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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区位概况：重庆主城区长江以北、嘉陵江以东,规划面积
1200km2，其中可开发建设面积550km2 。辖江北区、渝
北区、北碚区3个行政区部分区域，以及北部新区、保税港
区、两江工业开发区三3个功能区，规划总面积1200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221万人。

自然概况：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地带，亚热带季风气候，
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水源相对充沛，
长江、嘉陵江绕区而过。

主要产业：轨道交通、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国
防军工、电子信息等五大战略性产业；区域内大致
分为都市功能板块，先进制造业板块和现代服务业
板块三大板块。

发展定位：在重庆总体规划中将其定位为内陆重要
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
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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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结构



1.1 居住区生态基础设施规划

1.1.1 居住区生态基础设施分布推导



1.1 居住区生态基础设施规划

1.1.2 生态基础设施构成分析



1.3 工业用地周边防护与污染物净化

1.3.1 工业生态防护基础设施分布推导



1.2 商业用地生态基础设施

1.2.1 商业用地生态基础设施空间分布推导



1.2 商业用地生态基础设施

1.2.2 商业用地生态基础设施构成



1.3 工业用地周边防护与污染物净化

1.3.2 工业生态防护基础设施构成分析



2.1 城市生态预留区规划布局

2.1.1 城市生态预留区基础设施分布推导



2.1 城市生态预留区规划布局

2.1.1 城市生态预留区具体设施及案例分析



2.2 大型郊区公园规划改造

2.2.1 大型郊区公园生态基础设施分布推导



2.2 大型郊区公园规划改造

2.2.2 生态基础设施构成分析



2.3 大型湿地公园规划改造

2.3.1 大型湿地公园生态基础设施分布推导



2.3 大型湿地公园规划改造

2.3.2 生态基础设施构成分析



3.1&3.2 自然保护区规划

3.1.1&3.2.1 自然保护区生成推导



3.1&3.2 自然保护区规划

3.1.2&3.2.2 生态基础设施构成分析



4 整体分析

4.1游憩基础设施辐射范围分析



4 整体分析

4.2.1渗蓄水基础设施结构分析



4 整体分析

4.2.1生态基础设施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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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弹性分析

1.1 宏观弹性生态基础设施分布



1 宏观弹性分析

1.2 城市生态预留区弹性分析



2 微观弹性分析

2.1 雨水弹性生态基础设施分析



2 微观弹性分析

2.1 雨水弹性生态基础设施分析



2 微观弹性分析

2.2 污染弹性生态基础设施分析



2 微观弹性分析

2.3 游憩弹性生态基础设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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