

以为旱生植物为主。旱生植物适宜生长在缺水、植被稀疏的干旱地区，适宜性强、用水量少，

适宜大面积种植。 

（2）树种相宜，灵活配置 

要注意速生与慢生树种相结合，重视不同树种的合理比重。速生树种早期绿化效果好，容易成

荫，但寿命较短，往往在 20-30 年后进入衰老期；慢长树种则早期生长较慢，城市绿化效果较慢，

所以要注意速生树种和慢长树种的更替衔接问题，一般情况下，城市新区初期应以速生树种为主，

搭配部分慢长珍贵树种，分期分批逐步过渡。 

（3）季相分明、层次丰富 

既要注重树种的观赏特性，又要注意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裸子植物与被子植物、乔木树种与

灌木花卉、草坪与地被植物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创造季相分明、层次丰富、生态效益好的植物群落。 

（4）特性优良，功能协调 

规划范围内各种不同性质的绿地具有不同的绿化功能，植物规划要根据其特性，相应提出植物

选择预案，以便与绿地功能相协调。 

2、植物规划目标 

结合乌海市原有地形及现状景观进行树种规划，丰富物种多样性，逐步营造乌海市特色植物景

观，提高生态效益；推广乡土树种，加大市树沙枣的种植，发挥乌海特色；优化树种配置，推广抗

逆树种，提升绿地抗御能力。通过绿色植物改善城市环境的机能，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第二十条 植物种植配比 

不同类型绿地中各类植物的配置比例详见下表。 

表 6-1 树种比例一览表 

名称 树种比例 数量比例 

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 1：5～8 1：3～5 

乔木与灌木 1：2～3 1：1～2 

木本植物与草本植物 3～4：1 3～4：1 

乡土树种与外来树种 7：3 2～3：1 

速生、中生、慢生树种 5：6：4 2～3：1 

第二十一条 基调树种、骨干树种和一般树种的选定 

1、公园绿地树种选择 

公园绿地骨干树种包括：沙枣、青海云杉、侧柏、白蜡、新疆杨、臭椿、垂柳、旱柳、龙爪槐、

紫叶李、榆叶梅、丁香、珍珠梅、文冠果、连翘、月季、黄刺枚、紫叶矮樱、旱榆、沙木蓼、裸果

木、云杉等。 

2、防护绿地树种选择 

（1）卫生隔离防护骨干树种： 

白皮松、油松、侧柏、云杉、新疆杨、毛白杨、垂柳、旱柳、白蜡、旱榆、臭椿、紫穗槐、沙

枣、柽柳、丁香、革苞菊、枸杞、沙棘、珍珠梅、黄刺枚、花棒等。 

（2）滨水防护骨干树种： 

云杉、新疆杨、垂柳、金丝垂柳、旱柳、柽柳、龙须柳、紫穗槐、白蜡、沙枣、杜梨、丁香、

革苞菊、连翘、花叶海棠、刺旋花等。 

（3）水土保护防护骨干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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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松、樟子松、侧柏、云杉、紫穗槐、火炬树、臭椿、旱柳、柽柳、丁香、珍珠梅、连翘、

酸枣、枸杞、红刺玫、黄刺枚、沙棘、沙柳、梭梭、沙蒿、花棒、旱榆、毛白杨、沙冬青、蒙古扁

桃等。 

3、广场用地树种选择 

广场绿地骨干树种：樟子松、白皮松、云杉、侧柏、圆柏、白蜡、龙爪槐、红花刺槐、旱榆、

臭椿、旱柳、文冠果、蒙古莸、碧桃、丁香、山杏、山桃、连翘、花叶海棠、紫叶矮樱、沙木蓼、

珍珠梅、革苞菊、红瑞木、月季、宁夏枸杞等。 

4、附属绿地树种选择 

（1）行道树骨干树种： 

樟子松、桧柏、新疆杨、毛白杨、栾树、旱榆、火炬树、白蜡、垂柳、旱柳、臭椿、暴马丁香、

碧桃、紫叶李等。 

（2）居住用地骨干树种： 

樟子松、白皮松、云杉、桧柏、侧柏、白蜡、龙爪槐、红花刺槐、臭椿、旱柳、文冠果、蒙古

莸、碧桃、丁香、山杏、山桃、连翘、花叶海棠、紫叶矮樱、沙木蓼、珍珠梅、革苞菊、红瑞木、

旱榆、月季、宁夏枸杞等。 

（3）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骨干树种： 

白皮松、云杉、桧柏、白蜡、栾树、臭椿、山桃、重瓣榆叶梅、太阳李、碧桃、紫叶矮樱、旱

榆、水蜡等。 

（4）工业仓储用地骨干树种： 

云杉、侧柏、垂柳、旱柳、复叶槭、旱榆、臭椿、龙爪槐、皂荚、榆树、核桃、泡桐、白蜡、

沙枣、柽柳、山桃、丁香、火炬、珍珠梅、连翘、黄刺枚、紫穗槐、红柳等。 

5、区域绿地树种选择 

选用植物主要包括：沙枣、樟子松、油松、侧柏、旱柳、柽柳、火炬树、沙棘、旱榆、紫穗槐、

新疆杨、垂柳、枸杞、白蜡、刺旋花等。 

6、一般树种（包括乔木、灌木、藤本、水生、地被等。） 

（1）常绿乔木 

侧柏、杜松、白皮松、油松等。 

（2）落叶乔木 

旱柳、金丝垂柳、龙爪槐、皂荚、梓树、五角枫、栾树、杜梨、花红刺槐、枣树、旱榆、红叶

李、桃树、红叶碧桃、蒙古扁桃、山桃、山杏、花叶海棠、山楂、苹果、梨等。 

（3）落叶灌木 

红刺玫、粉花锈线菊、绣线菊、卫矛、宁夏枸杞、锦带花、刺旋花、连翘、革苞菊、红瑞木、

蒙古扁桃、红柳等。 

（4）藤本 

野葡萄、裸果木等。 

（5）水生 

芦苇、香蒲。 

（6）地被 

蒙古莸、金鸡菊、百日草、牵牛花、马蔺、八宝景天等。 

第二十二条 树种分类规划 

1、观赏特性 

（1）观叶类 

彩叶植物：紫叶李、紫叶矮樱、紫叶小檗、小叶黄杨等。 

香叶植物：松柏类、香椿、臭椿等。 

秋色植物：五角枫、复叶槭、山楂、火炬、白蜡、旱柳、榆树、红瑞木、栾树桑等。 

春色叶植物：臭椿、栾树、五角枫等。 

（2）观花类 

春花类：泡桐、刺槐、牡丹、山楂、苹果、杜梨、月季、白丁香、革苞菊、锦带花、红花刺槐、

杏、花叶海棠、碧桃、山桃、榆叶梅、月季、玫瑰、红刺玫、元宝枫、连翘、沙棘、紫丁香等。 

夏花类：珍珠梅、辽东丁香、暴马丁香、玫瑰、蒙古莸、白丁香、紫丁香、梓树、栾树、沙枣、

萱草、鸢尾、马蔺、千屈菜、紫花苜蓿等。 

观果类：紫叶小檗、山楂、栾树、毛樱桃、革苞菊、枸杞、沙棘、水蜡、花叶海棠、沙棘、沙

枣、红瑞木等。 

（3）香花类 

花叶海棠、玫瑰、月季、刺槐、紫丁香、白丁香、暴马丁香、蒙古莸、水蜡、沙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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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污染树种 

（1）抗二氧化硫树种： 

抗性强的树种有：侧柏、柽柳、刺槐、紫穗槐。 

抗性较强的树种有：白皮松、云杉、龙柏、桧柏、臭椿、沙冬青、白毛杨、桃树、丁香、泡桐、

刺槐、连翘、革苞菊、垂柳、旱柳、杏树。 

反应敏感的树有：苹果、梨、花叶海棠、玫瑰、月季。 

（2）抗氯气树种： 

抗氯气树种有：龙柏、侧柏、紫藤、臭椿、柽柳、蒙古莸、刺槐、白蜡、沙冬青、旱柳、枸杞。 

抗性较强的树种有：桧柏、紫穗槐、柽柳、丁香、瓜子黄杨、山桃、刺槐、毛白杨、泡桐、云

杉、旱柳。 

反应敏感的有：樟子松。 

（3）抗氟化氢树种： 

抗性强的树种有：瓜子黄杨、龙柏、沙冬青、侧柏、槐树、柽柳、黄杨。    

抗性较强的树种有：桧柏、垂柳、榆树、臭椿、刺槐、蒙古莸、白皮松、旱柳、山楂、云杉、

泡桐、小叶女贞、山楂、月季、丁香。 

反应敏感的树种有：葡萄、杏、梅、山桃、榆叶梅。 

（4）抗乙烯的树种有： 

抗性较强的树种有：榆树、红叶李、旱柳。 

反应敏感的树种：月季、刺槐、臭椿、蒙古莸。 

（5）抗氨气树种： 

反应敏感的树种有：新疆杨、刺槐。 

（6）抗二氧化氮树种有： 

抗性强的树种有：龙柏、臭椿、沙冬青、蒙古莸、刺槐、酸枣、旱柳、垂柳、泡桐。 

（7）抗臭氧树种： 

刺槐、连翘。 

（8）抗烟尘树种： 

、榆树、刺槐、臭椿、沙冬青、泡桐、五角枫。 

（9）滞尘能力强树种： 

桧柏、毛白杨、刺槐、臭椿、榆树、泡桐、丁香等。 

3、其他类型 

招鸟类：刺旋花、毛樱桃、山楂、红瑞木等。 

第二十三条 市花、市树的选择 

2017 年乌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乌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市树、

市花的决定》，确定： 

沙枣为乌海市市树。 

丁香花为乌海市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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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防灾避险绿地规划 

第二十四条 防灾避灾绿地规划原则 

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应包括长期避险绿地、中短期避险绿地、紧急避险绿地和城市隔离缓冲绿带

四种类型。防灾避险功能绿地应安全可达，至少应与 2 条以上应急疏散通道相连接。应选址于平坦

开敞的安全地域，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选址要避开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其危险区，避开高压走廊、油气管道、危化品

仓储区、大型化工园区、易燃易爆或核放射物储放地等影响范围和高层建(构)筑物垮塌范围。  

（2）不具备安全性和防灾避险基本条件的城市绿地，以及需要特别保护的 8 动植物园、文物古

迹密集区和历史名园等不应作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 

（3）低于城市防洪标准规定的洪水淹没线以下的城市绿地、坡度大于 15%的区域面积超过绿地

总面积 60％的城市绿地，以及开敞空间小于 600 平方米的城市绿地不应作为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

地。 

（4）选址确保车行和步行便捷，便于群众应急避难。 

（5）应急避难场所建筑和保障设施抗风、抗震、防洪、防火、防雷、排水等级要高于本地区相

应设防标准，在遭受设防标准内的灾害事故影响下，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第二十五条 功能与设施布置 

防灾避险绿地内因科学设置应急避难场所功能与设施。不同级别和类型的绿地要根据适宜承担

的功能，合理选择设置基本生活指挥办公、医疗救治、防疫隔离、物资储备、垃圾储运等功能分区

科学配置供电、供水、供暖、通信、消防、视频监控、应急广播与信息发布、排污等功能设施，具

备条件的绿地还应配置文化娱乐、心理抚慰、科普宣传、停车场等功能设施，相关功能指标应符合

国家或行业及地方标准规定。 

绿地内外及周边要规范设置指示标志等指引,标明避难路线图、功能分区图和相关责任人等必

要信息。应急避难场所要有至少两条不同方向与外界相通的进出通道并注意避开危险区，结合公共

设施和场地空间实际情况，考虑残疾人、老年人、幼儿孕妇等特殊群体需要进行无障碍设计,满足

峰值避难人员短时进出需要。 

第二十六条 长期避险绿地 

长期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可为避难人员提供较长时间（30 天以上）生活保障、集中救

援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长期避险绿地应依据相关规划和技术规范要求配置应急保障基础设施、

应急辅助设施及应急保障设备和物资。长期避险绿地以生态、游憩等城市绿地常态功能为主，并按

平灾结合、灾时转换要求，兼具防灾避险功能，一般结合郊野公园等区域绿地设置。 

第二十七条 中短期避险绿地 

中短期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可为避难人员提供较短时期（中期 7～30 天、短期 1-6 天）

生活保障、集中救援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中短期避险绿地一般靠近居住区或人口稠密的商业

区、办公区设置，应依据相关规划和技术规范要求配置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应急辅助设施及应急保

障设备和物资。中短期避险绿地以生态、游憩等城市绿地常态功能为主，适度兼顾防灾避险功能，

一般结合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及居住区公园等设置。 

第二十八条 紧急避险绿地 

紧急避险绿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避难人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3～10 分钟内）到达、并能满

足短时间避险需求(1 小时至 3 天)的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紧急避险绿地以生态、游憩等城市绿

地常态功能为主，兼顾灾时短时间防灾避险功能。一般结合街头绿地、小游园、广场绿地及部分条

件适宜的附属绿地设置，并与周边广场、学校等其它灾时可用于防灾避险的场所统筹协调。 

表 7-1 城市防灾避险功能绿地有效避险面积设计要求分类表 

防灾避险绿地种类 总面积（公顷） 有效避险区域面积 人均有效避险面积（平方米/人） 

长期避险绿地 ≥50 ≥60% ≥5 

中短期避险绿地 
中期 ≥20 ≥40% ≥2 

短期 ≥1 ≥40% ≥2 

紧急避险绿地 ≥0.2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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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城市隔离缓冲绿带 

城市隔离缓冲绿带是指位于城市外围，城市功能分区之间、城市组团之间，4 城市生活区、城

市商业区与加油站、变电站、工矿企业、危险化学品仓储区、油气仓储区等之间，以及易发生地质

灾害的区域，具有阻挡、隔离、缓冲灾害扩散，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的城市绿地。城市隔离缓冲绿带

以生态防护、安全隔离为主要功能，一般结合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附属绿地设置。 

第三十条 疏散通道规划 

疏散通道包括避难通道和救灾通道两个部分，规划利用城市次干道及支路将一级、二级避灾据

点连成网络，形成避灾体系。同时为防止城市居民避灾地、城市自身救灾和对外联系等发生；避难

通道不应该占用城市主干道。为保证灾害发生后避难道路的通畅和据点的可达性，规划控制主要疏

散干道，保证有效宽度不小于 7 米，疏散次干道保证有效宽度不小于 4 米，防灾公园内部疏散通道

和消防通道的有效宽度不小于 4 米，控制沿路的建筑应后退道路红线 5-10 米，高层建筑后退红线

的距离 15-20 米。 

第三十一条 救灾通道 

规划利用城市主干道为救灾通道的骨架路网，与城市外围省际通道、高速公路，作为城市救灾

通道对外出口。规划主要救灾通道的红线两侧，规划宽度 10～30 米不等的绿化带，保证发生灾害

时安全、通畅。救灾干道规划控制有效宽度不小于 15 米。 

第三十二条 防灾树种 

1、各级防灾场所 

在各级防灾场所中，特别是防灾公园中，树种的配置除满足基本的防灾功能外，还应兼具良好

的景观效应，做到乔、灌、花、草、藤结合，常绿树种、落叶树种比例协调。因此，各类树种材料

均可使用，但总体防灾树种的比例应高于园林景观树种，可选用侧柏、油松、海棠、龙爪槐、蜀葵、

梓树等。 

2、避灾、救灾通道 

在避灾、救灾通道绿地两侧，其树种应选择树材坚实、不易断裂的种类，保证灾害发生时通道

的顺畅。可选择臭椿、油松、侧柏等树种。 

3、防灾隔离缓冲绿地 

在防灾隔离缓冲绿地中，应尽量选择防火树种，减少景观树种数量，形成浓密的防火树林带，

尽可能延缓灾害蔓延，减少相应次生灾害带来的威胁。可选择刺槐、火炬、臭椿、杨、柳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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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第三十三条 古树名木保护现状 

乌海市现有古树名木共 3 株，现存 3 株均为古树，均为国家三级古树，位于东经 106°50′10.9″，

北纬 39°19′37.4″。现状 3 株文冠果古树长势较好，因地理条件导致管理养护不到位，有少量枯枝，

需加强管理养护。 

表 8-1 古树名木调查表 

编号 树名 拉丁学名 科名 属名 位置 栽植时期 
树高

（米） 

冠径（米） 

东西 南北 

WG0

01 

文冠

果 

Sapindac

eae 

无患子

科 

文冠

果属 

海南区六五四原二

厂家属区内 

清朝雍正年间

（1723 年） 
7.5 9 8 

WG0

02 

文冠

果 

Sapindac

eae 

无患子

科 

文冠

果属 

海南区六五四原二

厂家属区内 

清朝雍正年间

（1723 年） 
6.5 8.5 7 

WG0

03 

文冠

果 

Sapindac

eae 

无患子

科 

文冠

果属 

海南区六五四原二

厂家属区内 

清朝雍正年间

（1723 年） 
6 7 6.5 

第三十四条 规划目标 

建立起乌海市古树保护的完整的宣传教育体系、科学研究体系、保护管理体系，使本市的古树

名木充分发挥其科研、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古树保护率达到 100%。 

第三十五条 保护建议与措施 

1、在古树名木保护区内，应采取措施保持土壤的透水、透气性，不得从事挖掘取土、铺埋管

线、堆放杂物、倾倒有害废渣、废液、焚烧和修建建筑物或构筑物等活动。 

2、在保护区内现存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除法律、法规规定不宜拆除的外，应当有计划的拆除。

发现危及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生存的，由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要求有关单位或个人限期拆除，并按规定

给予适当经济补偿。 

3、建议加快古树后备资源调查，完善古树保护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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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道路绿化规划 

第三十六条 规划原则  

（1）依据《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合理确定各类道路的绿地率，满足植物配置和生

长需要，使道路绿地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作用。 

（2）加强道路绿化与相邻用地绿化的结合，从防护功能、景观效果等方面进行整合，突出城市

绿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3）根据旅游城市的特殊要求，加强对重要道路或路段的建设，突出城市景观特色，提升城市

景观形象。 

（4）加强乔木、花灌木和地被植物的应用，提高植物配置水平，丰富绿化设计模式，充分发挥

道路绿地的生态功能和美化效果。根据道路的不同特征，道路绿地的布置应利用不同的植物品种或

不同的植物布置方式形成不同的特色。  

第三十七条 规划特色与规划要求  

通过大量使用具有乡土特色的观花、观叶类乔灌木、地被植物改造提升现有城市主道路的绿化

风貌，统一规划待建主干道路的绿化风格，打造景观特色鲜明的景观道路体系。在中心城区，重点

打造现有主要干道为林荫景观路，构建林荫景观路体系以及网状密布的支路景观路体系，林荫景观

路系统是城市主干道与外围绿道系统衔接的主要通道，林荫景观路系统是城市特色与魅力展示的载

体，支路系统则形成了鲜活的城市人文环境。  

第三十八条 规划内容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的道路路网、道路红线宽度、长度、起迄位置等基本信息，本规划将城

市道路绿化类型划分为：园林景观路、主干路、次干道三种道路绿化类型以及出城口绿地，分别进

行规划控制。  

园林景观路是指绿化好、展现城市景观风貌的城市重点道路，本规划强调沿体线绿化景观的整

体性，来彰显城市风貌和体现绿化特色与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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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九条 重点建设区域 

海勃湾区近期建设项目主要分布在凤凰山区域、滨河二期与滨河三期区域。 

乌达区近期建设项目以口袋公园为主，分散分布在乌达区中心城区内。 

海南区近期建设项目为 1 处口袋公园，位于中心城区东南角黄河路东南侧。 

第四十条 近期规划主要项目 

近期规划主要项目共 12 项，其中海勃湾区共有 6 项，乌达区共有 5 项，海南区共有 1 项。 

表 10-1 近期建设项目一览表 

序号 绿地类型 区域 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规

模 

建设年

限 

(公顷) 

1 综合公园 海勃湾

区 

乌海市黄河沿岸滨河区域生态建设项目三期 规划新建 32.63 2025 

2 专类公园 凤凰山体育公园 规划新建 32.93 2025 

3 游园 海勃湾区狮城小区绿地 规划改造 0.54 2023 

4 游园 海勃湾区凤凰河二号公园（廉洁公园） 规划新建 1.86 2023 

5 游园 海勃湾区人民南路立交桥两侧绿地 规划改造 1.12 2023 

6 游园 海勃湾区二完小绿地 规划改造 0.41 2023 

7 游园 乌达区 金三角口袋公园 规划改造 6 2023 

8 游园 乌达区人民广场口袋公园 规划新建 6.53 2023 

9 游园 乌达区人民医院口袋公园 规划改造 0.16 2023 

10 游园 乌达区满都拉口袋公园 规划改造 0.62 2023 

11 游园 新达街文体路东北角口袋公园 规划新建 0.35 2023 

12 游园 海南区 小三线励志园 规划新建 0.6 2023 

合计 8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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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四十一条 法规性措施  

本规划文件经政府批准后，应与乌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其他专项规划和控制性

详细规划等配合实施，作为乌海市绿地规划建设的法律依据，对违背规划、侵占绿地和破坏绿地的

行为应依照法律法规实施处罚。 

全面推行“绿线”管理制度，加强对绿色开敞空间的刚性保护，规划范围应结合分区规划和法定

图则，逐步划定其他各类绿地绿线，并依据《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对绿线范围内的绿地进行严格保

护、控制和管理。  

第四十二条 行政性措施  

规划范围绿地系统规划经政府批准后，应采取广播、电视、网络、报刊、杂志等多种形式让全

体居民了解该规划的主要内容，认识到绿地建设对乌海市中心城区发展的重要作用。 

重要绿地建设应向社会公示，征询公众意见，公开、公平引入社会监督、竞争机制。 

对于规划范围内违反规划、侵占和破坏绿地的行为，应对违法行为严厉处罚；而对于超过规划

标准完成绿化工作的单位，应给予奖励。加大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协调，建立规划范围绿化“全覆盖、

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模式，加强绿化建设的监管力度。 

第四十三条 技术性措施  

应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逐步把科研活动纳入正轨，确保城市园林事业的健康发展，对城

市园林绿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组织攻关，同时要加强科技合作，建立和完善园林科研管理体系，推

广应用先进的技术，促进科研与生产的良性循环。  

应加强对各级园林绿化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训，进一步引进人才，努力创作园林“精品”，不

断提高规划范围园林绿化建设与管理水平。  

城市各类绿地的详细规划设计、各城市节点的景观设计等，应符合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要求。  

沿河流、道路两侧应预留规划宽度的绿化用地。  

旧城绿地建设应结合旧中心城区改造和拆建随时随地进行建设，并应加强垂直绿化、阳台绿化

和庭院绿化，增加规划范围绿量。  

重视苗圃、花圃的建设，建立足量的苗木基地，定向培育不同规格的各类树木，引进良种，定

向选优，保证城市园林建设用苗的需要。  

园林绿化建设应结合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把建设养护

任务分解到各个建设单位，落实投资，分头实施。  

第四十四条 经济性措施  

规划实施过程中，依照分期规划的安排，由政府投资或由市场经济渠道进行投资保证绿化建设

的完成。  

支持农林部门及有关单位利用在规划市域绿地范围内兴办果园、林场、花圃、苗圃等生产绿地，

并利用其自然景观兴办观光游览事业，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满足游览休息的需要。  

广泛吸收国外、境外投资者参加新区园林产业的开发建设，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

理。  

集中各方面可以筹措的资金组建园林绿化基金会，有计划地投入园林绿化建设中去。  

第四十五条 政策性措施  

利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建议采用谁建设、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对超

标完成任务的给予表扬、奖励。鼓励市民自觉爱护绿地，搞好庭院、阳台等绿化，先进单位与个人

给予表扬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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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成果效力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相关规划图纸具有同等的效力，

是乌海市绿地规划和建设的法规依据。当需要对本规划进行调整时，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规范要求进行。 

第四十七条 修改条款 

因特殊原因，需对本规划进行调整时，应向乌海市人民政府申请修订，修订规划审批后方可实

施。 

第四十八条 实施主体 

本规划由乌海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十九条 解释权说明 

本规划解释权归乌海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第五十条 补充说明 

规划区范围内的绿地工程建设，均应符合文本和图则的规定，并应符合国家、内蒙古自治区有

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规定。 

第五十一条 规划实施时间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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